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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基尼系数

等地理数学与统计方法和 012 3456 789 分析软件，通过对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律，最后分析表明中国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属于凝聚型，在全

国范围内以及 ’ 大分区中呈集中分布，分布均衡性较低，各省市发展均衡差异较大，其主要分布在

我国的大河径流，且与地表水资源、旅游发展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以黄河三角洲和长江三角

洲最为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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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其已经成为第三

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并逐步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我国各地开始摸索开发和建设水利风景区，

且已取得了较大成果，其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国家相

关部门的重视，到 #$$( 年 ( 月为止，水利部已批准

了 ( 批共 "’$ 家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水利风景区是指以水域（水体）或水利工程为依

托，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风景资源和环境条件，可

以开展观光、娱乐、休闲、度假或科学、文化教育活动

的区域［!］。水利风景区的开发不仅激活了水利经

济，拉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在涵养水源，维护工

程安全，改善人居环境，维护生态，调整水利产业结

构，稳定水利职工队伍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大力发展水利旅游是水利风景区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年来我国水利风景区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我国

相关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

究成果。相关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水利风景区的文化

内涵、开发思路［#］、利用与保护［"］、可持续发展［&］、旅

游与水利的互动关系以及开发存在的问题［<］等相关

问题与理论的研究。但对国家水利风景区的空间分

布特征的研究还比较少，从现有的相关文献资料来

看，主要有丘萍等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分布及影响

因素研究》，该文运用了空间自相关和固定效应模型

对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分布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文则主要在空间尺度上对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的

空间分布概况、分布均衡性、分布密度 " 方面进行定

量与定性分析，从而更精确地揭示我国国家水利风

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律，以期为我国水利风景

区的宏观发展、开发、保护、利用和管理提供一些有

益的启示与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根据水利部网（=>>?：@ @ 666; A61; BCD ; 2E）、中华

人民共和国旅游局网（=>>?：@ @ 666; 2E>F ; 2CA）、各省

市县水利网、旅游网以及其他相关网站、网页所公布

的数据、资料整理，本文以 "’$ 家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互联网查询方法，搜集其分布

的具体地理位置、所属行政区以及各省份所拥有的

数量，运用 GH25I 表格分析各省的分布比重，再运用

0123456789"J" 分析软件对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

概况以及分布密度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其空间分布

的特征及其规律。

二、水利风景区空间分布特征

! ;我国水利风景资源现状

我国江河纵横，河流众多，长江、黄河、淮河、海

河、珠江、松辽、太湖七大流域汇集千流万河。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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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流域面积 !"" #$% 以上的河流有 & 万多条；水面

面积 ! """ #$% 以上的湖泊有 !’ 个，&"" ( ! """ #$%

的湖泊有 !) 个，!" ( &"" #$% 的湖泊有 *"" 余个；还

有大量的冰川、瀑布、泉点及遍布大江南北的湿地等

等［!］。!+,+ 年至今共修建了 )-* 万多座水库、’-+
万多座水闸、加固和新建堤防 %. 万多 #$，还有许多

水土流失治理区，这些水利工程在发挥其基本的安

全、灌溉与航运功能的同时，也形成了大量的人工水

利风景资源，为水利风景区的开发和建设，奠定了一

定的基础条件。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水利旅游始于

%" 世纪 )" 年代初期，起初一些水管单位尝试依托

水利工程，开发利用其周边岸地、林木以及水体等形

成的风景资源，发展水利旅游，创造经济效益，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国内旅游日益火爆，水利旅游逐渐焕发

出蓬勃生机。进入 %" 世纪 +" 年代以来，以长江三

峡、小浪底工程、红旗渠为代表的一大批水利风景旅

游区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旅游地。

% /水利风景区旅游的空间分布概况

根据水利部以及其他网站、网页公布的数据资

料搜集整理而得表 !，从表 ! 中可以看出，我国各省

区水利风景区数量上的差异，其中山东居第一位，河

南居第二位，其次便是湖南，江西等长江沿线城市。

除西藏没有外，其他如海南，天津则在全国占的比重

最少，分别都只有两处国家水利风景区。

表 !

