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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促进海南游艇旅游转型升级与空间布局优化，推动海南海洋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 2013年、2017
年、2021年海南游艇俱乐部、游艇会及游艇码头数据，利用标准差椭圆分析、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重心迁移模

型对海南游艇旅游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并利用近邻分析法、相关性分析法和政策文本分析法，从旅游资源禀赋、自

然地理环境、区位交通条件、政策保障机制等四个维度剖析和阐释海南游艇旅游时空演化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海南游艇旅游核心场所持续增加;（2）海南游艇旅游发展呈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聚集程度先上升后下降;（3）海南游艇旅

游呈东北-西南走向迁移布局;（4）海南游艇旅游模式逐渐由“三亚-海口双核心”向“三亚单核心”演变;（5）自然地理环

境和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海南游艇旅游时空格局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区位交通条件是其时空演化特征的驱动性因素，政策

支持是其时空演化形态的导向性因素。最后，对海南游艇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四个方面的对策建议，以积极推动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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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yacht tourism in
Hainan from a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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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of Hainan's yacht tourism,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yacht
tourism,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alysis, gravity center migration model an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yacht tourism in Hainan based on the data of yacht clubs and marinas
in Hainan in 2003, 2007 and 2021. The 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text analysis of policy were used
to construct an index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yacht tourism in Hainan
from four dimensions: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raffic and location conditions, tourism resource endowment, and
policy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core places of yacht tourism in Hainan continued to increase. (2) The
development of yacht tourism in Hainan has th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ggregation, but the degree of aggregation
has increased from rising to falling. (3) Hainan yacht tourism is distributed in a northeast-southwest direction, and the center
of yacht tourism moved to Sanya in 2021. (4) Yacht tourism changed from "Sanya-Haikou dual core" to "Sanya single core".
(5)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resource endowment are the bas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yacht tourism in Hainan. The location and traffic conditions are the driving factor. And the policy
support is the guiding factor for its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four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 influence.
Keywords: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erspective; Hainan Province; yacht tourism;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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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旅游是以游艇作为交通工具，同时集航

海、休闲娱乐、运动健身、社交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的“私人海上旅行”，是游艇业与旅游业共同衍

生的新兴海洋休闲旅游项目[1-2]。作为海洋旅游的

重要组成部分，游艇旅游自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在

欧美等发达国家盛行，经多年发展，全球游艇行

业市场规模已从 2015年的 167亿欧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255亿欧元[3]，游艇旅游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4-5]。 世 界 旅 游 城 市 联 合 会 （World Tourism
Cities Federation，WTCF）发布的《世界旅游经济

趋势报告 （2020年）》指出，旅游收入排名世界

前 10的国家均为海岸线沿线国家，其收入在全球

旅游收入中占比超过 50%。海洋旅游明显的扩张

趋势体现为海洋旅游活动的增加以及其地理分布

范围的扩展[6]。与欧美游艇产业已进入成熟发展期

不同，我国游艇产业正处于刚刚起步的快速发展

时期。美国船舶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Marin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 NMMA） 提 出 当 人 均

GDP增长到每年约 3 000美元时，游艇消费将作为

一种自然消费需求出现[7]。2019年中国大陆人均

GDP已超过 1万美元，但中国大陆的游艇总数只

有约 6 500艘，这种游艇产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

协调表明我国与游艇旅游发达国家间仍存在较大

差距。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

平提升，游艇产业尤其是游艇旅游在我国正获得

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

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41
号）中明确“支持游艇旅游等业态发展”。《国务

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发〔2021〕32号） 中提出“完善游艇旅游发展

政策”，体现了国家对游艇旅游发展的高度重视，

同时表明我国游艇旅游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游

艇旅游产品供给有待进一步丰富。

自Miller等于 1986年首次对旅行、旅游业及

海洋三者关系进行梳理，并就海洋对旅游业发展

的突出作用进行说明后[8]，国外学界对海洋旅游的

研究日渐增加，主题涉猎范围较广，主要包括环

境保护、休闲旅游、游客满意度、旅游忠诚度、

海洋旅游等[6]。在游艇旅游的现有研究中，游艇旅

游对所在区域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的积极效应

受到重点关注[9]。从经济效应来看，游艇旅游为区

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具体表现为带动就业

岗位增加、日均消费提升、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等[10-11]。以地中海地区最受欢迎的游艇旅游目的

地之一的巴利阿里群岛为例，每位游艇旅游游客

的平均日支出约为 170欧元，游艇旅游及其相关

活动每年可为当地创造约 866个工作岗位[12]。从社

会文化效应来看，游艇旅游对保护当地传统文化

原生性、增强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及提升居民生

活质量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3]。游艇旅游的社会文

化效应还包括旅游目的地公共服务质量提升、休

闲娱乐活动供给增强、推动名胜古迹保护等[4]。此

外，全球旅游业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受到巨

大冲击，近两年学界对游艇旅游在后疫情时代的

复苏模式与创新性发展尤为关注[14-15]。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游艇旅游的研究起步

