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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流空间结构研究

任瑞萍ａ，ｂ

（忻州师范学院 ａ．旅游管理系；ｂ．区域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山西 忻州 ０３４０００）

摘　要：旅游流空间结构特征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空间状态，能够反映出一定区域内旅游要素的空间组织形

态，对其进行研究可为旅游活动管理提供指导。本文以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流空间结构为研究对象，利用旅游

网站平台获取 ６４２篇有效游记，采用内容分析法从中提取出研究所需的旅游线路，利用地图分析法对景区旅游流

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了景区的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１）五台山景区

单景点旅游流主要分布在台怀镇核心区的黛螺顶、显通寺、塔院寺和五爷庙 ４个景点。多景点旅游流主要分布在

台怀镇内的“一区七点”。显通寺和塔院寺、菩萨顶和显通寺、五爷庙和塔院寺三对节点间的旅游流流量位居前列；

（２）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网络规模为 ５４，密度为 ０．１９，点度中心势为 ０．４３；（３）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网络节点中，黛螺

顶、罗
"

寺和西台为起点，黛螺顶、显通寺、菩萨顶、罗
"

寺、殊像寺、塔院寺和五爷庙为核心节点，终点包括菩萨顶

和龙泉寺；中介点包括黛螺顶和五个台顶；黛螺顶、北台、南台和南山寺占据着结构洞位置。通过研究为五台山景

区合理布局旅游设施、规划旅游路线和高峰期旅游容量的控制等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弥补景区尺度旅游流空间结

构研究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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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流是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区域上由于旅游需

求的近似性而引起的旅游者集体空间位移现象
［１］
。

正是由于旅游者的空间位移，旅游活动的各部分、旅

游系统的各要素、旅游业的各部门才得以联系起来，

因此，旅游流是旅游活动开展、旅游系统运转和旅游

业各部门维持生存的基础。旅游流是旅游的核心要

素，旅游流研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

特征是旅游流的基本特征之一，旅游流空间特征是

游客在其旅游活动中的空间状态，能够反映出一定

区域内旅游要素的空间组织形态。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旅游流空间特征的研究已从对旅游流本身问

题单一视角（目的地或客源地）
［２］
及Ｏ（客源地）－Ｄ

（目的地）视角
［３］
的研究发展到对旅游流融合问题

单一视角
［４］
及多目的地视角

［５］
的研究。现有的旅

游流空间结构研究，从所属系统来看多集中在旅游

目的地子系统
［６］
方面，对旅游系统整体

［７］
、客源地

子系统
［８］
、旅游媒介子系统

［９］
的研究较少。从旅游

流属性来看，包括对现实旅游流
［６］
和虚拟旅游流

［１０］

的研究，其中虚拟旅游流的研究较少。从研究内容

来看，主要有旅游流的空间分布
［１１］
、空间流动模

式
［１２－１３］

、空间场效应分析
［１４］
、空间网络结构分

析
［１５］
等。从研究尺度来看，主要集中在国家、区

域、省域、城市
［１４－１７］

等宏观和中观尺度，从景区微

观尺度进行研究的很少。

景区是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游客在景区

的体验满意度影响甚至决定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

整体满意度。对景区旅游流空间结构的研究能够掌

握游客在景区的分布特征、流动规律及景区各景点



在空间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合理规划景区

游线、布置旅游服务设施及高峰期游客分流等具有

重要意义。中国是多山之国，是世界上最早把山岳

风景作为旅游吸引物的国家
［１８］
。根据《世界遗产名

录》和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所公布数据，截至 ２０１６年

底，在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５０处中国遗产地和文

旅部所公布的 ２１８处 ５Ａ级景区中，山岳型景区占

比分别为４２％和４０．４％。因此，山岳型景区在我国
景区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山地特定的

