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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利用互联网数据来研究城市实体空间问题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新切

入点。本文基于互联网消费平台点评数据、互联网地图实时交通数据和城市兴趣点等数据，在建立住宿业竞争力

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计算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和排名，并探求住宿业竞争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布

局模式。研究发现：①武汉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总体较为集中。价格、人气、周边商业和商务服务是酒店之间竞争

力差距的主要因素；②武汉高端酒店竞争力投射在空间上总体呈现点状聚集与线形延伸并存的格局，竞争力高分

酒店主要集中在二环线内的武昌和汉口；③随着酒店竞争力等级的下降，酒店空间格局呈现由城市中心向四周递

减的圈层式发展规律，高等级酒店大多出现在新兴商业区；④本文归纳了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分布模

型，得出中央活动区新兴商圈顶级高端酒店、中央活动区传统商圈中级高端酒店、交通门户周边中级高端酒店等7

种住宿业空间格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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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住宿业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环节 (霍云霈等,

2006)，作为城市商业与社会中心的标志，代表区域

进步与投资机会(黄杉等, 2013)，其中，以四、五星级

酒店为代表的高端酒店已成为城市的“名片”和标

志性建筑，引领经济、文化和时尚的潮流。高端酒

店的竞争力体现在档次、品位、特色和数量等方面，

是一个城市吸引投资和旅游的重要亮点(赵子军,

2007)。旅游竞争力研究虽然是近年来的热门领

域，但住宿业往往仅作为一个评价因子纳入旅游竞

争力评价体系，专门的住宿业竞争力评价研究较少

且缺乏高水平成果。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研究内

容主要集中于概念、特征探讨(任晖等, 2014)、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李婧等, 2011)、核心竞争力培育(张

俐俐等, 2006)等方面，较少关注住宿业竞争力的空

间格局；研究视角主要从供给的角度，综合酒店的

规模、增速、效率，财务实力，盈利能力等因素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较少从需求的角度考虑消费者的直

接关切；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旅游上市公司、星级

酒店等，多将同一级别或同一类型酒店视为一个整

体，对其内部竞争力差异的关注不足。

住宿业的空间格局与城市经济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直接影响城市的发展(梅林等, 2011)。国外

有关住宿业空间格局的研究源于 20世纪 70、80年

代，主要关注住宿业空间格局演化(Urtasun et al,

2006; Gutiérrez et al, 2017)、空间格局影响因素(Rit-

ter, 1986; Shoval et al, 2001; Chou et al, 2008)、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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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微观选址(Choocharukul et al, 2008; Shoval et al,

2011; Adam et al, 2014)等方面。国内对城市住宿业

空间格局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90年代，研究样本包

含旅游饭店、五星级酒店以及经济型酒店等，研究

视角主要集中于探寻酒店在城市内部的区位特征

(胡志毅等, 2002; 粟丽娟等, 2016; 赵艳楠等, 2016)、

阐释酒店区位格局的动态演变(闫丽英, 李伟等,

2014)、剖析酒店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闫丽英, 韩会

然等, 2014)，以及分析酒店的空间可达性(姜海宁

等, 2012)等。总体而言，有关住宿业空间分布格局

的研究较多，但结合竞争力评价探求住宿业竞争力

空间格局的研究尚不多见。并且，现有研究的数据

大多源于旅游统计年鉴和政府官方数据，对互联网

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不足。

随着互联网消费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消费

者发布和获取消费信息的重要途径 (丁于思等,

2014)。开源互联网数据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数据

来源：一方面，互联网消费平台产生了大量结构化

的数据；另一方面，消费者在互联网留下了大量非

结构化的评价信息。如何获取并利用这些数据，更

高效合理地开展城市研究，是地理学、城市规划学、

旅游学等专业共同关注的课题。鉴于此，本文基于

互联网消费平台点评数据、互联网地图实时交通数

据和城市兴趣点数据(Point of Interest, POI)，尝试从

需求的角度，构建高端酒店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以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为例，探求表征同等级、

