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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休闲农业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张晓瑶， 陆 林， 张清源， 任以胜

( 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中国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休闲农业蓬勃发展，安徽省休闲农业逐渐发展成为农村经济发展

的新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本文选取 2010－2017 年安徽省 163 处省级以上休闲农业示范点为研究

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法和 ArcGIS 中的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

的空间分布格局，借助地理探测器探测影响休闲农业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 ( 1) 安徽省休闲

农业示范点的分布呈现集聚特征，在空间上可以将其分为皖南密集区、皖中密集区和皖北次密集

区，各类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其中休闲观光类和农事体验类休闲农业在空间分布上表现

为“大集聚小分散”; ( 2) 2010－2017 年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分布重心由东南向西北前进式移

动，分布范围呈现东北西南方向收敛及东南西北方向延伸，整体分布趋于完整，区域差异缩小; ( 3)

交通、自然、经济和旅游是影响安徽省休闲农业分布的主要因素，交通线、风景名胜区周围及地势低

平地区是安徽省休闲农业分布的主趋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休闲农业分布存在相互促进作

用，二者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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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休闲农业( Agritourism) 起源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急剧增长背景下，旅

游者为缓解都市压力、向往乡村悠闲生活而产生的一种休闲活动，是一种突出的乡村旅游表现形式和重要的

农业产业转型策略［1－2］。2005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扎

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休闲农业作为农业发展的新模式，在全国各县、镇、村开展起来。2010 年，原国

家农业部、旅游部大力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与示范县评选工作。自评选工作开展以来，中共中

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升级，拓宽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产业转

型，以响应国家对于农业发展的战略部署要求。
休闲农业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国外学者重视对休闲农业理论基础研究，在休闲

农业概念特征方面，休闲农业具有典型的非城市地域性［3－4］、农旅融合性和盈利性［5－7］。在休闲农业经营主

体方面，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划分为实用主义型、企业家型、教育型、混合型四类［8－10］。在休闲农业发展影响方

面，休闲农业的发展能够弘扬农村地区传统文化，增强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与乡

村景观［11－13］。但旅游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休闲农业旅游地特色的削弱，乡村自然环境遭到破坏［14－15］。国

内休闲农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 1) 基于概念、特征与类型的休闲农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

究。随着休闲农业数量急剧增加，国内学者分别从宏观［16－17］、中观［18－19］、微观尺度［20］对休闲农业的空间分

布进行了分析研究。( 2) 不同区域休闲农业开发、评价和发展潜力研究。由于不同区域自然、经济、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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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休闲农业开发利用方式［21－22］、建设评价指标体［23－24］以及评估发展潜力和优化路

径［25］等方面研究的差异性也较为明显。( 3) 休闲农业需求主体满意度以及体验效率研究。游客是休闲农

业旅游的消费主体，针对游客满意度以及对休闲农业旅游项目体验效率进行剖析［26－28］，强调游客对休闲农

业旅游项目的主观感受，有利于优化休闲农业发展路径。国外对休闲农业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内容深入，

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形成了成熟的研究内容体系。国内学者研究历史短，经验不足，虽然研究内容趋于细

化，但对中微观尺度空间结构的分析仍存在不足。因此本文从中微观尺度出发，分析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

的空间格局，以期丰富我国休闲农业在空间结构方面的案例地研究。
2012 年安徽省政府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安徽省乡村旅游的全面布

局定下工作基调。2016—2017 年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相继出台

了《关于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乡村旅游提升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快

发展休闲农业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指导农旅结合的纲要性文件。2018 年安徽省休闲农业协会会员大会指

出，2018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也是安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之年。因此本文以安徽省为案例地，对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分布和演化进

行分析研究，运用 ArcGIS 的空间分析工具对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探究安徽省休闲

农业示范点的空间演化规律，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影响休闲农业分布的主要因素，为推动安徽省休闲农业

的发展升级，打造安徽乡村旅游品牌，促进安徽省农村经济多元化、深层次的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图 1 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分布

Fig．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demonstrations in Anhui Province

