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判识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因子并模拟其

作用机制，是集约利用城市资源、判定城市大型旅游

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前提。从概念入手，构建了包含 3

个属性、29个指标的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影响要素评

价体系，在利用专家打分法对各因子重要性评价的基

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因子

进行萃取。结果显示，按照重要性程度高低进行排序

可以将这些因子归结为宏观经济水平、旅游产业水

平、市场实力、行政效力、旅游资源本底等八个。文

章认为，城市旅游综合体是一种特定的旅游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城市作为地理空间的属性特征和旅游作为

产业形态的经济特征相互作用构成了其生成的动力机

制，城市大型旅游项目投资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

评判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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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It is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of the intensive use of urban resources and the feasibility determina-

tion of mega tourism investment projects in cities to identify the formation factors and simulate their mecha-

nism for urban Tourism complex.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evaluation of each partitioning indicator by using

expert analytic method,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extract the formation factors of urban tourism

complex and their influencing inten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rban tourism com-

plex form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8 aspects sorted by order of their importance: Macroeconomic level,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y, the strength of the tourism market,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effi-

ciency, the quality of tourism enterprise, the competitive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public service ability of ur-

ban governm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onvenient traffic conditions. It i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urban

space and tourism industry constitute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urban tourism complex. Among them,

not like other general tourism spots, whose generation always relies on their tourism resources, the genera-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tourism complex more depen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at

means even there are no more competitive resources in some economic cities, whose urban tourism complex

projects would generate and development well supported by their economic level. Of courses, other condi-

tions would also play some extent role in their generation. Finally, this article postulates that urban tourism

complex is a special kind of man-land territorial system,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urban which as the attri-

bute characteristic of geographical space and tourism which as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ial

form constitute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tourism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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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旅游综合体是以旅游休闲为导向进行土地综合开发而

形成的，以互动发展的度假酒店集群、综合休闲项目、休

闲地产社区为核心功能构架，整体服务品质较高的旅游休

闲聚集区或大型旅游项目。城市旅游综合体 （urban tourism

complex，简称UTC） 是旅游综合体表现在城市特定地理空

间内的物化形式，以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资源或区位条件

为基础，以具有旅游、休闲、娱乐等功能的产业形态为主

导的旅游综合发展区域。作为提高城市资源集约化水平、

提升城市资本利用效率的要素配置模式，城市旅游综合体

已经在全国 200 多个城市进行了项目建设，投资总额超过

1.3万亿元人民币。实践显示，这些项目在推动城市经济结

构转型、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开始重视城市旅游综合

体项目建设，并将这类项目的引进和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抓

手。特别是在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城市政府更加重视现

代服务业体系的构建，城市旅游综合体因集成多种现代服

务业业态而面临着更加有利的商业发展环境。尽管基本面

持续向好，但城市旅游综合体的形成和发展仍面临着复杂

的个体环境，不同城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以及

城市本身的发展阶段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都可能是影

响 UTC 生成与否的直接或间接因素。如仅从区位选择上

看，城市旅游综合体既可以在北京、杭州这样的综合型大

城市或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在

推动黄山、张家界这类专业型旅游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主导力量。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如何剔除差异性因素影

