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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通过ＰＯＩ挖掘、官方统计资料和实地调研获取北京市平谷区民宿数

据，?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缓区等方法，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

的帮助下分析了平谷区民宿的空间分?特徵，?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

果表明，平谷区民宿在空间上呈现高度集聚的特徵，在西北—东南延伸的聚集方向

形成了金海湖、
#

松峪、南独乐河和山东庄的带状集聚，扩散效应不明显；景区、交

通线、区域品牌和居民点都对乡村民宿的集聚产生影响。本文还对平谷区未来

的乡村民宿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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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LMLN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

乡村休盻旅?精品工程、推动乡村民宿提质

升级，为乡村民宿的发展塑造了良好的政策

环境。乡村民宿是利用乡村地区民居等相

关盻置资源，民宿业主（或管家）参与接待，

为?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

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C

琳等，
LMLM

）。乡

村民宿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LM

世纪
+M

年代的农民主要以创办农家乐

的形式接待?客（胡敏，
LMMW

），通过农家乐

经营增加了家庭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杨

学儒和杨萍，
LM*W

）。民宿作为农家乐的升

级版，具有特色化、精化以及高度服务化

的特点，成为乡村重要的旅?吸引物，是外

来资本下乡投资的热点，被认为是推进乡村

旅?发展、实现乡村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

（赵飞等，
LM*+

）。

乡村民宿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研究主题涉及到生产（刘俊等，
LMLN

；解佳，

LMLL

；陈兴等，
LMLL

）、发展经验总结（戴其

文等，
LMLL

）、成功要素（王美钰等，
LMLL

）、

民宿发展及路径（陈燕纯等，
LM*O

）、?客感

知与行为（孙凤芝等，
LM*O

）。众多研究主

题中，民宿区位选择，以及区位选择後形成

的民宿集群空间分?特徵，既是探讨民宿经

营绩效的前因主题，又对优化乡村旅?空间

结构、推动乡村旅?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因此成为了研究热点（龙飞等，
LM*+

）。

然而，以往的文献关注到了浙江（郝倩倩

等，
LMLM

；张海洲等，
LM*+

；胡小芳等，
LMLM

）、

湖南（金一等，
LMLL

）、山东（董之滔等，

LMLN

）、桂林（王文荟等，
LMLN

）和恩施（胡小

芳等，
LMLM-h8

）等地乡村民宿的空间分?

特徵，但北京乡村民宿的空间分?尚未得到

关注和研究。北京乡村民宿背靠巨大的市

场，发展态势十分迅猛，已经进入精品化、品

牌化发展时代（陈冬，
LML*

）。因此，以北京

民宿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空间分?特徵以及

影响因素，对於北京市乡村民宿发展、乡村

旅?发展以及北京市旅?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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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处理与研
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选择北京市平谷区作为研究样本

地区。平谷区为北京市辖区，位於北京市东

北部，总面积
+UO?LU

平方千米，被列为北京

市的生态涵养区。虽然平谷区的好山好水

颇具盛名，可文旅消费场景却?不丰富。根

据新京报贝
D

财经
LMLL

年对北京各区县民

宿房源数量发展排行榜，平谷区位列第
**

，

仅高於海淀、朝阳、丰台、通州和门头沟。近

年来平谷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深

度融合，充分利用?摘园等农旅资源打造具

有本地特色的乡土农家乐、民宿等住宿产业

集群。《北京市平谷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中提到，平谷区未来要“加快建设

精品民宿，以金海湖、刘家店、
3

松峪、镇罗

营、大华山、山东庄、王辛庄等为集聚区，打

造田园体验、景区沉浸、红色文化等不同风

格的精品民宿，力
)

达到
NMM

个以上”。平

谷区民宿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本文

以平谷区的乡村民宿数据为基础数据，探讨

以上政府规划的集群是否在现实中具有可

行性，?研究民宿集群的影响因素。本文以

平谷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原因如

下：一方面平谷区精品民宿集群的发展经验

对於发展基础较好发展历史较久区县的民

宿转型升级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平谷区

民宿後来居上的发展过程对於目前乡村民

宿发展滞後的区县也起到引导作用。研究

结论将对“十四五”规划的具体落实具有重

要意义。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官方统计数据。根

据数据，全区共计各类民宿
N**

家。每条数

据信息包含民宿名称、地址、开业时间、业主

与联方式等。通过携程网、去哪儿网等网

络搜索以及电话访谈的形式进一步确定精

准地址，?筛选剔除暂停营业、长期未营业

的民宿，最终确定民宿
LP+

家进入研究数据

库。进一步通过高德地图座标拾取器获取

各民宿的经纬度座标信息，再通过
nT'J

软

件将
T$iML

座标系转为
DTJOU

座标系，最

後将民宿投影在同一座标系统。

研究中涉及到的景区数据来源於北京

平谷文旅局官方网站公?的平谷区等级景

区名单，通过
TKJ5,;

