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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时代，数字资源日益成为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要素。以桂林 17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利用

2011－2021年统计数据、网络数据，基于供需视角分析典型旅游城市代表——桂林的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的时

空演变及其空间错位特征，根据 IPA模型对处于不同状态的区域提出优化建议。结果表明：（1）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总体

呈现增长的趋势，网络关注度以2013年为拐点，呈现倒U型；（2）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在重心迁移过程中供

给－需求不完全匹配，二者重心呈现南－东北的空间位置偏离；（3）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格局呈现

分层特征，各区县之间旅游资源与网络关注度之间的状态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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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面临着粗放式增长导致的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旅游产品及产业迭代升级缓慢等现实问

题[1]。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强调“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旅游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使优质供给、弹性供给、有效供给更为丰富”。旅游业发

展过程中供给端的旅游资源开发与需求端网络关注度的动态平衡是推动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效协

同，着力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更是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吸引物，建设世界旅游城市的应

有之义。大数据时代，旅游客源市场呈现出个性化、散客化、大众化的趋势，传统的旅游营销已不能满足当

前游客的需求[2]。一方面，面对激烈的客源市场竞争和游客多样化需求，旅游目的地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

营销其资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以获得游客关注，从而影响当地及周边地区旅游经济[3]。另一方面，游客的

数字信息获取行为经由搜索引擎转换为网络关注度，当前已有研究证明网络关注度与实际客流量正相关并

存在明显的空间协同性[4]。因此，虚拟旅游流能够反映一定的潜在旅游者的需求倾向[5]。旅游目的地组织可

以通过分析网络关注度，明晰游客偏好，变革旅游景区营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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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于网络关注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需求预测[7~8]、区域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6]、旅游流网络结

构特征[9]等，广泛应用于旅游领域，但比较缺乏从供需视角探讨二者空间演化特征的研究，如此容易导致旅

游目的地对其供给资源的认识不足，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匹配，从而影响区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

以国内著名旅游城市桂林为案例地，收集2011－2021年桂林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和质量、网络关注度等相

关数据，利用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等方法，定量分析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和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格局及其

演化过程，运用 IPA模型为处于不同状态的区域提供优化建议。以期在我国“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桂林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规划等战略框架下，综合认知桂林旅游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切实提升旅游资源开

发，打造世界级旅游吸引物，为实现桂林旅游高质量发展和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的建设提供科学合理的决

策参考，也为其他传统旅游城市发展提供参考。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基础

空间错位理论作为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由学者Kain于1968年提出[10]，是反映居

住－就业空间关系的理论假设[11]。空间错位理论假设一经提出就获得众多学者的关注，并通过实证研究验

证或测度该理论假设[12~14]。随后，该理论被引入教育学[15]、社会学[16]、地理学[17]、法学[18]、环境学[19]、管理学[20]等

领域。相较于国外，我国关于空间错位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2008年，李连璞首次将空间错位理论运用于

旅游领域，按“旅游资源－游客数量－旅游收入”的关系对区域旅游发展情况进行分类，并提出其转化路径

及实现途径[21]。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旅游空间错位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李朝

军（2022）通过构建空间测度模型探寻了山东省旅游资源与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关系[22]；吴寒青等（2023）在高

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对安徽省旅游发展时空错位情况进行了分析[23]。

总之，国内旅游空间错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经济[24]、旅游资源[25]、旅游收入[26]等方面，研究方法多

样[27~28]，研究尺度较为全面[29~31]，总体看来，宏观尺度的研究多于中观和微观尺度的研究，且较少有学者从供

需视角对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的错位现象进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

1. 旅游资源丰裕度

A级旅游景区是中国旅游资源标准化管理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资源丰裕度指数来测度区域内旅游资

源的数量和质量[32]，结合前人研究，对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进行测算，用以表征桂林旅游资源水平，其计算公

式如下：

R = 5.0N5 + 2.5N4 + 1.75N3 + 0.5N2 + 0.25N1 （1）
其中，桂林市的旅游资源丰裕度用R表示；N1~N5代表桂林各级景区的数量，并根据等级赋予相应的数

值。两江四湖－象山景区和漓江风景区作为跨区域的景区，本文对此类景区所有涉及的区域均赋予相同的

数值。

2. 网络关注度

大数据时代，网络已然成为游客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网络关注度是以网民在搜索引擎中的搜索