安徽省地处华东腹地，近海邻江，区位优势明显，农业资源丰富，是

典型的农业大省，全省土地面积 13． 9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1． 45%，

其中耕地 5． 87 万平方公里、林地 3． 73 万平方公里。截至 2018 年安

徽省常住人口 6323． 6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3458． 4 万人，乡村人口

2865． 2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54． 69%，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3984 元。2017 年安徽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旅客人数达 1．
8 亿人次，营业收入 693． 42 亿元，占 2017 年安徽省旅游总收入 6196．
9 亿元的 11． 19%，休闲农业已经发展成为安徽省旅游经济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为保证研究涉及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研究中所使用的旅游

人口密度、旅游总收入、道路里程、年平均气温、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相

关数据都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安徽省各市统计年鉴》以及安

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原安徽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网站。2010 年我国开始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评选工作，选取 2010—2017 年由中国

旅游协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分会评选出休闲农业示范点以及

2011—2017 年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原安徽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评定的

休闲农业示范点( 除去重复企业) ，共计 163 家，并运用 Google Earth
获取每家企业的地理坐标，借助 ArcGIS10． 3 进行可视化表达，呈现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分布情况
( 图 1) 。从 SＲTM( Shuttle Ｒadar Topography Mission) 获取 90m×90m 的安徽省数字地图高程( DEM) 数据，运

用 ArcGIS10． 3 中的 Spatial Analyst 工具对 DEM 数据进行表面分析处理，以获取高程数据值和坡度数据。
2． 2 研究方法

使用最邻近指数、变异系数 CV 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安徽省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态势进行数理分析和逻

辑推理，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对安徽省休闲农业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
2． 2． 1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表示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29］。本文运用
ArcGIS10． 3 中的空间分析工具，测算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之间的邻近程度。最邻近指数公式为

Ｒ = r1 r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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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1 为实际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 rE 是理论最邻近定对的平均距离。一般情况下: Ｒ = 1，趋于随

机分布; Ｒ＞1，趋于均匀分布; Ｒ＜1，趋于凝聚分布［30］。
2． 2． 2 变异系数 CV 变异系数 CV (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指通过对点集空间的分割，分析点目标在空间

上的相对变化程度［31］，判断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密集程度，以验证最邻近指数的准确性。变异系数公

式为

CV = 100% × 1
ns－2∑

n

i = 1
( si － s－)槡

2 ( 2)

式中: n 为样本点个数; si 为第 i 个 Voronoi 多边形的面积，s－ 为平均值。一般情况下: 33% ＜ CV ＜64%

时，为随机分布; CV 64% 时，为集群式分布; CV 33% 时，为均匀分布［32］。
2． 2． 3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通常用区域中点密度的空间变化来反映点要

素的分布特征［33］，重点反映一个核对周边的影响强度。核密度估计法公式为

λ^h( s) =∑
n

i = 1

3
πh4 1 －

( s － si )
2

h2[ ] 2

( 3)

式中: s 为待估计休闲旅游地的位置; si 为落在以 s 为圆心、h 为半径的圆形范围内的第 i 个休闲旅游地

的位置; h 的取值会影响到休闲旅游地核密度值空间分布的平滑程度。核密度估计值越大，表示点越密集，

区域事件发生的概率越高。
2． 2． 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方法是在疾病风险探测中提出，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

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这种重要的方法被逐渐应用于社会、经济等相关问题的研究［34－36］。本文使用的探

测方法是分异及因子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其中分异及因子探测主要用于探测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风险，交互

作用探测用于解释影响因子是独立起作用还是交互的情况下起作用［36］。
( 1) 分异及因子探测。主要表现不同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度，计

算公式为

PD，H = 1 － 1
nσH2∑

m

i = 1
nDiσ

2HD，j ( 4)

式中: D 为影响因子 H 为面积指标; PD，H 为 D 对 H 的解释力; n 和 σ2 分别为安徽省休闲农业的整体样

本个数和方差; m 为某种因子的分类个数; nDi 为 D 指标在 i 类上样本的个数。PD，H 取值范围为［0，1］，数值

越大则表明该因子对休闲农业分布的影响越大［35］。
( 2) 交互作用探测。识别不同风险因子 XS 之间的交互作用，即评估因子 X1 和 X2 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加或

