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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经济作为衡量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其网络结构特征是反映旅游产业结构的重要媒介。从旅游经济

网络结构视角出发，运用引力模型构建广西旅游经济关联网络，以分析广西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特征。结果显示：广西旅游

经济关联强度不断增强；旅游经济网络核心区不变，边缘区呈扩大态势，网络结构松散；整体网络中形成4个凝聚子群，子

群内部及子群之间的密度差距较大；个体节点城市中心度差异较大，两极化特征明显。基于分析结果，研究认为应统筹旅

游发展布局，发挥点轴带动作用；强化组团经济联系，促进合作协同发展；推动边缘城市建设，优化全域旅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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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背景下广西旅游经济网络
结构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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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对旅游的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游客体验

从单一的景区旅游逐渐向“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化方向转变。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全域旅游上升为国家战略；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

见》中提出，“要开展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打造全域旅游发展典型，把促进全域旅游发展作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也强调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工作。全域旅游

发展战略推动区域旅游业从封闭式的传统单一景点旅游发展模式向开放式的全域多元化旅游创新发展模

式转变，为我国旅游业的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2021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上提出，“要建设全域旅

游示范省（区），力争到2025年，三分之一以上县（市、区）达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标准”。然而从全域旅游

发展视角发现，受各地市要素投入、资源配置、旅游发展水平等的影响，全区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加

强广西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分析，是优化广西旅游产业结构，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推进广西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建设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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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形成于旅游经济之间的空间关联作用，经济活动的经济技术特点和区位差异是区域

内空间结构的决定因素[1]，旅游空间结构是旅游地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对旅游地发展、旅游规划与管

理等具有重要意义。旅游空间结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2]，呈现出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研究趋势。在理论研究方面，包括基于点-轴结构理论[3]、核心-边缘理论和空间一体化理论[4]等

传统学科理论分析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以及Gunn（1988）的目的地地带理论[5]、Dredge（1999）的目的地空间

结构模式[6]、Johnston等（2015）的空间演化模式[7]为理论基础的研究。实证研究多从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旅

游交通网络、旅游设施、旅游功能、旅游地域等旅游空间结构入手[8]。20世纪90年代，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旅

游研究领域展现出重要应用价值[9]，研究主要聚焦于旅游者行为[10]和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空间结构[11]。随着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的开展，社会网络分析被广泛应用于旅游领域理论模型构建、经济网络结

构及时空演变等[12]。李华等（2021）运用旅游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长江中游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关

系及网络特征[13]。王松茂等（2020）基于旅游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深入探析新疆旅游

经济网络时空演变特征，为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提供量化依据[14]。区域内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特征直接影响着

全域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优化可以推动全域旅游体系的建立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广西

旅游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修正引力模型量化广西各地级市之间的旅游经济关联，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研究广西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特征，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网络结构优化和全域旅游联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是社会计量学家通过数学的图论发展起来的社会学

领域计量分析方法，主要用于对节点（社会行动者，可以是个体、群体、组织和国家等）及其所构成的社会关

系网络结构和属性进行分析，其分析角度有网络密度分析、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和核心－边缘结构分

析等。本文以广西下辖14个地级市作为节点，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为网络关系，运用Ucinet6软件构建网

络模型并通过ArcGIS10.8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二）研究区域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中国华南地区，下辖14个地级市，拥有独特的地形地貌、多样的民族文化、优越的

区位条件和丰富的旅游资源。1978年以前，广西只有桂林对外开放，旅游接待多为政府接待，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广西旅游业得到迅速发展[15]。广西拥有梯田、溶洞、温

泉、峡谷、瀑布、发育类型多样的喀斯特地貌等自然景观，古人类、古建筑、古文化遗址、古水利工程、石刻、

墓葬等古文物及革命斗争纪念遗址，以及以八桂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民族文化。据《世界遗产名录》《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名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2022年《广西统计年鉴》统计，截至2021年，广西拥

有 1处世界自然遗产、1处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1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80余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2A及以上旅游景区661个，其中5A级8个、4A级307个。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27”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推进广西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推动全域旅游

