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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周边国家（地区）的旅?市场对澳门旅?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将澳

门及其周边
V

个国家（地区）组成了旅?流网络，通过对影响力、向心力、辐射力、

约束力和亲和力
T

个指标的分析，研究了该网络及澳门在
BC@R? BC@A

年间的旅?

流时空演化特徵。结果表明，澳门影响力指标逐年递减，
/

明澳门与网络中其他的

国家（地区）的旅?交流紧密程度逐年降低，目前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较小；澳门的

向心力指标虽然
BC@A

年有所回升但整体呈现了下降的特点，
/

明澳门对网络中其

他国家（地区）的旅?吸引力减弱；约束力指标在
BC@A

年有所下降，存在被其他国

家超越的可能性，
/

明澳门成为周边客源地中转地的能力较强但出现了一定的下

滑趋势；亲和力指标持续下降，
/

明澳门与其他国家（地区）的间接联越来越少，

与高质量目的地的邻接距离变大；辐射力指标虽然比较稳定，但始终处於网络的最

後一名，
/

明澳门作为客源地与其他目的地的联微弱。本研究识
,

出澳门及周

边国家（地区）网络旅?流时空演化的特徵，对澳门开拓周边国家（地区）的旅?市

场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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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澳门特
.

行政区的旅?业经历了迅猛

发展的历程，从２０００年旅客量９００多万人
次增长至２０１９年的３，９００多万，旅?产品、
旅?配套设施及服务亦在这期间不断更新

及优化，推陈出新，广受世界各地旅客的好

评①。巩固澳门在区域和国际旅?领域的

核心旅?城市地位，成为２０１７年《澳门旅?

业发展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八大关键目标

之一，也是澳门旅?主管部门持之以恒努力

的方向。基於疫情的影响，加上国家提出建

设
4

琴
!

澳深度合作区，澳门需要重新规划

旅?产业的发展（２１经济网，２０２２）。这其

１５

① 澳门特
,

行政区政府旅?局回复北京交通大学殷平教授对澳门旅业发展的建议，２０２２．５



中，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旅?交流应当予以

高度重视。

学术研究表明，入境旅?有助於推动国

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於提升旅?消费水

平，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强化国际旅?

新形象塑造具有积极的作用（唐睿，２０１８），

也是衡量旅?产业国际化水平和产业成熟

度的重要标?（董亚娟，２０１２）。对於澳门

旅?业的发展实践来
)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

旅?市场对澳门旅?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澳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旅?发展

为研究对象，从时空演化的角度对其进行旅

?客流特徵分析和规律的总结，不仅有助於

科学认识澳门在周边旅?市场网络中的地

位和作用，更能帮助理性判断澳门对周边国

家和地区旅?市场吸引力的变化，对未来澳

门旅?业?取科学策略和开展准确营销具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澳门入境旅?市场的时空特徵研究获

得了学者们的关注，呈现出研究方法多样但

研究市场集中的特点。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曾忠
#

等（２００９）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

+

地赴澳门的?客量进行了预测；李振环等

?用回归分析（２０１７）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２０２１）测算
+

地不同地区居民赴澳的入境

旅?效率；郜捷等（２０１８）运用
2

响应及

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赴澳的
+

地居民旅?

流的周期以及影响周期的因素；张维梅

（２０１５）运用地理集中指数、竞
*

态、亲景度

模型对澳门的２０个入境国家和地区进行了

分析，将不同类型的客源市场进行了分类，

(

提出相应的开发建议。然而我们观察到，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
+

地市场获得了
0

对

优势的关注，仅有张维梅（２０１５）对澳门２０

个国家（地区）的客源市场进行了讨论。但

该论文研究时间节点截至於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２

年至今已有１０个年头，不仅旅?市场和消

费热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研究方法也

发生了更迭。因此，有必要?用新的方法和

近几年的数据，对澳门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

旅?市场特徵进行深入分析。由於
+

地各

省市已经获得了较为充分且及时的分析，因

此本文选择澳门及澳门周边的８个国家和

地区，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新

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构建起包

括澳门在
+

的９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市场

网络进行研究。这８个国家（地区）在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的澳门入境旅?市场版图上，与
+