减弱对因变量 Y 的解释力，或这些因子对 Y 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
若 P( x∩ y) ＜ min( P( x) ，P( y) ) ，说明因子 x 和 y 交互后非线性减弱;

若 min( P( x) ，P( y) ) ＜ P( x∩ y) ＜ max( P( x) ，P( y) ) ，说明因子 x 和 y 交互后单线性减弱;

若 P( x∩y) ＞max( P( x) ，P( y) ) ，说明因子 x 和 y 交互后双线性加强;

若 P( x∩y) ＜maxP( x) +P( y) ，说明因子 x 和 y 交互后非线性加强;

若 P( x∩y) = P( x) +P( y) ，说明因子 x 和 y 相互独立［36］。

3 安徽省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异特征

3． 1 安徽省休闲农业分布的整体特征

休闲农业的集中分布对整合区域内旅游资源，提高区域旅游发展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选用最邻

近点指数 Ｒ 分析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分布格局。运用 ArcGIS10． 3 工具测算出样本点的平均观测距离

为 13． 33km，样本点的预期平均距离为 15． 86km。最邻近指数 Ｒ 为 0． 841，实际最邻近距离小于理论最邻近

距离，即 Ｒ＜1，反映出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在地理空间上趋于凝聚。本文采用 Voronoi 多边形面积的变异

系数 CV 对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集聚状态进行二次检验。在 ArcGIS10． 3 的工作环境下，以 163 个样本

点作为质心，生成 Voronoi 多边形。163 个多边形的平均面积为 859． 33km2，标准差为 694． 36km2，则 CV 为

80． 8%。Voronoi 多边形边的数量代表临近点的数量，安徽省皖南区域及皖中偏南区域内多边形边的数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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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明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在皖中偏南区域及皖南区域内集聚，在皖北区域呈分散分布，在整体空间分

布上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呈现收敛分布态势。
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在 16 个市域内呈集聚分布态势，按密集程度可划分为: 以黄山市、宣城市、马鞍

山市、芜湖市、池州市为代表的皖南密集区; 以六安市、合肥市、安庆市为代表的皖中密集区; 以阜阳市、亳州市、
宿州市为代表的皖北次密集区( 图 2 ) 。其中皖南和

皖中密集区中，安庆市、芜湖市、黄山市和宣城市的密

集程度最高，皖北次密集区中淮北市和宿州市的密集

程度最低。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集中分布对于

整合安徽省区域内旅游资源，推动区域内休闲农业旅

游的连片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区域旅游发

展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3． 2 安徽省各类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特征

