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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空间格局与驱动力研究———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谢宝田ꎬ张　 潇

(福建商学院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ꎬ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１２)

摘　 要:酒店业是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程度的重要产业之一ꎬ酒店空间布局影响城市区域功能定位与经济发展ꎮ 借

助 ＡｒｃＧＩＳ、ＳＰＳＳ 等软件ꎬ运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ꎬ对福州中心城区范围内的酒店空间分布进行研究ꎬ
发现:福州中心城区酒店主城区显著集聚ꎬ其余区域分片集聚ꎬ总体呈现一主、一副、六组团的空间分布格局ꎻ各类型酒店空间

分布集聚程度不均衡ꎬ五星级酒店呈点状分布ꎬ其他等级酒店呈集聚性分布ꎬ分布方向性上ꎬ各类型酒店均为西北—东南走

向ꎬ呈现向东南扩张发展的态势ꎻ酒店空间布局受地形、经济、商圈、旅游、交通不同程度影响ꎬ长乐区、马尾滨江、闽侯、荆溪未

来酒店布局潜力较大ꎬ地铁陆续开通将促进福州中心城区空间布局更加均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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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酒店不仅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衡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程度的重要标准ꎮ 酒店

的空间布局反映城市的区域功能定位与经济发展

状况ꎬ合理的酒店布局可以与城市发展协调共进ꎬ
有利于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ꎮ 近年来ꎬ酒店业空间

布局的研究吸引了我国学者的关注ꎬ研究成果不断

增多ꎮ 从研究区域来看ꎬ涉及北京[１－２]、南京[３]、重
庆[４]、广州[５] 等旅游、经济繁荣的城市ꎬ也有省

际[６]、全国[７]等更广区域的研究ꎻ从研究方法上来

看ꎬ主要利用 ＧＩＳ、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旅游酒店业

进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ꎬ涉及点模式分析法、空间

相关性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方法ꎬ既有定性研

究ꎬ也有定量研究ꎻ随着大数据及网络信息资源的

开放、开发ꎬ酒店及相关资源信息的获取更为便捷ꎬ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３５ 卷

更为开放ꎬ数据更为庞大ꎬ一些基于大数据、ｐｏｉ 等新

技术的研究不断涌现ꎻ同时ꎬ对酒店空间分布的研

究更趋深入ꎬ一些研究成果将酒店分布与路网形

态[８]、竞争力[９]、客流量与景区[１０]、酒店评价[１１] 等

多因素融合ꎮ
地处沿海的福州ꎬ近年来发展快速ꎮ 福州自贸

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一带一路核心城市的设

立ꎬ使福州赢得了强大的政策支持ꎮ 数字中国峰

会、海上丝绸之路电影节、全国青年运动会、世界文

化遗产大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会议的举办ꎬ使福

州知名度大幅提升ꎬ前来福州旅游的游客不断攀

升ꎮ 本文从 ＧＩＳ 角度探究福州酒店的空间格局特

征ꎬ并在分析空间布局的同时发现并总结影响空间

布局的驱动力因素ꎮ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域及城市空间结构

福州位于福建省东部、闽江下游及沿海区域ꎬ
是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滨江滨海生态园林城市ꎬ是首批对外开放的沿

海开放城市、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ꎬ是海上丝绸之

路门户以及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组成部分ꎮ
受地域空间限制与福州城市扩张的溢出效应ꎬ福州

市中心城区由三环内的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和

仓山区部分区域构成的核心区ꎬ逐渐外扩ꎬ现已扩

展到包括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
长乐区六个市辖区全域ꎬ另外闽侯县的甘蔗街道、
荆溪镇、上街镇、南屿镇、南通镇、尚干镇、祥谦镇、
青口镇、竹岐乡等 ９ 个乡镇街道和连江县的琯头镇

