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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新疆14个地州市为基本单元，利用核密度和莫兰指数分析了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展的空间分布特

征并绘制了核密度图和空间联系局部指标(LISA)图。同时，通过构建最小二乘模型(OLS)和地理加权回归

模型(GWR)研究了体育资源禀赋、软硬件设施、交通设施、经济效益对新疆体育旅游发展的影响机制及

其空间分异特性。结果表明：1) 新疆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现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单核聚集，各地

州市体育旅游发展空间特异性明显。2) 软硬件设施水平对新疆体育旅游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经

济效益、体育资源禀赋、交通设施。3) 软硬件设施、经济效益、体育资源禀赋及交通设施对新疆全域体

育旅游发展影响大小的评价指数具有空间分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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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14 cities of Xinjiang as the basic spatial uni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aggregation of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by using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Moran’s I to calculate 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and draw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ap and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linkage 
(LISA) map. Then,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model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odel were construct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ports resource endowment, hardware and software facilities,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nd eco-
nomic benefits in Xinjiang in order to uncover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s region-wide sports tour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patial dis-
tribution of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in Xinjiang shows a mono-core aggregation with the central 
city as the core, The spatial specificity of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ach prefecture is obvious. 
2) The level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facilities has the greatest degree of influence on the devel-
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in Xinjiang, followed by economic benefits, sport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3) The evaluation indices of the impact size of hardware and soft-
ware facilities, economic benefits, sport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wide sports tourism have spatial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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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旅游是以旅游为主、体育为辅，以参加或参观体育活动为目的的一种非商业性旅游。随着社会

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休闲时间与日俱增，体育健身意识不断提高，体育旅游产业迅速发展，

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与体育业必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后，体育强身理念深

入人心，发达地区体育设施、旅游设施及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中国体育旅游市场进入多元化发展时代。 
近年来，体育旅游发展也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

域，体育业和旅游业发展迅速，在新疆全域分布着众多旅游景点和体育项目，在开展体育旅游方面具有

广阔空间。首先新疆地区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拥有许多历史和文化遗产。其次新疆地区分布着众

多举世闻名的自然景观，并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了大量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此外，新疆独特的

冰雪气候及众多天然雪山为冰雪项目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天然条件。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与国家旅游局

联合制定了《“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方案要求新疆地区中心城市加强体育部门与旅游

部门之间的协同发展，逐步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加快扩大体育旅游产业群，提高体育旅游消费经济，

满足社会不同阶级人士的体育需求，为支撑体育业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自此新疆体育旅游进

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成为了新疆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随着体育旅游产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体育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受到大量学者的重视。

学者 Turco [1]研究发现游客体育旅游活动受游客爱好、经济条件、工作生活需求、项目举办方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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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韩鲁安[2]等学者对体育旅游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功能与作用进行了研究。张

雷[3]等学者就目前国家政策扶持建设的体育特色小镇的资源的利用开发现状及路径进行了探讨。但这

些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很少。为了满足社会对体育旅游发展定量化描述和分析的需要，

有必要将区域旅游发展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引入体育旅游发展研究中来。OLS 模型因其技术路线成熟，

适用范围广，能较好表现因素影响能力的优势最早被国内外学者用于区域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和驱动机

制的实证研究中。李一曼[4]等利用 OLS 模型探讨了 1996~2016 年浙江陆路交通水平与区域旅游发展之

间的关系。Cao Ruili [5]借助 OLS 模型分析了影响安徽省入境旅游发展效率的关键因素。随着研究的不

断深入，许多学者发现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还具有空间特异性。Jin C [6]等人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GIS)发现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Yan Zhang [7]等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研究

了中国大陆 299 个城市的国际和国内游客分布的空间特征和影响机制，指出国际和国内游客分布都存

在着显著的邻近效应。崔丹[8]等运用基尼系数、核密度曲线等方法，考察了京津冀地区 2001~2019 年

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过程，发现旅游中心城市和部分旅游节点城市逐步成为区域旅游经济

增长的主要载体。此后，国内外学者考虑到区域旅游发展存在空间效应，逐渐将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引

入区域旅游发展的实证分析中，关注旅游发展区域差异的变异规律。薛明月[9]等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

分析(ESDA)、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结合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定量分析了黄河

流域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分异；Cheng Jin [10]等采用半参数 GWR 模型探讨了江苏地区旅游经

济与影响变量之间的时空关系。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知，国内外学者针对体育旅游发展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较少，且多以定性分析为