较晚，研究主题也较为单一。2008年之前，国内

学者对游艇旅游关注较少，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上

海[16]、重庆[17]和厦门[18]为代表的沿海及江河湖区域

游艇旅游发展条件与对策。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

召开，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内居民对海上运动

的了解与感知[19]，促进了学界对游艇旅游研究的

关注，自 2009年开始游艇旅游研究明显增加。

2009－2011年期间，研究主题逐渐聚焦于区域游

艇旅游尤其是海南省游艇旅游发展模式，并注重

探析游艇旅游业发展的对策建议[20-23]。 2012－
2016年，随着国内关于游艇旅游的相关研究数量

呈螺旋式上升，研究对象除重点关注海南外，珠

三角地区游艇旅游业也成为该时期的研究热

点[24-25]。2017年至今，国内游艇旅游研究主题逐

渐丰富，研究内容从区域游艇旅游发展向游艇旅

游消费者个体行为转变。现有研究发现国内游客

对游艇旅游具有较高的出行意愿[26]，有用性、易

用性及对亲水活动与奢侈生活的想象是影响国内

游客出行的重要因素[27-28]。
综合上述研究可见，目前国内游艇旅游相关

研究的主题多为游艇旅游区域发展现状的描述性

研究，暂未有基于时空视角的游艇旅游发展演变

相关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我国游艇旅游发展最

具活力的区域——海南岛为例，综合运用空间统

计法、相关性分析、文本分析，选取 2013年、

2017年及 2021年作为研究时间截面，以探索海南

游艇旅游在“十二五”“十三五”和“十四五”时

期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促进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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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旅游布局优化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并为其

他省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滨海、滨水城市与

地区的国际游艇旅游发展提供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述

海南省地处中国最南端，行政区域包括海南

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

海域。其中，海南岛 （108°37'E－111°03'E，18°
10'N－20°10'N）位于海南省西北部，北隔琼州海

峡与广东省相望，西隔北部湾与我国广西壮族自

治区以及越南相对。海南岛的海岸线长度为

1 822.8 km，陆地面积 3.54×104 km2，陆地平面呈

雪梨状椭圆形，长轴呈东北-西南走向，地势四周

低平，中间高耸，呈穹窿山地形。海南岛气候宜

人，四季常春，拥有海岸线景观、热带海岛景观、

热带原始森林景观、民族风情和田园景观等极富

地域特色的旅游资源。海南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

特区和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与人文条件。海南作为我国游艇产业起步较早

且最具发展活力的省份之一[29]，2021年，海南游

艇产业规模达 43亿元。截至 2022年 3月，海南省

现有处于运营状态的游艇码头共 13个，泊位共

2 289个。海南省全省游艇登记有效保有量 1 180
艘，约占全国的18%。

本文所涉及的研究区域包括海南岛 3个地级

市（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5个县级市（琼

海市、五指山市、万宁市、东方市、文昌市），4
个县 （定安县、屯昌县、澄迈县、临高县） 和 6
个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白沙黎

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1.2 数据来源

游艇俱乐部、游艇会及游艇码头是游艇旅游

产业的核心单位，承担着游艇旅游服务接待的重

要职能[30]，本文以此项数据对海南游艇旅游发展

的时空演化特征加以分析。因游艇旅游作为一项

新兴休闲旅游项目，现有相关数据尚不规范完善，

本研究中游艇俱乐部、游艇会和游艇码头的数据

综合来源于《2021海南邮轮游艇产业发展报告》、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公开数据、海南省

交通运输厅公开数据，最终共获得游艇俱乐部、

游艇会及游艇码头数据 201个。通过对上述游艇

俱乐部、游艇会和游艇码头进行空间定位，获取

地理坐标数据，再将 POI数据统一转换为WGS84
坐标。行政区划、道路等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

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数字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

云。海南省A级景区和星级酒店数据根据海南省

统计年鉴、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公开数

据整理。游艇旅游相关政策文本来源于海南省人

民政府公开文件、海南省各市县人民政府公开文

件、文化和旅游部公开文件，以及“北大法宝”

法律数据库。

1.3 研究方法

首先，对高德地图所获游艇俱乐部、游艇会

及游艇码头地理坐标数据进行筛选，剔除重复及

无效坐标数据，利用 ArcGIS10.7对所获 POI数据

进行空间数字化处理，分别对平均最近邻指数、

标准差椭圆、重心迁移模型及核密度进行测算，

以探究海南游艇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其次，

本文从自然地理环境、旅游资源禀赋、区位交通

条件、政策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对海南游艇旅游

时空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1.3.1 平均最近邻指数

平 均 最 近 邻 指 数 （Average Nearest Neigh
Index，ANNI），是用来判断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