也纳入了福州中心城区范围内[１２]ꎮ 福州中心城区

发展呈现出一主、一副、六组团、东进南下、滨江滨

海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ꎬ主城区为福州市传统的核

心区域ꎬ副城为长乐区滨海新城ꎬ六组团为三江口

组团、闽江口组团、甘蔗荆溪组团、旗山组团、青口

组团、吴航组团ꎮ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需要的数据包括酒店空间数据以及福

州市中心城区地图数据等ꎮ 酒店空间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携程网的酒店信息ꎮ 近年来ꎬ随着现

代信息技术、电子地图与基于位置服务的业务快速

发展ꎬ利用大数据进行地理事物空间分析逐渐成为

地学定量研究的趋势ꎬ地理空间数据不断丰富完

善ꎮ 本文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提取携程网福州中心

城区范围内的酒店共 １２２ ０ 家ꎬ并依照携程网的酒

店档次分类ꎬ归为了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经济

型 ４ 个类型ꎻ通过百度 ＡＰＩ 批量获取各酒店经纬度

并进行了坐标矫正ꎮ 另外ꎬ本文用于数据处理的福

州市中心城区地图是从百度地图上截取ꎬ放于

ＡｒｃＧＩＳ 中进行图层绘制ꎬ并进行投影提高准确度与

精度ꎬ便于后续相关操作ꎮ 文中涉及的各区县面积

数据、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于福州市地方志、各区人

民政府官网、福建省统计年鉴ꎻＡ 级旅游景区名录数

据来源于福建省文化与旅游厅官网ꎻ道路、街道数

据来源于 ２０２０ 年 Ｏｐｅ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Ｍａｐ 官网ꎮ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区域经济学、空间地理学等理论

为基础ꎬ根据地理对象的空间位置来研究其分布模

式ꎬ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ꎬ结合获取的福州中心城区范

围内酒店数据ꎬ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标准

差椭圆等方法ꎬ对福州中心城区范围内酒店的空间

分布进行研究ꎮ
２.１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指数可以定量描述空间点要素的邻近

程度、判断其空间分布形态ꎬ其机理是通过比较计

算最邻近点间的平均距离与随机分布模式中最邻

近点之间的平均距离ꎬ用二者的比值判断空间点与

随机分布的偏离ꎬ公式如下:

ＮＮＩ ＝
∑

ｎ

ｉ ＝ １
ｄｍｉｎ( ｓｉ)

ｎＥ(ｄ
－

ｍｉｎ)
(１)

式中:ｄｍｉｎ是任意一点到最邻近点的距离ꎻＳｉ 代表第

ｉ 个空间点ꎻｎ 为空间点的数量ꎻ Ｅ(ｄ－ ｍｉｎ) 为随机分

布模 式 下 平 均 最 近 邻 距 离 的 期 望 值ꎬ 其 值 为

０.５ Ａ / ｎ ꎻＡ 为研究区域面积ꎮ 当 ＮＮＩ ＝ １ 时ꎬ空间

点随机分布ꎻＮＮＩ<１ 时ꎬ集聚分布ꎻＮＮＩ>１ 时ꎬ均匀

离散分布[１３]ꎮ 空间点模式分析中ꎬ空间点之间的最

邻近距离是衡量点状要素分散、集聚的重要指标ꎬ
采用最近邻指数可以较好判断福州中心城区范围

内酒店的分布模式ꎮ
２.２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认为地理事件可以发生在空间

的任何位置上ꎬ但是在不同的位置上事件发生的概

率不一样ꎬ点密集的区域事件发生的概率高ꎬ反之

则概率低ꎮ 其计算公式为:

ｆ(ｘ) ＝ １
ｎｈ∑

ｎ

ｉ ＝ １
ｋ(

ｘ － Ｘ ｉ

ｈ
) (２)

式中:ｋ()为核函数ꎻ(ｘ－Ｘ ｉ)表示估值点到事件 Ｘ ｉ处

的距离ꎻｈ>０ꎬ为带宽[１３]ꎮ

４３



第 ４ 期 谢宝田ꎬ张　 潇:酒店空间格局与驱动力研究———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最近邻指数不能直观看到分布集聚或分散的

