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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合理的企业空间布局有利于休闲渔业经营单位减少资源调配成本，发挥区位优势，实现效益最
大化。本研究以海南省７９９个休闲渔业经营单位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
法、聚类和异常值分析法，借助ＡｒｃＧＩＳ空间分析工具，从分布形态、分布均衡程度、分布密度等３个维度对海
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海

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整体上呈现集聚型的分布形态，集聚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琼北区、琼南区、琼西

区、琼东区、琼中区；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空间分布密度具有显著差异性，形成南北两极，零星集聚，沿

海环绕内陆的密度特征，密度梯度自沿海向内陆呈现４个等级的递减差度；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空间
分布受交通、市场、景区区位因素的影响显著，符合“沿路”、“环城”、“傍景”的分布规律；同时，人口规模和经

济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空间分布。研究结果可为优化海南省休闲渔业企业选址，提

高企业经营效率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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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渔业是传统渔业与现代休闲产业相结
合，为社会提供满足人们休闲需求的产品和服

务，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一种新型渔业产业

形态［１］。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正

迎来发展机遇期，海洋经济越来越成为推动我国

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休闲渔业作为一种

新兴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而海南省作为我国的

海洋大省，发展休闲渔业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党中央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

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近期密集出台的政策配套文件赋予海南投

融资、财税、消费、对外开放、改革创新、人才等一

系列含金量较高的政策措施，对企业在海南投资

发展休闲渔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２］。近年来，海

南省先后在琼海、海口等多个市县启动休闲渔业

试点项目，并加大海上休闲平台、美丽渔村等方

面的投资力度，推动了当地休闲渔业的发展。但

目前海南省休闲渔业的发展仍处于起始阶段［３］，

加快休闲渔业的发展，对高质量高标准推进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科学合理的空间布

局有利于休闲渔业经营单位减少资源调配的成

本，并更好地发挥当地的区位优势，因此对其空

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日益受到学者的

关注。国外相关研究［４７］主要集中在休闲渔业的

跨区域经济影响和休闲渔业对区域空间管理的

挑战两方面。国内研究相对匮乏，主要集中在休

闲渔业的空间分异［８９］和发展质量的格局演变［１０］

两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研究由早期的定性

研究转变为定性定量相结合［１１］，不同学科之间呈

现相互交叉的特征。于谨凯等［１２］基于响应面法

构建海域承载力视角下的海洋渔业空间布局适

应性优化模型，对山东半岛蓝区进行实证分析。

张广海等［９］运用最近邻指数等方法分析山东省

休闲渔业的分布特征。赵奇蕾等［１３１４］从发展水

平与竞争力水平对中国省域休闲渔业产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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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在研究尺度上主要选取全国、省域宏中观

尺度，微观区域的研究较少。虽然目前已有学者

对休闲渔业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但是采

用的研究样本大多是休闲渔业国家级、省级示范

基地的小样本。在研究对象上，尚未有学者从空

间统计学角度对海南省的休闲渔业经营单位进

行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海南省在发展休

闲渔业上具有独特优势，但同时海南省也面临着

休闲渔业消费需求高、成熟市场少的问题，休闲

渔业市场开发潜力巨大。因此，如何以休闲渔业

空间布局优化为导向，分析海南省当前休闲渔业

空间发展格局，识别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并提出

应对策略，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研究以海南省

为研究区，基于网络爬虫获取的２０２０年海南省休
闲渔业经营单位 ＰＯＩ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
法进行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分析。研究可为海

南省编制休闲渔业产业与空间规划，以及地方休

闲渔业企业进行选址提供决策参考。

１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海南省辖管海口市、临高县、澄迈县、文昌

县、乐东县、三亚市、保亭县、陵水县、儋州市、昌

江县、东方市、定安县、琼海市、万宁市、屯昌县、

琼中县、五指山市、白沙县、三沙市１９个市县，由
于缺乏三沙市相关的研究数据，本研究不包含三

沙市。海南省拥有数量丰富的钓场，其中一流钓

场的数量达３０多个，上千个休闲钓点，海洋渔场
面积近３０万ｋｍ２。岛屿周边钓场数量丰富，拥有
１３０余处环岛钓场、３０余个垂钓资源丰富的一流
钓场，其中大洲岛被国际钓鱼协会认定为“世界