响，透过复杂的个体城市发展条件差异，从人地关系相互

作用角度探求这种差异背后的共性环境特征，总结城市旅

游综合体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但是对这种新兴地理现

象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也是指导UTC产业实践亟待解决

的现实问题。

与快速发展的产业实践相比，城市旅游综合体研究高

质量成果并不多见。概念探讨和基础理论成为现阶段的研

究重点。而基于地理空间、产业组织、服务经济、要素整

合视角的概念界定则成为最集中的领域，并达成了UTC是

以旅游产业为核心载体带动相关产业集聚进而形成稳定产

业体系、促使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基本共识[1-4]。文献分析

的结果显示，尽管对城市旅游综合体“是什么”、“为什

么”等问题进行了符合科学逻辑的描述性表达，但相关研

究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选择更多相对成熟的城市旅

游综合体案例，系统将其发生演变规律引向深入的研究尤

其缺乏[5]。从产业实践关照角度来看，在学术概念得到明确

的基础上，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和成长更加依赖于哪些

因素？如何对其生成和成长的主导因素进行判识和提取？

是否可以通过定量化手段对这些因素进行表征？对这些问

题的回答不但是城市管理者引进和建设UTC项目必须考虑

的前置性因素，也是投资主体进行相关项目投资与否的关

键决策依据，对城市政府和开发商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也是将城市旅

游综合体从“是什么”的描述性研究引向“为什么”的解

释性研究的关键。换句话说，通过判定城市旅游综合体的

生成因子，细化对大型综合性旅游项目“落地”条件和生

长环境规律的研究，不但有助于从人地关系相互作用角度

对各生成要素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机制进行解释，对于透彻

理解UTC这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存在性及进一步深化其

影响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方法选取

城市旅游综合体具有空间 （城市） 和产业 （旅游） 两

种性质[a]。表现在实践中，反映为影响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

的要素较多，且各要素之间往往缺乏清晰边界，甚至存在

复杂的相互作用。显然，要素之间的复杂性特征不利于产

业实践中对投资项目可行性进行判别，从众多影响要素中

提取少数概括性因子对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的影响因素进

行表达就显得特别重要，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学术立足点。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综合分析和研究多指标复杂系统的理想

方法和重要手段。可以在尽可能减少信息丢失的基础上，

通过对城市旅游综合体各生成要素相关系数矩阵的结构和

指标代表性的分析来合并同类项，将众多指标转化为少数

几个可以高度概括原始影响因素中所包含的信息且彼此不

相关的代表性因子，通过数据空间的降维、因子结构的简

化和信息冗余的减少实现分属于不同线性空间变量的归类

和因子体系结构的精炼，从而克服由于指标数量过多且指

标非线性空间的存在给定量评价带来的繁琐和结果不确定

等问题，并使新的因子变量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此外，

由于因子分析法以UTC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

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通过建立综合评价函数模型来进一

步判定UTC生成主导因子的结构关系和作用程度，从而避

免了评价方法中人为确定权重的缺陷，提高了判定结果的

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更有利于下一步对其生成机制的精准

把握和深度剖析，在本研究中有较强的适用性。

2.2 指标选择

指标选择合理是定量化研究获得可靠结论的前提。尽

管现有城市旅游综合体研究多从地理空间、产业组织、服

务经济和要素整合四个视角进行，但这些视角差异也是一

种大致的分类，实际上又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领域，并没

有真正能够做到相互独立评价[5]。本研究考虑到城市旅游综

合体业态关联城市和旅游两大门类的广泛性，以及不同城

市旅游综合体生成条件及其影响要素的复杂性，本研究从

城市旅游综合体的概念入手，认为城市特征和旅游特征是

共同影响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的核心要素，并遵循指标选

取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和相关性等原则，将城市旅游

综合体看作城市空间特征与旅游属性特征相结合、并受发

展环境影响的产物，从而构建了包含城市特征、旅游水平

和支撑环境 3个属性、29个具体指标的UTC生成影响要素

评价指标体系 （表 1）。其中，城市特征共包含城市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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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资源区位、城市形象和旅游市场需求特征等 10项指