位置、形状和大小ꎬ而核密度分析可以直观地展现

福州中心城区范围内酒店空间集聚情况ꎮ
２.３ 标准差椭圆法

标准差椭圆法是分析空间分布方向性特征的

经典方法之一ꎮ 以重心为几何中心的标准差椭圆

能够描述节点在各个方向上的离散状况ꎬ其形态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节点空间组织的总体轮廓和

主导方向ꎮ 椭圆的大小反映空间格局总体要素的

集中程度ꎬ偏角(长半轴)反映空间格局的主导方

向ꎮ 标准差椭圆法能够较好地从中心性、方向性、
离散化等方面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形态ꎮ

３ 福州中心城区酒店区域空间分布特征

３.１ 总体集聚特征显著

对福州中心城区酒店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采

用最近邻指数的方法进行分析ꎬ观测到的酒店平均

最近邻距离为４４８.６９ ｍꎬ而理想分布模式下的期望

平均最近邻距离为２ ０１５.１４ ｍꎬ最近邻比率为０.２２ꎬ
Ｚ 得分为－４４.２８ꎬ空间分布类型为显著集聚ꎬＰ 值为

０.０００ꎬ说明置信度达 ９９.９９％ꎮ 另外ꎬ将酒店空间点

数据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６ 绘制出空间分布图ꎬ可以从图

中观测到福州中心城区的酒店分布主要集聚于主

城区ꎬ其他区域存在分片集聚的特点ꎬ酒店总体分

布与福州市中心城区发展规划的一主、一副、六组

团的空间格局是相吻合的ꎮ
３.２ 各区酒店密度差异明显

根据表 １ 的数据所示ꎬ福州中心城区共有各类

酒店 １ ２０２ 家ꎬ各区分布存在差异ꎮ 从酒店总量上

来看ꎬ闽侯县 ９ 个乡镇、仓山区、鼓楼区是酒店数量

分布最多的区域ꎬ酒店数量占数据总量的 ５６.２３％ꎻ
其次为晋安区、台江区和长乐区ꎬ马尾区和连江县

琯头镇酒店数量偏少ꎮ 从密度上来看ꎬ台江区是福

州市传统的商业区ꎬ历来商贾云集ꎬ素有商业“黄金

地”“聚宝盆”之盛名ꎬ尽管所拥有的酒店数量不是

最多的ꎬ但酒店分布密度却是最大的ꎬ达到 ９ 家 /
ｋｍ２ꎻ其次是鼓楼区ꎬ鼓楼区是福州市的经济、文化、
政治中心ꎬ酒店密度为 ６.０６ 家 / ｋｍ２ꎻ其他区域酒店

分布密度低ꎮ 另外ꎬ各等级酒店在不同区域的分布

数量同样存在差异ꎬ高档酒店数量最多的是鼓楼

区ꎬ五星级酒店达到 ８ 家ꎬ四星级酒店达到 ３９ 家ꎬ其
次为仓山区、晋安区、台江区ꎻ经济型酒店分布数量

最多的是闽侯县(９ 镇)ꎬ其次为仓山区ꎮ

表 １　 福州中心城区各区酒店分布密度

区域 面积 / ｋｍ２ 五星级
酒店数量

四星级
酒店数量

三星级
酒店数量

经济型
酒店数量

酒店数量 /家
密度 /

(家ｋｍ－２)