进一步发展。据2023年《广西统计年鉴》统计，2022年广西2A及以上旅游景区增至685个，其中5A级9个，

4A级335个。

（三）数据来源

全域旅游的概念在2016年正式提出，2017年上升为国家战略，最新可得数据截至2021年，因此本文研

究的时间跨度为2017－2021年，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下辖14个地级市作为点要素，测算经济关联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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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地区生产总值、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消费等样本数据来源于2018－2022年《广西统计年鉴》。地理距离数

据来源于高德地图，取两市人民政府间最短公路距离。

三、广西旅游经济关联分析

（一）修正引力模型

社会网络形成于各节点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这种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性等方

面的相互影响，其强度可以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进行测度，为后续社会网络分析提供基础数据。由于引力

模型是在牛顿万有引力公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空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主要取决于物体各自的质量和物

体之间的距离。为了更好地解释和预期不同情境下研究对象在地理空间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方式，经

济学家在万有引力公式及其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引力模型。

本文侧重于研究旅游地之间的经济作用，经济引力论认为区域间的经济关联作用和万有引力定律类

似，但有其自身经济意义和独特属性，即要考虑区域自身的意义和特点[16]。因此，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7~19]，

根据研究需要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引入指标旅游总人数P和旅游总收入

V，构建修正引力模型，具体表达式如下：

Rij =Kij

PiVi PjVj

D2
ij

（1）

Fi =∑
j = 1

n

Rij （2）

Kij = gi

gi + gj

（3）
式（1）中，Rij表示 i区域的经济关联强度；Pi和Pj分别表示 i区域旅游总人数及 j区域旅游总人数；Vi和Vj

分别表示 i区域旅游总收入及 j区域旅游总收入；Dij表示 i区域和 j区域之间的地理距离。式（2）中，Fi表示 i区
域旅游经济关联总量，反映 i区域在区域旅游经济中占据的地位。式（3）中，gi和 gj分别表示 i区域和 j区域的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Kij是 i区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占两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和的比重，表示 i区域在 i
区域和 j区域的旅游产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

（二）广西旅游经济关联值测度

根据修正引力模型中的式（1）~（2）可以计算出各地级市的经济关联强度和经济关联总量（见表1）。通

过表1可知，广西2017－2021年的旅游经济关联总量逐年增加，2020年有所下降，2021年度快速回升，2019
年比2017年增长了3.08倍，2021年同比增长2.52倍，表明广西各地级市之间的旅游经济关联强度不断增强，

推动着旅游经济关联强度和旅游经济关联总量的快速增长。

2017－2019年，南宁、柳州和桂林的旅游经济关联总量位居前三，2020年和2021年，钦州和防城港先后

超越桂林位居第三、四位，南宁、柳州、桂林、北海、防城港、钦州和玉林一直在前7位波动。此外，2017年贺州

旅游经济关联总量最低，2018－2021年百色旅游经济关联总量最低，落后于其他地区。2017－2021年变异

系数分别为0.79、0.74、0.73、0.69和0.64，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广西各地级市之间的旅游经济差异在不断缩

小。2017－2021年，旅游经济关联总量增速最快的是贺州，增加了3.54倍，其次是钦州和河池，分别增加了

3.15和3.06倍，增速最慢的是南宁，增长倍速为2.04倍，其次为柳州和桂林，分别是2.39和2.40倍。2021年，

贺州旅游总消费比2017年增加1.81倍，仅次于钦州和防城港。

随着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贺州凭借连接中南西南、面向东部的优越区位优势，成为对接大湾区

发展的前沿地带和大湾区产业外溢发展的战略腹地，是广西全力东融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

侯玉霞，李凌芳：全域旅游背景下广西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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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7－2021年广西旅游经济关联总量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防城港

钦州

贵港

玉林

百色

贺州

河池

来宾

崇左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总值

最大值

最小值

2017
658.55
451.60
243.51
81.33

185.44
215.45
214.65
133.66
161.40
64.80
54.94
94.29

146.89
125.78
202.31
159.21

0.79
2832.29
658.55
54.94

2018
1077.62
827.65
437.60
137.21
332.14
398.07
407.05
248.04
279.67
103.65
119.13
172.58
253.49
247.36
360.09
266.68

0.74
5041.26
1077.62
103.65

2019
1827.31
1433.72
757.68
232.17
607.41
707.36
738.41
441.20
494.86
184.10
229.42
316.53
402.63
344.02
622.63
456.42

