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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反映城市旅游能级的 27 个单项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 2011，2016
年京津冀 13 个城市旅游能级指数，并划分为 4 个层级。从城市旅游经济能级、旅游竞争潜力能级和旅游环境支撑能

级三方面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的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特征，提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以北京、天津为第一增长

核心”和“以石家庄、唐山、保定为第二增长核心”的节点优化路径，构建“环京津特色旅游轴线”和“四纵旅游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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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2011 年国

家首次提出“环首都经济圈”构想，2014 年“京津冀一体

化”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被定位成世

界级城市群。当前，旅游业是京、津、冀三地的支柱产

业。2017 年北京 市 旅 游 总 收 入 占 其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的

19． 53%，天津市为 19． 12%，河北省为 17． 06%。千年古

都北京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景观丰富，具有现代化水准

的城市特色。天津是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既有港口

城市的开放又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河北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文物古迹众多，是我国唯一拥有七

大地形地貌的省份。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京津

冀间合作会更加密切，如何打破原有界限、利用各自优

势提升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旅游发展水平是政界和学

界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城市规模和城市间联系是测度城市群一体化的重

要条件［1］。通过城市旅游能级评价确定城市群旅游系

统内的增长核心城市、发展轴线，在拓宽城市群空间结

构研究视角的同时，也可为选择优先开发区域提供决策

依据，为提高城市群旅游发展水平指明关键途径。本研

究在构建城市旅游能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京津

冀城市群各城市旅游能级进行了动态评价与对比，希望

从城市旅游能级提升视角，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协同发

展和空间结构优化提出有益建议。

1 国内研究现状
“能级”概念源于现代量子物理学，国内最早由孙志

刚［2］引入到城市功能的研究中。城市能级能较好地反

映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尤其适用于城市群层面的研

究［3］。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国内，国外学者极少关

注，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国内研究现状，从城市功能能

级、城市联系能级和城市场能级 3 个方面进行分析。
城市功能能级方面，研究者习惯于把城市能级等同

于城市的影响力［4］。如韩玉刚等［5 － 6］指出城市能级反映

了城市功能对外地区辐射影响的程度，城市能级的提升

过程是其综合功能完善和空间重构的过程，城市群内城

市能级的提升有利于城市群的资源配置、空间拓展和整

体实力的提升。赵全超等［7］构建了城市能级评价的综

合指标体系，提出为了实现城市群经济的规模和集群效

应，城市群应形成由核心 － 中心 － 一般三类城市组成的

分工合理、层级分明、相互协作的经济系统。
城市联系能级方面，研究者认为城市联系能级表现

为城市间联系程度的强弱。如姚永玲等［8］基于城市 －
公司数量矩阵方法评价了城市网络联系能级，并把联系

能级进一步划分为城市、行业和综合 3 个方面。陈震

等［1］基于百度指数数据，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的

联系能级特征。刘江会等［9］基于“嵌套网络模型”测算

了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联系能级。
城市场能级方面，研究者认为能级是城市场的外在

表现之一。任寿根［10］基于物理“场”理论提出“城市场”
的概念。张刚等［11］进一步探讨了基于电磁场理论构建城

市场理论的现实性和科学性。章锦河等［12］探讨了竞争

状态“旅游场”对区域旅游空间作用分析的重要作用，并

通过位势、场强、场核、场等级等指数定量评价旅游场。
当前，少数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旅游能级研究［13 － 16］，

但对何为城市旅游能级缺乏明确界定。城市旅游能级

研究深度有待加强，需借鉴城市能级研究成果，作进一

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借鉴量子理论和已有城市

能级的研究成果［5 － 6］，界定城市旅游能级的概念为: 城市

旅游能级是反映城市旅游功能对城市以外地区辐射影

响程度的测度变量，可以通过城市旅游经济能级、城市

旅游潜力能级和城市旅游环境支撑能级来综合衡量;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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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旅游功能能级评价旨在通过综合评价城市群系统中

各城市的旅游影响力，进而划分等级，确定城市群空间

结构优化路径。而城市旅游能级研究可从城市旅游功

能能级、城市旅游联系能级和城市旅游场能级 3 个方面

展开，本研究属于城市旅游功能能级研究的范畴。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群旅游研究［17 － 25］。