休闲农业是旅游业发展的新热点，产业形态多样

化。根 据 已 有 学 者 对 休 闲 农 业 资 源 的 分 类 研

究［15，37］，综合考虑安徽省休闲农业自身的特点、自然

环境、社会人文资源等多方面条件，构建安徽省休闲

农业资源的分类体系，确立了 5 个一级体系、17 个二

级体系( 表 1 ) 。一级体系中，休闲观光类的比重为

33． 75%，占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总比重最大。休

闲观光类休闲农业的特点是依托当地的自然风景和

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结合周围的田野景观为游客提

供休憩、游玩、观光等服务。其次是农事体验类，占休

闲农业示范点总比重的 31． 30%。农事体验类休闲

农业以农事活动和特色农产品吸引游客，满足游客体

验农业、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二级体系中，生态体

验园占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总比重最大，是传统农

家乐向成熟休闲农业发展过渡的产物。农业博览园

类和乡村建筑景观类休闲农业占安徽省休闲农业示

范点总比重最小，均为 1． 23%。
不同类型休闲农业的集聚程度呈现明显差异。

休闲观光类的地理集中指数最高，为 80． 90% ; 其次

为农事体验类; 乡村文化类、农业科技类和特色村镇

类的集聚状态不明显，地理集中指数均低于 50% ( 表

2) 。表明安徽省休闲观光类和农事体验类休闲农业

的空间集聚程度高，乡村文化类、农业科技类和特色

村镇类休闲农业在空间中趋于分散。各类型休闲农

业的地理联系率均高于 99． 00%，说明安徽省休闲农

业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密集程度存在密

切联系。各类休闲农业空间分布密度也存在明显差

异，休闲观光类休闲农业集中分布于以六安市、安庆

市、池州市、铜陵市、芜湖市、黄山市、宣城市和马鞍山

市为代表的皖中、皖南地区，皖北地区主要分布在阜

阳市、蚌埠市和亳州市，但集聚程度不明显。休闲观光

类休闲农业以提供休闲度假服务为主，消费水平较高，

多分布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高的区域。

图 2 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核密度图

Fig2 The nuclear density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Anhui Province

表 1 安徽省休闲农业分类体系

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leisure agriculture
destinations in Anhui Province

一级体系 二级体系 数量( 家) 比重( % )

休闲观光类

休闲农庄( 中心) 16 9． 82

农业观光园 6 3． 68

休闲度假区 16 9． 82

植物园 6 3． 68

自然风景区 11 6． 75

农事体验类

生态体验园 33 20． 25

家庭农场 5 3． 07

农( 渔) 家乐 13 7． 98

农业科技类

科技示范园 7 4． 29

农业示范区 6 3． 68

创意农业园 5 3． 07

农业博览园 2 1． 23

乡村文化类

茶( 园) 艺场 10 6． 13

文化旅游产业园 12 7． 36

乡村建筑景观 2 1． 23

特色村镇类
现代农业示范村 9 5． 52

历史文化古镇 6 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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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体验类集中分布于安庆市、池州市、芜湖市和亳州市，这类休闲农业多依托肥沃土壤、良好水质资源分

布，以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要。特色村镇类休闲农业主要分布在黄山市，黄山市古村落建筑历史悠久，分布

较为密集，为特色村镇类休闲农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农业科技类和乡村文化类这两类休闲农业受政府政策

扶持的影响，分散布局于各市，无明显集聚区。
3． 3 安徽省休闲农业的空间演化特征

运用 ArcGIS10． 3 空间分析中的标准差椭圆法，以安徽省 2010－2017 年以来的休闲农业示范点数据为基

图 3 安徽省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

Fig3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bout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management entities in Anhui Province

础，选取 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三个时间截面分析安

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演化特征( 图 3) 。2011－2017
年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分布重心由皖南地区移动至

皖中地区，呈现由东南向西北前进式移动，东北西南方向

收敛以及东南西北方向延伸，整体分布格局逐渐趋于完

整，区域发展差异缩小，协调性明显提高。反映了区域位

置的局限对于休闲农业发展分布的影响逐渐减弱，人们对

于休闲农业的需求占据主导，成为促使各类休闲农业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的主要力量。
2011 年安徽省休闲农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休闲农

业依托皖南地区优越的旅游资源和自然风景大量集聚，发

展为以观光、体验为主的农家乐形式。2015—2017 年伴随

着经济发展，交通网络日益完善以及市场需求的多样化，

安徽省休闲农业的服务功能趋于多元化，服务对象也趋于

年轻化。2017 年安徽省休闲农业的发展处于黄金时期，休

闲农业在省域内的分布趋于协调，单一的体验观光式农家

乐逐渐被集休闲、娱乐、研学、科教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

农业园区取代。休闲农业集聚形态、空间分布以及重心转

移的演化说明了安徽省休闲农业的分布趋向整体，区域格

局得到明显优化，有利于最大程度上提高区域空间效益，

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区域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表 2 安徽省各类休闲农业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

Table 2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geographical contact rate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Anhui Province

休闲观光类 农事体验类 农业科技类 乡村文化类 特色村镇类

G 80． 90% 66． 93% 27． 64% 40． 40% 28． 57%

V Ve Vp Ve Vp Ve Vp Ve Vp Ve Vp

99． 97 99． 96 99． 97 99． 96 99． 94 99． 93 99． 9 99． 88 99． 84 99． 93

注: G 表示为安徽省各类休闲农业的地理集中指数; V 为地理联系率; Ve 和 Vp 分别表示第 i 个地级市休闲农业的经济－地理联系率和人

口－地理联系率。

4 安徽省休闲农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鉴于休闲农业的分布受到气候、地形、经济、资源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分析和整理相关文献［32，37－38］，运