分布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常用指标[31]，可精准地反

映点布局的属性[32]。本文将海南游艇俱乐部、游

艇会及游艇码头作为点状要素，通过公式 （1）、

（2）测算其空间分布特征。

R = ri /re （1）

re = 1/ n A （2）

式中：R为平均最近邻指数；ri为实际最近邻距

离；re为理想最近邻距离；n为海南游艇俱乐部、

游艇会及游艇码头点状要素个数；A为区域面积。

若 R < 1时，表明点状要素呈聚集分布；若 R = 1
时，表明点状要素呈随机分布；若R > 1时，表明

点状要素呈分散分布。

1.3.2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是一种用于分析地理要素空间

特征的空间统计方法，可测算中心趋势、方向趋

势和离散程度[33]。本文通过标准差椭圆对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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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旅游发展的重心、形状、方向及其变化进行

分析。其表达式如下：

( xσx
) 2 + ( yσy

) 2 = s （3）

σx = 2 ∑i=1
n ( x͂i cos θ - y͂ i sin θ ) 2

n
（4）

σx = 2 ∑i=1
n ( x͂i sin θ + y͂ i cos θ ) 2

n
（5）

式中：σx和σy分别为标准差椭圆的 x轴和 y轴；θ
为标准差椭圆方位角；n为海南游艇俱乐部、游艇

会及游艇码头个数； ( xi , yi )为海南游艇俱乐部、

游艇会及游艇码头经纬度坐标。

1.3.3 重心迁移模型

重心迁移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出海南游艇

旅游发展的空间分布变迁规律[32]，其表达式如下：

X =∑
i=1

n

( )Xi /N （6）

Y =∑
i=1

n

( )Yi /N （7）

式中：(X, Y )为海南游艇旅游的重心坐标；(Xi, Yi )
为海南游艇俱乐部、游艇会及游艇码头经纬度坐

标；N为研究区域内对应年份海南游艇俱乐部、

游艇会及游艇码头的总数。

1.3.4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用以计算点状要素测量值在指定

领域范围内的单位密度，可较为直观地表示离散

测量值在连续区域内的分布[32, 34]。本文利用核密度

分析法对海南游艇旅游的空间聚集区域进行分析。

其表达式如下：

f ( x,y ) = 1
nh2∑i = 1

n

k ( din ) （8）

式中：f ( x, y )为坐标位于 ( x, y )的点状要素的核密

度估计；n为海南游艇俱乐部、游艇会及游艇码头

个数；di为估计值距测量点 ( x, y )的距离值；核密

度由核函数 k和带宽h共同决定。

1.3.5 影响因素分析

游艇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本文将海南游艇旅游时空演化特征的

影响因素分为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图 1）。海南

岛是中国第二大岛。作为热带海洋岛屿，其地势

中间高耸、四周低平，拥有形态多样的绵延海岸

线。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赋予其丰富的海岸

线景观、热带海岛景观等特色海岛旅游资源。独

特的热带海岛自然地理环境是海南游艇旅游目的

地开发的先决条件，也是其开发价值的内在表

现[35]。同时，海南地区富饶的旅游资源禀赋是海

南地区旅游发展的重要前提，对区域旅游产业格

局与长期发展规划具有决定性作用[35]。因而，本

文在自然因素中主要考虑自然地理环境和旅游资

源禀赋对海南游艇旅游演变的影响。此外，良好

的区位交通作为旅游资源要素流动的重要前提条

件，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及游客出行

体验的重要评价指标[36-37]，而政府的政策支持是

影响旅游业发展效率的关键环节，对优化旅游资

源配置、创新旅游管理方案提出和促进旅游人才

流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38]。鉴于此，本文重点

研究交通区位条件和政策保障机制在内的人文因

素对海南游艇旅游时空演变的影响。

本文基于时空演化视角，从以下四个方面对

海南游艇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阐述。

第一，利用海南省DEM数字高程模型作为自然地

理环境因素，提取地形、地势等基本环境属性信

息，将海南游艇俱乐部、游艇会及游艇码头数据

与DEM数据重叠以分析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海南

游艇旅游发展演变的影响。第二，在我国现有旅

游资源评价体系下，旅游资源禀赋主要以A级景

区数量衡量，5A级景区被视作高资源禀赋与高价

值旅游资源的体现[37]。同时，旅游酒店环境是影

自然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 旅游资源禀赋

海南游艇旅游时空演变

政策保障机制交通区位条件

人文因素

图1 研究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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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游客出行舒适度的关键指标之一，直接作用于游

客对游览目的地的综合感知。因此，本文通过

SPSS 26软件对2013年、2017年和2021年海南各市

县的A级景区分布、星级酒店分布与所在市县的游

艇旅游发展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以了解旅游资源

禀赋对海南游艇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机制。第三，通

过对海南铁路、高速道路等交通信息的图层进行

合并，利用近邻分析法，通过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测算出海南游艇俱乐部、游艇会及游艇码头距离