地质地貌环境和道路结构状况，山岳型景区成为我

国旅游安全事故频发区
［１９］
。由于山地特殊的地形

地貌结构致使大多数山岳型景区内部道路交通结构

单一、路面狭窄，在旅游旺季极易发生危机事件，影

响游客的旅游体验。对旅游流空间结构的研究可为

山岳型景区以上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

五台山位居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２００９年被

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外，五台山风景区还

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

园、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５Ａ级景区等众多头
衔

［２０］
。在中国新闻网和各大博客论坛中搜集的 ２７

起五台山风景区旅游安全事故中，道路交通事故有

１０起，自然灾害事故５起，占安全事故总量的 ５６％。
因此，如何更好地在旅游旺季疏导和分流游客，更加

合理地布置旅游服务设施和安全警示设施对于五台

山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

文利用内容分析法、地图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

对五台山风景区旅游流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分析景

区内部旅游流空间分布、流动规律及网络结构特征，

为景区合理布置旅游服务设施和安全警示设施、合

理规划旅游路线及高峰期旅游流的控制管理等提供

理论依据，同时充实我国景区尺度旅游流空间结构

的研究成果。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各大旅游网站的网络游记获取研究所

需的相关数据。随着互联网使用率的不断提升和社

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更多旅游者选择在游后通过互

联网来表达和分享其旅游体验
［２１］
，这使得利用网络

获取数据进行旅游研究成为可能
［２２］
。网络游记已

被证实为是一种真实、客观、高效、廉价的旅游流数

据来源
［２３］
，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基于网络游记数据

开展了旅游流空间结构的相关研究。网络游记是旅

游结束后，旅游者基于自身体验主动发表在旅游网

络平台中的文本，旨在描述其旅行过程和感受，并为

潜在游客提供相关信息，相比调查问卷和访谈更能

够代表其真实态度
［２４］
。通过对文本进行分析，可以

获得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空间移动等信息。

利用驴妈妈、同程网、欣欣旅游网、途牛网、携程

网、到到网和游多多等网站平台，以“五台山”、“五

台山景区”为主题词搜索游记，样本游记时间确定

以发表时间为准，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２月。由于五

台山景区为景区尺度的旅游目的地，是部分游客一

次旅游经历中多个旅游目的地中的一个，所以最终

搜集到的游记包括两种，一种整篇游记仅描述在五

台山景区的游览过程，另一种五台山景区游览过程

仅为整篇游记的一部分。经过筛选，剔除没有景区

内部详细旅游景点和重复的游记，确定了 ６４２篇游

记作为研究样本，总字数 １２４８１２４个。

#"$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定性的符号性内容，如文

字和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定量的数据资料的研究

方法
［２１］
。首先，对经筛选后的 ６４２篇游记的内容进

行详细阅读，从中提取出游客的旅游线路。其次，对

旅游线路中出现的景点（或地点）的名称进行统一、

合并和剔除，如“文殊寺”和“广安寺”所指为同一寺

庙，统一使用“文殊寺”；“北台”、“灵应寺”、“叶斗

峰”合并为“北台”，因灵应寺和叶斗峰属于北台的

一部分；剔除所有出现的“台怀镇”，因五台山景区

的大部分景点在地理位置上都属于台怀镇。

此外，经内容分析发现，旅行方式及出游方式方

面，所有样本中仅 ４７个为旅行社组织，所占比例为

７．３％，散客比例高达 ９２．７％；所有散客中有 ７６个
是自驾游，所占比例为 １２．８％。由于分析过程中有

部分样本无法判别旅行方式和出游方式，及散客较

团客旅行经验丰富，更倾向于利用互联网来发布游

记等原因，本样本中各类型所占比例与２０１６年忻州

市旅游局国庆期间在五台山景区进行问卷调查的结

果存在一定偏差，但其结构构成呈现一致性，说明样

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旅游目的方面，由于五台山

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加之景区长期以来对外

宣传也是主打“佛教胜地”的旅游形象，因此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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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朝拜的比例仅次于观光休闲排在第二位，这与

忻州市旅游局所进行的调查结果一致。五台山景区

宗教朝拜中，有两种“朝台”方式，登上黛螺顶为“小

朝台”，登上五台山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台顶，为

“大朝台”。本文研究样本中，或基于信仰或基于挑

战自我，“大朝台”样本有２１８个，其中，６９个完成了

“大朝台”，由于天气或自身身体状况等原因 １４个
朝拜了４个台顶，１３个朝拜了 ３个，３８个朝拜了 ２

个，８４个朝拜了 １个。在游览景点个数方面，仅游
览１个景点的样本所占比例为 １３．７％，游览 ２～５
个的所占比例为４２．１％，游览 ６～１０个所占比例为

３１２％，游览 １１个及以上所占比例为 １３．０％，所有
样本平均游览５．８个景点。其中，“大朝台”样本平

均游览７．９个景点，其他样本平均游览４．７个景点。
１．２．２　旅游流空间分布

为了反映旅游流在五台山景区内部的整体分布

特征，利用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１２软件分别绘制了游览单个
景点和多个景点的旅游流空间分布图。单景点旅游