!
!!!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数量分布

省

（市、区）
数量

比重 0
1

累积

比重 0 1
省

（市、区）
数量

比重 0
1

累积

比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山东 ’& +-,* +-,*
河南 ’% )-*& !)-!!

内蒙古 %! &-*) %’-.+
江苏 %" &-,! %+-!+
湖南 %" &-,! ’,-&+
浙江 !) ,-)* ’+-&,
安徽 !. ,-*" ,,-"&
新疆 !. ,-*" ,)-*&
甘肃 !* ,-’% &%-+.
江西 !* ,-’% &.-%+
云南 !* ,-’% *!-*!
吉林 !, ’-.) *&-’+
陕西 !, ’-.) *+-!.
河北 !’ ’-&! .%-*)

黑龙江 !’ ’-&! .*-!+
湖北 !% ’-%, .+-,’

山西 !! %-+. )%-,"
青海 . !-)+ ),-%+
辽宁 . !-)+ )*-!)
四川 . !-)+ ))-".
福建 . !-)+ )+-+*
广东 * !-*% +!-&)
贵州 * !-*% +’-%"
重庆 * !-*% +,-)%
上海 , !-") +&-+"
广西 , !-") +*-+)
宁夏 , !-") +)-"*
北京 ’ "-)! +)-+%
天津 % "-&, ++-,*
海南 % "-&, !""
西藏 " " !""
总计 ’." !""

为了更直观清晰地反映我国目前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的整体空间分布情况，下面根据表 ! 所搜集整

理的各省区的统计数据，以及事先已经搜集好的国

家级水利风景区所在省、市、区的具体位置（且都精

确到了县级行政单位），利用 23456789:; 分析软件，

将 ’." 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近似为数学上的点状要

素，将其标注在一幅标有县级行政界线的中国地图

上。为了不影响图示的整体效果，在输出时只保留

国界和省（市、区）界而去掉了县界，同时在 <=>?3@ 窗

口下的 A6B@ C6D7B ?E FG>7 下拉链菜单中选择 HI<9 格

式，从而得到了我国 ’." 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分布

图（图 !）。

图 !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分布

从图 ! 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港澳台除外）除了西藏之外各省（市、区）均有分布，

其中以东部和中部较多，较密集，且主要集中在我国

年降水量大于 ,""$$ 的丰水带、多水带以及过渡带

之内。这是由于我国地势整体东高西低，大江大河

穿越整个中东部直至入海，如长江、黄河、淮河、海河

等，且中东部地势较缓，降雨充沛，河流较多，水量较

大，水患严重，加之 !+,+ 年以来我国对水资源与水

能开发利用的重视，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设施，如

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而在我国的西北部如新

疆、甘肃、内蒙古等相对来说国家级水利风景区较

少，这是由于这些地区地处内陆地区，降水较少，主

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形成地面径流，河湖较少，且受

季节影响大，沿岸主要是建造水库蓄水用于灌溉等，

所以水利风景区较少。西南地区河流也较多，降雨

丰富，季节分配均匀，农业种植基本不需要依靠水利

设施，且水患较少，同时由于地处边疆，许多河流为

国际河，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敏感问题较多，所以水

利设施较少，且主要用来发电。而在青藏地区，由于

地处高原，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经济发展较差，基础

产业主要为畜牧业，所以虽然河湖众多，且景观资源

品质较高，但水利工程设施却很少，导致水利风景区

分布极少，水利旅游也难以开展。

’ /水利风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

点状要素有均匀、随机和凝聚 ’ 种空间分布类

型，可用最邻近距离和最邻近点指数进行判别［*］。

最邻近点距离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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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程度的地理指标。通过 !"#$%& 测出每个点的最

邻近距离，并将其加总求和，算其平均值，即为最邻

近距离。将最邻近距离与理论上的最邻近距离（即

随机分布时的理论值）相比即为最邻近指数，其计算

公式分别为：

!’ " ’
( # $! %

& " !
!’

