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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地区乡村旅游地类型与空间结构特征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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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旅游地资源属性和活动属性对昆明地区现有乡村旅游地进行分析，昆明地区的乡村旅游分 

为：观光型乡村旅游地、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地、民俗文化型乡村旅游地、康体型乡村旅游地、农家乐型 

旅游地。旅游地类型空间分布以离城区由近到远为农家乐型一康体型、观光型、休闲度假型一民俗文化型 

三个带。显示了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客源依托于城市居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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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已经厌 

倦喧嚣都市环境和人造景观，丰富精神与心理上 

的需求以及对多元化高质量生活，利用周末和假 

期走进乡村，观赏农村田园风光，体验农事和收 

获的喜悦己成为时尚。农村资源丰富，乡村旅游 

的进一步发展对其农村资源合理利用，产业结构 

进一步调整。增加就业和提高收人将起到一定的 

促进作用。 

1 昆明乡村旅游发展条件 

昆明市是我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国际 

旅游十大热点城市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市 

以其历史文化名城的风姿，四季如春的气候，风 

光旖旎的景色．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吸引了数 

千万的海内外旅游者，使昆明旅游业有r快速的 

发展。随着云南省建设旅游支柱产业战略决策的 

实施，把昆明建成国际旅游城市，把旅游业培植 

成昆明市的新兴支柱产业，就成为昆明市 21世 

纪的重要战略选择。 

2003年昆明市共接待海外游客 42．67万人 

次，国内游客 1549．16万人次，收入达 118．48 

亿人民币。春节和国庆两个黄金周期间，昆明市 

共接待国内游客141．27万人次，占全年接待国 

内游客人数的9．12％，旅游收入 5．53亿元，占 

全年国内旅游收入的 5．O7％【 。昆明周边郊县 

成为市民节假日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乡村旅游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昆明市区旅游的发展带动和促进 整个近郊 

及远郊的旅游发展，团结乡、松花坝、安宁、晋 

宁、钟鸣山等一大批乡村旅游地逐渐形成，成为 

昆明旅游发展又一广阔市场。 

2 城市郊区旅游地类型空间结构研究意 

义 

对城市郊县旅游地类型及空间结构特征的研 

究，很 多学 者提 出 自己的看法。1987年， 

Stephen L．J．Smith将旅游划分出城市旅游、 

户外游憩、度假／划船、城市边缘旅游 4个类 

型[2J2。1993年，David B．Weaver根据旅游活动 

随距离衰减的现象，将城市居民出游目的地划分 

为专业旅游带、中心商务 区、地方邻里区 

(1ocal neighborhoods)、名胜地带 (resort strip) 

和乡村外围 (rural periphery)5个带 ，显示出 

旅游研究者对城市周边旅游的特别关注。1999 

年，吴必虎等在对上海市郊区旅游开发实证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 环城游憩带 (R删 )理论， 

对城市周边旅游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并初步 

建立起规范研究的框架[4】。 

还有一些学者对环城游憩带内旅游地类型及 

其空间分布规律进行 了研究。如沙润、吴江在 

《城乡交错带旅游景观生态设计初步研究》(1997 

年)文中提出：城乡交错带内，近城区可以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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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借鉴风景名胜区模式。近郊和远郊区宜选用森 

林公园模式；符全胜 (1998年)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城乡交错带旅游开发的5种模式，即风景名 

胜区、主题公园、观光农业园、度假区和森林公 

园模式。王云才 (2003年)对都市郊区开放空 

间景观作了 11大类 30个景观类型划分。 

显然，城市郊区旅游地类型与空间结构的研 

究对于整个地区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及合适的旅游 

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本文通过平均城市中心距离、回转半径法对 

昆明地区乡村旅游地类型及其空间结构特征进行 

I『探索。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以2005年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昆 

明百姓生活休闲旅游图》及参考部分景点介绍， 

得到昆明地区除了盘龙、五华外等 12个区县中 

的345个旅游地作为研究样本。为比较各旅游地 

与城市中心的距离变化关系，借用旅游城市中心 

距离的概念。将昆明市百姓生活休闲旅游图导人 

MAPGIS软件矢量化，并量取各旅游地到昆明 

市政府的距离作为各旅游地到城市中心的距离。 

3．2．1 平均城市中心距离 将旅游地与昆明市 

政府的距离定义为城市中心距离，用字母 d表 

示。在研究前作为昆明市中心对同一类型的所有 

旅游地。分别测量其 d值，并求出该类型旅游地 

距离城市中心的平均值，即为该类型旅游地的平 

均城市中心距离，用数学表达如下： 

a： (1) 