主。此外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热点城市群，鲜有对以旅游业为支柱性产业的新疆地

区进行实证研究的。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相关的指标体系评价新疆 14 个地州市的体育旅游综合发

展水平，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和莫兰指数对新疆各地州市的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并运用 OLS 模型和 GWR 模型对新疆体育旅游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

个方面：第一，以新疆体旅融合战略为切入点，探索新疆体育旅游发展道路，对加速新疆旅游产业发展、

拉动新疆地区经济水平提高具有现实意义。第二，引入新疆体育旅游资源兴趣点数据(POI)，运用核密度

估计可视化了新疆地州市体育资源分布情况，探明各地州市体育资源开发的关系。第三，运用地理加权

回归模型对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新疆 14 个地州市体育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空

间分异特性，对推动全域体育旅游高质量协调发展具有实践意义。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赋权方法，其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研究对

象整体的影响来决定指标所占权重的值。信息熵越大说明指标携带的信息越少，权重越小，该指标对整

体的影响越大，信息熵越小说明系统携带的信息越多，权重越大，该指标对整体的影响越大。 
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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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x 表示第 i个对象的第 j个指标的数值，正向指标(positive index)越大越好，负向指标(negative index)
越小越好。为方便起见，归一化后数据结果仍记为 ijx  [11] [12]。 

然后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对象占该指标的比重，公式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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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接着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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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1 lnk n= ，且满足 0je ≥ ，并计算信息熵冗余度，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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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计算各项指标的权值，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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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计算综合得分，公式为： 

1i j ij
ms w p
=

= ∑                                      (6) 

2.1.2. 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是一种空间分析方法，通过核密度函数对研究区域内样本点赋以不同的权重，呈现出平

滑的密度图以揭示区域密度属性。其对全域的体育旅游资源分布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具有明显

优势，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各地区体育旅游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的差异化特征。其具体公式如下： 

( ) 21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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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τ=

− =  
 

∑                                 (7) 

其中 ( )k ⋅ 代表核函数，n 代表样本点数， is s− 表示点状对象与估计点之间的距离，τ 表示带宽[13] [14]。 

2.1.3. 莫兰指数 
莫兰指数是研究某一区域内某一地理现象或属性值之间相互依赖性的一个重要研究指标，包括全局

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 
1) 全局莫兰指数 
全局莫兰指数主要用于研究观测值在区域内的整体空间分布情况，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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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w 代表区域单元 i 与区域单元 j 间的空间权重；n 代表地区总数； ix 表示区域位置 i 处的观测值，

x 为区域观测值的均值。 
2) 局部莫兰指数 
全局莫兰指数不能有效反映局部地区观测值的空间相关性，当全局空间自相关不显著时，局部区域

也可能存在空间正相关或负相关。因此进一步采用局部莫兰指数分析局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计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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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I 代表 i 地区的局部莫兰指数值， ijw 代表区域单元 i 与区域单元 j 间的空间权重；n 代表地区总数；

ix 表示区域位置𝑖𝑖处的观测值， x 为区域观测值的均值。 
莫兰指数值的范围是 [ ]1,1− ，该数值大于 0 时表示空间成正相关现象；小于 0 时表示负相关现象；

而等于 0 时则表示独立的随机分布[15]。 

2.1.4. 最小二乘回归分析 
最小二乘法是一种通过最小化误差的平方和寻求数据最佳函数模型探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

响程度的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 )2 2
1 1 2 2 ˆ, min mini i i k ik i i i iy x x x y y eβ β β= + + + + − = ∑∑                  (10) 

其中，{ }1 2, , ,i i ikx x x 表示个体 i 的 k 个自变量， iy 为因变量， ie 为随机误差。在统计意义上，最小二乘

回归可给出最好的拟合结果。 

2.1.5. 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在线性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将变量的空间特征纳入到模型之中，从局部的视

角研究变量间的空间非稳定性。其回归系数 jβ 是可以随着要素的空间位置 i 不断变化的，常用来探索影

响因素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空间变异特征及规律。其公式如下： 

( ) ( )0 1, , 1,, 2, ,i i i j i i ij i
p
jy u v u v x i nβ β
=

= + + =∑                      (11) 

其中，( ),i iu v 代表第 i 个样本空间单元的地理坐标，其中 ( )1 2; , , ,i i i ipy x x x 为在地理位置 ( ),i iu v 处的因变

量 y 和自变量 1 2, , , px x x 的观测值， ( ),j i iu vβ 为观测点 i 处第 j 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i 为独立同分布