鼓楼区 　 　 ３５ ８ ３９ ２８ １４５ ２１２ ６.０６

台江区 　 　 １８ ３ １０ １９ １３３ １６２ ９.００

仓山区 　 １４２ ７ １１ １７ １９８ ２３３ １.６４

晋安区 　 ５６７ ４ １７ ２４ １４７ １８８ ０.３３

马尾区 　 ２８１ １ ７ ２ ２１ ３０ ０.１１

长乐区 　 ６５８ ２ ６ １１ １１７ １３４ ０.２０

闽侯县(９ 镇) １ ０６２ ２ ７ ５ ２２７ ２４１ ０.２３

连江县(１ 镇) 　　 ６４ ０ ０ ０ 　 ２ 　 ２ ０.０３

３.３ 福州中心城区酒店核密度分布

福州中心城区酒店的空间布局很大程度上受

制于地形地貌ꎮ 福州市地势西高东低ꎬ闽江自西向

东穿流而过ꎬ山地丘陵多ꎬ而平原面积小ꎬ福州主城

区及闽侯县 ９ 个乡镇围绕主城区的区域位于福建省

沿海四大平原之一的福州平原ꎬ而福州平原地貌上

属于盆地ꎬ东有鼓山、西有旗山ꎬ南有五虎山ꎬ北有

莲花峰ꎬ四周山脉围绕ꎮ 在如此地貌的制约下ꎬ福
州酒店在空间布局上就呈现出集中于主城区并沿

闽江、乌龙江及其干支流的冲积平原或河谷地区分

布的特征ꎮ 通过对 １ ２２０ 家酒店采用核密度分析方

法ꎬ对酒店局部的空间集聚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ꎮ
福州中心城区核密度最高的区域位于主城区鼓楼

区与台江区两区交接的区域ꎬ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向

外延展ꎻ另外在主城区的福州北站、福州南站、东二

环泰禾商圈以及闽侯旗山大学城东百永嘉天地商

圈区域出现了次级集聚中心ꎻ西北部闽侯甘蔗荆溪

区域、西部闽侯旗山大学城区域、东部马尾区出现

的酒店集聚区域ꎬ其核密度相对较低ꎬ且均沿闽江

或乌龙江分布ꎻ长乐区也出现了两处较为集聚的区

域:长乐区政府所在区域吴航街道以及滨海新城区

域ꎻ除此以外的区域ꎬ受地势条件和经济发展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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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制约ꎬ酒店零星分散ꎬ集聚效应不显著ꎮ

４ 酒店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福州市中心城区酒店从类型上来看ꎬ有五星级

酒店 ２５ 家ꎬ四星级酒店 ９７ 家ꎬ三星级酒店 １０６ 家ꎬ
二星级及以下酒店 ９９０ 家ꎬ经济型酒店占绝大多数ꎮ
各类型酒店空间分布特征不尽相同ꎮ
４.１ 各类型酒店空间分布集聚程度不均衡