流空间分布图的绘制，是通过计算各景点的出现频

次，将出现在不同频次范围内的景点用不同大小的

圆点表示。多景点旅游流空间分布图的绘制，是将

游客的旅游线路拆分成有向景点对。例如，旅游线

路“镇海寺—普化寺—显通寺”，可拆分为“镇海寺

→普化寺”、“普化寺→显通寺”两个有向景点对。
用线来表示两个景点间存在旅游流，线的粗细代表

两景点间旅游流的流量大小。例如“镇海寺—普化

寺”的流量大小为“镇海寺→普化寺”和“普化寺→
镇海寺”的流量之和。线的方向指向景点对中流量

小的一方，例如“镇海寺→普化寺”的流量为 ｍ，“普

化寺→镇海寺”的流量为 ｎ，ｍ＞ｎ，箭头指向普化
寺；ｍ＝ｎ，不存在指向；ｍ＜ｎ，箭头指向镇海寺。

１．２．３　旅游流关系矩阵
社会网络分析法源于图论，用以描述给定实体

（用节点表示）间关系（用线表示）的结构
［１５］
。本研

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的网

络结构特征，其中景区内部的各景点被视为节点，游

客在各景点间的旅游线路和到访顺序被视为一系列

的连接。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ＵＣＩＮＥＴ６中，数据用
矩阵形式来存储、展示和描述。因此，在进行网络构

建、指标测算之前应先构建五台山景区旅游流关系

矩阵。在 ６４２条游线中，游览 ２个及以上景点的游

线有５５４条，共涉及 ５４个景点。以这 ５４个景点为

节点，以其到访顺序为连接构建非对称赋值矩阵。

矩阵中行和列分别代表景区内不同的景点，矩阵单

元的值代表游客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直接流

动次数。

１．２．４　网络整体结构评价指标

将旅游流关系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利用密度

和中心势对网络的整体结构进行评价。

（１）密度
五台山景区旅游流为有向流，因此采用有向图

的密度计算方法。对于有向图来说，“理论关系总

数”等于图中所包含的总对数，即 ｎ（ｎ－１），ｎ为节
点总数，本研究中 ｎ为５４。“实际关系总数”为二值

化矩阵中的关系总数
［２５］
。其在 ＵＣＩＮＥＴ６中的计算

路径为：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中心势
用中心势来刻画网络的整体中心性。中心势分

为三种
［２５］
，三种中心势的测量结果相差不大，本研

究采用点度中心势。计算方法为网络中实际最大中

心度的值与其他中心度差值之和除以理论上最大可

能差值之和
［２６］
。其在 ＵＣＩＮＥＴ６中的计算路径为：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Ｄｅｇｒｅｅ．
１．２．５　网络节点结构评价指标

在旅游流关系矩阵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断点

值构建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网络，并对网络中各节点

的特征进行分析。断点值的选取不能太高也不能太

低，太高会导致无法构建一个完整的网络，太低不利

于发现规律。经过反复测算，选择 ８作为断点值将
矩阵转化为二分矩阵，即矩阵单元值大于 ８的将转

化成１，其余转化成 ０。在二分矩阵的基础上，构建
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网络（图 １），并选取节点中心性
和结构洞两个指标对网络结构进行评价。节点的中

心性包括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三

种类型。结构洞测量指标包含有效规模、效率和限

制度。

（１）点度中心度

点度中心度通过测量与该点有直接关系的点的

数目来表征该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如果一个节点与

网络中众多节点都有直接的联系，该节点居于网络

中心地位，拥有较大的权力
［２７］
。对于有向图来说，

分为入度点度中心度和出度点度中心度。入度点度

中心度指网络中到达某节点的关系总和，出度点度

中心度指网络中离开某节点的关系总和。若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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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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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度点度中心度高表明该节点的传导性强，若某节点

的入度点度中心度高表明其他节点对该节点的依赖

性强，通过比较节点的出度和入度点度中心度将网络

中的节点划分为起点、核心节点、终点三种类型。

（２）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用来测量网络中某一节点与其他节

点之间的接近程度，其测量依据点与点间的距离，是

某一节点到其他所有节点测地线距离之和的倒

数
［２７］
。如果一个点与网络中所有其他点的距离都

很短，表明该点与其他点的联系均较为紧密，则称该

点是整体中心点
［２７］
。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越接近，

就能越迅速地联系到其他节点，就越不依赖于他者。

因此，接近中心度是一种对不受他人控制的测度。

对于有向图来说，接近中心度有入度和出度之分。

（３）中间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是另一种整体性的测量指标，测量

位于其他节点对最短路径上的节点重要程度。如果

某一节点位于其他多个节点的测地线上，表明该节

点在网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２８］
。一个节点的

中间中心度越高，其控制网络中其他节点对相互关

系的能力就越强，该点在网络中便能扮演“经纪人”