交通线的距离以测算海南区位交通条件与游艇旅

游发展的关系。第四，利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
12对中央及地方层面的海南游艇旅游相关政策法

规进行文本分析，通过词频筛选与人工编码结合

的方式提取游艇政策主题，以词汇云呈现政策支

持在海南游艇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海南岛游艇旅游的时空演化特征

2.1.1 游艇旅游发展的时间演化

2013年、2017年和 2021年，分别获取海南游

艇核心接待服务单位坐标数据 32个、81个和 201
个（表 1）。2013－2021年，海南游艇俱乐部、游

艇会、游艇码头在数量上增长了约7倍。

如图 2所示，2013年及以前，海南游艇旅游

核心单位总体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三亚、海

口、陵水黎族自治县、临高县和万宁市。2014－
2017年，海南省游艇旅游相关核心单位逐步增

长，三亚市作为海南游艇旅游中心的地位逐渐凸

显。儋州市游艇旅游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2018－2021年，海南游艇旅游进入快速发展时

期，北部地区以海口市为中心，带动了西部的临

高县、儋州市，东部的琼海市的发展。南部地区

以三亚市为核心，向陵水黎族自治县、万宁市、

所在市、县

儋州市

东方市

海口市

临高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琼海市

三亚市

万宁市

合计

2013年
-
-
5
2
3
-
20
2
32

2017年
3
-
6
2
8
-
60
2
81

2021年
3
1
8
4
12
1
167
5
201

表1 海南岛游艇俱乐部、游艇会、游艇码头年份分布

0 15 30 km

（a） 2013年 游艇俱乐部、游艇会、游艇码头分布

0 15 30 km

（b） 2017年 游艇俱乐部、游艇会、游艇码头分布

0 15 30 km

（c） 2021年 游艇俱乐部、游艇会、游艇码头分布

图2 海南岛游艇旅游POI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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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辐射发展。根据 《2021海南邮轮游艇产

业发展报告》，海南游艇旅游接待游客人数截至

2021年底已突破 100万人次，游艇旅游累计出海

达 15.6万艘，较 2020年同期和 2019年疫情前同

比增长超 50% 以上。新冠疫情虽对国内外旅游

业产生了较大冲击，但在国家和海南自贸港利好

政策的支持保障下，海南游艇旅游业呈现了逆势

上升的发展态势。2018年 7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关于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及