式中：!’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 为点数；% 为区域面

积；! 为实际最邻近距离；& 为最邻近指数。

如果 & ) ’ 说明点状要素为均匀分布，& * ’ 为

随机分布，& + ’ 为凝聚分布。在此处 # * ,-.，% *
/0.....，将其代入公式一，得 !’ * 1.234，实际最邻

近距离通过 !"#$%& 计算得 ! * 3-20/，从而得到最邻

近指数 & * .2-( + ’，因此，我国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的分布属于凝聚型。

4 5水利风景区旅游空间分布的均衡性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各异，从东海之滨到世界屋

脊，地形、地质、湿度、温度差异极大，加之各省区之

间的人文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状况迥异，导致各省区

所拥有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数量、分布特征也不尽

相同，各有差异。下面就其规律进行数量化测度。

（’）水利风景区空间分布集中程度

对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在各省（市、区）分布的

集中程度本文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对其进行定量分

析，地理集中指数是研究某地理事物在地域上集中

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1］：

’ " ’.. ( "
#

) " )

*)( )+!
(

式中：’ 为水利风景区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 为省

区数量；*) 为第 ) 个省（市、区）所拥有的国家水利风

景区数量；+ 为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总数。且 ’#
（.，’..），’ 值越大，说明水利风景区分布越集中，’

值越小说明水利风景区的分布越分散。

在本文中，省（市、区）数量 # * ,’，水利风景区总数

+ * ,-.，各省、市、区所拥有的水利风景区总数在表 ’
中已有统计，将这些数据代入上式得 ’ * (’21,。如果

将水利风景区理想的平均分布于各省（市、区），则此时

所得的地理集中指数 ’, * ’-2-3，从而得到 ’ ) ’,，即

从省（市、区）域的尺度来看，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的分

布较为集中。

（(）水利风景区省（市、区）分布的均衡程度

采用不平衡指数对我国的国家水利风景区的省

（市、区）分布的均衡程度进行更科学准确的数量化

测度。不平衡指数反映了研究对象在不同层级或不

同区域内分布齐全程度或均衡程度［/］。其计算方法

采用罗伦兹曲线中计算集中指数的公式［’.］：

- "
"

#

) " ’
.) / 3.（# 0 ’）

’..# / 3.（# 0 ’）

式中：- 为不平衡指数；# 为所研究的省（市、区）数

量，所以此处 # * ,’，.) 为各省（市、区）国家水利风

景区的数量所占全国总数的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

第 ) 位的累计百分比，其具体的统计数字在表 ’ 中

已详细列出。不平衡指数 -#（.，’），当 - 取下边界

点 . 时，表明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绝对均衡地分布

在全国各省（市、区）之内，取上边界 ’ 时表明国家水

利风景区完全集中在一省（市、区）之内。

将相应的数据代入公式求解得，不平衡指数 -
* .2,/，还不到 .24，表明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在各

省、市、区的分布极不均衡，这从表 ’ 的统计数字也

能明确的看出，表中处于前 4 位的山东、河南、内蒙

古、江苏就占到了全国比重的 (/2’/1 ，而到第 / 位

的甘肃省，累积比重就达到了 3(2/-1 ，已超过了全

国的一半以上。而排在最后 4 位的北京、天津、海

南、西藏仅占全国总数比重的 ’21/1 。从图 ’ 能更

直观地看到，广大的西部（新疆、西藏、青海、四川西

部）、北部（内蒙古北部、黑龙江）以及南部（广西、云

南、海南、广东）地区分布极少，西藏甚至没有，而主

要集中在中东部，大约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的区

域。这一点在下边的空间密度分布图上能得到更清

晰的反映。

（,）水利风景区区域分布的均衡程度

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展布 , 级阶梯，南北横跨 3
个气候带，季风气候显著，降雨量呈明显的线性分