标；旅游水平包含反映旅游企业、旅游产业、旅游经济水

平等状况的 10项指标；支撑环境则包括与城市和旅游产业

发展密切相关的政府行政能力、城市公共发展水平和基础

设施状况等的9项指标。进一步地，根据这些指标对城市旅

游综合体的生成条件进行定量化分析和评价。

2.3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的问卷调查。问卷采用封闭式设计

方案，列出有可能对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产生影响的 29个

指标，采用 email邮寄的方式，定向邀请相关领域内包括区

域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地理等学科的专家对这些指标的

重要性程度进行从很低到很高的价值判定。其中，数字大

小代表专家对这个因子重要性程度的认识评价，1=很低，

2=低，3=比较低，4=一般，5=比较高，6=高，7=很高。调

查时间介于 2015年 4月 1日至 2015年 5月 10日，最终回收

126份问卷反馈，其中有效问卷121份，有效率96.03%。从

问卷反映的专家背景信息来看，受访对象的研究领域分布

较为均匀，涵盖了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影响因子所涉及的

各个研究领域。进一步的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

量表的总体信度水平达到 0.879，样本 KMO 取样适当性统

计量值为 0.786，Bartlett球面检验值为 1558.606，已达到在

自由度为406时的效度显著水平。数据可靠性较高，稳健性

明显，符合因子分析的质量要求。

3 UTC生成因子判定与作用机制

3.1 UTC生成因子的提取与判定

在通过共同度检验的基础上，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选取

原则，本研究采用主成分萃取的方法提取8个主因子作为解

释影响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的核心变量。从数值上看，这8

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都大于或接近5%，累计方差贡献率

达到66.373%，表明现有因子保留了原始数据中的大部分信

息，能够较充分地反映原指标体系对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

产生影响的信息（表2）。

3.2 UTC生成因子载荷矩阵

由于各指标在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没有明显集中的载

荷，为了更好地解释主因子对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的影

响，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对初始主因子载荷矩阵进行

旋转，得到更容易对主因子影响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过程

进行解释的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按照指标在某因子上载

荷值大于0.4或者载荷值是它在其他因子上载荷值两倍以上

的判断标准，本研究中所有指标都只是在单一因子上具有

较大载荷，表明计算结果具有数学意义上的判别有效性

（表3）。

表1 影响UTC生成的指标体系构建

Tab.1 Generating Index of Influencing UTC

属性

城市

特征

指 标

X1地理区位

X2资源区位

X3政治文化区位

X4交通便利度

X5核心资源强度

X6旅游资源组合度

X7形象和知名度

X8旅游市场需求规模

X9旅游市场需求层次

X10旅游市场需求增长力

属性

旅游

水平

指 标

X11旅游企业接待服务能力

X12旅游企业资质水平

X13旅游与相关企业合作程度

X14旅游企业经营能力

X15地区经济总体规模

X16地区经济效益水平

X17地区产业集聚程度

X18旅游产业发展能力

X19旅游产业贡献能力

X20旅游产业生产效率

属性

支撑

环境

指 标

X21政府营销能力

X22政府规划能力

X23政府创新能力

X24旅游产业政策

X25政府对外开放程度

X26公共安全度

X27文化发展水平

X28科技创新能力

X29基础服务设施完备度

表2 主因子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及旋转后方差贡献率

Tab.2 Communalities Eigen Values, Extraction and Rotation 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

主因子

1

2

3

4

5

6

7

8

初始特征值

合计

7.235

3.128

2.408

1.530

1.511

1.200

1.137

1.099

方差%

24.949

10.785

8.303

5.274

5.211

4.137

3.922

3.791

方差累积%

24.949

35.735

44.038

49.312

54.523

58.660

62.582

66.373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7.235

3.128

2.408

1.530

1.511

1.200

1.137

1.099

方差%

24.949

10.785

8.303

5.274

5.211

4.137

3.922

3.791

方差累积%

24.949

35.735

44.038

49.312

54.523

58.660

62.582

66.373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3.366

2.545

2.539

2.449

2.446

2.133

1.948

1.822

方差%

11.608

8.776

8.756

8.446

8.433

7.355

6.717

6.281

方差累积%

11.608

20.384

29.141

37.586

46.019

53.375

60.092

66.373

马晓龙，李维维：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因子判定与作用机制研究

HUMAN GEOGRAPHY Vol.HUMAN GEOGRAPHY Vol.3131. No.. No.66 20162016//1212 147



3.3 UTC生成评价模型

为了构建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因子评价模型，需要对

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和运算：第一，根据各指标与主因子

间的数量关系，计算各主因子的得分；第二，计算各主因

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第三，将第二步

所得数据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UTC生成因子影

响程度的综合评价值。根据主因子与指标间的数量关系，

利用公式（1）计算各主因子的得分：

Fi=bi1X1+bi2X2+ ⋯ +bi29X29 （1）

其中，Fi为第 i个主因子的得分；bi1，bi2，…，b i29 分别表示

29个指标在第 i个主因子上的载荷；分别X是对应指标的评

价值。进一步地，以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

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出城市旅游综合体生

成因子影响程度的评价模型：

F=0.1749F1 + 0.1322F2 + 0.1319F3 + 0.1272F4 + 0.1271F5 +

0.1109F6 +0.1012F7+0.0946F8 （2）

模型中，F表示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因子的影响程度；F1—

F8表示由公式 （1） —计算得到的 8个主因子得分；对应系

数来源于各主因子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的比重作为权重的

加权平均计算结果。可见，F值的大小反映了各因子对城市

旅游综合体生成的影响程度，分值越高各因子对城市旅游

综合体生成的影响程度越强；反之，则越弱。

3.4 各因子对UTC生成的作用机制

进一步地，根据公式 （1） 中各因子与指标间的数量关

系以及公式 （2） 中各因子权重值大小，考虑到各因子在原

始指标上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可以按照依次递减的顺序，

对影响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的各主因子进行命名，并分别

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解释。

第一主因子在地区经济总体规模、地区经济效益水

平、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对外开放程度、地区产业集聚程

度和文化发展水平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权重值最高达

0.1749，可命名为宏观经济水平因子。对于城市旅游综合体

表3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Tab.3 Rotated Component Loading Matrix