网站中的经纬度地址

批量查询获得其地理信息，共计
**

个。再

通过高德地图开放平台的
D#8@K'

服务检

索获取居民点、?摘园的
K%'

数据，共获取

*V+

个居民点和
*VV

个?摘园数据信息。

北京市行政区划及道路数据来源於《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
LM*V ) LMNP

）》、
LMLN

年全国

电子地图以及
%,#.J47##4>-,

网站地图。

考虑到数据的真实性，研究团队於
LMLN

年

P) W

月选取平谷区
O

个乡镇进行走访核实，

以上信息基本正确。

１３　研究方法

研究?用系列地理学指标衡量民宿的

空间分?特徵，主要有：

（
*

）平均最近邻距离分析。平均最近

邻距离分析 （
\#-7#54 \#1;"897 @.-3=515C

\\@

）是通过对比空间范围
#

各点要素之

间的实际最近邻距离和理论最近邻距离，揭

０４



示点要素的空间分?等级（
K712#

，
LM*L

）。

其计算公式为：

[

]

k *XL

　
.

槡@
（
*

）

[ k

7

3

7

#

（
L

）

式中，
@

表示研究区域面积；
.

为样本

数；
7

]

为理论最近邻距离；
7

'

为空间实际最

近邻距离；
[

为最近邻指数。根据
[

的数

值可以判断区域
#

研究样本的空间分?等

级：随机分? ( )
[ k *

、集聚分? （
[ o *

）

和离散分?（
[ p *

）。

（
L

）标准差椭圆。标准差椭圆（
J4-./



-7/ (#61-419.-3 ]331,5#C J(]

）是探索点要素

空间分?方向和趋势特徵的重要方法，其中

均值中心表示点要素在空间分?上的相对

位置；方位角是正北方向与顺时针旋转的主

轴之间的夹角，表示点空间分?的主方向

（汤国安和杨昕，
LM*L

）。其计算公式如下：

>

q

)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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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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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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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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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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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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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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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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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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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L∑
.

1 k*

F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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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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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q

)

Cd

( )
)

为均值中心座标；θ为

椭圆方位角；
F

1

C=

1

为点要素的空间座标。

（
N

）核密度估计。核密度估计法（
l#7



.#3 (#.514= ]5410-419.C l(]

）是分析地理要

素在周围领域中密度的一种非参数估计方

法，通过核函数对研究区域
#

样本点赋以不

同权重，呈现出更加平滑的密度图以揭示研

究未知区域的密度属性（王劲峰和徐成东，

LM*W

）。其计算公式为：

∫( )
F

k

( )
*X." ∑

.

1 k*

B

F

－
F

( )
1

[ ]
X"

（
P

）

式中，
B

F

－
F

( )
1

[ ]
X"

为核函数；
"

为带

宽（
" p M

）；
.

为样本数；
F

－
F

( )
1

为样本

点
F

1

到估值点
F

的距离。

（
U

）缓区分析。缓区分析（
c<AA#7

@.-3=515

）是探索某一地理实体对其周围地

物影响，确定不同地理要素空间临近性或接

近程度的空间分析方法（
K712#

，
LM*L

）。缓

区即围绕地理要素一定宽度的区域，公式

定义为：

c k

F

/

( )
FC%

≤{ }
I

（
V

）

式中：
c

为缓区；
/

为
F

与
%

之间的

距离；
I

为缓距。

２　乡村民宿的空间分?特徵分析

２．１　总体特徵分析

平谷区乡村民宿的时间轴线的发展如

图
*

所示，空间分?如图
L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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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LM*+