布，大江大河东西走向明显，地表形态和区域差异的

动态变化十分显著，而国家水利风景区又遍布我国

,. 个省、市、区，所以为了更科学的揭示我国国家水

利风景区的分布状况，有必要在更宏观层面、更大地

理单元上对其空间分布的均衡性进行探讨。

根据我国降水与河流分部特点将 ,’ 个省份分

为 - 大区域，即东北区、华北区、华南区、西南区、西

北区、内蒙区、青藏区，具体区划如表 ( 所示。

表 !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分区分布情况

分区域

名称
所含省（市、区）

景区

个数

所占

比重 6 7
东北 辽宁、吉林、黑龙江 ,4 /243

华北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

东
’’. (/2-(

华南
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安徽、江苏、浙

江、上海、福建、海南、广西
’(0 ,42.3

西南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 ,3 /243
西北 新疆、甘肃、宁夏 ,- ’.
内蒙 内蒙古 (’ 3201
青藏 西藏、青海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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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 !"!# 年提

出的，用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在地理学

中主要用来研究地理要素的区域空间分布差异，此

处主要用来定量分析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在几大分

区中的分布均衡程度。其相应的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为第 % 个区域内国家水利风景区数量占全

国总数的比重；$ 为分区数，在此处 $ & ’，+ 为分

布均衡度。基尼系数最大为“!”，最小等于“(”，前者

表示国家水利风景区在各区域中的分布绝对不均

衡，即全部的水利风景区都集中在一个区域之内；而

后者则表示水利风景区的分布绝对均衡，即各区域

所拥有的水利风景区相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

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此研究中没

有此种现象。因此，在此中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介

于 ( ) ! 之间。

根据以上具体的分区情况，将相应的数据代入

上式，进行基尼系数分析，从而判断其在全国 ’ 大地

理分区中的分布均衡情况。经过运算，得 ! & !*+,，

!( & !*"-，)%*% & (*.,，+ & (*!+，由此结果可以看

出，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在全国 ’ 大地理分区中呈

集中分布，且分布的均衡度很低。由上表分布比重

也可以看出，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华北与华南地区。

-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空间分布密度

利 用 上 面 所 做 的 空 间 分 布 图，将 其 导 入

0123456789 中，选择空间分析功能对其进行密度分

析，从而得到国家水利风景区空间分布密度分析图

（图 #）。

图 !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空间分布密度

从图 # 可以看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高密度

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上海、

浙江以及中部的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省份，其大

致与我国的黄河、长江、淮河中下游路线一致，同时，

也是我国的农业主产区。图 # 显示有两处密度最

高，分别是黄河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其黄河三角洲

由于地处黄河下游，且黄河泥沙携带量较大，使下游

河段大多成为地上悬河，丰水期内水患较多，因此，

水利工程设施较多，且靠近入海口，景观资源较优，

因此，水利风景区较多较集中。而长江三角洲地区

同样由于地处长江下游，是通往我国中部腹地的重

要水上运输关口，因此，其水利工程的建设具有较强

的功能性需求，主要为防治水害、提升水上运输能力

和管治水上交通，且水利资源较为丰富，品质较高，

经济发展迅速，旅游业发展较好，发展意识较浓，这

为水利风景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资源、经济与思

想基础，促进了这一地区水利风景区的快速发展。

总体而言，造成这一分布格局的最基本的原因

是自然条件的差异，我国西北高原荒漠区以及内蒙

古西部地区大多年降水量在 ,((:: 以下，地表水资

源的缺乏，三级以上河流较少，使该地区没有丰富的

水利资源做依托，而水利资源又是水利风景区开发

的基础。同时这些地区传统生产方式多为畜牧业，

灌溉需求不强，水利设施较少。人文因素也是影响

我国水利风景区分布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在我国东

部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如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经