用地理探测器工具，从交通因素、自然因素、旅游因素和经济因素四个方面分析安徽省休闲农业分布的主要

影响因素。
4． 1 安徽省休闲农业影响因素探测

4． 1． 1 分异及因子探测 各维度影响力度( q 值) 排序为: 交通因素( 1． 57 ) ＞自然因素( 1． 41 ) ＞经济因素

( 1． 13) ＞旅游因素( 0． 98) ，其中路网密度( 0． 66) 和 4A 级以上景区( 0． 54) 对休闲农业分布影响最大，表明休

闲农业的分布对交通网络和景观名胜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旅游人口密度的影响力度为 0． 133，人均耕地

面积的影响力度为 0． 115( 图 4) ，其中人均耕地面积在所有因子中影响力最小，说明人均耕地面积的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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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休闲农业的发展分布的影响微弱。坡度和海拔对

图 4 安徽省休闲农业空间分布影响因子

Fig． 4 The impact factor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bout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Anhui Province

休闲农业分布的影响较大，地形平坦、坡度起伏小的区

域一直都是农业发展的必选之地，地形条件的优劣不仅

会影响休闲农业园区的可达性，而且对农业活动也会产

生很大影响，优越的地形条件是休闲农业发展的重要推

力。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当地休闲农业分布的数量

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休闲农业发展有利于增加农

村居民收入，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伴随收入的增加，

休闲农业布局数量也呈现上升趋势。
4． 1． 2 交互作用探测 在地理探测器中将四个维度的

影响因素进行交互分析，形成 115 个影响因子的交互作

用类别( 表 3) 。旅游因素与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交通

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具有一定协同性，但显著性不

强。对休闲农业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探测反映，在任何

两个因素的控制下，休闲农业分布的内部差异会减小，

达到“1+1＞2”的效果。
表 3 安徽省休闲农业影响因素交互作用探测

Table 3 Interaction detector of factors affecting leisure agriculture in Anhui Province

4A 级

以上景

区数量

旅游

人口

密度

旅游

人均

GDP

城镇

化率

城镇居

民可支

配收入

农村居

民可支

配收入

人均

GDP
距道路

距离

距省会

距离

路网

密度

道路

里程

农耕

面积
坡度 高程

旅游

因素

4A 级以上

景区数量
0． 547

旅游人

口密度
0． 919 0． 133

旅游人

均 GDP
0． 943 0． 402 0． 304

经济

因素

城镇化率 0． 966 0． 477 0． 477 0． 245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0． 960 0． 492 0． 475 0． 461 0． 208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0． 967 0． 967 0． 944 0． 929 0． 791 0． 447

人均 GDP 0． 990 0． 978 0． 930 0． 555 0． 747 0． 533 0． 230

交通

因素

距道路距离 0． 920 0． 402 0． 942 0． 891 0． 992 0． 954 0． 961 0． 214

距省会距离 0． 966 0． 477 0． 477 0． 453 0． 939 0． 918 0． 555 0． 949 0． 245

路网密度 0． 993 0． 993 0． 805 0． 785 0． 947 0． 954 0． 897 0． 915 0． 902 0． 662

道路里程 0． 986 0． 606 0． 989 0． 706 0． 996 0． 967 0． 986 0． 637 0． 951 0． 998 0． 453

自然

因素

农耕面积 0． 980 0． 964 0． 919 0． 740 0． 652 0． 350 0． 621 0． 958 0． 938 0． 876 0． 971 0． 115

年均温 0． 697 0． 581 0． 496 0． 809 0． 950 0． 597 0． 920 0． 906 0． 908 0． 904 0． 944 0． 847

坡度 0． 667 0． 922 0． 864 0． 828 0． 677 0． 926 0． 652 0． 893 0． 899 0． 773 0． 967 0． 689 0． 479