量为数据基础，以相关关键词为统计对象，科学分析并计算出各个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中搜索频次的加权和。

3. 重心模型

重心模型源自于物理学，于1874年由学者沃尔克引入社会经济领域，现已被广泛运用于分析要素空间

分布特征及其时序变化中[33]。本文运用重心模型探究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和网络关注度的重心迁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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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二者重心迁移偏差，初步了解二者空间错位情况，重心模型公式如下：

XT =
∑

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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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T =
∑

i =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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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T和YT用于代指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以及网络关注度重心的纬度和经度；Xi、Yi代表桂林各区及

其下属县市重心的纬度和经度，为了确保研究的可行性，研究以区域内行政中心的经纬度来代指重心的经

纬度；Ti为桂林各区及其下属县市的旅游资源丰裕度以及网络关注度。

4. 空间错位指数

空间错位指数可以从较为微观的层面有效地揭示二级区域旅游资源丰裕度和网络关注度之间的空间

分布匹配程度。该指数最初由Martin（2004）提出[34]，目前被广泛运用于地理、人口、经济、旅游等领域的研

究。本文基于前人扩展，通过对桂林市区及其下属县市SMI的计算，明确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

的空间错位类型及错位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35]：

SMI = 1
P
é
ë
ê

ù
û
ú

æ
è
ç

ö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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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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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pi *100 （4）

Gi = ||SMI ∑
i = 1

n

||SMI （5）
其中，ei是桂林各区及其下属县市的旅游资源丰裕度，即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E是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

水平总值；pi是桂林各区及其下属县市的网络关注度，P是桂林旅游网络关注度水平总值；Gi为 i区域的错位

指数贡献度。其中，当SMI>0时，表示该区域内旅游资源应获得的关注度远高于当前，表明区域内旅游资源

丰富但对游客的吸引力不足；当 SMI<0时，相较于网络关注度，该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处于滞后状

态，需要进一步提升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水平[36]。此外，SMI值的大小可以反映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

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同步性。相似程度越高则空间错位程度越低，即SMI的绝对值越小；反之，空间错位现

象越明显。本文借助已有研究[37~38]，将各地区空间错位程度划分为三级：高度错位（|SMI|>4）、中度错位（2<
|SMI|≤4）、低度错位（2≤|SMI|）。

5. IPA模型

IPA模型（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称为重要性－感知表现分析法，最早由Martilla和 James于
1977年提出[39]，是运用消费者对重要性的关注度和其感知程度建立的思维象限，来衡量产品的各方面，以更

加准确地采取合适的措施。旅游景区的数量和级别即为旅游供给市场中所提供的重要元素，而网络关注度

是需求端的游客的真实反馈，即重要元素的表现性。通过对旅游资源丰裕度和网络关注度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呈现于 IPA矩阵中，以更准确地根据桂林各区县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状态提出相应的提升优化

措施。

二、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域概况

桂林，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对外开放国际旅游城市、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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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一、全国旅游创新发展先行区、国际旅游综合交通枢纽、广西首批体育旅游示范市试点城市。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桂林时强调要加快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将桂林打造成为世界级

旅游城市。截至2022年，桂林共有世界自然遗产1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1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处、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1处、5A级景区4处，是非省会地级市中5A级景区最多的城市，旅游资源禀赋高。但2018
年后桂林旅游人均消费增速放缓（见图 1），当前旅游资源和产品无法与游客需求相匹配，无法刺激游客消费

增长。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改变了信息获取方式。新时代下通过数字营销吸引网络关注已

成为区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式。近年来，桂林网络关注度持续下跌。因此探寻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

关注度的空间错位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现实意义。

图1 2011－2021年桂林旅游人均消费

（二）数据来源

A级旅游景区建设是国家产业政策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旅游资源标准化管理的重要途径[40]，同时A级旅

游景区能够反映区域旅游供给能力[41]。因此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区域内旅游

资源开发和旅游供给情况。本研究将桂林A级景区的数量和质量作为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的代理变量。