同类型酒店竞争力差异的方法并阐释其空间分布

特征和模式，一方面有助于解决传统住宿业研究中

竞争力水平较难衡量和数据获取困难的问题；另一

方面也是对使用网络数据进行指标量化评估的一

次探索，可为城市住宿业的布局和规划、酒店选址

和类型确定等提供重要依据。

2 研究区域、对象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与对象

本文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的选择步骤为：首

先，为考察武汉境内高端酒店的空间分布及其竞争

力格局，从大众点评网爬取了武汉境内所有高端酒

店(共 255家)的经纬度坐标及其他信息，通过查重

和初步分析，删除了其中15家重复或者没有任何点

评的酒店。其次，将余下 240家酒店的经纬度经过

坐标纠偏后，加载进ArcGIS，与武汉市行政区划和

道路信息等进行叠加，发现大部分酒店都分布在主

城区及其周边，只有 6家酒店位于距主城区较远的

黄陂木兰生态文化旅游区。再次，根据这一现实情

况，为兼顾分析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本文划定了一

个以武汉市主城区为核心的研究区域(图1)，该区域

内的234家高端酒店即确认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研究区域内的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特点(图 2)。

主城区由中央活动区和各类综合组团构成，主城区

外则为盘龙城、豹澥、吴家山等几个新城区。就商

圈的情况来看，主要商圈分为市级综合中心、市级

副中心和市级专业中心 3 个层次，其中，汉口中心

区、司门口/中南路商圈属于传统商圈，光谷广场、徐

东商圈、沌口商圈属于次新商圈，楚河汉街、CBD、

武汉天地、武汉站商圈属于新兴商圈。

需要说明的是，在大众点评网中，酒店分为五

星级/豪华型、四星级/高档型、三星级/舒适型、经济

型、精品酒店等9个类别，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比较高

端的五星级/豪华型、四星级/高档型酒店，为了方便

描述，将两类酒店统称为“高端酒店”。另外，大众

点评对酒店的分类与国家旅游局对酒店的星级评

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大众点评基于国家旅游局

评定的星级、酒店建设标准以及消费者对该酒店的

评级 3个因素确定酒店等级。一般而言，若某酒店

已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了星级，则网页上显示该星

级；若酒店未被官方定义星级，则按照酒店建设标

图1 武汉境内高端酒店分布及研究区域

Fig.1 Distribution of high-end hotels in Wuhan City and the

study area

1406



第10期 王娟 等：基于互联网数据的住宿业竞争力及其空间格局

准和顾客的评分综合计算星级。本文涉及的234家

高端酒店中，包含挂牌五星级和四星级酒店 43家，

其余191家酒店为大众点评认定的高端酒店。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互联网消费平台点

评数据、互联网地图实时交通数据和城市兴趣点数

据等。互联网消费平台点评数据由火车头软件从

大众点评网爬取而来，包括每家酒店的起售价格、

点评数、五星好评数等属性数据以及房间评分、设

施评分、环境评分等消费者评价数据。大众点评网

是中国领先的本地生活信息及交易平台，截至2015

年第三季度，大众点评月活跃用户数超过2亿，点评

数量超过 1 亿条，收录商户数量超过 2000 万家①。
互联网地图实时交通数据和城市兴趣点数据由高

德地图API批量抓取而来，前者包括各酒店距离天

河机场、武汉火车站、武昌火车站、汉口火车站的耗

时；后者包含购物中心、大型超市以及品牌便利店

等 POI 信息。高德地图是中国领先的数字地图内

容、导航和位置服务商，截至2017年4月30日，单日

活跃用户数达到4110.65万②。POI是指具有地理标

识的空间特征物，包含名称、类别、经纬度等信息，

为空间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性数据 ( 许泽宁等,

2016)。此外，酒店的一些基本属性数据，如所属酒

店集团、客房数和开业与装修时间等均来自各酒店

集团官方网站或携程旅行网③。互联网抓取的空间

信息经过筛选、清洗和坐标纠偏成为本文空间分析

的基础数据。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数据的可靠性问

题，大众点评内部有一套结合机器识别和人工识别

的审核制度，对明显“刷单”或涉及敏感内容的评论

及其打分予以剔除，因此，能显示在网页上的评论

和评分已经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此外，数据也经过

了查重、去除异常值等清洗过程，总体上满足本文

对数据可靠性的需要。

3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

3.1 指标体系

进行酒店竞争力评价，首先要建立一套能够反

映酒店竞争力各方面表现的评价体系，指标的选取

应遵循关联性、可比性、层次性、系统性等原则(秦

萧等, 2014)。本文选取酒店价格、酒店人气、酒店

区位、酒店满意度、酒店周边商业服务、酒店周边商

务服务以及其他因素作为一级评价因子，选取房间

评分、设施评分等 21个指标作为二级评价因子，并

运用层次分析软件YAAHP构造双层判断矩阵，以

层为单位对矩阵中各评价因子的重要性进行两两

比较，通过计算各层的最大特征根，得到一级评价

因子和二级评价因子在各所属层次的权重；再根据

①大众点评官网: http://www.dianping.com.