指 标

X15地区经济总体规模

X16地区经济效益水平

X28科技创新能力

X25政府对外开放程度

X17地区产业集聚程度

X27文化发展水平

X18旅游产业发展能力

X24旅游产业政策

X19旅游产业贡献能力

X20旅游产业生产效率

X9旅游市场需求层次

X8旅游市场需求规模

X10旅游市场需求增长力

X23政府创新能力

X21政府营销能力

X22政府规划能力

X13旅游与相关企业合作程度

X12旅游企业资质水平

X11旅游企业接待服务能力

X14旅游企业经营能力

X5旅游资源组合度

X6核心资源强度

X26公共安全度

X3政治文化区位

X7形象和知名度

X29基础服务设施完备度

X1地理区位

X2资源区位

X4交通便利度

主因子1

0.842

0.835

0.703

0.662

0.656

0.553

0.129

0.019

0.104

0.169

0.233

0.097

0.105

0.222

0.150

0.054

0.122

0.016

-0.010

0.091

-0.076

-0.082

0.064

0.084

0.137

0.139

0.047

-0.006

0.007

主因子2

0.126

0.043

-0.094

0.151

0.139

-0.132

0.728

0.678

0.649

0.426

0.084

0.123

0.195

-0.055

0.227

0.443

0.110

-0.046

0.297

0.300

0.093

0.150

0.113

-0.055

0.212

0.422

0.133

-0.118

0.249

主因子3

0.062

0.038

0.160

0.200

0.088

0.071

0.347

0.116

0.188

0.420

0.774

0.774

0.720

-0.006

0.107

-0.080

0.274

0.111

0.115

0.164

-0.090

-0.095

-0.017

0.311

0.078

-0.072

-0.102

0.111

0.316

主因子4

-0.035

0.031

0.340

-0.013

0.167

0.374

0.008

0.370

0.058

0.146

0.116

-0.205

0.132

0.775

0.728

0.682

0.182

0.122

0.127

-0.154

0.069

0.295

0.060

0.259

0.068

0.158

0.084

0.080

0.201

主因子5

-0.050

0.115

0.136

-0.103

0.072

0.336

0.175

0.008

0.284

0.404

0.279

0.027

0.217

0.184

-0.016

0.180

0.739

0.646

0.630

0.555

0.052

0.019

0.139

-0.041

0.087

0.261

0.189

0.033

0.106

主因子6

-0.163

-0.149

0.085

0.035

0.031

0.159

0.128

-0.008

0.198

0.066

-0.043

-0.089

-0.012

0.156

0.107

0.105

-0.086

0.433

-0.165

0.198

0.867

0.765

0.045

0.003

0.262

-0.280

0.089

0.417

0.054

主因子7

0.124

0.027

0.141

0.260

-0.220

0.063

0.163

-0.029

0.266

0.169

0.042

0.008

0.123

0.202

0.179

-0.031

-0.061

0.105

0.159

0.159

0.003

0.173

0.704

0.613

0.543

0.459

0.128

0.126

0.265

主因子8

0.077

-0.068

-0.066

-0.017

0.248

-0.084

0.108

0.233

-0.149

-0.155

0.018

0.119

-0.065

0.109

0.131

0.045

0.136

-0.018

0.158

0.228

0.171

0.234

0.249

0.242

-0.107

0.176

0.724

0.701

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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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而言，城市经济水平越高，对外开放程度越强，各