其中，桂林A级旅游景区相关数据来自2012－2022年的《广西统计年鉴》和桂林文化广电与旅游局官网。

百度指数是依托百度搜索引擎的用户搜索数据共享平台，以关键词为统计对象，通过指数展现用户近

期搜索状况，能较为客观地反映社会公众的潜在需求[42]。目前，学界研究大多通过百度指数来衡量网络关注

度[6,43]，具有可行性。因此，本文利用百度指数来衡量网络关注度，以“县名+旅游”“桂林+区名+旅游”及桂林

被百度指数收录的旅游景区的相关关键词作为搜索词，将201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PC端和

移动端逐日搜索指数作为基础数据。当搜索词未被百度指数收录时，则百度指数视为0。

三、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一）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时序格局变化特征分析

由图2可知，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从2011年的92上升至2021年的249。随着经济

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大众旅游的需求不断扩大，桂林为了发展旅游业扩大旅游产品的供给量，对其区域内的

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与建设，因此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而桂林网络关注度的时序变

化则呈现驼峰状，其中，2011－2013年桂林网络关注度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由 2011年的 111372.6增加至

2013年的 201479.3，达到驼峰位置；2014年开始桂林的网络关注度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21年下降至

62540.0。
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从 2013年开始其他的非传统旅游城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入游客视野。

这些城市借助娱乐化数字化手段进行文化宣传、营销以维持热度与关注度。另一方面，桂林一直将山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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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作为主要营销宣传点。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游客消费需求升级，走马观花的观光旅游已不能满足游

客日益增长的需求，加上桂林整体宣传营销没有与数字化接轨，桂林旅游资源和产品无法应对市场改变，无

法满足新兴市场的需求，吸引力不足，导致桂林网络关注持续下降。

因此，2011－2013年，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和网络关注度变化趋势相同，但是在2014－2021年二者的时

序变化趋势相反，旅游资源丰裕度和网络关注度的演化和空间错位关系存在一定的复杂性。这直接反映出

桂林旅游资源供给与游客需求之间存在矛盾。

图2 2011－2021年桂林市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时序变化特征

（二）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重心迁移特征分析

1. 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重心演变分析

基于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相关数据，本文通过重心模型测算出二者历年的重心经纬度，

并绘制出其重心迁移路径图（图 3，图 4），以展示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重心的动态变化过程。

了解旅游资源丰裕度的重心演变路径能更好地把握桂林旅游供给侧发展。根据图 3，可将2011－2021
年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重心迁移过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2016年，在这段时间旅游资源丰裕

度重心落在雁山区和七星区两个区域内。该阶段重心大体呈现南北方向上的迁移，重心最大迁移幅度为

0.05个纬度。为满足旅游需求，扩大旅游供给，桂林大力开发与建设新的旅游产品。阶段初期桂林市和桂林

偏北的县区在景区开发和管理上水平较高，获得挂牌资格的星级景区较多，因此，2011－2015年桂林旅游资

源丰裕度重心大体呈现由南至北方向上的迁移。2016－2017年，由于桂林各区、龙胜各族自治县、灌阳县等

区域出现景区管理质量不达标导致的摘牌、降级现象，以及阳朔县和荔浦市等区域挂牌景区的增加，旅游资

源丰裕度重心迁移路径大体为北－东南。2017－2021年为重心演变路径的第二阶段，桂林各区、恭城瑶族

自治县、全州县、兴安县、灌阳县等区域大力开发其人文旅游资源，并且不断提升原有景区管理质量，使得旅

游资源丰裕度重心的迁移呈现西－东北方向上的演变。此阶段旅游资源丰裕度重心从雁山区迁移至灵川

县区域内，经度迁移幅度较大，期间最大迁移幅度为0.097个经度。总体来看，旅游资源丰裕度重心由南－

北－东北，表明桂林为了适应旅游市场需求的改变，提升区域吸引力，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呈现出从自然

资源向人文资源转移的趋势。

为更全面地了解游客需求的演变，本文对桂林网络关注度重心的迁移路径进行观测。从图 4可以看出，

桂林网络关注度重心迁移趋势可大体分为3个部分：2011－2016年重心在西南－东北方向上变动，2017－
2019年重心演变至西北方向，2020－2021年重心则又在西南－东北方向上迁移；重心最大跨度为0.024个经