或“掮客”的角色，很多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会选择在

该节点停留。

（４）结构洞

中间中心度是测量网络中某节点担任其他节点

经纪人的合适指标。但是，网络中不断增加的冗余

联系将会降低节点经纪人功能的有效性。因此，波

特提出了“结构洞”的概念，用来表示网络中非冗余

的联系
［２６］
。结构洞测量指标中，有效规模计算方法

为某个节点个体网络规模减去网络的冗余度。效率

是某节点的有效规模与实际规模之比。限制度指某

节点在自己的网络中拥有运用结构洞的能力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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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

　旅游流空间分布

图２为单景点旅游流空间分布图。在选择单景
点的８８个样本中，共出现２７个景点，这些景点主要
分布在台怀镇。其中，黛螺顶出现频次最高（１５
次），所占比例为１７．０５％；五爷庙出现 ９次，排在第
二位，占比１０．２３％；塔院寺、显通寺次之，分别出现

图 ２　单景点旅游流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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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次和７次，所占比例分别为９．１０％和 ７．９５％；这 ４
个景点的游客量占到了单景点游客量的 ４４．３２％，
在单景点游客景点选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其在

景区内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这四所寺庙均分布在景区的核心区，且资源质量及

知名度均较高。登上黛螺顶便实现了“小朝台”，对

于很多不能完成“大朝台”的游客来说，完成“小朝

台”亦完成了其朝台的心愿。显通寺是五台山第一

大寺，与洛阳的白马寺同为中国最早的寺庙之一。

塔院寺内有五台山标志性建筑大白塔。另外，镇海

寺、南山寺和南禅寺出现 ５次，南台、佛母洞和佛光
寺出现４次，菩萨顶出现 ３次，普寿寺、金阁寺和北
台出现２次，其余寺庙均出现１次。

图３为多景点旅游流空间分布图，由于景区内
中心区寺庙旅游流分布均较为密集，故将中心区

寺庙间的旅游流分布进行了单独绘制。多景点旅

游流空间分布仍以台怀镇为主，主要集中在“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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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一区指五台山景区的核心区，主要包括显

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五爷庙、殊像寺、黛螺顶、罗

"

寺和龙泉寺 ８个寺庙；七点包括五个台顶、鸿门

岩和南山寺。从旅游流流量来看，网络中节点对

间共存在 ３０３１次有向流动，上述 １８个节点间的

流量占到了景区所有流量的 ５５．６３％，其中核心区

的 ８个寺庙占比 ３８．６０％。此外，显通寺和塔院寺

间的流量最大，占总流量的 ５．９７％；其次是菩萨顶

和显通寺间，所占比例为 ４．６２％；再次为五爷庙和

塔院寺，占比 ３．９３％；其他依次为鸿门岩和东台

（３．５０％）、中台和西台（２．９７％）、五爷庙和殊像

寺（２．４１％）、北台和中台（２．２８％）、五爷庙和黛

螺顶（２．１８％）、菩萨顶和黛螺顶（１．９５％）、菩萨

顶和塔院寺（１．８８％）。从流动关系来看，显通寺

流向塔院寺的最多，流量达 ９６；其次是菩萨顶到显

通寺，流量为 ８５；再次为中台到西台，为 ８４。流量

在 ５０次及以上的还有菩萨顶→显通寺（７５）、五爷

庙→塔院寺（６９）、北台→中台（６６）、显通寺→菩

萨顶（６５）、鸿门岩→东台（６４）、东台→北台（５１）、

塔院寺→五爷庙（５９）。这些节点对中的寺庙均在

上述 １８个寺庙之中。

$"$

　旅游流网络结构

２．１．１　网络整体结构

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网络整体结构指标测算结果

见表１，由表可见网络的规模为５４，表明理论上最多

可能存在的关系总数为 ２８６２；网络密度为 ０．１９，表

明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为 ５４２，不及理论值

的五分之一；另外，网络的点度中心势为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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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多景点旅游流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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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网络整体结构特征
Ｔａｂ．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ｆｌｏｗｓ

