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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研究

王梦飞，黄　松!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１）

摘　要：为揭示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格局，本文以广 西 西 江 经 济 带 核 心 区 域 中 心 城 市 为 研 究 对 象，运 用 修 正

后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对区域内７个中心城市２０１５年的旅游经济联系及空间结构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以旅

游经济联系强度为分析标准，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旅游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以南宁、柳州为中心的“旅游双核”发展模

式，形成了以南宁和柳州对外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最大的空间格局；旅游经济空间联系的密集区主要集中在南宁、柳州、贵港

和来宾；受较高级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辐射强度及城市自身接收 能 力 的 影 响，每 个 中 心 城 市 与 核 心 城 市、相 邻 近 的 中 心 城

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大；由于自身对周围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 辐 射 能 力 较 弱，同 时 随 着 可 达 性 的 降 低，三 级 中 心 城 市 与

其他中心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逐渐下降。基于以上综合分 析，本 文 提 出 各 城 市 应 利 用 自 身 优 势 与 核 心 城 市 形 成 优

势互补，打造以南宁为首的“南宁－贵港－柳州”、“南宁－百色－崇左”和 以 柳 州 为 首 的“柳 州－来 宾－贵 港”旅 游 城 市 群，

形成相互弥补、相互协调的区域旅游发展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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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间旅游经济的活动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各种要素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各种要素在城市

之间的流动频繁程度决定着两地联系的密切与否，其表现形式可以反映出城市之间的相互关联度。越来

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运用定量的方法研究各种要素流的表现形式。依据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区域空间

联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空间经济联系、交通运输网络联系格局以及城市旅游空间结构［１－３］等方面，而

对于区域旅游经济主要从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城市旅游经济的相互作用、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４－６］等

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涉及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的相关研究不多。研究方法上，在城市距离方面更多的是

利用城市间的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公路或铁路里程等单一指标来表示［７－８］。城市间的通达度不仅与距离

有关，与交通运输方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尤其是高铁的飞速发展，城市间

的时间、空间距离不断缩减，与此同时运输成本有所增加，显然在分析城市距离的时候仅仅采用空间距离

或时间距离等单一指标已明显不足。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城市间不同交通方

式对交通时间和运输成本的影响，拟对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进行修正，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理论

模型的实践内涵，更加真实科学地反映出中心城市之间的关联度量，为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经济空间

关联研究奠定基础。
随着国内外城市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各旅游要素在城市与城市之

间的活动也更加频繁，通过研究旅游经济空间联系的表现形式，可以发现城市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

点。目前，国内关于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的研究多以沿海区域及内地发达区域为对象，对正在迅速发展

中的西南地区的研究还较少，而后者是实现我国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的短板。然而，优先发展广西西江经

济带已经成为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２０１４年７月国务院批复的《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中明确提

出，“根据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发展基础，以及港口交通条件，统筹空间布局，明确重点，强化功能，形

成协调有序、高效集约、联动发展空间格局”［９］。因此，研究广西西江经济带的旅游经济联系状况，定量分

析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旅游经济空间关联度，深入探究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城市旅游经济的辐射程度，
对于把握经济带内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可为政府部门制定旅游经济发展战略

提供决策参考。鉴于此，本文对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空间相互作用状况进行分析研究，拟
为推进广西西江经济带的旅游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域概况

广西西江经济带是珠江—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广西西江经济带核心区域包括南宁、柳州、
梧州、贵港、来宾、百色、崇左７个中心城市。《广西统计年鉴２０１６》［１０］显示，广西西江经济带区域土地面积

为１３．０９万ｋｍ２，占广西土地面积的５５％；人口２　６０３．５１万，占广西总人口的５４．３％；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０．８７万亿元，占广西区内总量的５１．５％；该区域在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发展规模３个方面占有广西全

区的半壁江山。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内有国家５Ａ级景区１家，占广西全区的２５％；国家４Ａ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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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家，占广西全区的５０．８％；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２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８处，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市６座。
广西西江经济带旅游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２０．３％。由此可见，经济带中心城市的发展对区域整体经

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联动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带中心城市的外向辐射能力，尤其是城市间旅游流的相

互联系，可有效地带动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对广西西江经济带７个中心城市进行研究分析。
此外，为保证研究 数 据 的 可 获 得 性 以 及 科 学 可 靠 性，文 中 所 涉 及 到 的 数 据 全 部 来 源 于《广 西 统 计 年 鉴

２０１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６》和《中国公路里程及空车配货指南（２０１２年最新版）》中的原始数据，或是