—
LMLN

年平谷区民宿发展概况

由图
*

可见，平谷区民宿在过去的
P

年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
LMLL

年和

LMLN

年保持了极高的扩展态势。从空间分

?上来看，除马坊地区外，平谷区的其他乡

镇、街道均有民宿分?。通过平谷区民宿空

１４



间最邻近分析计算发现
[kM?UN+o*

，表明平

谷区民宿点在空间上呈集聚分?状态，

mk ) *W


LVM

，
K

为
M


MM

，表明平谷区民宿呈

集聚发展特徵，且集聚极显著。

图
L

　平谷区乡村民宿空间分?图

L


L

　集聚模式特徵

核密度的分析可以得到空间分?的集

聚模式。使用
@72T'J

软件空间分析工具

箱的核密度对
LMLN

年平谷区乡村民宿的空

间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N

所示。从图
N

可知，平谷区乡村民宿呈现多核心、条带状

分?，形成了金海湖、
3

松峪、南独乐河到山

东庄等四个镇的集聚条带，?出现金海湖和

山东庄两镇为两大核心的特点。

图
N

　平谷区民宿核密度图

L


N

　集聚方向与扩散特徵

借助
@72T'J

软件空间分析工具箱的

标准差椭圆工具和均值中心对乡村民宿的

空间数据进行计算，刻画民宿在空间分?方

向上的离散程度差?，进一步揭示平谷区等

级差?住宿业区位分?方向上的空间规律

（见图
U

）。由图
U

可见，乡村民宿成“西

北—东南”方向上集聚，其中椭圆长轴代表

民宿分?的空间发展方向，短轴则反映了民

２４



宿集聚程度的高低。由图
N

可知当前民宿

分?的空间发展趋势是向西北—东南延伸。

椭圆长轴较长
C

表明民宿分?具有明显的方

向性，短轴较短，表明民宿分?的向心力较

大
C

即民宿分?的集聚性较强，?
+

有出现

明显的扩散。

图
U

　平谷区乡村民宿标准差椭圆中心图区分?图

N

　乡村民宿空间集聚的影响因
素分析

　　以往的研究分
-

验证了旅?资源、交

通、居民点以及区域品牌等要素对乡村接待

的影响，如表
*

所示。本文在相关文献的基

础上，选择该四个要素分析其对平谷区民宿

空间分?的影响。

表
*

　地理指标理论依据

地理空间指标 来源文献

旅?资源 郝倩倩等（
LMLM

）、海宁等（
LM**

）

交通条件 杨欢等（
LMLN

）、陶伟等（
LM*P

）

区域品牌 胡小芳等（
LMLM

）、王颖等（
LMLL

）

居民点 张海洲等（
LM*+

）、李嘉欣等（
LMLM

）

　　利用
@72T'J

空间分析工具箱的多环

缓区和叠置分析，建立平谷区风景区、?

摘园和居民点以
*B0

为单位的空间圈层，

?对每个圈层的民宿数量进行数理统计分

析，同时建立多种交通线以
M?PB0

为单位

的缓区，结果如表
L

所示。

表
L

　影响因素缓区
%

乡村民宿数值与比重统计表

缓区类型
缓区圈

层
XB0

民宿

数量
X

个 比重（
Q

）

景区

M Z *B0 LV *M?M

*B0 Z LB0 UW *O?*

LB0 Z NB0 WV L+?N

NB0 Z UB0 UW *O?*

UB0 Z PB0 O N?*

PB0

以上
PU LM?O

主要交通线

高速公路
M?PB0 N *?L

省道
M?PB0 PO LL?U

县道
M?PB0 L+ **?L

?摘园
M Z *B0 *LU UW?+

*B0 Z LB0 UN *V?V

LB0 Z NB0 NV *N?+

NB0

以上
PV L*?V

居民区
M Z *B0 *MP UM?P

*B0 Z LB0 WW L+?W

LB0 Z NB0 NU *N?*

NB0

以上
UN *V?V

合计
LP+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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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资源

表
L

可见，环风景区
P B0

的区域范围

#

分?了
LMP

家民宿，?民宿总量的

W+


LQ

。存在若干重要景区聚集区附近乡

村民宿分?较少的情况，如丫髻山、北京渔

阳国际滑雪场等景区未成集聚态势。可能

的原因是位置较偏，景区的辐射力不够。下

一步可以通过整体性规划实现景区与民宿

的整合发展。

图
P

展示了不同距离缓区的民宿分

?。进一步分析不同圈层的民宿数量，发现

民宿整体随著距离越大呈现出先增後减的

数量分?态势，其中
L Z NB0

圈层民宿数量

最多，且达到数量分?的顶点距离。
L Z

UB0

圈层民宿数量接近
PMQ

，
7

明民宿在

选址时既要邻近景区，又要远离嘈杂的人

群。因此民宿依赖於景区的空间辐射效应。

1km

2km

3km

4km

5km

图
P

　平谷区民宿与景区缓分?图

N


L

　交通线

交通通达程度是影响乡村民宿选址的

重要条件之一，交通便捷是民宿区位优势和

?客出行成本的重要体现（梅林等，
LML*

）。

本研究选择
M?P B0

为缓带，对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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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平谷区域所有交通道路进