第三大海钓钓场”。在基础设施方面，海南省拥

有６处中心渔港、７处一级渔港、１３处二级渔港、
１７处三级渔场，未来渔港的综合休闲功能将逐步
提升，发展休闲渔业的基础设施条件日臻完备。

虽然海南省在发展休闲渔业方面具备良好的资

源禀赋，但其休闲渔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在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４批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中，全国一共有 ４９９家单位入选，其中海南省入
选单位仅占３家。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地图导航兴趣点（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ＰＯＩ）是
一种包含目标物名称、类别、坐标等信息的矢量

数据，具有信息量大、覆盖面广、精准度高的特

点，被广泛运用在揭示目标物空间分异规律的研

究中［１５］，本研究采用 ＰＯＩ数据，将研究样本扩大
到海南省所有休闲渔业经营单位，能更准确地分

析其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的基础数据是截止到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在
“天眼查”中有注册信息的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

单位ＰＯＩ数据，通过Ｍａｔｌａｂ以“休闲渔业”为关键
词爬虫获取。数据字段信息包括６类：休闲渔业
经营单位的名称、文字型地址、电话、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成立时间，共采集到１０９４条ＰＯＩ点数
据。对爬虫获取的数据进行筛选，以“休闲渔

业”、“垂钓”、“渔家乐”、“休闲观光”、“娱乐”为

经营范围筛选字段，提取符合条件的 ＰＯＩ点，并
对重复的、地址存在误差的点数据进行剔除，最

终得到７９９条休闲渔业经营单位数据。将７９９条
休闲渔业经营单位数据导入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中
构建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空间属性数据库，

绘制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空间分布图。选取了 ５
个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别

是交通区位、市场因素、景区数量、人口规模、经

济水平。其中：交通区位由海南省国道、省道数

据进行表征，国道、省道数据均来源于地理国情

监测云平台；市场因素由城镇中心距离进行表

征，城镇中心数据由高德地图定位海南省１８个
市县地级政府后，提取所在地址的经纬度坐标数

据所得；景区数量的统计仅包括３Ａ级以上的景
区，共５３个，其经纬度坐标由高德地图进行查询
和导出。人口规模用各市县的总人口数予以表

征，其数据来源于《海南统计年鉴》；经济总量由

各市县的人均ＧＤＰ予以表征，其数据来源于《海
南统计年鉴》。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空间计量分析方法

最近邻指数，是指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上的

相互邻近程度，以随机分布的标准反映区域内实

际点的分布形态［１６］，用 Ｒ表示。当 Ｒ＜１时，点
状事物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分布；当 Ｒ ＝１时，
分布表现为随机模式；当 Ｒ＞１时，分布表现为离
散模式［１７］。计算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最

近邻指数，可以从省域尺度把握海南省休闲渔业

经营单位整体的空间分布格局。

最近邻指数Ｒ的计算公式如下：

３４５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３１卷

Ｒ＝ｒ１／ｒＥ （１）
式中：Ｒ为最近邻指数；ｒ１为最邻近点之间距离ｒ１
的平均值；ｒＥ为理论平均最邻近距离。

理论平均最邻近距离ｒＥ的计算公式如下：

ｒＥ＝
１
２槡ｎ／Ａ （２）

式中：Ａ为区域面积；ｎ为研究区域休闲渔业经营
单位的数量。

借助不同分布的点集生成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通过计算点集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面积的变异系数ＣＶ
值，可以分析点集在研究区域上的空间分布均衡