②http://tech.china.com/article/20170706/2017070638494.html.

③携程旅行网: http://www.ctrip.com.

图2 研究区域空间结构示意图

Fig.2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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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将相应的一二级因子权重相乘，得到各层

次评价因子的最终权重。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如

表1所示，各指标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 X1酒店价格：反映的是酒店的档次和消费

水平，由于酒店不同房型价格不同，研究中使用的

价格为酒店的起售价格。价格是供需双方博弈的

结果，是酒店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消费决策主

要的影响因素，因而赋予较高的权重(0.191)。

(2) X2酒店人气：顾客对酒店的点评总数，点评

数越多表示酒店人气越高。

(3) X3酒店区位：反映酒店的交通便利程度，其

中，X3-1“距离交通门户平均耗时”，为酒店距离机场、

火车站的平均耗时，反映酒店的对外交通通达性；

X3-2“2 km内最近地铁站距离”，为酒店附近最近的

地铁站到酒店的距离，反映酒店的市内交通通达

性；X3-3“2 km内热门景点个数”，为酒店2 km内可达

的热门景点数(包括旅游景点、城市公园、购物商圈

等)，反映酒店周边的交通情况。酒店区位是影响

消费决策的另一重要指标，因而权重较高(0.247)。

(4) X4酒店满意度：反映酒店的服务品质，由 7

个二级指标构成，其中，“五星好评占总评论数比

例”，为酒店五星好评数与全部点评数的比值，反映

消费者满意度的整体情况；房间、设施、环境、位置、

服务和卫生评分反映各个分项的消费者满意度情

况。由于满意度是消费者通过点评网站最想要获

取和参考的信息，也是点评网站的核心内容，因而

被赋予较高的权重(0.305)。

(5) X5酒店周边商业服务：由“1 km内购物中心/

商业街数量”“1 km内大型超市数量”和“500 m内品

牌便利店数量”3个二级指标构成，反映酒店所处的

商业大环境和商圈情况。

(6) X6酒店周边商务服务：由“1 km缓冲区内商

务大厦/写字楼的数量”“1 km缓冲区内企事业单位

的数量”和“1 km缓冲区内金融机构的数量”3个二

级指标构成，反映酒店所处的商务氛围和商务活动

便利度。

(7) X7其他因素：考虑到许多高端客户和集团

客户与酒店之间有专门的预订渠道，无需借助第三

方预订平台完成交易，从点评网站中获取的数据可

能无法涵盖这部分用户的消费评价，从而影响竞争

表1 武汉高端酒店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Wuhan high-end hotel competitiveness

一级指标(权重)

X1酒店价格(0.191)

X2酒店人气(0.108)

X3酒店区位(0.247)

X4酒店满意度(0.304)

X5酒店周边商业服务

(0.045)

X6酒店周边商务服务

(0.051)

X7其他因素(0.054)

二级指标(权重)

X1-1房间起售价格(0.191)

X2-1酒店点评数(0.108)

X3-1距离交通门户平均耗时(0.166)

X3-2 2 km内最近地铁站距离(0.063)

X3-3 2 km内热门景点数(0.018)

X4-1五星好评占总评论数比例(0.06)

X4-2房间评分(0.075)

X4-3设施评分(0.009)

X4-4环境评分(0.013)

X4-5位置评分(0.031)

X4-6服务评分(0.027)

X4-7卫生评分(0.089)

X5-1 1 km内购物中心/商业街数(0.035)

X5-2 1 km内大型超市数(0.007)

X5-3 500 m内品牌便利店数(0.003)

X6-1 1 km内商务大厦数(0.028)

X6-2 1 km内企事业单位数(0.011)

X6-3 1 km内金融机构数(0.012)

X7-1酒店所属集团排名(0.038)

X7-2酒店客房数(0.01)

X7-3开业或装修时间(0.006)