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换算而得。

２　城市旅游经济空间联系测度与分析

２．１　城市等级划分

一个区域的旅游经济必然受到其他区域的影响，而其自身也影响着周边或者其他区域旅游经济的发

展［１１］，由于每个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故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必然形成规模

大小不同的旅游城市等级。利用节点分析的方法对广西西江经济带南宁、柳州、梧州、贵港、来宾、百色、崇
左７个中心城市旅游进行等级划分。本文从《广西统计年鉴２０１６》中选取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旅

游总收入Ｖｉ、国内旅游接待人次Ｐｉ、海外入境旅游人次Ｓｉ、国内旅游收入Ｍｉ、外汇旅游收入Ｎｉ 来代表一

个城市旅游方面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在得到明确的城市旅游规模指标体系之后，分别

计算各城市旅游总收入指数ＫＶ、国内旅游人次指数ＫＰ、入境旅游人次指数ＫＳ、国内旅游收入指数ＫＭ 和

外汇旅游收入指数ＫＮ 这５种职能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ＫＶｉ ＝Ｖｉ／
１
ｎ∑

ｎ

ｉ＝１
Ｖｉ（ ），以此类推计算出ＫＰｉ

、ＫＳｉ
、ＫＭｉ

、ＫＮｉ
。 （１）

其中：Ｖｉ 表示城市ｉ的旅游总收入；ＫＶｉ表示城市ｉ的旅游总收入指数。然后根据式（１）计算得到的５种

职能指数值，计算出各旅游城市的中心职能强度值：

ＫＴｉ＝ＫＶｉ＋ＫＰｉ＋ＫＳｉ＋ＫＭｉ＋ＫＮｉ
，ＫＥｉ＝（ＫＶｉ＋ＫＰｉ＋ＫＳｉ＋ＫＭｉ＋ＫＮｉ

）／５。根据计算结果，对７
个中心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共划分为３个不同的等级（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广西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中心城市的中心职能强度

Ｔａｂ．１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ｓｔ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序号 城市 中心职能强度值ＫＴ 中心职能强度纲化值ＫＥ

１ 南宁 １３．９６　 ２．７９

２ 柳州 ５．１３　 １．０３

３ 崇左 ５．０２　 １．００

４ 梧州 ３．６６　 ０．７３

５ 百色 ３．１９　 ０．６４

６ 贵港 ２．４６　 ０．４９

７ 来宾 １．５８　 ０．３２

表２　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旅游等级划分

Ｔａｂ．２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旅游城市等级 ＫＴ值 ＫＥ值 区域中心名称

一级中心 ＫＴ≥５．５　 ＫＥ≥２．０ 南宁

二级中心 ４．０＜ＫＴ＜５．５　 １．０＜ＫＥ＜２．０ 柳州、崇左

三级中心 ＫＴ≤４．０ ＫＥ≤１．０ 梧州、百色、贵港、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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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城市间可达性分析

可达性是度量不同城市之间互相交往、流通及联系便捷程度的一个相对指标因素。可达性值越高，说
明两城市之间的相互交往就越便捷，相反可达性值越低，则两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是不便。可达性分析

所运用的具体测量方法有很多，本文依据区域交通网络的现状及线路等级整体规模，首先将２０１６年广西

公路、铁路运输里程图数字化（由于水路不常被旅游者作为交通方式所采用，且研究区域内的水路运输与

公路、铁路相比不具有便捷性和经济性，故本文此部分内容不考虑水路交通方式的选择）；接着利用矢量网

络分析中的Ｏ－Ｄ分析法测算得到两城市之间的最短距离Ｄ；最后依据数学手段得出区域内一点到另一点

的最短交通所需时间，并运用得到的最短交通联系所需时间的相对比较量来反映两点之间经济联系的疏

密度。可达性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Ａｉ＝
Ｄｉ
Ｖｉ
，珡Ａ＝

１
ｎ∑

ｎ

ｉ＝１
Ａｉ，ａｉ＝

珡Ａ
Ａｉ
， （２）

其中：Ａｉ 表示ｉ城市的可达性值；Ｄｉ 表示ｉ城市与中心区域内另一城市间的最短路径交通距离；Ｖｉ 表示ｉ

城市与区域内某中心城市间的交通道路平均行车速度；珡Ａ 表示ｉ城市与ｍ 个中心城市间Ａｉ 的平均值；ａｉ
为可达性系数。

利用式（２）算出广西西江经济带内低级中心城市对较高级中心城市的可达性系数，即二级中心城市对

各一级中心城市，三级中心城市对各一、二级中心城市。依据可达性系数值的大小，整理出各城市对相应

较高级别中心城市的可达性排列顺序表（见表３、表４）。
表３　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间的可达性系数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ｓｔ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中心等级 城市
可达性系数