度、0.018个纬度，迁移幅度微小，重心始终落在灵川县区域内。2012年桂林新增两个5A级景区，漓江风景

区内尽览桂林山水风光，吸引无数游客目光。因此2012年网络关注度的重心大体向西南迁移。随着交通可

达性提升、游客旅游需求变化、红色旅游相关政策的出台等原因，桂林中部、北部吸引了众多游客，桂林网络

90



关注度重心大体上向北迁移。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乘船考察漓江，桂林网络关注度重心向西南方向回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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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1－2021年桂林市旅游资源丰裕度重心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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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1－2021年桂林市网络关注度重心演变

2. 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重心相对迁移分析

本文将旅游资源丰裕度和网络关注度重心迁移路径放置在同一经纬度坐标系中，能更加清楚地呈现二

者重心在空间层面上的分布。从图 5可以看出，2011－2021年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整体呈现

南－东北的空间位置偏离。其中，旅游资源丰裕度重心相较于网络关注度重心更加偏向南，表明桂林中部、

南部的旅游产品供给数量多于北部，其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质量较高；网络关注度的重心则一直位于旅

游资源丰裕度重心的北侧，说明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中部、南部部分新开发的旅游资源无法与游客的

需求相匹配，呈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使得桂林显露出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不协同的情况。资源禀

赋较高的区域更容易开发和建设成产品，但其无法满足游客需求，获得游客关注，这就使得桂林旅游资源丰

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的重心在空间层面呈现出偏差。2011－2021年，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之间的空

间距离整体上呈现逐步靠近的趋势，但空间错位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如何开发和建设符合游客需求的旅

游景区，如何提升已有景区的吸引力以获取游客关注，满足游客需求是旅游目的地当前重要任务。

杜 茜，黄燕玲，洪万杰：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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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1－2021年桂林市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重心相对演变

（三）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分析

1. 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时空分布及演变

本文通过各区域空间错位指数SMI及其贡献度G来衡量各区域的空间错位程度及其时序变化，更具体

地分析各个区域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错位的时空演变情况（如表 1）。2011－2021年桂林旅游资源

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大体呈现“正向－负向－正向－负向”的分层特征。期间，桂林各区域旅游资

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正向空间错位大约为50%，即桂林各区县之间旅游资源与游客吸引力之间的状态存

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秀峰区、叠彩区、永福区一直处于正向错位状态，资源县和平乐县一直处于负向错

位状态；象山区、七星区和雁山区在2011－2021年的前中期出现由正负向错位变换，但最终呈现出高度负向

错位；阳朔县由最初的正向错位转变为负向错位；临桂区、恭城瑶族自治县和全州县初始状态均为负向高度

错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错位程度减弱，甚至状态发生根本性变化；灵川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荔浦市和灌阳县

的空间错位指数变化相对较为复杂，其空间错位的状态及程度不断波动；兴安县一直处于低度错位中，其经

历了正向－负向－正向－负向的状态演变过程。

2021年桂林各区域中空间错位贡献度G值最高为秀峰区，达到了 18.2%，其次是七星区、灌阳县、象山

区，分别为12.5%、10.8%、9%。这四个区域对桂林出现空间错位现象贡献之和达到了50.5%，是造成目前桂

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最主要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内部进行优化是解决桂林旅游资源丰

裕度与网络关注度重心存在偏差的关键。

表1 2011－2021年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时空演变

区域

秀峰区

叠彩区

象山区

七星区

雁山区

临桂区

2011
高度正向

高度正向

低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负向

高度负向

2012
高度正向

中度正向

低度正向

中度正向

中度正向

高度负向

2013
高度正向

中度正向

低度负向

低度负向

中度正向

高度负向

2014
高度正向

中度正向

低度负向

低度负向

中度正向

高度负向

2015
高度正向

中度正向

中度负向

中度负向

中度正向

高度负向

2016
高度正向

中度正向

中度负向

中度负向

低度正向

中度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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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阳朔县

恭城瑶族自治县

兴安县

灵川县

全州县

资源县

平乐县

龙胜各族自治县

荔浦市

永福县

灌阳县

区域

秀峰区

叠彩区

象山区

七星区

雁山区

临桂区

阳朔县

恭城瑶族自治县

兴安县

灵川县

全州县

资源县

平乐县

龙胜各族自治县

荔浦市

永福县

灌阳县

2011
高度正向

高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低度负向

中度正向

中度正向

中度正向

2017
高度正向

中度正向

中度负向

中度负向

低度负向

高度负向

中度正向

中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负向

中度负向

中度负向

高度负向

低度正向

高度正向

低度正向

低度负向

2012
高度正向

高度负向

低度负向

低度负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低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2018
高度正向