地一起?据了超过９３．３％的市场份额，对

澳门的旅?业发展至关重要。

单纯的入境旅?市场时空结构的研究

不足以满足全面解澳门在周边旅?格局

中的地位，尤其不能帮助我们解澳门在其

周边旅?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因此本文引

入旅?流的概念和相关研究方法与
+

容。

蒋依依等（２０２２）运用旅?流中心度及相关

系列指标对全球旅?流进行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梳理，得到了相应结论。本文借鉴该文

献中所?用的方法和指标，对澳门与其周边

８个国家和地区所组成的旅?市场网络进

行旅?流特徵的分析。

１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设计与方法

旅?流广义上包括旅?客流、旅?信息

流、旅?物流和旅?能流，是一个杂的系

统（唐顺铁，１９９８），狭义上是旅?客源地和

２５



目的地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旅?目的地

和客源地由旅?流相互联（保继刚，

１９９２）。目前旅?流的研究呈现
+

容丰富、

数据来源多元的特徵。研究
+

容有旅?流

的网络结构特徵和影响因素研究（李磊，

２０２１）、旅?流的时空分?机制研究（王金
伟，２０２１）、旅?流的预测研究（戴文，２０１８）
等；数据来源有网络大数据（方叶林，

２０２２）、?记（周李，２０２０）或是政府统计数
据、调研问卷。从研究尺度上来看，全球尺

度（蒋依依等，２０２２）、省域（李磊，２０２１）、市
域（卢松，２０１３）等各类尺度均有涉及，景区
（点）等微观尺度（丛丽，２０２１）也有一定的
研究。

在旅?流的研究方法上，除了ＧＩＳ空间
分析法（李磊，２０２１；王金伟，２０２１）、社会网
络分析法（方叶林，２０２２；丛丽，２０２１）等之
外，网络中心度的研究也逐步丰富，主要测

量指标有影响力、向心力、辐射力、约束力和

亲和力。部分文献?用 ＵＣＩＮＥＴ软件（周
李，２０２０）对指数进行计算和表达，本文选择
通过Ｒ语言平台 ｉｇｒａｐｈ程序包实现５个指
标的计算与表达。

１．１．１　影响力
影响力指标用以描述旅?目的地联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能力（蒋依依，２０２２），
一般?用旅?流矩阵的特徵向量中心度来

表徵。特徵向量中心度（Ｂｏｎａｃｉｃｈ，１９８７）是
指对该节点所联的节点度数之和。其计

算方法为：

假设ｘｉ表示节点ｉ的重要性，则

ＥＣｉ＝ｘｉ＝ｃ∑
ｎ

ｊ＝１
ａｉｊｘｊ （１）

这，ＥＣｉ为旅?流网络中某一节点 ｉ
的特徵向量中心度，其中 ｃ为比例常数，记

ｘ＝ ｘ１，ｘ２，ｘ３，…ｘ[ ]
ｎ
Ｔ，经过多次迭代达到

稳态时，可以写成如下矩阵形式：

ｘ＝ｃＡｘ （２）
这ｘ表示的是矩阵Ａ的特徵值ｃ－１对

应的特徵向量。

１．１．２　向心力与辐射力

向心力指标用以描述目的地对旅?流

的吸引程度，数值越大表明该目的地与规模

较大的客源地联越紧密；辐射力指标用以

描述客源地出境旅?流的辐射能力（蒋依

依，２０２２），数值越大表明该客源地与高向心

力目的地的联越密切。克莱因伯格权威

度和枢纽度（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９）用来分
.

表徵

向心力和辐射力。计算方式如下：

ａ( )ｉ、ｈ( )ｉ分.

是旅?流网络中节点ｉ

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权威度）和 Ｈｕｂ值（枢纽
度），在初始情况下，在

1

有更多可利用信

息前，这两个权值都是相同的，可以都设置

为１，即ａ( )ｉ＝１，ｈ( )ｉ＝１。

每次迭代计算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权威度）和

Ｈｕｂ值（枢纽度）。目的地ａ( )ｉ在此轮迭代

中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权值为：ａ（ｉ）＝∑ｈ（ｉ）
客源地ｈ( )ｉ在此轮迭代中的Ｈｕｂ权值

为：ｈ（ｉ）＝∑ａ（ｉ）
对 ａ( )ｉ、ｈ( )ｉ进行规范化处理，将所

有客源地的权威度都除以最高权威度以将

其标准化：

ａ（ｉ）＝ ａ（ｉ）ａ（ｉ） （３）

将所有客源地的枢纽度都除以最高枢

纽度以将其标准化：

ｈ（ｉ）＝ ｈ（ｉ）ｈ（ｉ） （４）

如此不断的重，上一轮迭代计算中的

３５



权值和本轮迭代之後权值的差?，如果发现

权值
1

有明显变化，
)