高程 0． 667 0． 922 0． 864 0． 828 0． 677 0． 926 0． 652 0． 893 0． 899 0． 773 0． 967 0． 689 0． 512 0． 479

4． 2 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4． 2． 1 交通因素 运用 ArcGIS10． 3 工具，根据不同道路的速度限制，以 10km 为间距对交通网络进行缓冲

区分析，并添加 2017 年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进行叠置分析。2017 年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集中布局在

省道、国道、铁路附近，对交通条件的敏感度高，在距离主要交通线 10km 以内的缓冲区内，分布有 130 家休

闲农业示范点，约占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总数的 80%，在距主要交通线 20km 以内的缓冲区中，分布有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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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休闲农业示范点，约占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总数的 93%，其余 12 家休闲农业示范点分布在距离主要交

通线 20km 以外。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在交通线周围的分布符合距离递减规律［22］，距离主要交通线越远，

休闲农业分布越稀疏，反之则越密集。便利的交通对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较为显著，交通网络可达性良

好有利于促进区域联动性的增强，为安徽省休闲农业的集群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安徽省全域

旅游的完善。
4． 2． 2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是影响休闲农业分布的基础，平原地区是休闲农业发展的沃土。安徽省平原、
台地( 岗地) 、丘陵、山地等类型齐全，以平原丘陵为主，山地主要集中于皖西和皖南部分地区。在海拔

200m、坡度 4°以内分布有 158 家休闲农业( 表 4) ，大多数休闲农业分布在海拔较低、坡度平缓的农业生产地

区，适宜坡度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休闲农业的交通可达性强，平缓的地势以及宜居的海拔高

度有利于休闲农业的多样化发展。在海拔 200m 以上地区分布有 15 家休闲农业示范点，仅占总数的 9． 2%，

因农业发展需要少数休闲农业分布在较高海拔地区。较高海拔地区地势起伏大，拥有独特优美风景，高级休

闲度假山庄会所借助天然风景发展度假村型的高等级休闲农业; 高海拔地区的地形、温度、湿度等条件满足

休闲农业园区中特色植物生长的需要，较地势低平地区更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
4． 2． 3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休闲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性因

素，尤其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城镇居民是休闲农业的

消费主体，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高，消费需求多样化，利于推

动休闲农业旅游发展，但农村居民从休闲农业企业的经营中获

取利润才是推动休闲农业增加的关键因子。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最多的城市是合肥市、芜湖市以及马鞍山市，其中合肥市与芜

湖市传统村落的数量在全省排名中分别处于第三、四名，加之合

肥市与芜湖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高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收入的

可观性推动休闲农业发展。宣城市、黄山市、安庆市休闲农业数

量居于前列，尤其是宣城市休闲农业数量高达 35 家，其休闲农业

表 4 安徽省休闲农业高程、坡度提取划分

Table 4 The altitude and slope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Anhui Province

海拔 /m
休闲农业

数量 /家
坡度

休闲农业

数量 /家

0 ～ 100 127 0 ～ 2 133

101 ～ 200 21 2 ～ 4 15

201 ～ 300 10 4 ～ 6 9

301 ～ 400 2 6 ～ 8 6

401 ～ 500 3 － －

数量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由于宣城、黄山、安庆市发展景区以及生态补偿政策等多

方面的影响，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依赖其自然资源禀赋和旅游客流优势发展休闲农业，使得农村居民

收入增多，推动了更多类似休闲农业出现，以至于产生集聚。滁州市、六安市和池州市休闲农业发展与农村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也有微弱的正相关性，这三个城市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充足的旅游资源带动休闲农业发

展，休闲农业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获得丰厚利润推动休闲农业的聚集发展，三者之间属于循环关系，

存在相互影响。
4． 2． 4 旅游因素 景区资源是旅游供给的物质载体，4A 级以上景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安徽省休闲农

业的分布受高级别综合性风景区( 4A、5A 级风景区) 的影响。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分布与 4A 级以上风