针对京津冀旅游发展，部分学者［21 － 23］结合旅游圈、旅游

域、旅游流强度等模型，研究京津冀旅游空间结构及发

展对策。王佳等［24］运用逻辑斯蒂回归方法对京津冀旅

游发展进行预测。张海洲等［25］以京津冀和长三角为例

研究了城市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当前，利用能级

理论来研究京津冀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优化成果较少。
本研究把能级与城市群旅游发展相结合，构建较为

全面、合理的城市旅游能级评价指标体系; 从动态视角

利用熵值法评价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旅游能级及演化

趋势，进而确定一级、二级核心城市，从城市旅游个体能

级提升的角度提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的节点

优化、轴线优化对策。城市旅游个体能级的提升过程包

括城市旅游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

以及城市旅游潜力的发掘，此提升过程将会对整个京津

冀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的重组与拓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2 城市旅游能级评价
2． 1 评价体系构建

从城市旅游能级的含义出发，结合京津冀城市群旅

游发展及其影响因素，遵循可获取性、针对性和完备性

原则选取指标，构建城市旅游能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3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和 27 个单项指标( 表 1) 。

表 1 城市旅游能级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urban tourism energy level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权重( 2011 年) 指标权重( 2016 年)

城
市
旅
游
能
级

城市
旅游
经济
能级

产业地位 旅游产业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0． 017 2 0． 013 2

旅游企业
规模及水平

星级饭店数量
旅行社数量
A 级景区数量

0． 056 6
0． 056 7
0． 031 0

0． 053 9
0． 061 1
0． 032 2

经济效益

国内旅游收入
旅游外汇收入
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
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

0． 076 3
0． 123 5
0． 005 6
0． 009 6

0． 071 8
0． 123 8
0． 005 1
0． 003 6

游客接待量

接待国内游客人次
接待入境游客人次
国内游客增长率
入境游客增长率

0． 047 7
0． 099 7
0． 006 7
0． 011 0

0． 042 8
0． 100 9
0． 004 7
0． 007 5

城市
旅游
潜力
能级

资本竞争力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0． 009 0
0． 005 9
0． 010 3

0． 010 9
0． 005 5
0． 008 5

人才资源竞争力

地区总人口
住宿业和餐饮业从业人员数
普通高校数量
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量

0． 010 6
0． 093 6
0． 049 8
0． 035 4

0． 012 1
0． 106 9
0． 051 3
0． 037 2

城市
旅游
环境
支撑
能级

城市基础设施

道路面积
公路客运量
园林绿地面积
公共图书馆
邮政业务收入
公交车数量

0． 029 3
0． 034 3
0． 046 6
0． 006 3
0． 059 1
0． 062 4

0． 033 2
0． 036 2
0． 046 3
0． 006 1
0． 052 8
0． 067 1

经济环境
第三产业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 003 1
0． 002 6

0． 002 4
0． 003 2

2． 2 数据来源
国家层面的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始于 2011 年，真正

起步于 2014 年，至 2016 年底已过去两年。因此，选取

2011，2016 年的京津冀城市群旅游相关数据加以分析，

既能体现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发展的动态趋势，同时，也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标志。数据来源于 2012，2017 年的

《河北经济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中

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京津冀 13 个城市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旅游政务网所发布的公告。
2． 3 城市旅游能级计算

采用熵值法计算城市旅游能级，该方法可以有效避

免主观赋权法中人为因素的影响。

( 1) 原始数据收集与整理。设有 m 个待评价对象，

n 项评价指标，整理形成原始数据矩阵: X = ( xij ) m×n 。
本研究中 m = 13 ，n = 27 。

( 2) 对数据进行同趋化处理。假定评价指标 j 的理

想值为 x*j ，对于正向指标记为 x*jmax ，对于负向指标记

为 x*jmin 。正项指标同趋化公式为: x＇ij = xij / x*jmax 。负向

指标公式为: x＇ij = x*jmin /xij 。

( 3) 计算指标的熵值。根据公式 y＇ij = x＇ij /∑m
i = 1

x＇ij
对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数据的标准化矩阵。

对于第 j 项指标，其熵值为: ej = － k∑m
i = 1

( y＇ij ln y＇ij ) 。其

中，常数 k = 1 / l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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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计算指标的信息效用值。第 j 项指标的信息效
用值为: dj = 1 － ej 。