对各类型酒店采用最近邻指数法进行分析(表

２)ꎬ可以得出ꎬ五星级酒店的空间分布观测距离与

期望距离相近ꎬ最近邻比率为 ０.９１４ꎬＺ 值为－０.８５１ꎬ
其空间分布模式与分散分布模式的差异并不显著ꎬ
呈现出分散分布的模式特征ꎻ而四星级、三星级与

经济型酒店的分布都表现出聚类分布的特征ꎬ其中

尤以经济型酒店集聚性最为显著ꎬ其最近邻比率最

小ꎬ为 ０.２３９ꎬ说明经济型酒店在福州局部区域出现

了显著聚类ꎬ平均密度很高ꎮ

表 ２　 福州中心城区各类酒店最近邻指数一览表

名称 观测距离 / ｍ 期望距离 / ｍ 最邻近比率 Ｚ 值 Ｐ 值 空间分布类型

五星级酒店 １ ８３１.５１７ ２ ００２.９６４ ０.９１４ －０.８５１ ０.３９５ 分散分布

四星级酒店 １ １７５.３１７ ２ ０５０.３０３ ０.５７３ －８.０４１ ０.０００ 聚类分布

三星级酒店 １ １９６.２４５ ２ ０４１.５５６ ０.５８６ －８.１５５ ０.０００ 聚类分布

经济型酒店 　 ５３３.３７７ ２ ２３０.２５０ ０.２３９ －４５.７９８ ０.０００ 聚类分布

４.２ 各类型酒店分布特征及方向分布

福州主城区各类型档次的酒店在空间分布范
围上有所不同ꎬ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酒店因数量
不多ꎬ直接用空间分布图来表示ꎬ直观明了ꎬ而经济
型酒店数量多ꎬ为了便于观察其聚类分布情况ꎬ采
用核密度图来进行分析和展示ꎮ 同时ꎬ采用标准差
椭圆的方法来分析各类型档次酒店的分布方向ꎬ标
准差椭圆的长半轴表示分布方向ꎬ短半轴表示分布
范围ꎬ长、短半轴的差值越大ꎬ椭圆的扁率就越大ꎬ
说明空间分布的方向性越明显ꎮ 受福州地形地势
的制约以及福州城市发展规划和经济发展方向的
引导ꎬ福州各级各类酒店在分布方向上类似ꎬ均表
现出西北—东南方向的空间格局特征ꎬ标准差椭圆
的中轴线基本沿鼓西街道(鼓楼区)—东街街道(鼓
楼区)—水部街道(鼓楼区)—象园街道(晋安区)—
鳌峰街道(台江区)一线ꎬ西北—东南方向分布ꎬ标
准差椭圆转角在 １１６~１３５°ꎬ这一方向性格局分布特
征与福州东进南下、滨江滨海的发展思路相一致ꎬ
折射出了福州城市发展的总体方向ꎮ

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酒店分布特征相类似:
均以主城区为主要分布区域ꎬ周边区域零星分布ꎮ
相较于四星级和三星级酒店的分布ꎬ五星级酒店分
布更趋分散ꎬ分布范围更为狭窄ꎬ标准差椭圆的短
半轴更短ꎬ点的向心力更大ꎻ四星级酒店和三星级
酒店在数量、分布和范围上都很相近ꎬ四星级酒店
９７ 家ꎬ三星级酒店 １０６ 家ꎬ二者在鼓楼区、晋安区、
台江区三区交界区域分布密度最大、最集中ꎬ分布
方向与五星级酒店相似ꎬ范围跨度要比五星级酒店
广一些ꎬ因此标准差椭圆面积更大、所覆盖的范围

更宽泛ꎮ 究其原因ꎬ消费标准较高的酒店ꎬ更多地
围绕经济成熟、商业发达、交通便利、风景独特的区
域布局ꎬ而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二环以内区域是
福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经济、交通、文化、配套成熟
度最高的区域ꎬ又有闽江穿流而过ꎬ沿江景观独特ꎬ
结合福州地形地貌特征ꎬ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多
在此范围内布局ꎬ而周边零散分布的酒店其选址定
位则受到旅游资源、城市发展导向、地区经济发展
潜力等因素的吸引ꎮ

经济型酒店数量最多ꎬ达 ９９０ 家ꎬ分布范围广、
覆盖区域大ꎬ但整体的布局方向性与前几种类型一
致ꎬ呈西北—东南走向ꎬ标准差椭圆的夹角为 １３４.３５
度ꎬ向东南扩张发展的态势最显著ꎮ 经济型酒店的
空间分布以二环内的鼓楼区、晋安区、台江区为分
布密度最高的区域ꎬ与此同时ꎬ在人流量较大的福
州火车站、福州南站、闽侯旗山大学城片区ꎬ景观独
特的闽江和乌龙江两岸沿线、经济崛起的长乐区吴
航和滨海新城等区域ꎬ也出现密集聚类的特征ꎬ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型酒店的分布受到经济、交
通、景观、城市规划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ꎮ

５ 福州中心城区酒店空间分布驱动力研究

５.１ 地形因素

福州中心城区酒店总体分布显示ꎬ主城区显著
集聚ꎬ其余区域呈片区集聚ꎮ 福州中心城区位于福
州平原及闽江和乌龙江冲积平原带ꎬ四周群山环
绕ꎬ“山中有城、城中有山”这种地形特征决定了福
州中心城区发展的空间格局ꎬ也相应影响了酒店空
间布局ꎮ 马尾区和城南片区由于山地阻隔ꎬ虽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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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城区ꎬ但经济发展受限使得酒店分布远不如主城