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

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游艇旅

游等业态的发展，为海南游艇旅游提供了发展契

机。同时，海南省近年来出台了《海南自由贸易

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海南省游艇租赁管理办

法（试行）实施细则》等文件，积极优化游艇行

业营商环境，着力完善游艇市场秩序和行业规范

化水平提升。面对新冠疫情下的旅游市场疲软，

海南省发布了《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划——

振兴旅游业三十条行动措施 （2020－2021年）》，

通过财政金融扶持、核心吸引物打造、推广力度

加强等积极举措促进海南旅游经济的全面复苏。

在中央与地方层面政策的共同保障下，海南游艇

旅游在新冠疫情期间呈现出较强的行业韧性与发

展活力。

2.1.2 平均最近邻指数

利用ArcGIS10.7对 2013年、2017年和 2021年
的海南游艇俱乐部、游艇会、游艇码头坐标数据

进行ANNI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平均最近邻指

数由 2013年的 0.14下降至 2017年的 0.11，指数均

小于 1，p值均为 0，通过 0.0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

验，表明海南游艇旅游产业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

特征，且在此期间段，空间聚集程度有所加强。

2021年，平均最近邻指数为 0.20，小于 1并通过

显著性检验，但相较于 2017年，平均最近邻指数

增加近 0.1，表明海南游艇旅游业虽然仍呈现显著

的空间聚集特征，但数据点的聚集程度出现减弱

趋势，海南游艇旅游发展呈扩散态势。

2.1.3 标准差椭圆及重心迁移

借助ArcGIS10.7对海南游艇旅游标准差椭圆

及重心进行计算，以分析游艇旅游分布的方向变

化趋势及中心演变。如图 3所示，自 2013－2021
年，标准差椭圆形态由狭长向扁平变化。经测算，

标准差椭圆的扁率逐渐减小，表明数据的方向性

逐渐减弱。从标准差椭圆转角来看，从 2013年的

12.43°到 2017年的 8.78°再到 2021年的 11.66°，转

角变化整体较小。海南游艇旅游呈东北-西南走向

分布，与海南岛陆地长轴走向相一致。标准差椭

圆长轴变化幅度较为明显，表明海南游艇旅游空

间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源自南北走向，而非东西走

向。通过重心迁移模型计算出，海南游艇旅游

2013年重心坐标为 （109°73'E，18°67'N），2017
年重心坐标为（109°63' E，18°50' N），2021年重

心坐标为 （109°60' E，18°41' N）。2013—2021
年，海南游艇旅游重心向西南方向不断移动。

2021年游艇旅游重心迁移至三亚市区域内，表明

三亚市作为海南省游艇旅游中心的区位特点日益

凸显。

2.1.4 核密度分析

通过ArcGIS10.7进行核密度分析，分析结果

如图 4所示。2013年海南游艇旅游核密度峰值主

要集中于三亚市和海口市，南部的陵水黎族自治

县、万宁市依托三亚市，北部的临高县依托海口

市，成为海南省较早一批发展游艇旅游的城市。

ANNI
z值

p值

2013年
0.14
-9.32
0.00

2017年
0.11

-15.26
0.00

2021年
0.20

-21.86
0.00

表2 平均最近邻指数

0 15 30 km

2013年标准差椭圆2013年游艇旅游重心2017年标准差椭圆2017年游艇旅游重心2021年标准差椭圆2021年游艇旅游重心
游艇俱乐部、游艇会、游艇码头

图3 海南岛标准差椭圆及重心迁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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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三亚市和海口市集聚特征显著，北部儋

州市初步呈现集聚发展趋势。2021年，与标准差

椭圆和重心迁移的分析结果一致，三亚市作为海

南游艇旅游发展的集聚中心地位日益凸显。

2013－2021年，核密度峰值所在区域的峰值不断

上升，海南游艇旅游发展聚集效应不断增强，游

艇旅游发展模式从“三亚-海口双核心”向“三亚

单核心”过渡。

2.2 海南岛游艇旅游时空演化的影响因素

2.2.1 自然地理环境与发展效应

将海南游艇旅游数据与DEM数字高程模型进

行叠加分析，统计结果表明DEM值和海南游艇旅

游发展呈负相关，即随着DEM值的升高，游艇俱

乐部、游艇会及游艇码头的数量不断减少（图5）。

海南岛的地势地形中间高耸，四周低平，游艇旅

游接待服务单位主要集中分布在DEM值较低的沿

海区域和城市附近。海南岛陆地平面呈雪梨状椭

圆形，长轴呈东北-西南走向，与海南游艇旅游发

展趋势相一致，海南游艇旅游以北部的海口市和

南部的三亚市为“双核心”向其周围的海岸线沿

岸城市不断扩散发展。优越的水域条件、宽阔的

水域面积、绵长的海岸线，为海南游艇旅游的发

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优势。

2.2.2 旅游资源禀赋与发展态势

丰富的旅游资源是海南游艇旅游发展的重要

环境吸收物。截至 2022年 6月，海南省共有A级

景区 82个（表 3）。其中，6个 5A级景区分布于三

亚市、陵水黎族自治县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4A、3A级景区主要分布于海口市、三亚市、琼海

市、万宁市、儋州市、陵水黎族自治县等，这与

当前海南游艇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市县相一致。

图4 海南岛核密度分析

0 15 30 km
DEM值

高：1 813
低：0

图5 海南岛DEM值

0 15 30 km
0~0.000 5980.000 598~0.002 2730.002 273~0.005 5630.005 563~0.010 2880.010 288~0.015 252

0 15 30 km
0~0.002 0060.002 006~0.009 1940.009 194~0.019 6930.019 693~0.031 2610.031 261~0.042 625

0 15 30 km
0~0.006 4480.006 448~0.027 1750.027 175~0.056 6540.056 654~0.087 0530.087 053~0.117 453

（a） 2013年核密度（值）

（b） 2017年核密度（值）

（c） 2021年核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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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PSS 26对 2013年、2017年和 2021年海南省

各市县A级景区数量与游艇旅游发展情况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表 4），2013年、2017年及

2021年各市县A级景区数量均与其游艇旅游发展

情况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812（p<
0.01）、0.793（p<0.01）、0.589（p<0.01），体现了

A级景区作为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作用。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相关性正逐渐减弱。

此外，对海南岛各市县星级酒店空间分布数

据与游艇旅游发展情况相关性进行测算。研究结

果表明 （表 5），2013年、2017年及 2021年各市

县星级酒店数量均与其游艇旅游发展情况呈显著

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666（p<0.01）、0.665
（p<0.01）、0.644（p<0.01），表明星级酒店的分布