ｉｎＷｕｔ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ＳｃｅｎｉｃＡｒｅａ

网络整体结构指标 数值

网络规模 ５４

网络密度 ０．１９

点度中心势 ０．４３

２．１．２　网络节点结构特征
网络节点结构指标测算结果见表 ２。点度中心

度方面，黛螺顶的出度点度中心度最高，入度点度中

心度位居第二，表明其汇聚和辐散游客的能力均较

高。黛螺顶地理位置上处于核心区，登上黛螺顶即

完成了“小朝台”，该景点享有很高的等级和知名

度，可定位为网络的重要核心节点；另外，其出度点

度中心度高于入度，景区内部交通从汽车站和游客

中心均可通往黛螺顶，很多游客选择其作为游线的

起点，因此其亦是网络中重要的起点。菩萨顶的入

度中心度最高，出度中心度位列第三，地处景区核心

区，位居五台山黄庙之首，可列入网络的重要核心节

点；此外，其入度点度中心度高于出度中心度，对于

仅游览中心寺庙群的游客来说，大多会选择其作为

终点，因此其也是网络的重要终点。显通寺、殊像

寺、塔院寺和五爷庙 ４个节点的出度和入度点度中
心度均较高，地理位置上均位于景区的核心区，且在

景区中享有重要的地位和极高的知名度，列为网络

的重要核心节点。罗
"

寺的出度中心度位居第三，

入度中心度较低，出度大于入度，其地处核心区，是

五大禅寺之一，可列为重要起点。此外，西台的出度

点度中心度大于入度，从西门进山口可直达西台，很

多朝台游客选择将其作为朝台的第一站，因此将其

列入网络的次要起点。龙泉寺的入度点度中心度高

于出度，其紧邻西门进山口，是很多游客游览的终

点，可列入网络的次要终点。

就接近中心度来看，位于核心区的黛螺顶、显通

寺、殊像寺、罗
"

寺、菩萨顶、塔院寺、五爷庙、善财

洞、圆照寺和广宗寺均拥有较高的出度接近中心度，

表明从这些节点到达网络中的其他节点非常方便。

究其原因为这些景点的地理位置，其均分布在景区

核心区，而核心区寺庙密集，彼此间联系方便。而观

音洞、龙泉寺、南山寺和镇海寺拥有较高的入度接近

中心度，表明这些节点位于多条旅游线路上，其他节

点很方便到达这些节点。因为这些景点的交通方

便，均有公共交通直达这些寺庙。

中间中心度方面，黛螺顶（１６６．７０）值最大，最

小值为 ０，标准差达 ４２．５４，远大于其均值 １９．７８。

除黛螺顶之外，五个台顶的中间中心度均较高，表明

很多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会选择在这些节点中转停

留。经过中心性测算，发现鸿门岩、法云寺、吉祥寺、

澡浴池、狮子窝、白云寺、清凉寺和碧山寺８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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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网络节点结构特征

Ｔａｂ．２　Ｎｏｄ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ｆｌｏｗｓｉｎＷｕｔ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ＳｃｅｎｉｃＡｒｅａ

节点
点度中心度

出度 入度

接近中心度

出度 入度
中间中心度 有效规模 效率 限制度

黛螺顶 １０ ７ ２６．９２ ４．９８ １６６．７０ ７．７７ ０．７１ ０．２８

显通寺 ７ ６ ２３．３３ ４．９７ １２．０３ ２．６２ ０．３７ ０．５０

菩萨顶 ６ ８ ２２．９５ ４．９９ ５２．５３ ３．７９ ０．４７ ０．４４

罗
"