区ꎬ同时酒店向东南长乐区扩展的发展趋势ꎬ一定

程度上也是受到地形因素的影响ꎮ
５.２ 区域经济

从«福建省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获取福州中心城区

各县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以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４ 个指标ꎬ利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对各档次酒店数量与各指标的

相关性进行分析ꎮ 从分析结果可看出ꎬ地区生产总

值、常住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与各档次酒店相关系数都大于 ０.８ꎬ呈显著正

相关ꎬ说明酒店数量分布受经济发展、人口数量显

著影响ꎬ具体来看ꎬ人口数量和可支配收入对酒店

影响要稍高于地区 ＧＤＰ 对酒店的影响ꎮ
表 ３　 福州中心城区经济因素与各类型酒店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 五星级 四星级 三星级 经济型

地区生产总值　 　 　 ０.８６４∗∗ ０.８５６∗∗ ０.９０７∗∗ ０.８７３∗∗

常住人口　 　 　 　 　 ０.９７０∗∗ ０.９４３∗∗ ０.９７６∗∗ ０.９８９∗∗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０.９５７∗∗ ０.９６３∗∗ ０.９３８∗∗ ０.９１８∗∗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０.９５８∗∗ ０.９４６∗∗ ０.９６８∗∗ ０.９７１∗∗

注:∗∗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有统计学意义ꎮ　
５.３ 城市商圈

现福州中心城区范围内已形成 １７ 个商圈ꎬ分别

为晋安五四北泰禾广场、晋安东二环泰禾广场、晋
安世欧王庄、鼓楼东街口、台江万宝商圈、台江东百

元洪城、台江金融街万达、仓山万达、仓山红星爱琴

海、马尾区名城东江滨、闽侯正荣财富中心、闽侯天

泽奥莱、闽侯上街东百永嘉天地、长乐长山湖、长乐

金峰商圈以及长乐漳港商圈等ꎬ其中东街口商圈、
万宝商圈、东二环泰禾商圈、红星爱琴海商圈、王庄

商圈、金融街万达商圈、五四北泰禾商圈入选 ２０１８
福建省商务厅百个重点商圈名录ꎮ 另外ꎬ福州现已

布局五四路 ＣＢＤ(鼓楼区)、金融街 ＣＢＤ(台江区)、
闽江北岸 ＣＢＤ(台江区)ꎬ在建江南 ＣＢＤ(仓山区)、
三江口 ＣＢＤ(仓山区)、滨海新城 ＣＢＤ(长乐区)ꎮ
通过前文分析可看出ꎬ福州主城区酒店集聚分布与

商圈分布高度重合ꎬ主城区周围的闽侯荆溪、大学

城、长乐吴航和滨海新城商圈周围均有酒店聚集分

布ꎬ因此ꎬ酒店的空间集聚区域与商圈的空间分布

存在一定程度的耦合关系ꎬ所以酒店的布局同样受

到商业的繁华程度的影响ꎮ
５.４ 旅游景区(点)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福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有