的随机误差，通常假定其服从正态分布[16] [17]。 

2.2.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2.2.1. 指标选取与权重的确定 
本文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对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从需求层

面来看，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有效促进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激发了居民

对体育和旅游产业的消费需求，加快了体育旅游的发展。从供给层面来看，一方面，体育旅游发展离不

开优质的体育资源和现有的旅游产业规模。丰富的体育资源是体育旅游的天然依托和重要基础，而现有

旅游产业规模和消费群体则能有效引领和带动体育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另一方面，交通、住宿、餐饮

等基础服务设施为体育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便捷的交通和优越的旅游服务体系能带给游客更好的

旅游体验，为体育旅游吸引更多游客，能有效促进体育旅游的发展[18] [19] [20]。 
综上所述，本文在遵循指标选取的可得性、可比性、可量化原则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系统考虑了

经济效益、体育资源禀赋、软硬件设施、交通设施 4 个方面，构建如表 1 所示的新疆体育旅游产业发展

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公式(1)~(5)所列计算步骤计算二级指标熵值权重，使指标体系更为客观合理。 

2.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有经济数据均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网站上的统计公

报(https://www.xinjiang.gov.cn)。体育旅游资源设施的兴趣点数据(POI)利用爬虫工具从高德地图开放平台

抓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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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and entropy weight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ports tourism in Xinjiang 
表 1. 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及熵权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软硬件设施 
住宿服务 0.2374 
餐饮服务 0.2600 
旅行社 0.5026 

交通设施 
公交站点密度 0.3290 
火车站点密度 0.1745 

飞机航站楼密度 0.4965 

体育资源禀赋 

商场 0.2954 
特色商业街 0.3079 
体育休闲服务 0.2804 
风景名胜 0.1164 

经济效益 
常住人口数 0.2474 
平均工资 0.3629 

地区生产总值 0.3897 

3. 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展空间分布特征 

3.1. 新疆全域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 

为了探寻新疆全域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本文根据公式(7)对新疆各地州市体育旅游资源设

施兴趣点数据进行了高斯核密度分析，并利用 ArcGIS10.2 软件绘制出新疆体育旅游资源核密度图(图 1)。
由图 1 可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旅游资源呈现单核聚集模式，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及其周边地州市，

聚集程度以乌鲁木齐为核心向四周逐渐减弱。高密度区域集中分布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北疆地区，

克拉玛依市、昌吉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塔城地区聚集连贯形成圆状区域，且聚集连贯区域范围较大，

基本实现了地区间协同发展。而低密度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较差的新疆南部。 
 

 
Figure 1. Xinjiang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ap 
图 1. 新疆体育旅游资源核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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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展水平空间相关性 

根据 Tobler 提出的地理学第一定律：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相关性，但离的较近的事物总比离的较远

的事物相关性更高。因此本文采用 Moran’s I 计算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量化分析了新

疆十四个地州市的体育旅游产业在地理空间分布的相关性。 
本文根据 2.2.1 中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依据公式(6)测算了新疆各地州市体育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分，

并在此基础上由公式(8)计算得到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结果如表 2 所示。Moran’s 
I 为正，且通过 5%显著性水平下 Z 检验。基本可以认为新疆体育旅游发展于新疆全域出现聚集分布现象。 
 
Table 2. Xinjiang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global Moran’s I results 
表 2. 新疆体育旅游发展水平全局莫兰指数结果 

Moran I 指数 Z 得分 P 值 

0.1512 4.85091 0.000001 
 

全局莫兰指数说明了体育旅游发展在新疆全域空间的集散特征，但不能反映某一地州市与邻近地州

市体育旅游发展的集散特征，为此需要局部莫兰指数参与帮助说明。由公式(9)计算新疆各地州市体育旅

游发展水平的局部莫兰指数图，对全域体育旅游发展进行聚类与异常值分析，并利用 ArcGIS10.2 软件绘

制出新疆体育旅游发展水平 LISA 图(图 2)。如图 2 所示，新疆体育旅游发展水平在乌鲁木齐市及其周边

地区呈现“低–高”与“高–高”型聚集，在新疆南部个别地区呈现“高–低”和“低–低”型聚集。

其余地区体育旅游发展空间关系不显著，与周边地区基本没有相关性。 
 

 
Figure 2. Xinjiang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LISA map 
图 2. 新疆体育旅游发展水平 LISA 图 

4. 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展驱动机制 

本文选取体育资源禀赋、软硬件设施、交通设施、和经济效益 4 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以各地区体

育旅游收入衡量各地区体育旅游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探寻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