寺 ６ ３ ２３．１４ ４．９４ ２．５０ １．８９ ０．３２ ０．５９

殊像寺 ６ ５ ２３．３３ ４．９７ ８ ２．１４ ０．３６ ０．５７

塔院寺 ６ ６ ２２．９５ ４．９７ １．５３ １．６７ ０．２８ ０．５５

五爷庙 ５ ６ ２２．７６ ４．９７ ０．２０ １．４１ ０．２４ ０．５７

南山寺 ３ ３ ３．８５ １４．２１ ４４ ４ ０．８０ ０．４６

南台 ３ ３ ４．６８ ９．５９ ８８．５０ ４ １ ０．２８

西台 ３ １ ５．３６ ６．７８ １３６ ３．５０ ０．８８ ０．４１

圆照寺 ２ ２ １９．４４ ４．９２ ８ ２．１３ ０．５３ ０．７９

东台 ２ ２ ６．６８ ５．４４ １２０ ２．３８ ０．７９ ０．６３

佛母洞 ２ １ ４．６４ ８．９７ ２１ ２ １ ０．５６

北台 ２ ３ ６．０７ ５．９７ １４２ ４．２０ ０．８４ ０．４４

金阁寺 ２ ２ ４．６９ ９．０９ ５２ ３ １ ０．３８

鸿门岩 ２ １ ６．６８ ５．３３ ０ １．１７ ０．５８ １．００

法云寺 １ ０ ６．２６ ３．４５ ０ １ １ １

中台 １ ２ ５．５５ ６．５７ １４０ ２．３３ ０．７８ ０．６１

吉祥寺 １ １ ５．０２ ６．９８ ０ １ ０．５０ １．１３

镇海寺 １ ２ ３．８３ １３．３３ ３．５０ １．８３ ０．６１ ０．９５

龙泉寺 １ ３ ３．８４ １４．４３ ３８ ２．３８ ０．７９ ０．６３

善财洞 １ １ ２１．５４ ４．９１ ０ １ １ １

澡浴池 １ １ ５．７３ ６．１７ ０ １ ０．５０ １．１３

广宗寺 １ １ １９．１８ ４．８７ ０ １ ０．５０ １．１３

狮子窝 １ ２ ４．８５ ７．５１ ３１．５０ ２．３３ ０．７８ ０．６１

白云寺 ０ １ ３．４５ ９．１８ ０ １ １ １

清凉寺 ０ １ ３．４５ ９．８３ ０ １ １ １

碧山寺 ０ １ ３．４５ ５．１６ ０ １ １ １

观音洞 ０ １ ３．４５ １４．５１ ０ １ １ １

的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的值均相

对较低，这些节点除了与邻近节点有少量连接外

（图３），跟网络中其他节点的联系均较少；在地理位

置上，这些寺庙也处于景区的边缘。因此，这８个寺

庙在网络中处于边缘节点的位置。

在结构洞指标测算结果中，黛螺顶的有效规模

（７．７７）最大，受其他节点的限制度（０．２８）较小，这

与其具有较高的中心度有关，但其效率（０．７１）并不

是最高。北台的有效规模（４．２０）位居第二，与黛螺

顶相比差距较大，受其他节点的限制（０．４４）也较黛

螺顶大，但其效率（０．８４）高于黛螺顶。南台和南山

寺的有效规模均为 ４，南台的效率为 １，表明其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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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不存在冗余，同时其限制度（０．２８）最低，最不

易受到其他节点的限制；南山寺（０．８０）的效率排在

第四位，高于黛螺顶，但其受其他节点的限制度

（０４６）较高，这与其中心度各项指标值不高存在一
定的关系，但是可以看出其个体网中的冗余度较低。

这些节点在网络中处于结构洞的水平较高，可以与

网络中的多个子群存在联系，边缘节点只能通过这

些节点与其他节点进行联系，其在网络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地位。此外，法云寺、善财洞、白云寺、清凉

寺、碧山寺和观音洞６个寺庙的效率均很高，但由于

其中心性各项指标值均较低，所以有效规模较低，受

限制度较高。

３　结论与讨论

!"#

　结论

（１）五台山景区单景点旅游流与多景点旅游流
均集中分布在台怀镇，台怀镇内主要分布在核心区。

其中，单景点旅游流主要分布在核心区的黛螺顶、显

通寺、塔院寺和五爷庙四个景点。多景点旅游流主

要分布在核心区的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五爷庙、

殊像寺、黛螺顶、罗
"

寺、龙泉寺八个寺庙和五个台

顶、鸿门岩、南山寺七个景点。显通寺和塔院寺、菩

萨顶和显通寺、五爷庙和塔院寺三对节点间的旅游

流流量位居前列。这些景点的旅游流流量均较大，

应安排专职安全保护人员，在旅游旺季则需加派安

全保护人员数量。此外，在流量较大的节点对间，应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分流措施。

（２）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网络规模为 ５４，密度为

０．１９，点度中心势为 ０．４３，网络中节点间实际存在

的关系数不及理论值的五分之一。

（３）根据网络节点结构测算结果，对主要景点

的功能进行定位，其中黛螺顶、罗
"

寺和西台为起

点，黛螺顶、显通寺、菩萨顶、罗
"