程度［１８］。Ｄｕｙｃｋａｅｒｔｓ的研究结论表明：当 ＣＶ≥
０．６４时，点集呈现集聚分布；当０．３３＜ＣＶ＜０．６４
时，点集呈现均匀分布；当 ＣＶ≤０．３３时；点集呈
现随机分布［１９］。变异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ＣＶ＝１００％×
１
ｎｓ２
∑ｎ
ｉ＝１（ｓｉ－ｓ）槡

２ （３）

式中：ＣＶ为点集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面积的变异系数；
ｎ为多边形个数；ｓｉ为第 ｉ个多边形的面积，ｓ为

平均值，
１
ｎｓ２
∑ｎ
ｉ＝１（ｓｉ－ｓ）槡

２为标准差。

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可以对区域内点状要素

的空间分布密度进行探测［２０］，并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软件将其可视化。点状要素在空间上的分
布密度形态可以反映休闲渔业经营点在区域上

集聚或离散的具体位置、形状及大小［９］。核密度

计算公式如下：

ｆｈ（ｐ）＝
３
πｈ４
∑ｎ
ｉ＝１［１－

（ｐ－ｐｉ）
２

ｈ２
］ （４）

式中：ｐｉ为落在以ｐ点为圆心；ｈ为半径的圆形区
域内第ｉ个休闲渔业经营单位 ＰＯＩ的位置；ｎ为
休闲渔业经营单位ＰＯＩ的数量；ｈ为带宽，是设定
搜索半径大小的自由参数。

１．３．２　影响因素分析
休闲渔业市场发展是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

的过程，影响因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进行分

析。供给方面，旅游资源是休闲渔业发展的客观

环境基础条件；需求方面，游憩是居民经济生活

得到一定满足的基础上对休闲的必然需求，经济

水平反映了区域发展的成熟程度以及游憩需求

的高低，而人口的密集、距离城镇中心的远近反

映游憩需求总量，以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城镇中

心距离分别进行表征。基础设施则是连接供给

和需求的支持系统，其中选取交通作为影响因素

进行研究。

聚类和异常值分析，即局部莫兰（Ｍｏｒａｎ）指
数Ｉ可以识别空间范围内各单元之间观测指标的
集聚程度，判别高值或低值要素的空间聚类以及

存在的空间异常值［２１］。当Ｉ＞０，表示该地域单元
属性值形成高高聚类（ＨＨ）或低低聚类（ＬＬ）；当
Ｉ＜０，表示该地域单元属性为高值且被其他属性
低值的地域单元包围（ＨＬ），或该地域单元属性
为低值且被其他属性高值的地域单元包围

（ＬＨ）［９］。通过计算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在
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因素的局部莫兰（Ｍｏｒａｎ）指
数Ｉ，分析海南省休闲渔业的空间分布与这两个
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局部莫兰（Ｍｏｒａｎ）指数
Ｉ的计算公式如下：

Ｉｉ＝
（ｘｉ－ｘ）
Ｓ２

∑ｊ≠ｉｗｉｊ（ｘｊ－ｘ） （５）

式中：Ｉｉ为第ｉ个空间单元的局部莫兰指数；ｎ为
点数；ｗｉｊ是空间权重，ｘｉ和ｘｊ分别为 ｉ与 ｊ空间单
元的属性观测值，ｘ为属性的平均值，Ｓ２为属性的
方差。

用相关系数ｒ来度量变量间的相关性：当ｒ＞
０时，表示变量间的相关性为正；当 ｒ＜０时，表示
变量间的相关性为负。｜ｒ｜越接近于１，表示相关
性越高；｜ｒ｜越接近于０，表示相关性越低。相关
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ｒ＝
∑（ｘｉ－ｘ）（ｙｉ－ｙ）

∑（ｘｉ－ｘ）
２∑（ｙｉ－ｙ）槡

２
（６）

式中：ｘ和ｙ为变量，ｒ为相关系数，－１＜ｒ＜１。

２　结果

２．１　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空间分布特征
２．１．１　空间分布形态

根据公式（１）由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进行平均最近
邻分析，结果表明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平