指标说明

反映酒店的档次和消费水平

酒店的总点评数

酒店距离机场、火车站的平均耗时

酒店附近最近的地铁站到酒店的距离，2 km内无地铁站的此项得分为0

酒店2 km内可达的热门景点数，包括旅游景点、城市公园、购物商圈等

五星好评数与全部点评数的比值

消费者对某酒店房间的打分

消费者对某酒店设施的打分

消费者对某酒店环境的打分

消费者对某酒店位置的打分

消费者对某酒店服务的打分

消费者对某酒店卫生的打分

酒店1 km缓冲区内购物中心/商业街的数量

酒店1 km缓冲区内大型超市的数量

酒店500 m缓冲区内购品牌便利店的数量

酒店1 km缓冲区内商务大厦/写字楼的数量

酒店1 km缓冲区内企事业单位的数量

酒店1 km缓冲区内金融机构的数量

HOTELS杂志公布的“2016年度全球酒店集团排名”，若未上榜，则此项

得分为0

酒店拥有的房间数

酒店最近一次装修时间，开业后未重新装修的即为开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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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同时，高端客户和集团

客户在挑选酒店时更加注重对品牌、规模和品质的

追求，因此，本文补充了“酒店所属集团排名”“酒店

客房数”和“开业或装修时间”3个二级指标。其中，

酒店所属集团的排名是依据酒店行业权威媒体美

国HOTELS杂志公布的“2016年度全球酒店集团排

名”确定的，若未上榜，则此项得分为 0；“酒店客房

数”反映的是酒店的规模，而“开业或装修时间”则

反映的是酒店的设施新旧情况，一定程度反映出酒

店的品质状况。

3.2 评价方法

各指标的叠加计算由无量纲化处理和加总计

算2个步骤进行。首先，使用式(1)对原始指标值进

行无量纲化处理，其中 X3- 1(距离交通门户平均耗

时)、X3-2(2 km内最近地铁站距离)、X7-1(酒店所属集

团排名)为逆向指标，取其倒数进行计算。其次，使

用式(2)将评价对象各个指标得分进行加总，得到竞

争力综合评价得分。

x'
ij =

xij -mj

Mj -mj

× 100 (1)

式中：x'
ij 为第 i 个评价对象的第 j 项得分；xij 为第 i

个评价对象的第 j 项指标原始数值；mj 、Mj 分别

为指标观测值 xj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张卫华等,

2005)。

yi =∑j = 1

m ω j x
'
ij (2)