明系统已进入稳定状

态，则可以结束计算，即 ａ( )ｕ ，ｈ( )ｖ收敛，

得出权威度与枢纽度。

１．１．３　约束力
约束力指标描述旅?流的结构洞，与高

质量旅?目的地联紧密的国家（地区）更

有可能成为周边低质量客源地的中转站

（蒋依依，２０２２），从而约束作用强。该指标
?用伯特约束度来表徵。伯特约束度

（Ｂｕｒｔ，２００４）指该节点直接或间接与其他节
点的联程度，高约束度的节点之间联紧

密，网络结构洞少。结构洞是两个节点之间

的非重关，是一个缓器，彼此之间存

在结构洞的节点向网络贡献的利益是可叠

加的（本文取 ｉｇｒａｐｈ程序包中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函
数计算结果的倒数）。计算公式如下：

Ｃｉｊ＝∑（１－∑ ＰｉｑＰｑｊ） （５）

Ｃｉ＝∑ Ｃｉｊ （６）

ｉ为旅?流网络中的某一节点，ｊ为另
一节点，ｐ为 ｉｊ两节点间的连接，ｉｑｊ。
Ｐｉｑ为ｉ和所有中转节点的联强度，Ｐｊｑ为ｊ
和所有中转节点联的强度；Ｃｉｊ为ｉ对ｊ的
依赖程度，Ｃｉ为约束。
１．１．４　亲和力
亲和力指标描述旅?目的地之间的间

接联（蒋依依，２０２２），该指标用平均最近
邻接度指标表徵。平均最近邻接度（Ｂａｒｒａｔ，
ｅｔａｌ．，２００４）指一个节点与网络中所有节点
的最近邻接度的平均值，可以测量该节点与

高度或低度邻接点连接的有效亲和度。计

算方法如下：

Ｄ＝
∑
ｎ

ｉ＝１
ｄｉ

ｎ （７）

其中，Ｄ为平均最近邻接度指标，ｄ为
每个节点到旅?流网络中其他节点的距离，

ｉ为旅?流网络中的节点，ｎ为节点个数。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用欧睿信息谘询公司（
\+-$



'$)(,$- =),1-)",($)"2

）的
I"%%D$-,

数据库

（
7775D$-,"251+-$'$)(,$-5#$'

）作为数据来

源，查找
A

个国家（地区）的入境旅?市场

数据，最终寻找到
A

个国家和地区
BC@R ?

BCBC

年的连续数据。由於
BCBC

年受到新

冠疫情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所有
BCBC

年

的数据均出现了?常，不具有规律分析的价

值，因此本文仅分析
BC@R? BC@A

年
Q

年间旅

?流网络的特徵变化。限於篇幅关，本文

列出
BC@R

年和
BC@A

年的数据，详见表
@

。

在计算亲和力指标时，由於本文所构建

的旅?流网络包括
A

个国家（地区），为了

更好地反映网络中旅?目的地的亲和力，我

们将入境旅?人次进行排序，後
JR

个较小

的旅?路数据赋值为
C

，前
JR

个旅?路数

据赋值为
@

，构建亲和力计算网络，?最终

?用
(&-"D/

程序包中
9))

函数计算。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入境旅?流时空动态分析

图
@

显示了
BC@R

年和
BC@A

年澳门及

周边地区旅?流网络入境?客规模变化。

表
@

和图
@

共同显示：从整体来看，
A

地旅

?流网络的入境?客规模在
BC@R ? BC@A

年

总体增幅为
@A5@US

，从
Q


RJV5RA

万人次上

涨到
T


TBU5UJ

万人次。
BC@R

年旅?流瞃路

中大於
TC

万人次
BU

条、大於
@CC

万人次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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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国（地区）旅?入境人次表（千人）