( 5) 计 算 指 标 的 权 重。计 算 第 j 项 指 标 的 权 重:

wj = dj /∑n
j = 1

dj 。

( 6) 对步骤( 2) 中的同趋化值做进一步的无量纲化

处理。计算过程为:

yij = x＇ij / ( x＇jmax － x＇jmin ) 。

式中: yij 为 i 城市 j 指标的无量纲化值; x＇jmax 为 j 指标所

有 x＇ij 值中最大者; x＇jmin 为 j 指标所有 x ＇ij 值中最小者。
( 7) 计算城市旅游能级指数。计算公式为: Ei =

∑n
j = 1

wjyij 。式中: Ei 为城市旅游能级指数; wj 为 j 指标

的权重; yij 为 i 城市 j 指标的无量纲化值。
收集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原始数据，分别计算 2011，

2016 年指标权重( 表 1) 和能级指数( 表 2) 。

表 2 2011，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城市旅游能级评价结果对照
Tab． 2 Comparison evaluation results of urban tourism energy level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in 2011 and 2016

城市
城市旅游经济能级 城市旅游潜力能级 城市旅游环境支撑能级 城市旅游能级指数

2011 年 2016 年 2011 年 2016 年 2011 年 2016 年 2011 年 2016 年

承德 0． 066 5 0． 062 0 0． 019 2 0． 020 4 0． 018 3 0． 018 7 0． 104 0 0． 101 2
石家庄 0． 062 0 0． 067 7 0． 073 2 0． 076 0 0． 058 0 0． 059 2 0． 193 2 0． 203 4
张家口 0． 064 0 0． 059 2 0． 017 7 0． 018 6 0． 020 7 0． 022 8 0． 102 4 0． 100 5
秦皇岛 0． 057 0 0． 063 3 0． 033 2 0． 033 4 0． 022 9 0． 020 4 0． 113 1 0． 117 1

唐山 0． 051 5 0． 048 8 0． 041 0 0． 042 0 0． 043 2 0． 048 5 0． 135 7 0． 139 6
廊坊 0． 035 0 0． 039 9 0． 025 8 0． 027 4 0． 020 7 0． 021 5 0． 081 4 0． 088 6
保定 0． 063 4 0． 066 1 0． 037 7 0． 046 2 0． 037 2 0． 041 3 0． 138 3 0． 153 7
沧州 0． 033 7 0． 035 8 0． 024 1 0． 025 6 0． 022 4 0． 027 7 0． 080 2 0． 089 2
衡水 0． 032 9 0． 029 5 0． 013 4 0． 014 8 0． 015 2 0． 015 4 0． 061 5 0． 059 8
邢台 0． 028 8 0． 033 7 0． 018 8 0． 019 6 0． 024 7 0． 026 9 0． 072 3 0． 079 6
邯郸 0． 047 9 0． 038 2 0． 025 6 0． 026 9 0． 041 9 0． 041 4 0． 115 4 0． 106 5
北京 0． 526 5 0． 507 8 0． 222 3 0． 239 7 0． 250 1 0． 258 2 0． 998 9 1． 004 8
天津 0． 209 3 0． 364 8 0． 172 0 0． 200 4 0． 121 0 0． 122 4 0． 502 3 0． 687 7