其中。rl表示旅游地数量。 

3．2．2 回转半径法与空间分布曲线 回转半径 

法即以中心点为圆心作圆，不断变化半径尺度， 

观察要素点在不同半径范围内的分布状况，进而 

发现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在回转半径法数 

据的基础上，以距离为横坐标，以某一距离上旅 

游地数量占该类型旅游地数量的百分比为纵坐 

标，利用Excel软件做出旅游地数量与空间距离 

对应的空间分布曲线图，进而比较不同类型旅游 

地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 

4 昆明地区乡村旅游地类型划分 

旅游地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旅游 

类型。旅游地是指包括旅游设施和服务及旅游资 

源在内的旅游供给综合体，或指具有一定结构和 

形态的旅游对象的地域组合。旅游地的特点是在 

该地域内分布着已被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而且 

在经济结构上有多层次的旅游业。即拥有综合性 

的旅游供给设施和服务 5。目前世界上对旅游地 

类型划分的依据、命名和方法并不一致。如美国 

把旅游地作为土地利用的一种方式，称之为 “娱 

乐土地利用”，下面还可细分为具有不同功能的 

娱乐用地。法国则将各类型旅游地统称为 “疗养 

城和游乐城”。苏联称 “休息用地”和 “游憩地 

域综合体”。联邦德国G．施瓦茨以聚落的地理 

位置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按其形式和结构分为 

孤立的旅游聚落、旅游通过的地方、乡间的旅游 

聚落和城市情调的旅游聚落 4种类型。其中某 

些类型还可再分，如海滨浴场、冬季运动场、冬 

夏季疗养地、矿泉疗养地等。中国的一些学者从 

旅游地的构景角度考虑，依其旅游功能和对当地 

的经济生活及建筑方面的影响，划分为风景旅游 

地、文化旅游地、历史古迹旅游地、民族风情旅 

游地、现代工程旅游地、娱乐休憩旅游地、综合 

性旅游地等。在风景旅游地中。又根据旅游功能 

进一步分为：风景旅游地、消夏避暑地、隆冬避 

寒地、矿泉疗养地、体育旅游地等类型。此外， 

还有人以旅游资源的性质和游览内容。把旅游地 

分为3个类型：以原始森林、沼泽湿地、深山僻 

壤为基础的自然保护区；以自然风景和文物古迹 

为主。兼有若干风景建筑和服务设施的旅游地 

(再分还有山岳型、河湖型、混合型、纪念型旅 

游地等)；人工庭园 (如古代园林、现代城市公 

园等)。郭伟按照空间尺度和地域大小将旅游地 

分为跨国旅游地、国家旅游地、跨省旅游地、省 

级旅游地、跨城市旅游地、城市旅游地和主体旅 

游功能突出的旅游地七类 5。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不同类型旅游地的特征， 

本研究采用旅游地资源属性和旅游活动属性交叉 

组合的复合分类法确定昆明地区旅游地的类型， 

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空间分布的规律。根据乡村 

旅游的属性特征将昆明地区的乡村旅游分为： 

(1)观光型乡村旅游地：包括自然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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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植物园等； 

(2)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地：包括休闲山 

庄、度假村、农家乐、渔场 (垂钓)等； 

(3)民俗文化型乡村旅游地：寺庙、故城、 

动)场馆等； 

(5)农家乐型旅游地：以饮食为主的餐饮 

(农家乐)等； 

对昆明地区345个乡村旅游进行分类。结果 

纪念馆等； 见表 1。 

(4)康体型乡村旅游地：疗养院、体育 (运 

表 1 昆明地区乡村旅游地统计表 

资料来源：(2005年的昆明百姓生活休闲旅游图>(2005年元月。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整理得到。 

从表 1可以看出：昆明地区的五种旅游地类 

型中。休闲度假型和农家乐型旅游地在数量上占 

据了绝对优势，数量最少的是康体型乡村旅游 

地。这是因为昆明的农家乐起步早，以农家乐为 

主的农业旅游发展开始于上世纪 90年代。至 

1999年时，西山区团结乡的农家乐已渐成规模。 

在这一年，为了扶持昆明的农家乐发展，政府投 

入200多万元资金，除盘龙、五华两城区外，昆 

明其他县区的项目都有资金投入。在随后几年 

中。政府每年都拿出几十万元资金扶持农家乐项 

目。到去年为止，大约有500万元左右资金投向 

昆明市农业旅游，主要用于基础设施 (道路、旅 

游厕所、停车场等)、人员培训、农户补助等方 

面。政府的支持和正确的引导促进了昆明乡村农 

业旅游的健康发展。 

5 昆明地区乡村旅游地类型与空间结构 

特征 

5．1 旅游地空间统计特征 

5．1．1 旅游地平均城市中心距离 以昆明市政 

府为昆明市中心，测量昆明地区5种类型旅游地 

得平均城市距离结果如表2。 

5．1．2 空间分布曲线 采用回转半径法，从昆 

明市中心开始，以lOkm为单位，测量各类型乡 

村旅游地在空间上的特征。根据获得的数据作出 

昆明地区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曲线，观察不同类 

型旅游地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各类型旅游地的 

空间分布状况如表3。 

表2 昆明地区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统计特征 

乡村旅游地类型 平均城市中心距离 (km) 