行缓区分析（如图
V

所示），?对缓区

#

民宿数量进行数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N?OQ

的民宿位於平谷区交通道路
M?PB0

的缓范围
#

，
7

明民宿对於交通的依赖性

非常强，交通线路是影响民宿集聚分?的重

要空间地理要素。

0.5km

图
V

　平谷区民宿与所有交通道缓分?图

本文进一步选取区
#

高速公路、省道与

县道作为乡村民宿交通道路，根据距道路的

距离远近建立
M?PB0

缓区（如图
W

所

示），进而分析乡村民宿在不同道路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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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相对於高速公路来
7

，省道与县

道在不同民宿集聚区域之间的连通作用更

为明显，其中省道的作用尤为显著，
LL?UQ

的民宿位於省道
M?PB0

的缓区
#

。
7

明

不同交通的影响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

0.5km

图
W

　平谷区民宿与县道、省道和高速公路交通缓区分?图

N


N

　区域品牌

胡小芳等（
LMLL

）的研究证明，区域品

牌建设力度越大、影响力越高，民宿发展获

利越大，其吸引力越强。平谷的乡村旅?最

早起步於
*++L

年，其中以平谷大桃为代表

的?摘园备受?客欢迎。“首都桃花源、世

界休盻谷”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除此之

外，平谷区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深

度融合，推进传统旅?业转型升级，充分利

用?摘园等丰富的农旅资源发展农家乐、民

宿等旅?业态。因此，本文建立平谷区的

*VV

个?摘园带宽为
*B0

的三个空间圈层

缓区（见图
O

），分析发现
WO?UQ

的民宿位

1km

2km

3km

图
O

　平谷区民宿与?摘园缓分?图

５４



於缓区
#

，体现出民宿对?摘园分?的依

赖。精品民宿注重挖掘文化优势，打造区域

特色主题民宿，通过区域品牌吸引?客，扩

大区域影响力。如大兴庄镇利用可食用菊

花打造“菊文化”特色的精品民宿；大华山

镇利用平谷大桃打造“桃文化”特色精品民

宿。同时?客在民宿停留时间都略长於农

家乐，因此丰富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活动必不

可少，靠近?摘园，可以春赏花、夏观景、秋

?摘、冬戏雪，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衍生

推出农业观光体验、亲子科普体验、运动健

身体验等休盻旅?产品。

N


U

　居民点

以往的研究
+

有分析乡村民宿与居民

点的关。但
3

和平等（
LMLN

）在研究社区

民宿时指出，社区民宿与居民区的位置关

十分密切，因为一方面居民区更有当地生活

氛围，另一方面居民和?客之间也会产生社

会矛盾。那麽，乡村民宿是否与社区民宿有

类似的特点，在此本文首先建立平谷区
*V+

个居民点
*B0

为单位的三个空间圈层，?

对每个圈层的民宿数量进行数理统计分析，

结果如图
+

所示。

1km

2km

3km

图
+

　平谷区民宿与居民点缓分?图

分析发现，
ON?UQ

的民宿位於缓区

#

。因此我们认为民宿具有依托居民点集

聚分?的特徵，且在
M Z *B0

的缓区
#

民

宿数量最多。

U

　乡村民宿空间分?的影响因
素分析

　　北京市平谷区民宿的维度因素整体影

响力排序依次为：交通（?比
+N


OQ

）
p

居民

点（?比
ON


UQ

）
p

旅?资源（?比
W+


LQ

）

p

区域品牌（?比
WO


UQ

）。从指标因素来

看，平谷区民宿选址受到交通道路和居民点

的影响最大，旅?资源和区域品牌影响力相

对较小。以上排列顺序彰显出平谷区民宿

仍具有依托风景区客源市场和非旅?区配

套设施的特点。当前平谷区的民宿既有
-

於乡村旅?发展初期的仅提供床位和三餐

的低端农家乐形式，同时平谷区多数的民宿

也未达到精品高端民宿的标准，无法实现
*

乐体验活动的自给自足。因此当前平谷区

民宿在选址时既需要考虑基础配套设施的

完善程度，也需要考虑旅?资源和风景景观

以弥补民宿的旅?者体验活动产品的景观

设施和场所空间问题。本文又进一步对各

影响因素的不同圈层进行对比排序，其中道

路交通的缓区只有一层，因此不参与圈层

比较。

在
M Z *B0

缓区中，影响民宿分?的

因素排序依次为：区域品牌（?比
UW


+Q

）
p

居民点（?比
UM


PQ

）
p

旅?资源（?比

*M


MQ

）。在该缓区
#

，区域品牌和居民

点的影响因素最大，北京乡村旅?发展雏形

就是?摘园
r

农民自建房改造的旅?配套

产品，因此相较於後期资本选址的民宿，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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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民宿选址过程主要是农
6