标准差值 0． 136 7 0． 148 5 0． 065 4 0． 072 8 0． 065 4 0． 067 4 0． 263 7 0． 285 2

3 旅游空间结构分析
3． 1 旅游层级分布状况

依据表 2，绘制京津冀城市群城市旅游能级分异图

( 图 1) ，并将京津冀城市划分为 4 个层级。
3． 1． 1 第一层级是城市旅游能级最高的城市———北

京。2011 年北京城市旅游能级指数为 0． 998 9，2016 年

上升为 1． 004 8，能级指数与其他各市相比具有绝对优

势，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北京作为我

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界级大

都市，在城市旅游的经济、潜力、环境支撑 3 个能级方面

都显示出极强的优势( 表 2 ) ，把北京作为京津冀城市群

旅游发展的最强增长核心极为必要。
3． 1． 2 第二层级是城市旅游能级处于中等偏上的城

市———天津。天津城市旅游能级指数仅次于北京，且在

13 个城市中增速最高( 增长率为 36． 91% ) ，2016 年其城

市旅游潜力能级指数与北京只相差 0． 039 3，旅游发展

潜力巨大。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国际知名港口，邮轮

旅游发达。2014 年天津自贸区成立，吸引更多的中外企

业前来投资与合作，大量的海外购物也将成为现实。天

津凭借其区位优势以及国家对其政策性的支持，城市旅

游能级指数迅速增长，与北京旅游发展相互呼应，成为

京津冀旅游发展的第二大支撑城市。

图 1 2011，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城市旅游能级分异
Fig． 1 Disparity of urban tourism energy level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in 2011 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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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第三层级: 石家庄、保定、唐山、秦皇岛。取河北

省 11 个城市中旅游能级值高于其整体平均值的城市为

第三层级。2011 年第三层级城市为石家庄、唐山、保定、
邯郸、秦皇岛 5 个城市，2016 年变为石家庄、唐山、保定、
秦皇岛 4 个城市。这 4 个城市的旅游能级指数与京、津
二市相差甚远，但在河北省位列前四，主要在城市旅游

潜力能级与城市旅游支撑能级中更具优势。4 个城市作

为河北省区域中心城市，必须在提高自身城市旅游能级

的同时，带动河北其余各市的旅游业发展，从而进一步

缩小京津冀旅游发展的不平衡性。
3． 1． 4 第四层级是城市旅游能级处于一般及较弱的城

市———承德、张 家 口、邢 台、衡 水、廊 坊、沧 州、邯 郸。
2011 年为承德、张家口、邢台、衡水、廊坊、沧州 6 个城

市，2016 年新增了邯郸，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城市旅游能

级的旅游空间极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 7 个城市的旅

游潜力能级与城市旅游环境支撑能级相较石家庄、唐

山、保定、秦皇岛四市明显更低。但是承德、张家口两市

的城市旅游经济能级指数与第三层级的石家庄、唐山、
保定、秦皇岛不相上下。承德、张家口两市作为较为成

熟的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市场已基本形成，拥有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收入与接待游客次数相对较多，

所以旅游经济实力并不弱。邯郸市 2011 年处于第三层

级，2016 年滑落至第四层级，考虑到邯郸的城市经济水

平较高，且拥有连接中原南部的重要区位优势，如果今

后不断提升城市旅游能级水平，必将会成为河北省旅游

发展的又一重要节点。
3． 2 旅游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
3． 2． 1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旅游能级结构不合理，极化

效应明显。首先，由表 2 可知，2011，2016 年京津冀 13
个城市旅游能级指数的标准差分别为 0． 263 7，0． 285 2。
2016 年标准差值明显大于 2011 年，表明京津冀城市群

城市旅游能级结构存在极化趋势，极化效应明显。其

次，第一层级、第二层级旅游城市数量太少，只有京、津

二市，第三层级旅游城市数偏少，而第四层级城市数量

偏多，且由 2011 年的 6 个增加到 2016 年的 7 个，也表明

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空间极化效应非常明显。由表 2 结

合原始数据分析可知，邯郸市由 2011 年的第三层级滑

落至 2016 年的第四层级。2011—2016 年邯郸市的城市

旅游经济能级、城市旅游潜力能级、城市旅游环境支撑

能级指数均处于下降阶段，造成其整体城市旅游能级指

数的下降。
3． 2． 2 京津与河北各市旅游能级水平差距大。第一层

级的北京作为首都，实力最强; 第二层级的天津城市旅

游能级指数增长较快，迅速缩小与北京的差距; 而河北

省 11 个城市旅游能级水平都与北京、天津相差甚远。
从能级指数比值来看，2011 年北京市、天津市分别是河

北省 11 个城市平均能级指数的 9． 175 7，4． 614 0 倍，

2016 年分别为 8． 921 1，6． 105 2 倍，显然京津与河北各

市旅游能级水平差距较大。
3． 2． 3 河北各市的旅游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与京津有