观光型乡村旅游地 

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地 

民俗文化型乡村旅游地 

康体型乡村旅游地 

农家乐型乡村旅游地 

49．87 

30．80 

48．55 

36．32 

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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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行计算。百分比为回转半径上的同一类型乡村旅游地的数量占该类型旅游地总量的百分率。 

根据上表，以回转半径为坐标横轴，回转半 

径上同类型旅游地的数量为坐标纵轴，得到不同 

类型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曲线 (即旅游地空间距离 
一 数量分布曲线)，并进一步作出每个回转半径 

上的旅游地密度曲线 (图1)。 

5．2 旅游地类型与空间结构特征分析 

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存在显 

著差异。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地、农家乐型乡村 

旅游地与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最小，分别为 

30．80km、30．05 km；观光型乡村旅游地与城市 

中心的平均距离最大，达到49．87 km；民俗文 

化型乡村旅游地和康体型乡村旅游地的平均城市 

中心距离介于其间。旅游地平均城市中心距离的 

差异。反映出自然资源因素和市场区位对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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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旅游地的重要性存在显著差异。平均城市中 

心距离小，说明该种类型旅游地的选址主要受市 

场区位条件影响，而受自然资源条件影响较少； 

反之，则受自然资源条件影响更多一些。 

昆明地区乡村旅游地中，休闲度假型乡村旅 

游地、农家乐型乡村旅游地的平均中心距离差异 

不大。反映了，这两类性质及市场性的相似性。农 

家乐型乡村旅游地主要体现形式为吃农家饭，现 

在已经成为昆明市民本地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地与农家乐相比较，前者是 

后者的扩充。前者的涵盖范围包括了，后者。休闲 

度假型乡村旅游地除了，吃的，旅客还可以体验到 

丰富多彩的乡村活动，感受山乡淳朴风情。如石 

林县阿着底 “彝家乐”，游客来到彝家，除享受 

村里的自然美景外，晚上可以欣赏欢快彝族人的 

大三弦和口琴独奏；青龙潭为游客们表演颇具专 

业水准的乡村节目；在安宁的牡丹休闲园，游客 

白天可爬山、垂钓、划竹排。晚上可以参加民俗 

篝火晚会；在晋宁双河乡核桃园 “彝家乐”，游 

客可以荡秋千，看斗牛。在 “天天火把节”活动 

中尽情歌舞。农家乐型的乡村旅游地的特点是消 

费低，一般一个人5元就可以包吃一餐，可以满 

足所有低消费者。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地的特点 

是价格不高，旅游活动体验性大，行程一般在3 

个小时以内，游客的旅游活动基本上是一日游。 

接近客源市场，基本丰富了游客的旅游欲望。因 

而吸引 更多游客。观光型乡村旅游地的特点 

是：主要以旅游景点为主，偏向于自然资源。民 

俗文化型乡村旅游地则偏向于文化景观资源，康 

体型乡村旅游地偏向市场。 

观光型乡村生态旅游地的形成与分布主要受 

到自然条件与资源的限制。昆明地区观光旅游地 

主要分布在距城市中心距离为10-40 km的带状 

区域内，平均距离为49．87 km，分布较为集中。 

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地主要分布近郊距 10 
- 40 km的带状区域内，分布较为集中。此区域 

内占总体的73％，其中西山区占37％、尤其农 

家乐在 20km内就达到了总类型中的44．04％。 

从图3可以看出西山区团结乡休闲型乡村旅游地 

和农家乐型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旅游资源较为典 

型，这是因为农家乐在昆明起步较早、西山的地 

理环境，还要归功于政府的扶持和正确的引导。 

民俗文化型乡村旅游地主要分布在20～70 

km，平均城市中心距离为 48．55 km，其分布较 

为分散。这是因为民俗型乡村旅游地是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产生并保留下来的，其中除了受自然条 

件因素限制外，更重要的是其历史原因。 

康体型乡村旅游地主要分布在10-40 krn带 

状区域内，其中安宁市占了46．7％。分布相对 

较为集中。主要原因是康体型乡村旅游地受自然 

地理因素影响，疗养院是康体型乡村旅游地的主 

要形式，主要受自然环境的约束。 

6 结 论 

昆明地区乡村旅游地类型与空间结构特征的 

上述分析，反映了昆明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现 

状。昆明地区旅游地主要分为观光型乡村旅游 

地、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地、民俗文化型乡村旅 

游地、康体型乡村旅游地和农家乐型乡村旅游 

地。不同类型的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的特 

征：观光型、休闲度假型和康体型分布于 10～ 

40 km内，农家乐型大都分布在20 km内，民俗 

文化型分布于 20~70 km内。这一特征反映了，乡 

村旅游的发展除了旅游资源类型外。城市居民的 

易达性 (距城市的远近)决定 了，乡村旅游客源 

量，近郊是旅游餐饮、娱乐的优选地。这是当前 

乡村旅游发展初始阶段的特点。随着交通条件的 

改善，特别是自驾车的增多，乡村旅游活动即将 

向远郊地域发展，乡村旅游地结构也将逐渐调整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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