　　　目的地

客源地　　　
澳门 香港 台湾 日本 新加坡 韩国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越南

BC@R

年

澳门
JB@5C U5R AA5Q @Q5A T@5C A5B @@5J BC5C

香港
B UUU5U @ TTQ5J @ VJA5B QRU5J RTC5U @@R5J @BQ5T J@5B

台湾
@ CUQ5T VUJ5C Q @RU5T JCQ5U VJJ5T BBA5J BAV5U QTR5R

日本
JCC5R RAB5T @ VQ@5J RUJ5T B BAV5@ TJT5B TTU5@ RRR5T

新加坡
@TT5V TBT5R JAQ5Q JR@5V BB@5R @UR5@ @ RR@5C BJ@5J

韩国
RRB5J @ CUB5C VRR5V T CAC5J QBQ5A @ QUT5@ JAA5Q @ JVA5T

菲律宾
BVU5C RUT5A VV5V JQU5A R@C5@ TTR5V BAA5T AA5A

印度尼西亚
@VB5T JRB5U VJ5@ BU@5C @ AAA5U BAT5T QQ5J RB5U

越南
@@5@ TR5T QT5B BJJ5V QBA5V BT@5Q JJ5A T@5U

BC@A

年

澳门
BUJ5R @T5Q @B@5T @U5R TB5T V5Q BU5J BQ5T

香港
B U@B5R @ TVU5C B B@R5R QJ@5C RAT5C A@5U TV5A QR5T

台湾
@ CTC5T TUA5@ Q ACJ5C JBT5C @ BRC5R JBU5J BJB5C VJQ5@

日本
J@U5T RRC5A B CQB5B URQ5R J BUB5C RVB5V QAU5A VTR5V

新加坡
@JB5C JBT5J QQB5@ QAJ5T BQR5B @TV5R @ AJU5U BUV5@

韩国
UQJ5C UVC5@ @BCT5R T TAV5V QVU5U @ AVA5J JUB5Q J VR@5U

菲律宾
JBJ5R UJC5C JT@5R R@Q5U UQR5Q TCJ5A BQU5T @R@5J

印度尼西亚
@UU5T BVT5@ @@T5Q Q@J5V B @C@5R BUV5R UC5V AR5C

越南
U5B Q@5V BJU5Q QAR5J TQC5R TTJ5V RR5U UU5B

图
@

　
BC@R

年和
BC@A

年旅?流规模变化

注：左图路径粗细代表旅?流规模大小，数值代表各国（地区）入境旅?人次，箭头代表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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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大於
BCC

万人次的
Q

条；
BC@A

年相应数

字分
.

是
BA

条、
@Q

条和
V

条。这其中大於

BCC

万人次的旅?流瞃路增长了一倍，充分

)

明该旅?流网络中大规模的相互交流越

来越密切。

从具体旅?流所承载的?客规模来看，

韩国、日本、台湾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一

直保持著优势，但东南亚大规模旅?流瞃路

?比也有大幅提升。
BC@R

年超过
BCC

万人

次的
Q

条旅?流瞃路分
.

是香港至澳门、台

湾至日本、日本至韩国、韩国至日本，均发生

在东亚地区。而
BC@A

年在原有的
Q

条瞃路

之外又增加了香港至日本、日本至台湾、越

南至韩国、印度尼西亚至新加坡
Q

条瞃路，

不仅出现了
J

个位於东南亚地区的国家，而

且增加了一条完全位於东南亚的瞃路，
)

明

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入境旅?有了显著的发

展。

对比
BC@R? BC@A

年的旅?流增幅可以

发现，韩国至越南增幅最大（增加
BQU5BB

万

人次），
)

明韩国和越南之间旅?交往越来

越密切。进一步分析可发现韩国到各个国

家的旅?流增幅都位居前列，充分
)

明韩国

近几年出境旅?增长强劲，澳门需?取针对

性的措施重视韩国市场。

X"Y

澳门入境市场变化　　　　 　　　　　　　　　　　
X0Y

澳门出境市场变化

图
B

　
BC@R? BC@A

年澳门出入境市场变化

　　具体分析澳门接待的周边
V

个国家（地

区）的入境旅?流变化特徵（详见图
B"

）。

从整体规模来看呈现了先增长後萎缩的态

势，从
BC@R

年的
TQT5@T

万人次到
BC@V

年上

升至
TRV5UQ

万人次，而
BC@A

又降至
TQR5JA

万人次，总体来看这
Q

年中小幅增长

C


BJS

。但放在整个区域
@AS

增幅的背景

下，澳门入境旅?市场显然出现吸引力不足

的现象。从不同细分市场的表现来看，
Q

年

持续增长的市场只有菲律宾，持续萎缩的

市场有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两地。整体呈现

增长但不同年份出现波动的有日本和韩国

两地，均表现为
BC@U

年迅猛增长但
BC@V

年

和
BC@A

年持续下降的特徵。越南呈现出前

三年持续下降，但
BC@A

年小幅增长。印度

尼西亚市场整体呈萎缩特徵，中间有小幅波

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香港市场，前三年呈

现稳定增长态势，但
BC@A

年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下降。

图
B0

展示了澳门出境的旅?流变化。

数据表明澳门出境旅?规模整体出现了小

幅上升，从
BC@R

年
TJ5QQ

万人次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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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