0.73
8716.82
1827.31
184.10

2020
921.01
771.41
394.87
131.26
326.97
390.81
434.52
251.19
267.40
105.95
124.78
186.27
233.31
194.04
338.13
231.84

0.69
4733.79
921.01
105.95

2021
1342.57
1080.90
584.22
211.54
514.09
586.57
676.04
380.70
426.78
161.77
194.65
288.21
383.54
314.02
510.40
326.79

0.64
7145.60
1342.57
161.77

（三）广西旅游经济关联可视化分析

将修正引力模型得到的旅游经济关联强度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运用ArcGIS10.8对广西各地级市之间的

旅游经济关联强度进行可视化，得到广西旅游经济网络关联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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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2021年广西旅游经济网络关联图

整体而言，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经济关联强度高的区域集中于以南宁为中心的广西中南部和以柳州为

中心的广西中北部地区，广西东西两侧的旅游经济关联强度普遍偏低。与其他区域相比，南宁与其他地级

市的经济关联强度始终较为紧密，是广西旅游经济发展的首要力量。关联较为密集的区域还有柳州、桂林、

钦州、防城港和北海等地，随后呈现向来宾、贵港、玉林等广西东南部城市发展的趋势，百色、梧州、贺州、河

池等地旅游经济关联则较为薄弱。2017－2019年，广西各地级市之间的旅游经济关联程度不断上升，从原

来的南宁、柳州双核心点状分布逐渐发展为“南宁-钦州-防城港-北海”和“桂林-柳州-来宾”的多轴网络结

构。2019－2021年地级市间的旅游经济关联程度有所下降，但旅游经济关联网络结构较为完整。

四、广西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一）整体网络：网络结构松散，完备性缓慢上升

网络密度是指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的关联程度，网络密度越大，说明各节点之间关联越强，整体网络对

节点的影响也越大。对旅游经济关联强度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将旅游经济网络矩阵均值作为阈值，经济

关联强度大于均值取值为1，经济关联强度小于均值则取值为0，构建关系矩阵后进行核心-边缘分析和网络

密度测算，得到广西旅游经济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和整体网络及核心-边缘密度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D = 2L
n(n - 1) （4）

式（4）中，D表示网络密度，L表示网络中实际连接边数，n表示网络节点数。从表2中可知，广西旅游经

济整体网络密度从2017年的0.2527增长到2019年的0.2637，到2021年保持不变，反映广西旅游经济的空间

关联强度以一个缓慢的速度上升，且呈现出停滞现象。2017－2021年整体网络密度虽然有所上升，但密度

值总体偏低，说明广西各地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不紧密，网络结构松散，各区域间的旅游经济合作有较大发

展和提升空间。此外，核心-边缘区间的网络密度值也能反映整体网络密度的变化。2017－2019年，核心区

内部和核心与边缘间网络密度不变，边缘与核心区间的网络密度下降，边缘区内部网络密度上升。2019－
2021年核心-边缘密度值不变。总体而言，广西旅游经济网络核心区保持不变，边缘区呈扩大态势，但增速

缓慢。2017－2021年，处于核心区域的节点一直是南宁、柳州和桂林三市，核心区没有充分利用自身旅游资

源优势，向周边地市发挥辐射作用，而其他11个地市一直处于边缘区，受区位交通、经济基础和旅游资源等

因素影响，限制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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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广西旅游经济整体网络及核心-边缘密度

核心区

边缘区

网络密度

2017
核心区

1.000
0.394

0.2527

边缘区

0.515
0.091

2019
核心区

1.000
0.364

0.2637

边缘区

0.515
0.118

2021
核心区

1.000
0.364

0.2637

边缘区

0.515
0.118

（二）次级组织：凝聚现象形成，子群间关联较弱

凝聚子群是指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网络内部某些节点之间关联较强，从而形成的一个次级团体。以节

点间的旅游经济关联强度作为依据，计算出广西旅游经济关系网络中联系较为紧密和稳定的团体（如图

2）。结果显示二级网络划分出“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子群1）、“贵港－百色－崇左”（子群2）、“贺