中度正向

中度负向

高度负向

中度负向

中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低度负向

低度正向

中度负向

低度负向

高度负向

低度正向

中度正向

中度正向

低度负向

2013
高度正向

高度负向

低度负向

低度负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低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2019
高度正向

中度正向

中度负向

高度负向

中度负向

低度负向

中度负向

中度正向

低度负向

中度正向

低度正向

中度负向

高度负向

低度负向

低度正向

中度正向

低度正向

2014
中度正向

中度负向

低度负向

低度正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中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2020
高度正向

中度正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中度负向

低度负向

低度负向

中度正向

低度负向

中度正向

低度正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中度负向

低度正向

中度正向

高度正向

2015
中度正向

中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负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中度正向

低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2021
高度正向

中度正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负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中度负向

低度正向

中度正向

高度正向

2016
低度正向

中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中度负向

高度负向

高度负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低度正向

低度负向

—

—

—

—

—

—

—

—

—

—

—

—

—

—

—

—

—

—

2. 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典型地区错位分析

为了剖析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形成的原因，本文对典型的高度错位的区县进行分析

（如表 2）。桂林高度正向错位的区域主要为秀峰区，在这一区域内旅游资源丰裕度远高于网络关注度，即区

域内旅游供给端吸引力不足，旅游供给内容、质量以及其宣传营销有待进一步提升。2011－2021年，秀峰区

拥有的旅游景区从2个发展至8个，其中涉及3个5A级景区，占桂林5A级景区的75%，其旅游资源的开发相

对较好，但是秀峰区的网络关注度非常低。秀峰区位于漓江景区和两江四湖－象山景区边缘区域，且相较

于七星区、象山区，该区域相关旅游资源及产品无突出优势，无竞争力；而独秀峰－王城景区作为桂林突出

的人文旅游资源并未获得较好的营销宣传。此外，秀峰区拥有的其他旅游资源的知名度较低，未能大范围

引发游客关注。总之，秀峰区旅游业发展呈现出旅游资源供给较多但网络关注度低的结果，凸显了该区域

旅游供需之间的矛盾。

杜 茜，黄燕玲，洪万杰：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

表1 2011－2021年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时空演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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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高度负向错位的区域主要为资源县和平乐县，这两个区域内旅游资源丰裕度滞后于网络关注度，

即区域内旅游产品供给与游客需求相匹配，但是供给端开发与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以促进区域旅游

资源丰裕度的增长。其中，资源县2011－2016年景区数量少，但是区域内号称“华夏第一漂”的资江漂流，让

游客能在漂流体验中感受桂林山水之美，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获得较高关注。2017－2018年，资源县星

级景区增加至7个，但网络关注度提升缓慢甚至下降，由此资源县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由

高度负向错位降为低度负向错位。2019－2021年，资源县星级景区合并，景区数量下降，旅游资源丰裕度下

降，空间错位程度再次呈现高度负向错位状态。而平乐县立足于当地生态，开发出极具体验性的漂流、温泉

产品，符合游客需求和偏好的改变。再者，在过去的十年里，平乐县开发多种“旅游+”的深度融合模式，区域

内举办各类赛事，获得各领域游客的目光。最后，平乐县致力于促进本地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符合旅游

发展的潮流和游客的需求，平乐县走出了与其他区县不同的具有浓烈区域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这些让平

乐县产生了与其资源不匹配的吸引力。2011－2021年，平乐县仅拥有1个3A级景区，表明平乐县资源开发

与管理能力较低，造成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失衡的现状。

表2 2011－2021年桂林主要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高度错位区域

错位程度

高度正向

高度负向

错位程度

高度正向

高度负向

2011
秀峰区

资源县

平乐县

2017
秀峰区

平乐县

2012
秀峰区

资源县

平乐县

2018
秀峰区

平乐县

2013
秀峰区

资源县

平乐县

2019
秀峰区

平乐县

2014
秀峰区

资源县

平乐县

2020
秀峰区

资源县

平乐县

2015
秀峰区

资源县

平乐县

2021
秀峰区

资源县

平乐县

2016
秀峰区

资源县

平乐县

—

—

—

—

四、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 IPA模型分析

对2021年桂林各区域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进行 IPA模型分析，结果如图 6所示。桂林过半区