济基础条件较好，人们的旅游动机较高，旅游市场比

较完善，政府对其开发也比较重视。再加上近年来

我国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各省区出于对环境的

改善以及资源的保护，特别是沿河沿江及沿海地带，

为了治理水利灾害，合理利用水利资源开发新能源，

更促进了水利风景区的发展。而广大的西部地区由

于在资源、市场以及开发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导致水

利风景的开发相对较少，发展较缓。从图 # 显示的

广东的情况来看，该省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数量较

少，其原因是：首先，在经济实力和水资源状况都较

好的广东省，相对于其他条件类似的省份水利风景

区却较少，水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旅游经济优势，这

主要由于广东大型河流较少，且地势较低，水流落差

小，水能难以开发利用。其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陆上交通逐步取代了水上交通，运输对水利设施依

赖性降低。第三，广东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地区主

要集中在珠三角，其他地区经济实力较差，水利工程

设施建设困难，第四，珠三角濒临出海口，河流水患

较少，所以，水利工程设施较少。

总之，要建立空间分布合理的水利风景区，应坚

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于有资源优势的省

份应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争创水利风景区经

济效益最大化［!!］。对于广大的西部地区应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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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省级水利风景区的管理、维护、基础设施的建设

更新以及旅游功能的提升与完善，积极做好规划与

申报工作，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与经济条件发展水利

旅游，丰富旅游形式与产品体系。进而最大程度发

挥水利的综合功能，以实现水利风景区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结 语

通过对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的空间分布的定性

与定量的综合分析以及 !"#$%&’()* 软件的应用，本

文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港澳台没有统计在内）

除了西藏之外，各省（市、区）均有分布，其中以东部

和中部较多，较密集，东西差异明显，且主要集中在

我国年降水量大于 ,--.. 的丰水带、多水带以及过

渡带之内。

/）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属于凝聚型分布，其最

邻近指数为 ! 0 -12/ 3 +。

4）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空间分布均衡性较差，

其中集中指数 " 0 /+154，不平衡指数 # 0 -146。其

中处于前 , 位的山东、河南、内蒙古、江苏就占到了

全国比重的 /61+6，近 + $ 4，到第 6 位的甘肃省，累积

比重就达到了 7/162，已超过了全国的一半以上。

而排在最后 , 位的北京、天津、海南、西藏仅占全国

总数比重的 +156。

,）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的区域分布均衡性较

差，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华北与华南地区，其基尼系数

"%&% 0 -15,。

7）我国国家水利风景区的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

在我国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上海、浙江以及中部

的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省市，其大致与我国的黄

河、长江、淮河中下游路线一致，其丰富的地表水资

源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提供了资源保证。同时有两

处密度最高，分别为黄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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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参与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水利水电移民工程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由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海大学、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水利水电移民工程学术研讨会于 /-+- 年 +/ 月 +- P ++ 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家能源局、

水利部、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建设部等国家有关部委、省

移民机构、水电开发企业、规划设计单位、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的 +4- 多名领导、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会议邀请 4 位专家进行主旨报告，设置了移民政策与实践、移民规划与设计、移民实施与管理、重点工程移民

安置经验与模式创新、移民发展困境与政策扶持、移民安置与社会经济发展等 M 个分论坛，M- 位代表在分论坛发

言。本次会议论文集共收入论文 +,6 篇。

本次会议搭建了交流平台，展现了我国工程建设管理、设计、施工、科研部门在移民工程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

究成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移民工程理论和学科体系，推动移民工程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实践创

新，凝练我国移民工作实践之精华，促进中国水利水电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河海大学 4- 多名师生参加了会议，,7 篇论文被收入论文集。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施国庆教授在大会上作

了“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挑战与应对”的主旨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和称赞；陈绍军教授等 +, 位老师、博

士和硕士研究生在分论坛上发言，展现了河海大学在移民工程领域丰富的研究成果。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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