寺、殊像寺、塔院寺

和五爷庙为核心节点，终点包括菩萨顶和龙泉寺；中

介点包括黛螺顶和五个台顶；黛螺顶、北台、南台和

南山寺占据着结构洞位置。据此，可在起点布置停

车场及咨询中心，咨询中心可为游客后续旅游活动

提供指导。在终点布置休息和购物设施，例如餐馆

和纪念品销售点；此外，还应布置通往景区内汽车站

的公共交通。在中介点布置餐饮、交通及厕所等设

施和服务，针对台顶中介点公共交通现状，建议景区

改进管理模式，可采取网上购票，方便朝台游客随时

搭乘公共交通。此外，旅游旺季游客量激增时，应在

具有起点、核心节点、中介点和结构洞功能的景点进

行交通管控和游客分流。

!"$

　讨论

本文利用网络获取研究数据，利用地图分析法

对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网络的整

体结构特征和节点位置特征进行了分析。空间分布

和网络整体结构是对五台山景区旅游流的整体特征

进行研究，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旅游流在五台山景

区内的分布状况，网络规模、密度和点度中心势三项

指标值说明了景区旅游流网络的整体特征。利用中

心性和结构洞的各项指标评价了各景点在网络中的

地位，并对景点的功能进行了定位。本研究弥补了

目前旅游流空间结构研究中小尺度旅游目的地研究

方面的不足，丰富了旅游流空间结构的相关研究成

果。研究描述了五台山风景区旅游流空间结构特

征，为景区管理提供了依据，但未能对其空间结构形

成原因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这是后续研

究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旅游流空间结构的形成

受旅游目的地内外旅游要素分布、游客行为特征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景区道路的分布状况和公共

交通的配置情况，直接影响游客能否快速、便捷地到

达某景点，这影响着游客的景点选择，进而影响整个

目的地旅游流的空间结构。在影响因素方面，徐敏

等对长三角地区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研究，发现交通网络密度和旅游资源禀赋

对该地区城市旅游流的影响最大
［２９］
；阮文奇等对

中国赴泰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研

究，发现旅游接待能力、旅游资源禀赋、旅游目的

地知名度、社会治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３０］
；杨小莉

等分析了不同出游方式游客在山西省的旅游流空

间网络结构特征，发现其中存在差异
［３１］
。这些研

究均是对中大尺度旅游流网络结构影响因素的研

究，其中的影响因素将对进行小尺度目的地研究

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具体还需在实际研究中进

行进一步确定。此外，旅游流空间结构特征会随

着时间及其他因素的变化而不断演化，未来可通

过比较不同时期的五台山景区空间结构特征发现

其演化影响因素，为实践提供指导。本研究采用

网络游记作为数据来源有一定的局限性，网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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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发布者多为散客，因此本研究更多地体现了

散客的空间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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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ｗ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ｒａｖｅｌ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６，３６（１０）：２０１－２０６］

［１７］杨兴柱，顾朝林，王群，等．城市旅游客流空间体系研究—以南

京市为例 ［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１，３１（５）：８６８－８７３．［ＹＡＮＧ

Ｘｉｎｇｚｈｕ，ＧＵＣｈａｏｌｉｎ，ＷＡＮＧＱｕｎ，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ｕｒｂ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ｆｌｏｗ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１，３１（５）：８６８－８７３］

［１８］刘霜．中国山岳景区空间分布与形成因素评价 ［Ｄ］．上海：上

海 师 范 大 学，２０１３． ［ＬＩＵ Ｓｈｕａ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ｓ

［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

［１９］陈金华．中国山岳型景区安全管理实证研究 ［Ｊ］．华侨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１）：７２－８２．［ＣＨＥＮＪｉｎｈｕａ．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ｃｅｎ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Ｗｕｙ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ｑｉ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１）：７２－８２］

［２０］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简介 ［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ｘｗｔｓ．ｇｏｖ．ｃｎ／ｓ／２０１５／ｊｑｊｓ＿１００５／３１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１０－０５．［Ｗｕｔ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ｕｔ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ｘｗｔｓ．ｇｏｖ．ｃｎ／ｓ／２０１５／ｊｑｊｓ＿１００５／３１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１０－０５］

［２１］胡传东，李露苗，罗尚．基于网络游记内容分析的风景道骑行

体验研究—以３１８国道川藏线为例 ［Ｊ］．旅游学刊，２０１５，３０

（１１）：９９－１１０．［ＨＵＣｈｕａｎｄｏｎｇ，ＬＩＬｕｍｉａｏ，ＬＵＯＳｈａｎｇｋｕ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ｃｅｎｉｃｂｙｗａｙ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ｂｌｏｇ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Ｔｉｂｅ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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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３１８［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１５，３０（１１）：９９

－１１０］

［２２］张妍妍，李君轶，杨敏．基于旅游数字足迹的西安旅游流网络结

构研究 ［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４（４）：１１１－１１８．［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ｙａｎ，