是海南游艇旅游发展的影响因子之一。2013年和

2017年，A级景区分布与海南游艇旅游发展的相

关性明显高于星级酒店分布与游艇旅游发展的相

关性。但 2021年，与A级景区分布相比，星级酒

店与海南游艇旅游发展相关性更为显著。随着生

活质量的提升，游客在旅游中对住宿环境有了更

高的要求，海南作为度假胜地，其星级酒店可同

时为游客提供运动、娱乐、休闲、餐饮等多功能

服务。

2.2.3 区位交通条件与发展效应

海南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线主要沿海岸线

环岛分布，其游艇旅游的空间分布特征与交通线

存在显著的依存关系（图 6）。利用ArcGIS10.7的
近邻分析工具测算出海南游艇旅游接待服务核心

单位距离高速、铁路等交通线的距离，通过自然

间断点分级法，将二者之间的距离分为近距离（≤
5 km）、中距离 （5~9 km） 和远距离 （≥9 km） 3
个等级。如表 6所示，2013年、2017年和 2021年
海南省游艇旅游场所分布于远距离范围内的比例

分别为 18.75%、12.35%、9.95%，呈较为明显的

递减趋势；中距离范围内的比例分别为 53.13%、

59.26%、63.18%，呈较为明显的递增趋势；近距

离范围内的比例由 2013年的 28.13% 上升至 2017
年的 28.40% 后，2021年微幅下降至 26.87%。由

此可见，交通通达程度为海南游艇旅游的发展的

重要因素，游艇旅游的发展主要集中于距离交通

线的中距离和近距离范围。此外，当前正在修建

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预计 2023年全线通车，将为

0 15 30 km

高速

铁路
游艇俱乐部、游艇会、
游艇码头

图6 海南岛交通条件

所在市、县

海口市

三亚市

琼海市

万宁市

儋州市

文昌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定安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五指山市

东方市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临高县

澄迈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屯昌县

合计

5A级

3

1

2

6

4A级

6
5
2
2
3
2
2
2
1

1

1
1
28

3A级

7
5
4
2
1
3
1

1
2
1

2
1

30

2A级

2
1
4
1
1

2

2

1
2
2

18

合计

15
14
10
5
5
5
4
4
3
3
3
2
2
2
2
1
1
1
82

Pearson相关系数

p值

2013年
0.812**
0.000

2017年
0.793**
0.000

2021年
0.589**
0.008

Pearson相关系数

p值

2013年
0.666*
0.002

2017年
0.665**
0.002

2021年
0.644**
0.003

表3 2022年海南省A级景区分布

表4 A级景区与游艇旅游相关性

注：**表明在 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5 星级酒店与游艇旅游相关性

注：**表明在 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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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游艇旅游的发展及游客出行提供更加便利的

条件。

2.2.4 政策支持效应与保障机制构建

本文在公开性、权威性和相关性的原则上，

以“海南”和“游艇旅游”同时作为关键词进行

政策文本收集，共获得 2008－2021年有效政策样

本 35份（中央法规 3份，地方性法规 32份）。利

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2提取政策内容的高频关

键词，在此基础上采用人工编码的方式对政策主

题进行分析。对同一政策内容涉及多个主题的情

况，采用多维度编码的方式。最终，共提炼出 12
个政策主题（图 7）：游艇旅游配套设施与服务升

级、市县区域游艇旅游发展、游艇旅游国际化水

平提升、游艇旅游规范化水平提升、游艇旅游新

兴业态培育、海岛特色游艇旅游、游艇旅游管制

放宽、促进游艇旅游消费、游艇旅游人才培养、

游艇旅游市场培育、游艇品牌知名度提升、鼓励

民间资本投资。从政策主题的分布来看，海南游

艇旅游配套设施与服务升级为涉及最多的主题，

共有 18份政策；其次，是聚焦海南各市、县游艇

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共有 15份；海南游艇旅游

国际化水平提升政策 12份；海南游艇旅游规范化

水平提升政策 11份；其他主题所对应的政策文本

均少于8份。

时间维度上政策文本的数量分布，反映了政

策主体对海南游艇旅游发展的重视程度的变化趋

势。如图 8所示，2008年《中共三亚市委、三亚

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决定》中

首次明确提出“重点发展邮轮游艇旅游、热带海

洋旅游产品等具有国际特色的拳头产品”，作为最

早提出海南省游艇旅游发展的地方性政策法规，

体现了三亚市对游艇旅游发展具有前瞻性、先导

性的判断，与三亚市游艇旅游后续的快速发展有

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十二五”时期，海南省

游艇旅游相关政策稳步增长。这一时期，中央政

策法规给予海南省游艇旅游发展重点关注。《国务

院关于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的

通知》中明确提出要“优化海洋经济总体布局，

发展南部海洋经济圈”，加快海南岛沿岸及海域的

发展，积极开发游艇邮轮、海上休闲等特色旅游

项目。从地方层面来看，海口市与三亚在游艇旅

游政策的规划与制定上仍位于海南省各市县的前

列，三亚市出台了《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

进三亚游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1年），海

口市出台了《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游艇经济

与邮轮旅游发展工作的意见》（2011年） 等游艇

旅游政策，从政策层面解释了同时期海南省游艇

旅游呈“三亚-海口双核心”的原因。“十三五”