州－玉林－来宾－柳州－河池”（子群3）和“桂林－梧州”（子群4）4个凝聚子群，结合广西行政区划，结果与

区域地理分布位置基本一致。其中，子群1与北部湾城市群高度吻合，子群2与珠江－西江经济带成员城市

吻合。2023年4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广西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建设海洋强区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年）》，强调以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4市为向海经济核心区，联动贵港、玉林、崇左3市拓展

区和柳州、桂林、梧州、百色、贺州、河池、来宾7市辐射区积极推进向海经济北部湾先行区建设，构建陆海协

同一体发展新格局。由此可知，广西旅游经济网络凝聚子群分析结果与该划分结果基本一致。

图2 2021年广西旅游经济网络凝聚子群分析结果

进一步由表3可知，子群内部及子群之间的密度差距较大，跨度从0到1不等。凝聚子群密度是反映网

络中小团体现象是否严重的衡量指标，取值范围为[-1，1]，取值越接近1，说明小团体程度越严重，反之程度

越轻。从子群内部来看，子群1内部密度为1，表明子群1内的南宁、北海、防城港和钦州等城市间关联紧密，

构成了一个平稳的次级网络。子群2和子群4内部和子群间密度为0，说明子群内城市间的关系趋于随机分

布。从子群之间来看，除子群4与子群3之间凝聚子群密度较大，为0.7，其他子群密度均偏低，说明网络中各

子群间相互关联程度较低。

表3 2021年广西旅游经济网络凝聚子群密度矩阵

子群1
子群2
子群3
子群4

子群1
1.000
0.250
0.150
0.125

子群2
0.250
0.000
0.200
0.000

子群3
0.250
0.067
0.250
0.700

子群4
0.125
0.000
0.4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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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体节点：中心度差异较大，两极化特征明显

通过UCINET6软件计算得到2017、2019和2021年广西旅游经济网络中心度，结果如表4所示。点度中

心度用于衡量节点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数值越大，则节点在网络中越重要。2017－2021年各区域点度中

心度波动幅度不大，南宁、柳州和桂林等城市点入度和点出度高于其他城市，在广西旅游经济发展中占核心

地位，这些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良好、区位交通发达，对广西旅游经济网络中其他节点有较强的辐

射效应和带动作用，各区域在整体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变化较小，和前文中的核心-边缘分析结果一致。此

外，玉林点入度仅次于南宁，居于第二。点出度和点入度分别表示从该节点指向其他节点和从其他节点指

向该节点的关联条数。玉林位于广西东南部，是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经济区“两湾”的重要通道和关键节

点城市，因此在旅游经济网络中能快速与其他节点产生关联。

接近中心度反映节点不受网络中其他节点控制的能力。中介中心度则表明节点对网络中其他节点的

控制程度，数值越大，表明越多节点需要通过该节点来产生关联。从接近中心度看，广西各地市的点出度在

2017－2019年有大幅提升，点入度也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城市之间旅游资源要素流动速度加快，旅游经济合

作加深。2019－2021年接近中心度呈停滞状态，究其原因，2020年旅游人次和消费大幅下降，2021年游客出

游意愿逐步恢复，旅游经济有所回升。从中介中心度来看，2017－2021年中介中心度在不断提升，但各节点

之间差异较大，两极化特征明显。南宁和桂林的中介中心度远高于其他城市，说明这两个城市对其他城市

产生较强的控制作用，其他城市需要通过这两个城市在网络中进行关联，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削弱这些城市

的依赖性，提升其在整体网络中的独立性，实现区域联合均衡发展。

表4 广西旅游经济网络中心度

地级市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防城港

钦州

贵港

玉林

百色

贺州

河池

来宾

崇左

2017

点度中心度

点出

度

11
6
6
2
3
2
3
2
2
1
1
2
4
1

点入

度

10
4
5
0
2
2
3
4
6
1
2
3
3
1

接近中心度

点出

度

48.15
40.63
40.63
40.63
36.11
35.14
36.11
35.14
35.14
34.21
30.23
31.71
38.24
34.21

点入

度

81.25
56.52
61.91
7.14
48.15
48.15
50.00
56.52
65.00
46.43
41.94
54.17
54.17
46.43

中介

中心

度

100.58
6.08
28.08
0

0.50
0

1.00
0.25
9.50
0

2.50
0

0.50
0

2019

点度中心度

点出

度

11
6
6
2
4
2
3
3
2
1
2
2
3
1

点入

度

10
4
4
1
2
3
3
4
6
1
2
3
4
1

接近中心度

点出

度

81.25
61.91
65.00
40.63
52.00
48.15
50.00
50.00
48.15
46.43
43.33
43.33
50.00
46.43