效对接难度大。处于第三、第四层级的河北 11 个城市

中，石家庄市的城市旅游能级指数稍高于其他各市，城

市旅游能级指数主要分布在 0． 1 左右，但各市之间均有

差距，最低的为衡水市，其指数仅为石家庄市的 1 /4。可

见河北各市整体旅游实力不强且各市的发展状况参差

不齐，环京津没有形成具有实力的旅游城市群与京津进

行对接，不利于京津冀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及旅

游协同效应的发挥。

4 京津冀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优化

为了实现京津冀城市群旅游的协同发展，需要将其

旅游能级提升与空间结构优化相联系，从节点优化与轴

线优化 2 个方面进行旅游空间结构优化( 图 2) 。
4． 1 节点优化路径
4． 1． 1 以北京、天津为第一增长核心的旅游空间优化。
可从 3 个方面着手: ( 1) 北京应起到一级增长核心作用，

加强与承德、张家口、廊坊、保定等环首都城市的旅游合

作。张家口市于 2015 年同北京共同申请承办 2022 年冬

季奥运会，给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承德市 2011，

2016 年城市旅游经济指数均排在河北省的前列，是一个

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城市。( 2 ) 京、津二市在

与河北进行对接时，应先联系河北重要节点城市。唐山

市是一座紧邻京津的城市，作为河北经济强市，在河北

省的城市旅游能级指数位列第三，城市环境支撑能级与

城市旅游潜力能级指数均较高，有更好接待京津二市游

客外溢的能力，构建“京津唐”三角发展模式极为必要。
( 3) 以天津为核心，打造东部沿海地区以海滨休闲度假、
邮轮旅游为主的发展带，包括天津、沧州、唐山、秦皇岛 4
个城市。天津港可带动三市的邮轮旅游业，而秦皇岛作

为成熟的海滨度假休闲城市，拥有众多海滨疗养院，可

接待来自津、唐等重要客源市场的游客。
4． 1． 2 以唐山、石家庄、保定为二级增长核心的旅游空

间优化。唐山、石家庄、保定为第三层级城市，城市旅游

能级指数在河北省位列前三，旅游综合实力更强，尤其

是石家庄市，2016 年城市旅游经济、环境支撑与潜力能

级指数均位列河北省第一位，其旅游业发展势头更强

劲。据此将唐山、石家庄、保定三市定位为二级增长核

心，成为连接京、津与河北的重要纽带。未来将会在强

化与京、津的联系的基础上更好地带动第四层级城市旅

游的发展。在发展方向上主要从以下 3 个方面入手:

( 1) 石家庄作为河北省省会，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旅游区

域，应对带动河北西南部第四层级城市发展起到关键的

作用，合作区域为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四市。其中

邯郸综合实力较 2011 年有所下降，但从城市旅游能级

指数上看，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2) 以石家庄、保定为核

心，太行山脉为依托，构建生态文化发展带，其中涉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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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京津冀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优化
Fig． 2 Optimization of urban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市有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市。从能级角