景区的分布区域大致相同，但并不完全重合，集中分布在景区周围，表现明显的景区依赖性。高级别风景区

拥有良好的品牌效应，景区范围内交通设施网络一体化、可达性好，旅游风景区对周围乡村地区旅游的发展

具有拉动作用，休闲农业可依托高级别综合性风景区成熟的经营理念、丰富的客源市场，发展升级为高级别

综合性风景区集散地。加之旅游风景区发展态势良好，周围农户融入旅游发展的意愿增强，可以利用现有农

业资源和优异的景区资源，发展多样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

5 结论与讨论

5． 1 结 论

本文分析安徽省休闲农业的空间表征，探究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得到以

下结论:

( 1) 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分布在整体上呈现收敛态势，各类休闲农业的分布具有显著差异。安徽

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集聚分布可划分为皖南密集区、皖中密集区以及皖北次密集区。休闲农业产业形态多

样化，不同类型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格局也表现各异。特色村镇类和乡村文化类分布的凝聚程度较弱，属于

小范围集聚，大范围分散，休闲观光类分布集聚程度高，农事体验类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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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分布重心逐渐向北移动，分布范围趋向于整体。2010—2017 年安徽省休

闲农业示范点的分布呈现东西方向的收敛以及南北方向的延伸，分布重心表现为由南向北的前进式移动，休

闲农业示范点在安徽省整体区域内的分布趋于完整，区域发展差异缩小，各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协调性明显提高。
( 3) 交通、自然、经济、旅游是影响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路网密集程度与 4A 级

以上景区分布是影响休闲农业分布的重要因子。距离主要交通线越远，休闲农业分布越稀疏，在安徽省主要

道路线 10km 缓冲区内分布的休闲农业达 130 家，占总数的 80%，在 10km ～ 20km 缓冲区内分布有 21 家休

闲农业。休闲农业多分布于地势起伏小、地形平坦的平原地区，在海拔 300m 以内的分布有 158 家休闲农

业，占总数的 96． 93%，在坡度 4°以内分布有 148 家休闲农业，占总数的 90． 80%。休闲农业分布数量与当地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其中以黄山市、宣城市和安庆市表现

最为显著。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分布与安徽省 4A 级以上风景区的分布相关联，具有较强的景区依赖性。
5． 2 讨 论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的新途径。“十二五”以

来，全国休闲农业呈现出“发展加快、布局优化、质量提升、领域拓展”的良好态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

点。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了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着重培养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两类新型经营主

体，赋予了农业双层经营的新内涵。安徽省休闲农业示范点是安徽省范围内休闲农业点数据的一部分，数据

具有局限性，因此在运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因子探测分析和交互探测分析时难以详尽地考虑所有影响因素。
休闲农业至今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明确休闲农业的概念，加强休闲农业理论基础的研究，

规范休闲农业的经营模式，分析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战略响应，剖析休闲农业的时空演化特征，

进一步探索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规律，为优化休闲农业发展环境，完善标准体系，推动我国休闲农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利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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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Anhui Province

ZHANG Xiao-yao， LU Lin， ZHANG Qing-yuan， ＲEN Yi-sheng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the leisure agriculture has developed vigorously in China．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industry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and has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this paper，we
selected 163 leisure agriculture sites in Anhui Province that were from 2010 to 2017 as the research data．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was analyzed by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Kernel density analysis，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d other methods in ArcGIS． We use Geodetector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 The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points is
agglomeration in Anhui Province． According to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it can be divided into Dense areas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Dense areas in middle Anhui and Subdense areas in northern Anhui．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leisure agriculture，among which the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 sightsee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farming agriculture is shown as " large concentration and small dispersion" ． ( 2 ) From 2010 to
2017，the distribution center of leisure agriculture points moved forwar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and the
distribution scope showed convergence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 and extension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tends to be complete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shrinks in Anhui Province．
( 3) Transportation，nature and tourism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Anhui．
In Anhui Province，the main trend of leisure agriculture distribution is around the traffic line，the tourist attraction
and the flat area． Economy is the secondary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Key words: leisure agriculture; spatial distribution; nuclear density;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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