ＬＩＪｕｎｙｉ，ＹＡＮＧＭｉｎ．Ｔｈ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ｆｌｏｗ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Ｘｉａ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Ｊ］．Ｈｕｍ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４

（４）：１１１－１１８］

［２３］刘法建，张捷，章锦河，等．旅游流空间数据获取的基本方法分

析—国内外研究综述及比较 ［Ｊ］．旅游学刊，２０１２，２７（６）：

１０１－１０９．［ＬＩＵ Ｆａ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Ｊｉｅ，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ｈｅ，ｅ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

ｆｌｏｗｓ：Ａｓｔｕｄｙ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ｏｔｈ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

［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１２，２７（６）：１０１－１０９］

［２４］李照航，郭风华，李仁杰，等．大量网络游记文本中热度地名提

取方法与实证研究 ［Ｊ］．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２０１５，３１（１）：

６８－７３．［ＬＩＺｈａｏｈａｎｇ，ＧＵＯＦｅｎｇｈｕａ，ＬＩＲｅｎｊｉｅ，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ｏｔＴｏｐｏｎｙｍ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ｍａｓｓ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ｒａｖｅｌｂｌｏｇｔｅｘｔ［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１（１）：６８－７３］

［２５］刘军．整体网分析讲义 ［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９

－２１，５４－６２．［ＬＩＵＪｕｎ．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ｗｈｏｌ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１９－２１，５４－６２］

［２６］蔚海燕，戴泽钒，许鑫，等．上海迪士尼对上海旅游流网络的影

响研究—基于驴妈妈游客数字足迹的视角 ［Ｊ］．旅游学刊，

２０１８，３３（４）：３３－４５．［ＷＥＩＨａｉｙａｎ，ＤＡＩｚｅｆａｎ，ＸＵＸｉｎ，ｅｔａｌ．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Ｄｉｓｎｅｙｌａｎｄ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ｏｕｒｉｓｔｆｌｏｗ

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

ＬｖｍａｍａＷｅｂｓｉｔｅ［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１８，３３（４）：３３－４５］

［２７］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 ［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１１２－１３０．［ＬＩＵＪｕｎ．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１１２－１３０］

［２８］陈浩，陆林，郑嬗婷．基于旅游流的城市群旅游地旅游空间网络

结构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１，

６６（２）：２５７－２６６．［ＣＨＥＮＨａｏ，ＬＵＬｉｎ，Ｚ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ｔｉｎｇ．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ｔｆｌｏｗ：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６６（２）

：２５７－２６６］

［２９］徐敏，黄震方，曹芳东，等．基于在线预订数据分析的旅游流网

络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Ｊ］．经济地理，

２０１８，３８（６）：１９３－２０２．［ＸＵＭｉｎ，ＨＵＡＮＧＺｈｅｎｆａｎｇ，ＣＡＯ

Ｆａｎｇ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ｆｌｏｗ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ｎｌｉｎｅ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Ｒｅｇｉｏｎ ａｓ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８，３８（６）：１９３－２０２］

［３０］阮文奇，张舒宁，郑向敏．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流网络结构及其形

成机理研究 ［Ｊ］．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１８，２７（４）：３４－４４．［Ｒｕａｎ

Ｗｅｎｑｉ，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ｎ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ｔｏ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ａｎｄｉｔ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Ｊ］．Ｗｏｒｌ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８，２７

（４）：３４－４４］

［３１］杨小莉，冯卫红．山西省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基于

不同出游方式的比较 ［Ｊ］．生产力研究，２０１７（３）：１１１－１１５．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 ＦＥＮＧ Ｗｅｉｈｏｎｇ． Ｓｔｕｄｙ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ｖｅｌｍｏｄｅｓ［Ｊ］．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３）：１１１－１１５］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Ｆｌｏｗｓ

ｉｎｔｈｅＷｕｔ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ＳｃｅｎｉｃＡｒｅａｏｆ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Ｒｕｉｐｉｎｇａ，ｂ

（Ｘｉｎ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ＳｈａｎｘｉＸｉｎｚｈｏｕ０３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ｆｌｏｗ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ｉ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ｔ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６４２ｖａｌｉｄｔｒａｖｅｌｎｏｔ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ｒａｖｅｌｗｅｂｓｉｔ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ｆｌｏｗｓｉｎ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Ｓｃｅｎｉｃ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ｒａｖｅｌｎｏｔｅｓ，ｔｏｕｒｉｓｔｒｏｕｔｅｓｗｅ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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