时期，海南游艇旅游地方性政策法规数量持续攀

升。2016年作为“十三五”开局第一年，海南省

共出台 6项涉及海南省游艇旅游发展的地方性法

规，其中既包括《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升旅游

产业发展质量与水平的若干意见》（2016年） 等

宏观层面的规划建议，又包括《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

新供给新动力实施方案的通知》（2017年） 等微

观层面的指导方案。在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旅

游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海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

远距离（≥9 km）
中距离（5～9 km）
近距离（≤5 km）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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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

53.13%

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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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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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

63.18%

26.87%

100%

表6 海南游艇俱乐部、游艇会、游艇码头距交通线距离近邻分析

图7 海南游艇旅游政策主题词汇云

图8 海南游艇旅游政策文本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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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振兴旅游业三十条行动措施 （2020－2021
年） 的通知》，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邮轮游艇旅

游”，为海南省游艇旅游的发展明确了发展方向。

此外，从中央政策支持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2018年）、《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实

施方案》（2018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2020年），为海南省游艇旅游发展提供了

纲领性指导。“十四五”时期，2021年，由中国

共产党海南省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出台的

《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儋州洋

浦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彰显了儋州地区作为

游艇旅游发展重点建设区域的可能。于 2022年 7
月 1日实施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促进条

例》是国内第一部针对游艇产业的地方性立法，

也是海南省第一部以促进产业发展为主要出发点

的创制性立法，为海南游艇旅游的高质量统筹发

展提供了更为权威的政策保障机制。

3 讨论与对策建议

3.1 讨论

通过对海南游艇旅游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

因素的探析，可以发现，海南游艇旅游在自然地

理环境、旅游资源禀赋、区位交通条件、政策保

障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呈现出一定的空间聚集特

征，并且保持着良好发展态势。当前研究为今后

海南游艇旅游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参

考，为其他滨海、滨水城市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参

考。游艇旅游逐渐从具有排他性的奢侈水上活动

成为大众化的旅游方式，未来可将游艇旅游的游

客态度与消费行为作为研究重点，深入了解游客

对游艇旅游的期望、价值感知、出行意愿等[39-40]，
带动公众对游艇旅游的认知，推动游艇旅游的普

及。此外，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海岸线为依托的

游艇旅游，其海洋性特点尤为突出[41]，但河道游

艇旅游、湖泊游艇旅游等游艇旅游形式的空间分

布与影响因素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研究结果，仍需

在未来加以验证。

游艇产业时空演化特征的影响因素复杂多

样[42]。与之前研究[43]不一致的是，本研究发现海

南游艇旅游发展与A级景区数量和星级酒店分布

呈显著正相关。因此，游艇旅游发展与旅游资源

的相关性研究在未来仍需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

内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此外，从交通区位条件

来看，既有研究表明随着与道路距离值的减小，

旅游发展水平随之上升[32]。本研究发现海南游艇

俱乐部、游艇会、游艇码头主要分布在距离交通

线的中、近距离区域内，远距离区占比最小，与

之前研究相一致。本研究从海南实际自然和人文

情况出发，主要考虑自然地理、旅游资源、区位

交通和政策支持四个方面对游艇旅游时空演变的

影响，未来研究可将纳入更多因素以更加充分地

了解不同因素与游艇旅游发展的耦合关系。

当前研究主要通过空间计量和定量的方式对海

南游艇产业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未来可通过专家访谈、实地调研、问卷发放等方式

对游艇旅游的演化与发展机制进行深入探究。

3.2 发展对策与建议

（1）培育全方位、多层次的游艇旅游大众消

费市场。2017－2021年，除三亚市、海口市外，

陵水黎族自治县、临高县、万宁市等城市的游艇

旅游业快速发展，对海南游艇旅游差异化发展水

平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市、县应根据自身游

艇旅游发展水平、自然地理环境及特色旅游资源，

积极扩大游艇旅游大众消费市场，让更多人了解

游艇旅游是一种时尚的亲海活动，是商务交流、

休闲娱乐、聚会度假、健身游憩的旅游与生活方

式。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海南游艇行业协会的

作用，促进游艇市场公平竞争，加强游艇行业诚

信自律，鼓励行业协会组织、游艇企业联合开拓

国外市场，以提高游艇市场的活力。

（2）建设具有示范效应的海南游艇特色小镇

和海南游艇文旅消费集聚区。海南游艇特色小镇

和文旅消费聚集区的建设，对构建海南游艇旅游

经济的文化场景、培育游艇旅游市场内生动力具

有重要意义。在建设过程中，除“三亚-海口双核

心”空间载体的打造外，应突破空间限制，积极

开发具有海南地方和民族特色 IP价值的游艇文旅

消费项目，使之成为海南游艇旅游文化产品的核

心内核。此外，通过更加主题化、休闲化[44]、定

制化的方式呈现海南游艇旅游的活力，从而促进

海南游艇文化与旅游经济的融合发展，最终实现

游艇旅游消费聚集的规模效应，助力国际旅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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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中心的构建。