２Ａ 级以上景区 ２７ 家ꎬ其中 ５Ａ 级景区 １ 家ꎬ４Ａ 级景

区 ５ 家ꎬ３Ａ 级景区 １５ 家ꎬ２Ａ 级景区 ６ 家ꎬ对 Ａ 级景

区 ２ ｋｍ 缓冲区进行分析ꎬ得到缓冲区内的酒店数量

达到了 ９６０ 家ꎬ占全部酒店的 ７８.６９％ꎬ说明酒店布

局与旅游景区(点)的分布有一定的关联性ꎮ 另外ꎬ
结合酒店空间分布与景区景点空间分布图也可以

看出景区景点周围一般都有酒店布局ꎬ并且ꎬ越靠

近市中心旅游景区点周围酒店分布数量越多ꎬ说明

旅游景区点是影响酒店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５.５ 城市交通

酒店的分布对城市交通有着很强的依赖性ꎬ交
通便利性往往意味着较高的可达性ꎮ 铁路方面ꎬ福
州火车站和福州火车南站这 ２ 处交通枢纽周边均有

酒店密集分布ꎻ公路方面ꎬ福州中心城区交通四通

八达ꎬ主城区道路网密集ꎬ二环、三环、闽江沿线道

路以及地铁 １ 号线、２ 号线贯穿了经济繁荣、人口密

集、风景独特的主城区区域ꎬ这一区域也是福州酒

店分布数量最多、最为密集的区域ꎬ从酒店的空间

布局上ꎬ也可以看出地铁沿线、干道沿线、绕城高速

沿线均有酒店集聚ꎻ航空方面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作为福州唯一机场ꎬ位于长乐区滨海新城ꎬ周边呈

现酒店集聚ꎮ 因此ꎬ酒店的空间布局与道路交通有

着紧密的耦合关系ꎮ

６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地理空间分析软件以及 ＳＰＳＳ
统计分析软件ꎬ利用最近邻距离、核密度、缓冲区分

析等方法ꎬ对福州中心城区酒店的空间布局进行了

深入分析ꎬ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ꎮ
６.１ 结论

１)总体上看ꎬ福州中心城区酒店空间分布呈现

显著集聚特征ꎬ主要集聚于主城区ꎬ其他区域存在

分片集聚的特点ꎬ整体空间分布与福州市中心城区

发展规划的一主、一副、六组团的空间格局相吻合ꎻ
主城区酒店数量、密度最高ꎬ集聚性显著ꎬ其余区域

集聚效应不显著ꎻ福州中心城区酒店各类型酒店总

体分布方向一致ꎬ呈现西北—东南走向ꎮ
２)具体来看ꎬ福州中心城区各区酒店分布差异

明显ꎬ鼓楼区和台江区酒店分布密度最高ꎬ鼓楼区

三星及以上酒店最为集中ꎬ闽侯县(９ 镇)以经济型

酒店为主ꎻ福州中心城区各类型酒店空间分布集聚

程度不均衡ꎬ五星级酒店分布模式呈现点状分布特

征ꎬ其他等级酒店分布集聚性特征明显ꎬ经济型酒

店集聚性最为显著ꎻ福州主城区各类型档次的酒店

在空间分布范围上有所不同ꎬ三星级及以上酒店均

主要分布于主城区ꎬ且二环以内区域最为集中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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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城市商圈、中转交通、独特景观等地带ꎻ经济

型酒店分布范围广、覆盖区域大ꎬ二环以内区域分

布密度最高ꎬ呈现向东南扩张发展的显著态势ꎮ
３)福州中心城区酒店空间布局受地形、经济、

商圈、旅游、交通不同程度影响ꎮ 福州中心城区酒

店集聚分布特征及向东南扩展的未来发展方向一

定程度也受到地形的影响ꎻ酒店数量分布受经济发

展、人口数量显著影响ꎬ人口数量和可支配收入对

酒店影响稍高于地区 ＧＤＰ 对酒店的影响ꎻ城市商

圈、旅游景区(点)分布与酒店分布存在一定程度的

耦合关系ꎻ酒店空间布局与福州交通紧密相关ꎮ
６.２ 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ꎬ结合«福州中心城区空间发展

规划»«福州新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福州

新区滨海新城城市设计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福州

未来发展方向ꎬ马尾滨江、长乐区、闽侯荆溪ꎬ尤其

长乐区作为福州中心城区副城定位ꎬ未来酒店布局

潜力较大ꎻ随着福州地铁线路陆续开通ꎬ将大大改

善福州中心城区各片区交通联系ꎬ地铁沿线将成为

福州酒店未来重要布局方向ꎬ也将促进福州中心城

区空间布局更加均衡ꎻ福州酒店的功能要进行区域

差异化、细分市场差异化、产品差异化等差异化定

位ꎬ避免酒店集聚带来的不良竞争ꎻ酒店业的发展

并非单一因素可造就ꎬ需要商业设施、城市建设、道
路交通、旅游景观、行政引导等多方面的相互配合、
相互成就ꎬ因此需要城市建设部门的引导和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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