选择利用自家

房屋副业经营的过程，是?客?摘需求集聚

进而倒逼周边民宿的诞生，该类民宿在平谷

区民宿中仍然?据很大比例。

在
* Z LB0

缓区中，影响民宿分?的

因素排序依次为：居民点（?比
L+


WQ

）
p

旅

?资源（?比
*O


*Q

）
p

区域品牌（?比

*V


VQ

）。该排序充分体现出平谷区民宿的

模仿行为特徵，且模仿对象多为先发展的邻

社区民宿，旅?活动发生时，会先影响具

有相对优势的旅?参与主体，如临近旅?吸

引物和交通线等具有区位优势的本地主

体，相对劣势地位的其他居民，也会跟风模

仿从事旅?行业，但区位条件较差。

在
L Z NB0

缓区中，影响民宿分?的

因素排序依次为：旅?资源（?比
L+


NQ

）
p

区域品牌（?比
*N


+Q

）
p

居民点（?比

*N


*Q

）。随著民宿等级越高，对於居民点

的空间依赖性越小，更倾向於选址在生态环

境好且视野开阔的区域，此区域民宿相对而

言更依赖於景区的空间辐射效应。

不同的交通道路对民宿集聚的影响程

度排序依次为：省道（?比
LL


UQ

）
p

县道

（?比
**


LQ

）
p

高速公路（?比
*


LQ

）。

相对於高速公路来
7

，省道与县道在不同民

宿集聚区域之间的连通作用更为明显，其中

省道的作用尤为显著。

５　讨论与建议

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的民宿为研究对

象，运用平均最近邻距离分析、标准差椭圆

和密度估计、缓区等手段，在
@72;15

软件

的帮助下分析了平谷区民宿的空间分?特

徵，?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平谷区民宿在空间上呈现高度集聚的特

徵，且呈现西北—东南延伸的聚集走势，形

成了金海湖、
3

松峪、南独乐河和山东庄方

向上的带状集聚，?且景区、交通线、区域

品牌和居民点都对乡村民宿的集聚产生影

响。

本文在理论推进上有以下几点贡献：第

一，不同於以往研究聚焦城市住宿业空间分

?，本文从微观尺度视角切入，关注区县民

宿空间分?特徵，进一步丰富了接待业空间

选址的类型研究；第二，本文结合地域特色

将?摘园作为区域品牌象徵，利用多层缓

区的形式探讨其对於民宿空间分?的影响，

丰富了分析乡村民宿空间分?成因的研究

方法和视角。本文的实践意义在於：第一，

总结了北京平谷区民宿集聚区空间发展模

式，对於平谷区今後的民宿产业选址和民宿

集聚区规划实践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第二，

区
-

分析了旅?资源指向、居民点指向、区

域品牌指向以及交通指向的民宿集聚群特

徵，为民宿主的投资选址和经营策略提供了

有效参考；第三，引导民宿进行集中连片的

集群规模化发展，提升品牌规模效应，为今

後民宿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依据。

根据本文的研究，未来平谷区的民宿发

展，可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从空间

均衡角度进行科学规划。从集聚特徵来看，

东北—西南轴线上的乡村民宿数量相对较

少。尤其从景区的影响因素分析来看，部分

景区周围尚未有民宿出现，如丫髻山景区和

渔阳国际滑雪场等景区。未来要通过科学

规划，从景区
)

民宿融合发展的角度实现空

间的均衡发展。第二，引导新开民宿注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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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效应。集聚可以带来品牌效应，节约新开

民宿的营销投入，?且共享相应的交通、景

区及其他资源，扩大市场空间，破解农民单

家独
6

闯市场的风险，更有益於规模化经

营。第三，结合平谷区的发展基础与地域特

色，充分利用区域品牌对乡村民宿的影响，

开发大桃?摘园附近的乡村民宿。同时要

双向升级?摘园与民宿，用文化包装?摘园

和民宿，赋予他们更多的文化要素，构建区

-

於其他区县的平谷乡村民宿的特色。

本文总结的乡村民宿空间分?特徵和

影响因素的结论，可以为其他地区民宿选址

和集聚区规划提供建议。但是本文仅仅选

择平谷区的民宿进行分析，可能不能全面反

映北京市整体的乡村民宿空间分?特徵。

未来可以?用更多的郊区县的民宿数据为

样本，开展大规模的研究。另外，也可以著

眼於时间轴线上的乡村民宿空间分?的演

化特徵分析，进一步探索和验证其中存在的

一般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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