南宁 柳州 崇左

二级中心 柳州 ０．７７ － －

崇左 ２．０９ － －

三级中心 梧州 ０．７４　 ０．８３　 ０．７１

百色 １．４０　 ０．９１　 １．１０

贵港 １．０９　 ０．９２　 ０．７８

来宾 １．３０　 ２．０９　 ０．８５

表４　广西西江经济带三级中心城市对高级中心城市的可达性序列表

Ｔａｂ．４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ｇｒａｄ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中心等级 城市 可达性排序

二级中心 柳州 南宁

崇左 南宁

三级中心 梧州 柳州、南宁、崇左

百色 南宁、崇左、柳州

贵港 南宁、柳州、崇左

来宾 柳州、南宁、崇左

２．３　城市旅游经济空间联系测算

一个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与外部环境客观上存在着某种联系，在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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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等要素流也时刻体现着这种联系，同样，这种联系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能更好地体现

旅游城市之间旅游经济联系的一种形式是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它既能表现出联系量的大小，同时又能表示

出此种联系的方向性。而用来衡量区域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大小的指标———中心城市旅游经济联系量，
其不仅可以反映出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旅游经济的辐射能力，还能反映出周围地区对其自身旅游经济辐

射能力的接受程度［１２］。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中的城市距离

方面进行修正，然后利用修正后的强度模型来测度广西西江经济带主要中心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修正模型如下：

Ｒｉｊ＝
ＰｉＶ槡 ｉ× ＰｊＶ槡 ｊ

Ｄｒｉｊ
，Ｄｒｉｊ＝κｄｉｊ， （３）

其中：Ｒｉｊ为广西西江经济带各主要中心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Ｐｉ、Ｐｊ 分别为ｉ、ｊ两 城 市 旅 游 总 人 次；

Ｖｉ、Ｖｊ 分别为ｉ、ｊ两城市旅游总收入；Ｄｉｊ为ｉ、ｊ城市间修正后的经济距离；ｒ为距离摩擦系数，一般取ｒ＝
２；к为距离修正系数，对于к值的确定采用德尔菲法经过征求专家意见，得到４种交通方式不同组合的修

正系数（见表５）；ｄｉｊ为城市间公路距离。将相关数据运用式（３）计算得出，即广西西江经济带各主要中心

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见表６）。
表５　城市距离修正系数

Ｔａｂ．５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ｔｉｅｓ

交通方式 汽车 普通火车 动车 飞机 修正系数

仅采用汽车 √ １．００

仅采用普通火车 √ ０．９５

汽车、飞机组合 √ √ ０．８５

汽车、动车组合 √ √ ０．８０

汽车、普通火车组合 √ √ ０．７５

汽车、动车、飞机组合 √ √ √ ０．７０

汽车、普通火车、飞机组合 √ √ √ ０．６５

汽车、普通火车、动车组合 √ √ √ ０．６０

汽车、普通火车、动车、飞机组合 √ √ √ √ ０．５０

表６　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Ｔａｂ．６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Ｒ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城市 南宁 柳州 梧州 贵港 百色 来宾 崇左

南宁 － ３８．８７　 ９．０８　 ４９．００　 ２７．６１　 １３．２８　 １３．７６

柳州 ３８．８７ － ４．６３　 １１．４４　 ２．００　 ２７．９４　 ２．２４

梧州 ９．０８　 ４．６３ － ４．５６　 ０．９２　 ３．５０　 ０．７３

贵港 ４９．００　 １１．４４　 ４．５６ － ２．００　 １５．５８　 ２．２４

百色 ２７．６１　 ２．００　 ０．９２　 ２．００ － ２．３６　 １．５６

来宾 １３．２８　 ２７．９４　 ３．５０　 １５．５８　 ２．３６ － ２．０１

崇左 １３．７６　 ２．２４　 ０．７３　 ２．２４　 １．５６　 ２．０１ －

３　测度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对广西西江经济带旅游中心城市进行定量分析，在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上，按照中心城市间旅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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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联系强度综合高低的标准，由表６和图１可以看出，南宁与其他中心城市的联系量最大，因此排在首位，
紧跟其后的是柳州，随后依次是贵港、来宾、百色、梧州和崇左。

图１　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南宁与广西 西 江 经 济 带 内 城 市 间 的 旅 游 经 济 联 系 强 度 依 次 是 贵 港（４９．００）、柳 州（３８．８７）、百 色

