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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游流是以旅游客流为主体，涵盖旅游信息流、资本流、技术流、货物流、文化流等关联流的一个概
念体系。
本书以进入区域旅游中心城市的旅游客流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客流在区域内的空间扩散规律、机
制与效应，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第一，找出区域旅游流系统的空间扩散规律，建立旅游流扩散路
径模型；第二，为研究旅游流规模结构及对旅游景区（点）系统、旅游节点城市系统空间结构产生的
影响提供新的视角、思路和方法；第三，通过研究旅游流空间扩散对旅游景区（点）系统和旅游节点
城市系统结构发育的影响，为旅游产业布局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本书以四川省为实证区，围绕旅游流空间扩散展开研究，重点分析旅游流进入区域中心城市（成都）
后的空间扩散规律及机理，包括旅游流扩散方向、扩散路径、扩散模式、扩散强度、扩散机制和均衡
度特征、影响因素等，在此基础上探讨旅游流扩散对流量规模结构和旅游景区（点）系统、旅游节点
城市系统空间结构的形成及发育所产生的影响，并针对不同的旅游细分流进行了深入研究。
全书分两部分共8章，第一部分说明为什么及怎么开展研究，包括第1章绪论，探讨研究的区域背景、
理论与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薄弱环节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第2章为相关理论基础，引
用了旅游流相关理论、旅游流空间扩散理论、旅游流空间结构理论、旅游流位序——规模结构理论和
空间分形结构理论等内容。
第二部分说明研究了什么，其中第3章对四川省旅游业发展概况作简要分析；第4、5章重点研究旅游流
的空间扩散行为特征及路径模式规律；第6章分析旅游流空间扩散原因及机制；第7章探讨旅游流的空
间分布状况及其变化特征；第8章研究旅游流空间扩散产生的效应，重点分析由此形成的旅游流位序
——规模结构和旅游景区（点）系统、旅游节点城市系统的分形结构。
旅游流空间扩散问题相当复杂，影响因素很多，本书虽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旅游流扩散的主要方向
和路径，但由于不同年份游客的需求不同，研究区域提供的旅游产品也有一定的差异，势必引起旅游
流扩散方向和路径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旅游流的空间扩散规律还需要做很多后续研究，
以期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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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旅游流空间扩散》以四川省为实证区，围绕旅游流空间扩散展开研究，
重点分析旅游流进入区域中心城市（成都）后的空间扩散规律及机理，包括旅游流扩散方向、扩散路
径、扩散模式、扩散强度、扩散机制和均衡度特征、影响因素等，在此基础上探讨旅游流扩散对流量
规模结构和旅游景区（点）系统、旅游节点城市系统空间结构的形成及发育所产生的影响，并针对不
同的旅游细分流进行了深入研究。
全书分两部分共8章，第一部分说明为什么及怎么开展研究，包括第1章绪论，探讨研究的区域背景、
理论与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薄弱环节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第2章为相关理论基础，引
用了旅游流相关理论、旅游流空间扩散理论、旅游流空间结构理论、旅游流位序——规模结构理论和
空间分形结构理论等内容。
第二部分说明研究了什么，其中第3章对四川省旅游业发展概况作简要分析；第4、5章重点研究旅游流
的空间扩散行为特征及路径模式规律；第6章分析旅游流空间扩散原因及机制；第7章探讨旅游流的空
间分布状况及其变化特征；第8章研究旅游流空间扩散产生的效应，重点分析由此形成的旅游流位序
——规模结构和旅游景区（点）系统、旅游节点城市系统的分形结构。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旅游流空间扩散》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旅游管理、旅游地理、城乡规划、
区域规划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旅游科学研究、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规划设计、
旅游管理、城乡规划、区域规划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管理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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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国旅游经济持续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
点。
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意味着大量国际、国内游客的产生，从而导致旅游客流的形成。
同时，旅游业的发展还加剧了各地区之间的旅游竞争，引发了旅游流在空间分布格局上的’变化，致
使旅游流的空间规模结构发生改变。
旅游流空间规模结构的改变给实践部门和理论界提出了崭新的课题，即旅游流是如何进行空间扩散的
？
这种扩散将带来流量规模结构的哪些变化？
旅游流扩散将对旅游景区系统和旅游节点城市系统产生何种影响？
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将为改变旅游设施和旅游产业的空间布局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有关旅游流的时空分布特征、旅游流在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位移，以及针对旅游流的内聚扩散规律已有
较多研究，但侧重点放在城市之间和各目的地景区之间的流动特征上，而对旅游流进入研究区域后的
空间扩散规律，特别是旅游流如何从区域旅游中心城市向次一级旅游集散地和目的地景区扩散，其扩
散方向、扩散路径、扩散强度、扩散机制等深层次问题研究较少，而掌握旅游流的扩散规律对旅游设
施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布局调整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4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母校——南京大学攻读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学博士学位。
在导师张捷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
期间，有幸参加了张捷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旅游／游憩流的空间分布模式及空间
效应研究”，也主持完成了四川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成都市休闲业发展模式研究”、“旅
游景区开发模式对中心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及宜宾市高县、阿坝州壤塘县等数十个地方政府委
托的旅游规划项目，并在成都市和川内部分旅游集散地、重点景区开展了旅游者游览路径的问卷调查
。
本书正是在上述问卷分析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参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完成的，旨在探索旅游流在
研究区（四川省）内部的空间扩散模式，以期对旅游流的扩散规律有较系统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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