均观测距离为 １３２４．１９ｍ，预期平均距离为
３９９３．１８ｍ，最近邻指数 Ｒ＝０．３３２＜１，Ｚ得分为
－３６．１４４（Ｐ＜０．０１），由此判断海南省休闲渔业
经营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集聚性。

为验证最近邻指数所得结论的准确性，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创建泰森多边形的工具，以７９９个
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点要素为发生元创建 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图１）。图１共有７９９个泰森多边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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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积最小为 ０．０１５ｋｍ２，面积最大为 ８２９．８９７
ｋｍ２，面积平均值为５７．８９４ｋｍ２，标准差为１１３．８
ｋｍ２，根据公式（３）计算出变异系数 ＣＶ值为
２．０３７＞０．６４０。结果验证了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
单位在空间布局上具有集中性，且有进一步集聚

的态势，这有利于海南省进行乡镇旅游资源整

合，有针对性地在集聚地区加快传统渔业转型，

延长渔业产业链，从而提高休闲渔业产业竞争

力。

图１　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１　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为进一步探究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
区域分布差异，对海南省进行区域划分，并分别

计算不同区域的变异系数。根据资源禀赋优先、

经济效益优先、生态循环优先的原则，结合海南

省休闲渔业发展情况和资源分布状况，将海南省

休闲渔业按地域划分为琼北区、琼南区、琼东区、

琼西区、琼中区等 ５个区域。其中：琼北区包括
临高县、澄迈县、海口市、文昌县；琼南区包括乐

东县、三亚市、保亭县、陵水县；琼东区包括定安

县、琼海市、万宁市；琼西区包括儋州市、昌江县、

东方市；琼中区包括屯昌县、琼中县、五指山市、

白沙县。分别对５个区域内的休闲渔业经营单
位点要素进行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创建，并根据公式
（３）计算其变异系数。结果表明琼北区的 ＣＶ值
为２．４２３，琼南区 ＣＶ值为２．０３０，琼东区 ＣＶ值为
０．９８６，琼西区 ＣＶ值为 １．２１１，琼中区 ＣＶ值为

０．６８５。５个区域的 ＣＶ值均大于０．６４，说明５个
区域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空间分布均呈现集聚

形态，且按照集聚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琼北

区、琼南区、琼西区、琼东区、琼中区。海南省不

同区域休闲渔业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衡，需要各

方加快优化结构和配置，发挥其经济、社会和生

态效益，在集聚程度较低的琼中区、琼东区，需要

进一步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加快休闲渔业发展。

２．１．２　空间分布密度
海南省休闲渔业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呈现出

显著的“南北两极，零星集聚，沿海环绕内陆”的

密度特征，从沿海到内陆的密度梯度呈现４个等
级的递减差度。全省平均分布密度为２２．６３个／
１０００ｋｍ２，其中：海口市分布密度值最高，为
１１３．１５个／１０００ｋｍ２；其次是三亚市，密度值为
６４．０６个／１０００ｋｍ２。除了海口市、三亚市以及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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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县、陵水县，其余１４个市县休闲渔业经营单位
的分布密度均低于全省平均分布密度，市际间的

分布密度差别较大。

运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结
合公式（４）生成核密度图（图２）。结果表明，海
口市的休闲渔业经营单位核密度最大，在省域范

围上形成了最大的集聚极；三亚市核密度次之，

其集聚的辐射态势最广，也形成了南部一大集聚

极。在儋州、文昌、琼海等沿海市县也形成了休

闲渔业经营单位零星集聚的现象。

由市区位置与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核密度

分布情况可知，海南省大部分市县休闲渔业经营

单位在当地行政中心周边形成了高密度分布，少

部分地区如儋州市的其中一个集聚区离行政中

心较远，海口市、澄迈县行政中心则不处于集聚

区的中心地带。这说明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空

间分布并不完全和行政中心相耦合，空间分布可

能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图２　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核密度
Ｆｉｇ．２　Ｋｅｒｎｅ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２　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空间分布影响因
素分析