年的
TQ5CV

万人次。其中，澳门到香港

下降最多，下降了
Q5UQ

万人次。但澳门至

日本、澳门至印度尼西亚的旅?流瞃路呈现

增长趋势，分
.

增加
B5B@

万人次和
@5R

万人

次。

２．２　旅?流网络中心度空间演化规律

研究方法中介绍的
T

个指标在不同年

度的数值对比，可以表现澳门及周边
A

地旅

?流网络中心度空间演化的规律。我们将

一地
BC@R

年和
BC@A

年
T

个指标的数值分

.

作为
4

坐标和纵坐标展示在一个坐标轴

中，形成了图
J

所示的
T

个坐标轴。如果该

点在对角瞃左上位置表明该指标在
BC@A

年

优於
BC@R

年，如果位於对角瞃右下方则表

明该指标随著时间推移呈现下滑态势。

图
J

　
BC@R

年和
BC@A

年旅?流网络中心度指标变化

B5B5@

　影响力指标

从旅?流网络的整体变化来看，过去的

Q

年日本的影响力指标在全网一直保持

最大，
)

明日本在旅?流网络中始终联能

力最强。从具体客源市场的数字来看，日本

出入境的规模较大且与韩国、中国台湾这些

影响力较高的旅?国家（地区）的来往比较

紧密。影响力指标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
.

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
Q

年
+

位序一直
1

有改变，
)

明其出入境联能力也非常稳

定，
(

且一直能在网络中?据主要地位。

从影响力指标的时间演变规律来看，除

日本的影响力指标一直保持不变外，持续增

长的国家（地区）有韩国和越南，
Q

年韩国

影响力指数从
C5VT

上涨至
C5A@

；越南影响力

指标从
C5BJ

上涨至
C5Q@

，位次由
BC@R

年的

最末位上升至
BC@A

年的第
T

位，高於澳门、

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

明越南在

网络中与其他客源地联越来越紧密。影

响力呈现前三年下降但
BC@A

年上升的有中

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

明

这几个国家（地区）本来与其他国家（地区）

的紧密程度在下降，但
BC@A

年有所恢复；有

两个地区影响力指标是持续下降的，即中国

澳门和中国香港，分
.

下降了
C5CU

和
C5@B

，

)

明这两个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旅?

紧密程度在过去的几年持续下降。

从澳门的影响力指标来看，澳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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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指标在
BC@R? BC@A

年，呈现逐年递减的趋

势，从
C5BV

下降到
C5BB

，与影响力最强的日

本的差距在一直增大，充分
)

明澳门与其他

V

个国家（地区）的紧密程度逐年降低，在网

络中的影响力不断降低。结合之前数据来

看，出入境旅?人次也是不断减少。结合同

样逐年下降的中国香港，
)

明港澳地区在澳

门周边国家（地区）的旅?流网络，其旅

?流的影响力是不断下降的。

B5B5B

　向心力指标

从总体来看，向心力指标在这
Q

年
+

最

大的依旧是日本，
)

明日本在网络中吸引力

最为强大。越南、菲律宾向心力指标整体呈

现持续增加态势，
)

明近年来部分东南亚地

区对旅?市场的吸引力越来越强；香港地区

展现了向心力持续下降的规律，
)

明香港地

区在周边旅?地所形成的市场中吸引力越

来越弱。中国台湾呈现了前三年吸引力下

降但
BC@A

年上升且整体呈现增大的特点，

)

明中国台湾旅?吸引力整体是增强的。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则呈现出前三年下降、

BC@A

年上升、但整体下降的特点，
)

明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的吸引力整体是减弱的规

律。

从澳门的向心力指标来看，其数值在

BC@R? BC@V

年的
J

年间不断下降，虽然
BC@A

年数值有所回升，但整体看是下降的特点。

向心力指标由
BC@R

年的
C5JJ

、位次第
B

，下

降到
BC@A

年的
C5BU

、位次第
Q

。这
)