种经济活动要素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要素成本优势也会越

大，外部经济效应越可能形成，并从两个方面影响到城市

旅游综合体的生成[6,7]。即一方面，城市通过土地利用集约

化、产业集聚规模化、要素高效配置和技术创新等外部经

济优势促进城市旅游地域空间的扩展、资源要素附加值的

提升以及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 [8]。另一方

面，通过提升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和购买欲望，为UTC的生

成提供良好的市场支撑条件。

第二主因子在旅游产业发展能力、旅游产业政策、旅

游产业贡献能力和旅游产业生产效率等指标上的载荷值较

高，权重值达到0.1322，可命名为旅游产业水平因子。追求

更高的产业效率是所有现代型企业的目标，也是参与产业

竞争和发展能力的保障[9]。作为以旅游产业为核心，并高度

聚集相关产业的复杂业态形式，城市旅游综合体的发展关

系到城市的商业格局，往往是城市经济联动发展的增长

极，其发展也必须追求更高的产业效率。而旅游产业水平

则是影响城市旅游综合体产业效率的关键，即在优先发展

政策支持下，通过提高竞争能力实现UTC内部各生产要素

的定向聚集和高效利用，并进一步深化集群内部企业的社

会化分工与协作，从而对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产生影响。

第三主因子在市场需求层次、市场需求规模和市场需

求增长力等指标上具有较高载荷，权重值达到0.1319，可命

名为市场实力因子。旅游市场发育条件和市场消费能力是

旅游产业得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10]。并直接影响到旅游项目

的投资方向、建设规模与发展潜力[11]。城市旅游综合体项目

的平均投资额度在 13亿元人民币以上，高投入决定了只有

具备需求旺盛、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支撑，这类项目才有

可能顺利实现资本回收以及后续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升

级。自然地，市场实力因子成为城市政府和投资商对UTC

项目生成考量的关键前置因素，也成为影响城市旅游综合

体生成的重要因子之一。

第四主因子在政府创新能力、政府营销能力、政府规

划能力等指标上载荷值较高，权重值达0.1272，可命名为行

政效力因子。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来看，城市政府

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

育以及市场行为规范等方面仍然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往

往决定着城市大型项目的建设和土地利用的方向[12]。作为城

市政府“经营城市”的手段，城市旅游综合体项目往往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城市体系的打造，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某