（3）加强游艇旅游综合配套支撑体系建设[45]。
在加快海南游艇码头规划与建造的进程中，进一

步完善其空间布局的完善性与合理性，将现有的

优良区位特色、便捷的交通条件与丰富的旅游资

源相结合，加快推进环岛游艇驿站建设，完善维

修保养、废物回收、燃料补给等游艇码头基础设

施建设，尽快形成充分满足游客需求的游艇码头

基础设施网络。打造集游艇停泊、餐饮娱乐、旅

游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游艇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推动游艇旅游服务提质增效，带动海南游艇旅游

高质量发展。

（4）发挥海岛特色自然与人文优势，推动海

南游艇旅游品牌化建设。海南游艇旅游品牌建设

与推广是提升海南游艇品牌知名度、拓宽海南旅

游市场的重要环节。黎族、苗族、回族作为海南

的世居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中部和南部的陵水、

乐东、三亚、东方等县市。其传承的特色少数民

族民俗与生活习惯，作为海南特色旅游资源可与

游艇旅游活动实现双向互动。通过整合营销传

播，除广播电视、电影、广告牌等传统媒介推广

方式外，利用自媒体平台用户生成内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的方式增加潜在游客的

参与度与互动性，充分发挥 Twitter、 Instagram、
TikTok等媒介平台实现“游艇+区域特色”的发展

路径与模型，增强游艇区域品牌吸引力，寻求更

多游艇旅游发展的历史机遇与创新路径。

4 结论

（1） 2013－2021年间，海南岛游艇俱乐部、

游艇会及游艇码头数量不断增加，但不同时期增

幅不同，2017－2021年间增幅明显高于 2013—
2017年增幅。从数量上来看，三亚市游艇旅游核

心服务接待单位始终保持领先优势，海口市紧随

其后，陵水黎族自治县、临高县、万宁市和儋州

市发展势头向好。

（2）海南岛游艇旅游在不同时期平均最近邻

指数（ANNI）均小于 1，其发展格局呈显著的空

间聚集特征。2013－2017年，海南游艇旅游的空

间聚集程度增强，但 2017－2021年间，其聚集程

度呈减弱趋势，体现游艇旅游的扩散发展态势。

（3）海南岛游艇旅游呈东北-西南走向分布，

其空间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源自南北而非东西走向。

标准差椭圆形态由狭长向扁平变化，且重心不断

向西南方向移动，2021年重心 （109°60'E，18°
41'N）移至三亚市，三亚市作为游艇旅游的大众

化、国际化发展中心地位日益凸显。

（4） 2013－2021年，海南岛各区域游艇旅游

核密度峰值呈逐渐增大的趋势，体现不断增强的

空间集聚性特征，游艇旅游模式逐渐由“三亚-海
口双核心”向“三亚单核心”转变。

（5）在自然地理环境、区位交通、旅游资源

禀赋和政策保障机制多种自然与人文因素相互作

用下，海南岛游艇旅游发展态势良好，且在不同

时间阶段展现了不同的空间格局特征。其中，海

南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样化的旅游A级

景区、舒适的国际品牌星级酒店构成其游艇旅游

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四通八达的环岛交通线成为

其游艇旅游空间布局的驱动性因素；中央层面与

海南地方层面的游艇旅游政策法规是海南游艇旅

游发展的宏观性、向导性因素；消费者的海洋休

闲度假、海上运动探险、海洋研学旅游的需求持

续走高、走强是海南游艇旅游走绿色、低碳与可

持续发展之路的内源性因素。

根据本文选取的 2013年、2017年和 2021年 3
个重要时间节点的数据进行多维分析与应用，从

这十年海南岛游艇旅游发展的时空变幻轨迹和特

征内涵嬗变，可以清晰发现：随着新时代国家改

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海南地理区位、热带海洋岛

屿气候、生态环保水平以及国家战略布局的调整，

游艇旅游从起步、加速到成为靓丽旅游风景线，

可以说大尺度地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

阶段；海南游艇旅游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新政的助

推下，逐步呈现蹄疾步稳、蓬勃发展的新特征；

特别是三亚凤凰海岸游艇发展试验区一系列游艇

产业重大项目、配套工程的规划、建设与投入使

用，海南游艇经济将进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假

以时日，全岛沿海县市游艇旅游、游艇度假小镇、

游艇休闲时尚步入正轨，三沙市西沙区、南沙区

的游艇旅游正式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会逐步

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游艇之都、帆船

之都，成为中外消费者向往的世界级旅游休闲、

购物、康养、会议会展胜地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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