展驱动机制及产生空间差异与联系的原因。 

4.1. OLS 模型及结果 

我们首先选择简便易操作，适用范围广的 OLS 模型构建模型，探究新疆体育旅游发展的驱动机制。

先对每一个自变量做线性回归分析，研究体育资源禀赋、软硬件设施、交通设施、和经济效益四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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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体育旅游收入的影响。由线性回归分析散点图(图 3)可知，四个指标均对体育旅游收入均起着正向

的促进作用。其中软硬件设施的斜率最大，对体育旅游收入的影响最强。 
 

 
Figure 3. Scatterplot for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图 3. 线性回归分析散点图 

 
由线性回归分析可知，体育资源禀赋、软硬件设施、交通设施、和经济效益与体育旅游收入之间的

都存在较强相关性。因此，本文根据公式(10)对 4 个自变量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标

准差分布图(图 4)可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标准差分布的值域范围合理。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standard deviation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ap 
图 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标准差分布图 

 
多元回归模型参数结果如表 3 所示，OLS 模型的拟合优度 R2 为 0.711188，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

力约为 71%，拟合效果良好。软硬件设施、交通设施、体育资源禀赋及经济效益的变量系数分别为

12648.623920、395.824681、3561.101922 及−3993.602118。影响强度从大到小为软硬件设施、经济效益、

体育资源禀赋、交通设施。软硬件设施水平对新疆体育旅游发展起基础性决定作用。经济效益对新疆体

育旅游发展有抑制作用。这是由于一个地州市体育旅游的发展还受到邻近地区经济水平影响，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对指标解释力的判断是不够完善的。针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指标解释力的判断不够完善的问

题，本文对模型进行了空间异质性检验和鲁棒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Koenker
值显著，某一变量的空间异质性的明显；体育资源禀赋、交通设施、和经济效益的 robust 值不显著，回

归分析模型稳健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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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Parameters and test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inear model for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表 3. 新疆体育旅游开发多元线性模型参数及检验结果 

模型参数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概率[b] Robust_SE Robust_t Robust_Pr[b] VIF[c] 
截距 97134.46 24191.42 3.982321 0.000133 22490.84 4.318846 0.000039 …… 

软硬件设施 12648.62 2385.833 5.301554 0.000001 4711.876 2.684413 0.008478 7.149080 
交通设施 395.8246 2234.268 0.177161 0.859731 2507.073 0.157883 0.874857 2.994774 

体育资源禀赋 3561.101 2214.367 1.608180 0.110895 2986.413 1.192434 0.235857 9.361337 
经济效益 −3993.60 1387.191 −2.878912 0.004863 1803.451 −2.214415 0.029019 2.554163 

拟合优度 R2 0.711188 
Koenker 值

(Prob (>卡方)) 
25.476078 (0.000040*) 

4.2. GWR 模型及结果 

莫兰指数结果显示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展存在空间异质性，这与 OLS 估计空间是均质的假设不符，

该样本数据建立在 OLS 模型上的推论需要进一步研究。接下来我们将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新疆地区

体育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4.2.1. 模型构建 
根据公式(11)，在 ArcGIS10.2 环境中以体育旅游收入作为因变量，以软硬件设施、经济效益、体育

资源禀赋及交通设施四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依据 AICc 值最小原理确定最佳带宽，选择高斯核为函数，

建立 GWR 模型，模型结果如表 4 所示。对比表 3 和表 4 发现，GWR 模型 R2 (0.863524)较 OLS 模型 R2 
(0.711188)有所提高，拟合度有较大提升。 
 
Table 4. GWR model parameters and test results 
表 4. GWR 模型参数及检验结果 

 带宽 AICc 值 R2 值 
值 348616 2805 0.863524 

 

从地理加权回归标准化残差空间分布图(图 5)来看，新疆各地区标准化残差值落在−3.65~5.84 区间内，

标准化残差均值为 0，大部分地区标准化残差在均值附近分布，仅有少数地区的标准化残差偏大或偏小，

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Figur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tandardized residuals from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s 
图 5. 地理加权回归标准化残差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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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 
在 GWR 模型下，不同影响因素在不同空间单元的回归系数揭示了区域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因

此本文根据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运用 ArcGIS10.2 软件绘制出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展 GWR 模型软硬件设

施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图 6)、体育资源禀赋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图 7)、交通设施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图
8)、经济效益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图 9)，探究软硬件设施、体育资源禀赋、交通设施、经济效益对新疆

体育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特异性。 
1) 如图 6 所示，软硬件设施对新疆体育旅游发展影响的相关系数为 634.337851~31811.309718，均为