梳理总结休闲渔业空间分布特征的相关研

究［９，２２］，发现休闲渔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主要

体现在地理区位和社会经济两大方面。因此，在

对海南省休闲渔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分布与交通区位、景区数量、

市场距离、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

２．２．１　交通区位
交通可达性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至关重要。

休闲渔业的消费主体是城镇居民，其出游方式多

以短途自驾游为主，因此交通可达性是开展休闲

渔业活动的必要条件［２３］。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的
缓冲区分析工具，以海南省国道、省道线为轴，分

别选取３．５ｋｍ、７ｋｍ、１０．５ｋｍ为缓冲半径，生成
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与国道省道缓冲区图

（图３）。通过缓冲分析发现：在距离国道省道３．５
公里内聚集了５３０个休闲渔业经营单位，占全省
总数６６．１７％；距离国道省道７公里内聚集了７５７
个经营单位，占比高达９４．５１％；在１０．５ｋｍ缓冲
区内聚集了７８８个经营单位，占比达 ９８．３８％。结
果表明，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空间分布与交

通干道的分布走向保持高度一致，表现出点要素

分布沿交通主干线网的集聚寄生状，说明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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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渔业经营单位受到交通区位的影响显著。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减少客源地与经营单位

的时间距离，从而减少通勤成本，增加休闲渔业

的消费吸引力。

图３　海南省休闲渔业与交通主干道缓冲区
Ｆｉｇ．３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ｔｒｕｎｋｒｏａｄｂｕｆｆｅｒｚｏｎｅｓ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４　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与地级市缓冲区
Ｆｉｇ．４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ｃｉｔｙｂｕｆｆｅｒｚｏｎｅｓ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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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市场因素
客源市场被认为是影响休闲旅游产业空间

布局的主导性因子［２４］。海南省休闲渔业客源市

场是否对当地休闲渔业的空间布局起到导向作

用，是本研究的重点。从消费能力来看，城镇居

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消费存在较大差距，且有进

一步扩大的趋势［２５］，城镇居民是海南省休闲渔业

的消费主力。因此采用休闲渔业经营单位与城

镇中心直接的空间关系来衡量市场因素对休闲

渔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情况。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的多环缓冲区分析工
具，以海南省城镇中心为圆心，以１５ｋｍ为步长，
建立０～６０ｋｍ的多环缓冲区（图４），再使用空间
相交工具，统计各环缓冲区内休闲渔业经营单位

的数量。结果表明：在距离城镇中心 １５ｋｍ内，
休闲渔业经营单位数量达到４７８个，占全省总数
６０．８０％；在城镇中心３０ｋｍ的缓冲区内，分布数
量达到７２１个，占总数９０．０１％。这说明海南省
休闲渔业经营单位基本上覆盖在距离城镇中心

３０ｋｍ的缓冲半径内，且在１５ｋｍ的缓冲区内形
成最密集分布带。

２．２．３　景区数量
旅游资源的数量、质量、独特性、知名度及美

誉度等影响着休闲渔业的空间布局［２６］。目前海

南省共有 ５３个 ３Ａ级以上景区。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中创建渔网工具，将海南省分割成１００ｋｍ×
１００ｋｍ的规则网格，分别统计每个网格内３Ａ级
以上景区数量，再运用 ＳＰＳＳ分析软件计算出两
者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系数为０．８９３，说明海南省休闲渔业
空间分布与景区资源的分布依存度高。

进一步地，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等值线绘制
工具生成海南省３Ａ级以上景区等值线，将景区
等值线与休闲渔业分布密度组成耦合图（图５）。
结果表明：海口市、三亚市、琼海市等地区休闲渔