些专业型旅游城市的性质[13]。在这种状况下，城市政府是否

能够通过行政效力为城市旅游综合体项目的发展创造保障

条件，从而提升各要素的配置效率和空间集约化利用水平

将深刻影响到UTC的生成。

第五主因子在旅游企业与相关企业合作程度、旅游企

业接待服务能力、旅游企业资质水平和旅游企业经营能力

等指标上具有较高载荷，权重值为0.1271，可命名为企业素

质因子。旅游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其综合管理

运营能力和整体企业素质水平对旅游产业的发展有重要影

响。城市旅游综合体形成的根本前提是围绕核心旅游企

业，实现同类和相关企业的集聚，并进一步通过客源组织

的空间扩散以及销售门市的网络化增加旅游流量，设施利

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规模化经营。只有旅游企业和相关企

业具备良好的内部管理水平和外部融合能力等素质，城市

旅游综合体才有可能通过提高内部资源配套效率和增强外

部经济性来降低生成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并对其生成施

加影响。

第六主因子在核心资源强度和旅游资源组合度两个指

标上具有高载荷，权重值为 0.1109，可命名为资源本底因

子。资源禀赋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基础[14]。丰富和高品质的旅

游资源易于形成拥有全国甚至世界级吸引力的旅游吸引

物，并围绕这些吸引物吸引相关企业形成产业集聚[15]。该因

子也成为一般意义上对旅游项目落地具有基础和决定性作

用的因子。从方差贡献率上看，城市旅游综合体对传统资

源禀赋的依赖程度明显弱于一般性以旅游资源为基础的观

光型景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差不明显的情

况下，具备良好资源禀赋的区域仍相较于资源禀赋差的区

域更容易获得产业的聚集，从而对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

施加影响。

第七主因子在公共安全度、政治文化区位、旅游形象

与知名度和基础服务设施完备度等指标上有较高载荷，权

重值达0.1012，可命名为公共服务能力因子。安全性和经济

性是企业追求商业投资的重要考虑，具体表现在基础设施

建设、社会治安、政策调控在内的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16]。

作为重要的商业投资项目，城市旅游综合体对公共服务能

力的反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高投入的综

合性旅游项目建设运营往往需要包括良好基础设施、城市

形象和市场活力在内的商业投资环境的支撑和公共服务能

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城市旅游综合体的发展追求产业之

间的集聚与联系，往往只有在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产业发

展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才更有可能实现投资的外部效

应、促进产业集聚，从而对UTC的生成施加影响。

第八主因子在地理区位、资源区位和交通便利度等指

标上的载荷较高，权重值为 0.0946，可命名为交通区位因

子。交通、区位等地理要素是古典区位理论企业选址和厂

址布局的竞争优势所在。实践也证明，交通的发达程度是

改变区域空间经济联系深度和广度的重要考虑因素[17]。城市

旅游综合体是发生在特定地理空间的经济活动，自然也符

合传统区位理论的一般规律，如更加趋近于交通便利、可

达性强的大城市核心或城市边缘区，从而通过外部经济性

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吸引力，并基于这些地理要素特征对

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产生影响。

4 结论

城市旅游综合体在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显示出明

显的适应性，研究其生成条件对城市产业布局和项目投资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研究发现，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对

特定主因子的依赖程度并不高，8个主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

率也仅为66.373%，说明影响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的要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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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较为复杂。按照各主因子的属性特征，可以进一步将这8

个主因子分为两类：一类与城市属性相关，反映城市发展

成效和综合环境；一类与旅游属性相关，体现区域旅游发

展的供需水平和支撑条件。也就是说，城市旅游综合体的

生成受到这两类属性共同作用，充分体现了其“城市”加

“旅游”的综合性特征。就个体贡献来看，城市旅游综合体

的生成具有明显的“亲经济性”，对宏观经济水平的依赖最

为明显，城市经济越发达越有可能促使城市旅游综合体的

生成。同时，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对旅游产业水平和旅游

市场实力的反馈也较为明显，能否培育良好的产业体系和

具有强大的市场支撑也是重要影响因子。相反的是，在旅

游特征因子中以往被认为对旅游区形成有基础作用的旅游

资源本底因子，反而对UTC生成的影响程度在各因子的比

较重并不显著，换句话说，即使在旅游资源条件一般的地

区，只要通过经济杠杆的调解，不断扩大资本投入水平，

也有可能相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更容易形成城市旅游

综合体。此外，作为现代服务型经济业态，城市旅游综合

体的生成受地理、资源、交通等传统地理要素的影响远没

有农业、工业区位的那么明显。特别是在后工业化时代背

景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文化

创新的驱动能力等新区位因素对城市旅游综合体这类服务

业的区位选择和布局的影响程度明显增强，并逐渐成为城

市旅游综合体这类项目区位选择的重要考虑内容。如在游

客满意导向下，区别于传统注重局部景点开发的模式，现

代旅游业更加注重整体功能的协调，城市政府的行政能力

以及公共服务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UTC的生成。此

外，尽管交通区位因子对UTC的生成也有一定影响，但相

较于其他因子的贡献则相对较弱。因此，城市大型旅游项

目投资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视角，而不仅仅是旅游发展的视

角去评判其可行性。

作为一种城市要素集聚的组织模式和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而生成的产业集聚体，城市旅游综合体同时具有地理属

性和经济属性的双重特征，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地

关系地域系统，城市特征与产业属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

了该系统生成的根本动力，而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角度对

这此进行研究也是推动城市经济向现代服务业转型过程中

的重要理论方向。具体来讲，如果将影响其生成的空间要

素和产业要素视作“人地关系”的两个侧面，则前者保证

城市旅游综合体发展的物质环境和要素结构，后者则代表

区域政策倾斜的阶段性影响和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等非地

理学因子。一方面，区位交通、经济水平、社会、文化、

政策和公共服务环境往往是是地理学空间视角对特定地理

现象的生成机制研究的着力点，目的在于揭示自然因素和

人文因素对特定地理现象形成的作用机理 [18,19]；另一方面，

需求特征、产业结构、经济主体行为以及产业绩效因素属

于产业组织理论SCP分析范式的构成要素，也是产业经济

学视角在解构典型经济现象的形成机制时最关注的核心影

响因素[20]。可见，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因子最终收敛于地

理空间要素和产业组织要素的二维统一，进一步说明对城

市旅游综合体生成规律的把握必须立足于地理学和经济学

视角整合思维基础上，从空间和产业双重视角进行，这也

是对各生成因子作用机制进行具体分析和理论阐释的逻辑

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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