（２７．６１）、崇左（１３．７６）、来宾（１３．２８）、梧州（９．０８）。在南宁与区内其他中心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度上，贵港

以（４９．００）处于第１位，在这一点上可以得出南宁与贵港之间有很强的旅游经济联系，这与贵港自身的旅

游地理发展优势息息相关；柳州排在第２位（３８．８７），这与柳州自身整体经济实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同时，从贵港、柳州分别与南宁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大小反差上可以得出，区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重要作用；百色居第３位（２７．６１），这与百色身为桂西资源富集区的身份相吻合，同时与两城市间较高的

可达性也有直接关系；南宁与崇左两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居第４位，说明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两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百色、崇左、贵港可分别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与核

心城市南宁组团，在核心城市南宁强有力的经济辐射影响下形成以南宁为核心的旅游城市群：南宁—柳

州—贵港、南宁—百色—崇左。
柳州与其他 临 近 城 市 的 旅 游 经 济 联 系 强 度 依 次 是 来 宾（２７．９４）、贵 港（１１．４４）、梧 州（４．６３）、崇 左

（２．２４）。柳州与来宾联系强度最大，与两者之间在旅游产业上的紧密合作是分不开的，而柳州虽然与其他

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相对弱小，但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加快形成更好的旅游业上下游效应作用关

系，以便更有效地接收条件较好的旅游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据城市中心职能强度分析，崇左被列为二

级中心城市，这正是由于受到南宁强有力的旅游经济辐射的影响，但崇左与其他中心城市旅游经济呈现出

很弱的联系强度，这一点也从侧面印证了崇左本身旅游经济辐射能力的弱势。同时从表６中也可以看出

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南 宁 与 来 宾 为１３．２８，柳 州 与 来 宾 为２７．９４，后 者 是 前 者 的２倍 多；而 贵 港 与 来 宾 为

１５．５８，贵港与梧州为４．５６，前者是后者的３倍多，这都充分说明城市间可达性起到了关 键 性 的 作 用。来

宾、贵港可凭借自身的旅游地理优势与柳州密切联系，紧密合作，打造以柳州为核心的旅游城市群：柳州—
来宾—贵港，促进旅游产业的进一步融合。

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之上，本文对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方向进行空间分析，绘制

出经济联系结构示意图（见图１）。
广西西江经济带７个中心城市在广西中部横贯东西（图１），因此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南宁和柳州处于

“旅游双核”地位，同时来宾、贵港也囊括在核心区域内部。由于核心区域对周围地区旅游经济的辐射联动

影响，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逐步向外拓展。核心区域内的４个中心城市形成了一个“立体铁三角”，每个角

都与外围辐射区域形成不同的小城市群。
综上分析，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空间联系特点如下：①以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为标准，

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空间关联呈现出以南宁和柳州为中心的“旅游双核”发展模式，形成

了以南宁和柳州对外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最大的空间格局，但对于其他可达性较差的中心城市来看，其核心

实力还不够强大，需要进一步提高其辐射带动作用；②由于可达性对于中心城市之间旅游经济联系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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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空间联系的密集区主要集中在南宁、柳州、贵港和来宾；受较高级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辐射强度

及城市自身接收能力的影响，每个中心城市与核心城市、相邻近的中心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大；③由

于自身对周围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辐射能力较弱，同时随着可达性的降低，三级中心城市与其他中心城市

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逐渐下降。

４　结语

广西西江经济带已经正式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黄金地带，本文对经济带内中心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关

联度及核心城市南宁对周围城市的旅游经济辐射强度状况进行分析说明，以期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研

究有所帮助。
（１）对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本文通过利用等级划分、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数理模型进行

定量研究，结合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和区位特点，分析各城市间的内在关联得出中心城市之间存在的

薄弱点，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调整策略，目的是使广西西江经济带旅游城市群的整体互联互动方面得以提

升，使旅游经济规模效益最大化，引导广西西江经济带的旅游空间结构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２）通过分析得出处于“旅游双核”地位的南宁和柳州对外辐射不均衡，更应发挥自身对其他中心城市

的带动作用。
（３）根据相关的理论基础：点—轴系统理论“点—轴—面”的区域空间发展模式和圈层结构理论“距离

衰减规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建议各城市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及特点与核心城市形成互补，打造以南宁

为首的“南宁—贵港—柳州”、“南宁—百色—崇左”和以柳州为首的“柳州—来宾—贵港”旅游城市群，形成

各有特色、相互协调的区域旅游发展板块，以此推进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快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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