域的网络关注度低于平均值，表明桂林目前在旅游市场中供给的旅游资源和产品不符合游客需求与期望，

游客对桂林关注整体较低。

具体而言，落在优势区的有象山区、雁山区、临桂区、阳朔县和兴安县。这些区域内景区数量多和质量

较高，并且获得了较高的网络关注度，说明在这些区域内其供应的旅游产品较为符合目前游客的需求，相较

于其他区县来说，能够对游客产生较强的吸引力。当前，这些区域应当更加注重对大数据的运用，关注小红

书、微博、携程等网站和APP上的相关信息，了解游客的需求和偏好，对旅游资源和产品进行及时地调整。

同时，根据区域网络关注度现状，以当前游客需求偏好为依据，运用不同的数字化营销策略。

七星区和资源县落在第二象限。这两个区域虽然A级旅游景区较少但获得了较高的游客关注度，表明

游客需求能在该区域内得到满足，但旅游产品的供给较少。落在第二象限的区域应分析游客评价，明确区

域内目前的吸引力和游客的需求，加强区域内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能力，向市场供给具有强旅游吸引力和

能够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旅游产品。同时，管理组织应及时关注游客动态，更新产品营销宣传，

加强旅游产品的宣传广度和深度。

第四象限有秀峰区、恭城瑶族自治县、灵川县、荔浦市和灌阳县等区域。该区域内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建

设水平较高，使得区域内产品供给较多，但无法对游客产生强吸引力。落在第四象限的区域应该对目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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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已开发的旅游产品、游客偏好需求进行分析，探寻当前区域供给市场存在的问题。一方面，重视区域文化

和各领域赛事的运用，增强区域关注度；另一方面，根据现有产品和资源，整合全媒体渠道，根据当前游客偏

好，打造“网红”打卡点，提升供给产品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叠彩区、全州县、平乐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永福县在机会区。在该区域内代表旅游资源供给的旅游资

源丰裕度和代表游客需求的网络关注度均低于桂林整体平均水平。在机会区的区域，当前旅游业发展处于

弱势，应该加快转型升级，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开发与需求匹配的旅游产品；瞄准当前数

字化营销的风口，不断提升营销有效性。

旅游资源丰裕度

网
络
关
注
度

图6 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 IPA模型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对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的时空演变进行了定量分析，明确了桂林总体及其

下属区县空间错位的演变特征，并根据2021年的数据提出了优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2011－2013年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时序变化特征具有同步性，2014－2021年时序变化特

征相反。其中旅游资源丰裕度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网络关注度则以2013年为驼峰，先上升后下降。

根据重心模型发现，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存在空间错位现象。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

注度呈现出南－东北方向上的偏移。根据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重心经纬度差值的变化可知，相较

于2011年，二者重心之间的偏差缩小。

2011－2021年桂林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大体呈现“正向－负向－正向－负向”的分

层特征。期间，桂林各区域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正向空间错位大约为50%。2021年桂林各区域中

空间错位贡献度G值最高的区域为秀峰区，其次是七星区、灌阳县、象山区。桂林高度正向错位的区域主要

为秀峰区，高度负向错位的区域主要为资源县和平乐县。

（二）讨论

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能够体现目前旅游市场的供需状况，但是二者之间可能出现的关系根据

区域发展的不同存在巨大的差异。本文基于成熟的空间错位理论分析二者重心的演变，计算其空间错位指

数，发现桂林作为典型的旅游城市，探究其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程度具有重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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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本文只选择了特定的方面来衡量两类重心的迁移状况。其中，旅游资源丰裕度只选择了A级旅游景

区的数量和质量，虽然这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会忽略部分已开发却没有被评级的旅游资源；在网络关注度

获取方面，部分搜索词未被收录，后续研究可以通过增加其他指数补充相关数据。本研究对旅游资源丰裕

度与网络关注度的错位现象进行了分析，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究桂林与当前“网红”城市在旅游资源上的不

同，和“网红”城市在空间上进行资源与网络关注度上的比较，探寻能够持续吸引游客的原因，为桂林旅游进

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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