正数且呈现出以新疆中部的阿克苏地区与和田地区为核心向东西扩散并逐渐递减的趋势。在新疆最西的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的部分地区及东部阿勒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吐

鲁番的部分地区影响力达到最弱。 
 

 
Figure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WR model software and hardware facility regression coefficient 
图 6. GWR 模型软硬件设施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 

 
2) 如图 7 所示，新疆体育资源禀赋对体育旅游发展影响的相关系数为−7557.706763~10674.335762，

由新疆东部和西部向中部地区逐渐递减。体育资源禀赋对体育旅游发展的影响在新疆地区呈现两极化，

新疆东部所有地区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新疆中部阿克苏、和田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部分地区呈

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新疆中部阿克苏、和田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部分地区体育资源禀赋丰富，但

经济不发达，软硬件设施不完善，体育旅游发展受限。 
3) 如图 8 所示，交通设施对新疆体育旅游发展影响的相关系数为−3267.003331~13946.649399，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负相关关系，在新疆西北角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与伊宁最高，并以此为核心向外逐

渐递减。从新疆全域来看，大部分地区体育旅游发展与交通设施呈现负相关关系，体育旅游水平与交通

设施水平发展不协调，未能实现交通设施在体育旅游方面的有效利用。 
4) 如图 9 所示经济效益对新疆体育旅游发展影响的相关系数为 1235.608557~7546.968990，存在相当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空间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哈密地区的影响最大，且呈现自南向北逐渐减小的

趋势。这表明：新疆北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软硬件设施较为完善，交通较为发达，已经初步实现体育

旅游协调发展。而南疆地区体育旅游发展较为滞后，软硬件设施不完善，经济效益的作用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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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WR model sports resourc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图 7. GWR 模型体育资源禀赋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 

 

 
Figure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WR model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regression coefficient 
图 8. GWR 模型交通设施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 

 

 
Figure 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WR model economic benefits regression coefficient 
图 9. GWR 模型经济效益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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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及全局和局部 Moran’s I 指数分析了新疆地区体育旅游发展的空间分异特

征，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了新疆体育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

时空分异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5.1. 结论 

1) 新疆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现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的单核聚集，初步形成了以乌鲁木齐市为中

心的体育旅游城市群。高密度区域集中分布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北疆地区。而低密度区域主要集中

在经济基础较差的新疆南部。 
2) 新疆各地州市体育旅游资源空间特异性明显，存在显著的分级特征。空间联系程度高的地州市主

要集中在乌鲁木齐附近，形成大范围高–高和高–低聚集区。而其他地区较为独立自主的发展，与周边

地区基本没有相关性。 
3) 新疆各地区体育旅游发展是体育资源禀赋，软硬件设施，交通设施，经济效益共同作用的结果且

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性。软硬件设施水平对新疆体育旅游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在体育旅游产业发展

中起基础性决定作用，其次为经济效益、体育资源禀赋、交通设施。软硬件设施回归系数在新疆全域均

为正，呈现出由新疆中部向东西两边逐渐递减的趋势；经济效益回归系数在新疆全域均为正，呈现出由

新疆南部向北部逐渐递减的趋势；体育资源禀赋回归系数由新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减

小，在新疆东部和西部为正、在新疆中部为负；交通设施回归系数以新疆西北部为核心向外围逐层递减，

除新疆西北部小片区域为正值外其余地区均为负值。 

5.2. 建议 

为了加强新疆各地州市的体育旅游发展空间联系，推动区域体育旅游要素的流动，引导新疆全域体

育旅游产业互联合作，促进新疆全域体育旅游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本文依据新疆体育资源空间分布和

体育旅游发展驱动机制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 政府应借鉴乌鲁木齐体育旅游城市群成功案例，加快建立体育旅游城市群的步伐，将邻近地州市

之间的城市进行产业结构的分配和调整，争取在西北与东南方位地区各发展一个体育旅游城市群，促进

新疆全域体育旅游发展。 
2) 政府需要加大对体育旅游市场的扶持力度，引进相关人才、引导企业投入、完善政策制度以及拓

宽融资渠道，加快各地州市体育旅游软硬件设施建设，多加开展与人民生活贴近的多元的体育旅游活动，

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提供良好的土壤。 
3) 新疆各地州市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加快软硬件设施建设、交通设施建设、体育资源禀

赋建设，促进体育旅游资源快速开发。并且各地州市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兼顾自身优势的同时，适

当调整发展重心，实现各地州市体育旅游协调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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