点入

度

81.25
56.52
59.09
29.55
48.15
50.00
50.00
56.52
65.00
46.43
40.63
54.17
56.52
46.43

中介

中心

度

106.62
7.78
37.63
0.70
0.50
0

0.50
1.17
9.82
0

14.33
0

0.95
0

2021

点度中心度

点出

度

11
6
6
2
4
3
3
2
2
1
2
2
3
1

点入

度

10
4
4
1
3
3
3
4
6
1
2
3
3
1

接近中心度

点出

度

81.25
61.91
65.00
40.63
52.00
50.00
50.00
48.15
48.15
46.43
43.33
43.33
50.00
46.43

点入

度

81.25
56.52
59.09
29.55
50.00
50.00
50.00
56.52
65.00
46.43
40.63
54.17
54.17
46.43

中介

中心

度

107.78
7.78
37.80
0.70
1.00
0
0

0.33
9.65
0

14.50
0

0.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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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2017－2021年广西旅游经济网络

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2017－2021年广西旅游经济关联强度和旅游经济关联总量逐年上

升，各地级市之间的旅游经济关联强度不断增强。变异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广西旅游经济差异不断缩

小。旅游经济网络从原来的南宁、柳州双核心点状分布逐渐发展为“南宁-钦州-防城港-北海”和“桂林-柳
州-来宾”的多轴网络结构。（2）从整体网络看，广西旅游经济的空间关联强度以一个缓慢的速度上升，网络

核心区不变，边缘区呈扩大态势，增速缓慢。整体网络密度虽然有所上升，但密度值总体偏低，各城市间旅

游经济联系不紧密，网络结构松散，旅游经济合作有较大发展和提升空间。（3）从局部集群看，广西旅游经济

网络形成了“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百色-崇左”“贺州-玉林-来宾-柳州-河池”和“桂林-梧州”4
个凝聚子群。在子群内部，子群1内部城市间构成了一个平稳的次级网络，其他子群内城市间的关系趋于随

机分布。子群之间相互关联程度较低。（4）从个体节点看，各区域点度中心度波动幅度不大，南宁、柳州和桂

林等城市在广西旅游经济发展中占核心地位。2017－2019年接近中心度呈现上升趋势，2019－2021年接近

中心度呈停滞状态。中介中心度逐年提升，但各节点之间中介中心度差异较大，两极化特征明显。

（二）对策建议

1. 统筹旅游发展布局，发挥点轴带动作用

统筹旅游发展布局，完善旅游规划体系，推动广西旅游产业全域联合发展。南宁、柳州等城市旅游经济

关联强，拥有较强的经济辐射能力，应继续加强南宁、柳州在旅游经济网络中的核心作用，改善基础设施，提

升服务质量，优化旅游交通网络体系，进一步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强化集聚和辐射作用。以核心城市为依

托，充分发挥“南宁-钦州-防城港-北海”和“桂林-柳州-来宾”轴线的经济关联作用，以点带面，将核心节点

城市和周边城市紧密联系，改善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2. 强化组团经济联系，促进合作协同发展

依托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加强凝聚子群内部经济联系。挖掘凝聚子群城市间的共性和特性，打破城市

行政区划边界，实现资源共享，形成多元化旅游组团，最大限度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实现协同发展。

同时发挥不同组团在区域旅游经济网络中的作用，提升组团间的经济联系，积极推进向海经济北部湾先行

区建设，加强子群1（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与北部湾城市群、子群2（贵港-百色-崇左）与珠江-西江经济

带旅游经济联系。

3. 推动边缘城市建设，优化全域旅游体系

广西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东西部发展水平不均衡，核心区域城市与边缘区域城市间关联性不强。

边缘旅游城市要加强与南宁、柳州和桂林等核心旅游城市的合作互动，开发多种旅游合作渠道，建立长效宏

观合作机制，加快旅游资源要素流通。同时，建立完善的全域旅游管理体制机制，依托智慧旅游建设，实现

旅游数据共享，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全面优化全域旅游体系，打破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限制，实现区域

旅游经济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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