业分布密度和景区资源的耦合度较高，说明这些

地区的休闲渔业较好地发挥了景区边缘效应；而

文昌市、保亭县等地区虽有着较丰富的景区资

源，但是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分布密度并不高，

说明这些地区休闲渔业与景区资源之间还存在

较大的耦合发展空间。

２．２．４　人口规模
城市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休闲渔业

市场开发的潜力以及空间布局［９］。将海南省休

闲渔业经营单位分布地图与地级市人口规模专

题地图相叠加，形成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人

口分布图，在此基础上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聚类和
异常值分析工具，对人口数量进行聚类分析（图

６）。结果表明：在海南省休闲渔业集聚极之一的
海口市，其人口数量表现出“高高”聚类特征，说
明海口市休闲渔业的消费受众有相当大一部分

是当地居民，当地居民对休闲渔业的消费需求推

动了海口市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空间集聚；在另

一集聚极三亚市，人口数量表现出“低低”聚类
特征，说明三亚市的休闲渔业消费受众主要由外

来游客组成，稳定的外来客源延长了当地休闲渔

业的生命周期；琼海市、万宁市、东方市的休闲渔

业人口数量表现出低低聚类特征，其他地区如儋

州市等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聚类关系，说明这些

地区休闲渔业空间分布与人口规模无显著相关

性。

２．２．５　经济水平
经济水平是影响居民休闲旅游的重要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空间分

布［９］。以２０２０年海南省各市县的人均ＧＤＰ来表
征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绘
制海南省地级市人均ＧＤＰ专题地图，并与休闲渔
业经营单位分布地图进行叠加，再运用聚类和异

常值分析工具计算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经济分

布局部自相关情况（图７）。目前，海南省休闲渔
业经营单位在经济水平上的空间分布呈现三大

类型：一是以海口市为代表的经济相对发达的休

闲渔业集聚区，这些区域具有经济发展外向度高

的特点，休闲渔业发展所依托的基础设施建设较

为完备，垂钓海域的生态环境均得到较好的保护

和修复。二是以乐东县为代表的经济相对落后

的休闲渔业集聚区，这些区域依托明显的地理区

位优势，有效突破了经济劣势对休闲渔业发展的

制约。比如乐东县凭借浓厚的渔业文化和渔村

风情，大力建设美丽渔村，并依托岭头莺歌海加
快海钓钓场的建设，从而推动当地休闲渔业的发

展。三是除上述集聚区以外的地区，这些区域在

经济水平上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性，经济水平因

素对其休闲渔业的空间布局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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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分布与景区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ｐｏｔｓ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６　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人口分布
Ｆｉｇ．６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ｕｎｉｔｓ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９４５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３１卷

图７　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经济分布
Ｆｉｇ．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　讨论