明澳门

在周边旅?目的地网络中对旅?客源地的

吸引力是减弱的。取代澳门较强吸引力的

是越南，这一趋势需要引起当局的重视。

B5B5J

　辐射力指标

从总体来看，
BC@R? BC@A

年这一段时间

辐射力指标最高的国家都是韩国，
)

明作为

客源国韩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联极为

紧密，越南呈现了前两年下降但後两年上

升，是这
A

个国家（地区）中上升最快的，
)

明越南作为客源地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联

整体趋向更加紧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地区）呈现了

相同的规律，即前三年数值下降、
BC@A

年上

升但整体下降，
)

明这些国家（地区）的辐

射力减弱；而日本、菲律宾也呈现出前三年

数值下降、
BC@A

年上升但整体小幅上升的

趋势，
)

明这些国家辐射力变化不大，作为

客源国与其他国家（地区）联十分稳定。

澳门的辐射力指标整体看变化不大，

BC@U

年有小幅下降後则一直稳定在
C5CB

。

从该数值的表现来看虽然比较稳定，但从位

次来看一直处於整个网络的最後一名，
)

明

作为客源地澳门的辐射力在
A

个国家（地

区）是最小的，即出境规模最小，且与高

质量的旅?目的地国家（地区）的联程度

最为散。这当然是跟澳门人口规模小有

关，但也一定程度上
)

明澳门出境?的目的

地选择比较单一。

B5B5Q

　约束力指标

从整体来看，除越南外，旅?网络中的

A

个国家（地区）的约束力指标都在
C5Q h

C


RT

之间，
)

明除越南外的
V

个国家（地

区）在这个网络中转能力相当。管如

此，依然能从数值的变化中窥见演变的特

徵。首先，越南的约束力指标在这
Q

年
+

一

直排名第一，
(

且有著最大的增长幅度，从

C5RA

上升至
C5UT

，充分
)

明越南在旅?流网

络局部结构中的地位增强，已经成为网络中

周边国家（地区）的重要中转枢纽。其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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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能力整体增强的有中国香港、印度尼西

亚、日本和菲律宾，约束力指标保持不变的

是新加坡，基本不变的是中国台湾，管

BC@U

年和
BC@V

年约束力有所提高，但
BC@A

年又恢复到
BC@R

年的水平。出现下降趋势

的是韩国和澳门。

BC@R? BC@A

年，澳门约束力指标从
C5RR

下降至
C5RQ

，但约束力指标的排名一直稳居

第二，
)

明在这
J

年，澳门在周边国家（地

区）的网络中中转能力很强，但有下降趋

势，若任其继续发展，可能会被中国台湾、菲

律宾赶超，这一现象需要引起管理人员的重

视。

B5B5T

　亲和力指标
从整体来看，亲和力指标持续上升的国

家（地区）有越南、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和

中国台湾。
)

明这几个国家（地区）在网络

中具有越来越强的亲和力，即与高质量目的

地的邻接距离小，与其他国家（地区）的间

接联紧密；亲和力指标整体下降的有新加

坡和韩国，
)

明这两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地

区）的间接联整体越来越弱；持续下降的

只有澳门。

澳门亲和力指标呈现的是持续下降的

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由
BC@R

年的
@@5AT

下降至
BC@A

年的
@@5UR

，位次也由
BC@R

年

的全网第
B

位下降至
BC@A

年的第
R

位。这

)

明澳门与其他周边国家（地区）的间接联

越来越少，与高质量旅?目的地的邻接距

离变大。

３　结论与不足

３．１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将澳门及其周边
V

个国家（地

区）组成了旅?流网络，通过对影响力、向

心力、辐射力、约束力和亲和力
T

个指标的

分析，研究了该网络
BC@R? BC@A

年间的旅?

流时空演化特徵。数据分析不仅识
.