度分析，保定与石家庄两市能级指数更高，在其中起到

纽带作用; 从旅游资源角度看，同属太行山脉，旅游资源

禀赋较高，而且各具特点。五市如能联合打造太行山旅

游品牌线路，将会带动其旅游业迅速发展，提高各市的

旅游能级指数，帮助太行贫困山区人民更快脱贫，现实

意义更显著。( 3) 构建“承、秦、唐”三角旅游发展模式。
承德、秦皇岛、唐山三市拥有河北省最为富集的旅游资

源，唐山的城市旅游能级指数在河北省排第二位，尤其

在城市旅游潜力能级与城市环境支撑能级两方面更优

于承德、秦皇岛二市，而承德、秦皇岛在旅游经济能级方

面优于唐山，三市互为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客源地。从地

理区位看，唐山、承德、秦皇岛三市互为犄角，可形成紧

密型的旅游联合体，有利于带动三市的城市旅游能级指

数的提升，促进三市旅游业共同发展。
4． 2 轴线优化路径
4． 2． 1 环京津特色旅游轴线优化。以京津冀城市群的

主要交通枢纽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市为核心，形成

“一环四横”的横向旅游轴线。“一环”指首都地区环线

通道，涉及到承德、张家口、廊坊; “四横“是指京秦—京

张、津—保、石—沧、秦—承—张”四条交通要道。“一环

四横”构成了具有西北草原风情、农牧观光特色的旅游

区域。其中，张家口与北京联合申奥，必定会增强该市

旅游的发展; 京秦—京张与秦—承—张通道，将唐山、秦
皇岛二市连入北京旅游圈，弥补了北京对于海滨度假休

闲旅游区的短板，使得秦皇岛与唐山可承接北京外溢的

游客。津—保通道则连接了京津冀中南部地区，石—沧

通道将京沪、京九、京广三大通道联结在一起，其中京广

与石沧相交于石家庄，使得石家庄成为沟通北京、天津

与河北各市的重要游客集散地。
4． 2． 2 “四纵”旅游轴线优化。即形成以京沪、京九、京
承—京广、沿海四条纵向交通要道为依托的旅游发展轴

线。京沪轴线连接京津两大旅游城市; 京承—京广、京

九轴线涉及北京、承德、石家庄、保定、邢台、邯郸 6 个城

市，贯穿京津冀城市群，此两条线路加强了北京与东北

和华中地区区域合作，是两条重要的旅游轴线，这 6 个

城市 2011，2016 年城市能级总量占京津冀总量的比例

分别为 56． 25%，52． 80%，虽然其城市能级总量占比在

减少，但占比达到了 50% 以上，亦说明此两条轴线的重

要性。沿海通道涉及到天津、沧州、唐山与秦皇岛，这 4
个城市的城市能级总量由 2011 年占京津冀城市群能级

总量 30． 8%增加到 2016 年的 35． 27%，增长趋势非常明

显，是京津冀城市群旅游未来发展的重要一环，应依托

天津—沧州、天津—唐山—秦皇岛高铁为核心轴线，努

力形成沿海旅游经济隆起带。

5 结论与展望
5． 1 结论

( 1)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旅游能级极化程度明显，北

京、天津的城市旅游能级远高于河北各城市，且近年来

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河北各市的城市旅游能级需要进

一步提升。
( 2) 根据京津冀城市群城市旅游能级、各城市发展

现状以及各城市旅游发展趋势提出了“以北京、天津为

第一增长核心”与“以石家庄、唐山、保定为第二增长核

心”的节点优化路径。
( 3) 根据京津冀各城市旅游能级、旅游资源与发展

现状以及京津冀交通基础条件，提出了“环京津特色旅

游轴线”“四纵旅游轴线”的优化路径。
5． 2 展望

通过构建城市能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京津冀城市

群的城市旅游能级动态演化特征，提出京津冀城市旅游

空间结构优化建议，为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提供政策依

据。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方向为: 一是进一步强化经

济物理学与城市群研究的结合，如综合从旅游场和城市

场的视角考虑城市群旅游的协同发展问题; 二是基于本

·201· 地域研究与开发 第 37 卷



研究所构建的城市群旅游能级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其

他城市群旅游进行研究，在验证该指标体系稳健性的同

时，也为案例区域提供相应的协同发展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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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Based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Urban Tourism Energ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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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ed 27 individual indicators reflecting the energy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ourism to construct the index system and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is calculateed by using entropy method． Then，

urban tourism energy level value of 13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is calculated and is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are ana-
lyz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urban tourism economy energy level，urban tourism competitive potential en-
ergy level and the tourism environment support energy level． Based on the level of energy evaluation results and ur-
ban agglomera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paths of urban ag-
glomeration tourism node optimization and axis optimiz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tourism; urban tourism energy level; spat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Beijing-
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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