研究从对海南省７９９个休闲渔业经营单位
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

明：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在整体上呈现集聚

性的空间分布形态，在局部上集聚程度由大到小

排序依次是琼北区、琼南区、琼西区、琼东区、琼

中区。经营单位呈现出“南北两极，零星集聚，沿

海环绕内陆”的分布密度特征。海口市、三亚市

自成南北两大集聚极，其他地区如儋州市等也形

成零星集聚区，从沿海到内陆的密度梯度呈现４
个等级的递减差度，除海口市、三亚市、临高县、

陵水县之外，其余１４个市县的分布密度均低于
全省平均分布密度，说明市际间分布密度差距较

大。休闲渔业空间分布与交通、市场、景区三大

区位因素联系最为紧密，呈现出“沿路”、“环城”、

“傍景”的分布特点。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

基本分布在交通干道１０ｋｍ以内，完善的交通基
础设施可以减少游客的通勤成本，提高消费体

验；经营单位基本覆盖在城镇中心３０ｋｍ的缓冲
半径内，且在１５ｋｍ的缓冲区内形成分布最密集
带，客源市场直接影响当地休闲渔业的消费需

求；休闲渔业集聚区与景区分布有叠合特征，但

一些地区的休闲渔业与景区资源的耦合度较低，

说明海南省景区资源对休闲渔业的边缘效应仍

有发挥的潜力。不同区域的休闲渔业空间布局

受到人口规模与经济水平的影响有所差异。在

消费队伍以本地居民为主的区域，人口规模对休

闲渔业空间分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消费队伍

呈现游客依赖型的区域，两者相关性并不显著。

就经济水平而言，经济发达地区有更多的财政力

量完善休闲渔业发展所依赖的各项基础设施，引

导休闲渔业形成集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凭借

其生态、文化风情等其他区位优势，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克服经济劣势的制约，发展休闲渔业。

　　本研究从分布形态、分布均衡程度、分布密
度三个维度探讨了海南省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

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完善了海南省休闲渔业在

空间规划上的研究，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出

发探讨海南省休闲渔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在研究方法上，使用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分别对琼北
区、琼南区、琼东区、琼西区、琼中区等５个区域
进行变异系数计算，更加精细的探讨海南省不同

区域休闲渔业的空间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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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休闲渔业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聚集

性，两大集聚极分别位于海口市和三亚市。集聚

极具有辐射功能，海口市和三亚市作为两大集聚

极，形成了琼北琼南两大休闲渔业集聚圈。今后

应加强与周边市县的联合互动，提高集聚极的辐

射能力，共同牵动海南全省休闲渔业的发展。对

于海南省东部、西部沿海一带零星分布的休闲渔

业集聚区，应充分发挥当地医疗旅游和滨海度假

目的地的区位优势，提高海洋牧场示范区对休闲

渔业发展的综合推进效应，从而加快由休闲渔业

集聚散点向集聚区域升级，提高休闲渔业产业竞

争力。海南省休闲渔业空间分布受到景区禀赋

的密切影响：海口市、三亚市、琼海市等地区较为

充分地发挥了景区资源的边缘效应，因此休闲渔

业经营单位的分布与景区资源的分布存在较高

的耦合性；而文昌市、保亭县等地区虽然有着丰

富的景区资源，但是休闲渔业经营单位的分布密

度并不高，应在今后的规划中积极探索“渔业 ＋
休闲旅游”的发展模式，开设休闲渔业精品旅游

线路，提高休闲渔业与景区资源的耦合度。

本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海南省休闲渔业

经营单位可能与渔业资源配置、渔业扶持政策等

因素有关，今后可考虑在影响因子的选取和分析

上更加深入。另外，本研究只对海南省休闲渔业

空间分布进行静态分析，缺乏进一步探讨休闲渔

业空间布局的动态演化，这也是后续研究工作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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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４５（８）：１４１５

１４２９．

［１４］　赵奇蕾，徐乐俊，陈新军．中国省域休闲渔业综合发展水

平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２０２１，４２（９）：１１９１２９．

ＺＨＡＯ Ｑ Ｌ， ＸＵ Ｌ Ｊ， ＣＨＥＮ Ｘ Ｊ．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２１，４２（９）：１１９１２９．

［１５］　汪晓春，熊峰，王振伟，等．基于ＰＯＩ大数据与机器学习

的养老设施规划布局：以武汉市为例［Ｊ］．经济地理，

２０２１，４１（６）：４９５６．

ＷＡＮＧＸＣ，ＸＩＯＮＧＦ，ＷＡＮＧＺＷ，ｅｔ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Ｉ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Ｗｕｈａｎ［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２１，４１（６）：４９５６．

［１６］　吴必虎，唐子颖．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分析：以中国首批

国家４Ａ级旅游区（点）为例［Ｊ］．人文地理，２００３，１８

（１）：１５，２８．

ＷＵＢＨ，ＴＡＮＧＺＹ．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４Ａ ｇｒａｄ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３，１８（１）：１５，２８．