出了

该网络旅?流时空演化的特徵，更对澳门在

网络中的各项指标进行了著重的分析，得到

以下结论：

第一，从澳门接待入境?客的变化来

看，入境市场整体规模呈现了萎缩态势，
Q

年仅增加
@B5Q

万人次，增加
C5BJS

。然而

整个网络的入境市场在
Q

年出现了
@AS

的整体增幅。周边入境市场非常活跃且规

模增大，但澳门入境市场
(1

有跟上周边市

场快速的增长速度，
)

明澳门的入境旅?发

展已经进入停滞时期。整个网络中东南亚

国家表现抢眼，接待入境市场规模逐年增

大，带给澳门越来越强的竞
*

压力。从澳门

入境旅?的细分市场来看，新加坡、中国台

湾等市场持续萎缩，需要澳门迅速反应做出

针对性的促销，制止颓势；日本、韩国以及印

度尼西亚市场出现波动，澳门也要?取不同

的营销方案，以激发这些市场的兴趣；澳门

最大的市场中国香港虽然前三年有稳定增

长，但
BC@A

年出现大幅下降。需要持续关

注中国香港的市场表现，从而判断
BC@A

年

的下降是偶发现象还是趋势的开端，从而?

取不同的措施提振市场。

第二，作为旅?流网络中目的地的澳

门，网络中心度几个指标的变化表徵著澳门

的地位和作用变化。影响力指标呈现逐年

递减的趋势，在网络中的位次由第
R

位下降

至倒数第
B

位。这
)

明澳门与其他网络中

的国家（地区）的旅?交流紧密程度逐年降

低，目前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较小。结合相邻

９５



地区中国香港也是逐年下降的表现，
)

明在

本文构建的旅?流网络，港澳地区其与周

边国家（地区）的旅?联程度不断下降；

在入境旅?的吸引力方面，澳门的向心力指

标虽然
BC@A

年有所回升但整体呈现了下降

的特点，这
)

明澳门对网络中其他国家（地

区）的旅?吸引力减弱；从中转能力来看，

澳门的约束力指标一直比较稳定，虽一直处

於整个网络排名中的第
B

位，但一直有下降

趋势，
)

明澳门成为周边客源地中转地的能

力较强但出现了下滑的特徵；从目的地之间

的间接联来看，澳门的亲和力指标持续下

降，这
)

明澳门与其他国家（地区）的间接

联越来越少，与高质量目的地的邻接距离

变大。直接联与间接联的紧密程度下

降、吸引力下降以及中转能力下降，是澳门

入境旅?市场萎缩的另一面的反映。在今

後的发展中，应分析其他
V

个国家（地区）

?客的偏好和市场发展的趋势，有针对性的

开发产品、设计不同的促销方案，从而促进

入境旅?的发展，重塑澳门旅?的形象和地

位。

第三，旅?流的辐射力指标用於
)

明澳

门作为网络中客源地的表现。辐射力指标

在
BC@R? BC@A

年比较稳定，
)

明澳门作为客

源地在
Q

年与高质量目的地之间的联

比较稳定。然而细细地分析该指标会发现，

在这一段时间澳门的辐射力指标位次始

终处於网络的最後一名。因此虽然澳门作

为客源地与其他目的地的联比较稳定，但

联非常弱。结合澳门的出境旅?市场表

现来看，澳门出境规模在
Q

年缓慢增长，

仅日本、印度尼西亚的瞃路出现明显的增长

趋势。旅?交流效应是双向的，澳门前往日

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客规模增长，可相应的

树立起澳门?客的美好形象，?进一步激发

这些国家居民对澳门的好奇与往，激发他

们前往澳门旅?的动机。

最後，从旅?流中心度指标的位次变化

来看，澳门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联程度

排在第
V

位；与其他国家（地区）的间接联

排在第
R

位，但澳门的中转能力很强，在

这
Q

年中稳定排在第
B

位；澳门在网络中的

吸引力虽然持续下降，但位於网络中的第
J

位，
)

明澳门对其他国家（地区）的吸引力

还比较强。根据这些指标的位次变化表现

来看，澳门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进一步夯实中

转能力和吸引力，强化与其他国家（地区）

的直接联和间接联。除旅?外，还可以

通过加强商务、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促进整体

的联，从而强化旅?市场的联。

３．２　不足与展望

本文尝试通过刻画澳门及周边
V

个国

家（地区）组成的旅?流网络的时空特徵变

化，从不同角度展现澳门在东亚、东南亚的

国际旅?地位和作用，获得了一定的结论。

但由於数据获取渠道的有限和不同平台数

据口径的不统一，本文只?集了
BC@R? BC@A

年的连续数据。如果有时间跨度更长的数

据，研究
+

容将更丰富，规律观察也更充分。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持续关注该旅?流网络

的发展和数据变化，
@C

年、
BC

年不断回头总

结规律，以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加严谨和有

)

服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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