［１７］　谢志华，吴必虎．中国资源型景区旅游空间结构研究

［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８，２８（６）：７４８７５３．

ＸＩＥＺＨ，ＷＵＢＨ．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８，２８（６）：７４８７５３．

［１８］　李朝奎，卜璞，方军，等．基于改进引力模型的医疗服务

可达性评价［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８，３８（１２）：８３８８．

ＬＩＣＫ，ＢＵＰ，Ｆ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ｃ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８，３８

（１２）：８３８８．

［１９］　ＤＵＹＣＫＡＥＲＴＳＣ，ＧＯＤＥＦＲＯＹＧ．Ｖｏｒｏｎｏｉ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ｔｏ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ｎｅｕｒｏｎ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ｏａｎａｔｏｍｙ，２０００，２０

（１）：８３９２

［２０］　ＤＥＨＮＡＤＫ．Ｄｅｎｓ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Ｔｅｃｈ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８７，２９（４）：４９５．

［２１］　高楠，张新成，王琳艳．中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特

征及影响因素［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５）：１０６８

１０８９．

ＧＡＯ Ｎ，ＺＨＡＮＧ Ｘ Ｃ，ＷＡＮＧ Ｌ Ｙ．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ｄｔｏｕｒｉｓ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２０，

３５（５）：１０６８１０８９．

［２２］　方百寿，卢飞，宫红平．国内休闲渔业研究综述［Ｊ］．中

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５）：２０２２．

ＦＡＮＧＢＳ，ＬＵＦ，ＧＯＮＧＨ Ｐ．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５）：２０２２．

［２３］　杨威，蔡礼彬，林明裕．中国休闲渔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

影响因素研究［Ｊ］．资源开发与市场，２０２１，３７（９）：

１１１５１１２１．

ＹＡＮＧＷ，ＣＡＩＬＢ，ＬＩＮＭ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ｔ，２０２１，３７（９）：

１１１５１１２１．

［２４］　向雁，陈印军，侯艳林，等．河北省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

及影响机制［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９，３９（１１）：１８０６１８１３．

ＸＩＡＮＧＹ，ＣＨＥＮＹＪ，ＨＯＵＹＬ，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ｌｅｉｓｕｒ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ｃａｓｅｆｒｏｍ

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３９

（１１）：１８０６１８１３．

［２５］　刘东皇，季小立，朱林．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序变

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２１，３７（１４）：

１１７１２０．

ＬＩＵＤＨ，ＪＩＸＬ，ＺＨＵＬ．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２０２１，３７

（１４）：１１７１２０．

［２６］　任开荣，董继刚．山东省休闲农业资源空间分布及影响

因素分析［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１７，３８（１０）：

１８５１９１．

ＲＥＮＫＲ，ＤＯＮＧＪ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ｉｓｕｒ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８（１０）：１８５１９１．

２５５



２期 陈桂莹，等：海南省休闲渔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ＨＥＮＧｕｉｙｉｎｇ１，ＺＨＡＯＱｉｌｅｉ１，ＱＩＳｉｑｉｏｎｇ１，ＣＨＥＮＸｉｎｊｕｎ１，２，３，４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４．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
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ｇｉｖｅｆｕｌｌｐｌａｙｔ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Ｔａｋｉｎｇ７９９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ｙ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ｄｅｘ，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ｋｅｒｎｅ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ｕｓｉｎｇ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ｏｕｔｌｉ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ｂｕｆｆ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ｔｏｌｏｗｉｓＱｉｏｎｇｂｅ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Ｑｉｏｎｇｎ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Ｑｉｏｎｇｘ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ｎｄＱｉｏｎｇｚｈｏ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ｐｏｌｅｓ，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ｉｎｌ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ｆｏｕｒｇｒａｄｅｓｏｆ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ｏａｓｔａｌｔｏｉｎｌａｎｄ．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ａｓｌａｒｇｅ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ｔ，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ｌｏｃａｔｅｄｎｅａｒｔｈｅ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ｔｒｕｎｋｒｏａｄ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ｅｖｅｌａｌｓｏｐａｒ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ｓ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ｓ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