式中：yi 为第 i ( i =1, 2, …, n )个评价对象的竞争

力综合得分；x'
ij 为第 i 个评价对象的第 j ( j =1,

2, …, m )项得分；ω j 为评价指标 xj 的权重系数

( ω j ≥0 ，∑ω j = 1 )。

4 结果分析

4.1 武汉市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评价结果

根据式(1)和(2)将研究范围内的 234家酒店竞

争力得分进行加总，得到各酒店竞争力综合评价得

分。结果显示，234家酒店中，最高分为 80.6分，最

低分为 18.3，均值 43.0 分，中位数 43.7，标准差为

10.0。将得分从高到低排名，得到武汉主城区高端

酒店竞争力综合评价得分曲线图(图 3)，由图 3 可

知，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较为集中。以

5分为一个分数段对得分进行整理，234家酒店中，

共有 225 家的得分落在 30~65 分区段，占总数的

96%；其中，35~60 分数段内有 200 家，占总数的

85%；50~60分数段有92家，占总数的39.3%。得分

高于70分的仅有3家，低于30分的仅有6家。从第

一名到最后一名，竞争力得分经历了急剧下降—缓

慢下降—急剧下降3个阶段。急剧下降阶段分值曲

线斜率接近90°，缓慢下降阶段分值斜率相对平缓，

下降幅度不大。

通过观察 7 个一级指标得分的散点图趋势线

(图4)可以看出，从第一名至最后一名，酒店价格、酒

店人气、周边商业服务、周边商务服务和其他因素

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是拉开酒店之间竞争力差距

的主要因素；而酒店区位和酒店满意度的曲线则较

为平缓，是高端酒店的共同特征。即一般而言，竞

争力高的酒店地理位置都比较优越，服务水平也

比较有保障。

通过计算每个酒店一级指标得分的相对比例，

并绘制散点图趋势线(图5)，可以看出，从第一名至

最后一名，7个一级指标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酒

店排名越靠后，其人气、价格、区位、周边商业服务、

周边商务服务以及其他因素所占比例越低，而满意

度所占比例越高，即越来越依赖满意度指标来补充

其他方面的不足。例如，排名第一位的酒店 7个一

级指标的相互比例为：酒店价格(23.7%)、酒店人气

(11.6%)、酒店区位(25.3%)、酒店满意度(33.3%)、酒

店周边商业服务(1.3%)、酒店周边商务服务(3.3%)、

其他因素(1.5%);而排名第100位的酒店的相应比例

分别为 6%、1.6%、45%、44.4%、0.5%、0.9%、0.17%，

第 200 位的酒店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11.1%、2%、

16.5%、67.4%、0.1%、0.4%和2.7%。

为进一步把握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的竞争力

综合得分情况，需要对总体得分进行分级。自然间

图3 武汉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分布曲线

Fig.3 Distribution of competitiveness score of the high-end

hotels in Wuhan urb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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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点分级法基于数据中固有的自然分组，在类内差

异最小、类间差异最大处设置边界。利用 ArcGIS

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可将武汉高端酒店按照竞

争力得分由高到低划分成 5个等级，各等级范围如

表2所示。

4.2 武汉市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更全面而客观地把握武汉主城区高端酒

店的竞争力状况，需要研究其空间分布格局。本文

采用核密度估计法来验证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竞

争力空间分布特征并加以可视化。核密度估计法

是空间平滑方法的一种，能将离散的点数据转化为

连续的密度图，从而考察点数据的空间分布趋势

(闫丽英, 李伟等, 2014)。以竞争力综合得分为pop-

ulation字段，搜索半径设定为1 km运行核密度分析

工具，可以得到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的空间

分布图(图6)。从图6可以看出，武汉主城区高端酒

店竞争力空间格局呈现点状聚集与线形延伸并存

的特征。武汉三镇中，武昌和汉口是高竞争力酒店

的主要聚集区，汉阳分布较少。具体来说，形成了

汉口火车站片区、循礼门—航空路片区、楚河汉街

—洪山广场片区、光谷广场片区四大高端酒店竞争

力高值区域；同时沿着中北路—中南路、解放大道、

武珞路形成3条高端酒店竞争力高值轴线。

从各等级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格局来看，总体

上，随着酒店竞争力等级的降低，酒店从城市中心

向城市边缘扩散，基本呈圈层结构。竞争力高值酒

店大量出现在新兴商业区，传统商业区则多分布竞

争力第二、第三等级酒店，竞争力第四等级酒店分

布较为均匀，与综合组团的空间契合度较高，竞争

力第五等级酒店基本分布于城市拓展区(图 7)。具

体来说，5个竞争力等级的酒店呈现出不同的空间

分布特征：

竞争力第一等级酒店大多集中于二环线内，主

要坐落于汉口和武昌的中心区域。其中武昌区(6

家)、洪山区(4家)和江岸区(4家)占第一等级17家酒

店中的14家，其他3家位于硚口区和江岸区。得分

较高的酒店主要集聚在楚河汉街商圈，这里集聚了

万达瑞华、万达嘉华、汇廷精选、玉丰国际等在内的

高端酒店。

竞争力第二等级酒店在空间上大多集中于二

环线内及其附近区域，分布较竞争力第一等级酒店

更广，从中心向城市外围扩散的趋势较为明显。武

昌和汉口仍集聚了绝大多数竞争力较高的酒店，并

沿多条主干道形成了若干竞争力高值酒店聚集区，

包括汉口解放大道、武昌中北路和武珞路等。主要

聚集商圈包括武昌洪山广场—中南路商圈、街道口

表2 武汉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等级

Tab.2 Grading of Wuhan high-end hotel competitiveness

酒店等级

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

第四等级

第五等级

总计

酒店个数

17

62

65

53

37

234

最大值

80.584

56.073

47.353

40.225

32.048

80.584

最小值

56.729

47.408

40.705

32.220

18.256

18.256

平均值

62.080

51.382

44.123

36.473

27.781

43.034

标准差

6.110

2.512

2.017

2.459

3.793

10.028

图5 武汉高端酒店竞争力一级指标得分相对比例趋势图

Fig.5 Trends of relative competitiveness indicator scores of

Wuhan high-end hotels

图4 武汉高端酒店竞争力一级指标得分趋势图

Fig.4 Trends of competitiveness indicator scores of Wuhan

high-end ho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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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光谷广场商圈、岳家嘴商圈，汉口的武胜路商

圈、江汉路商圈以及汉口火车站—常青花园商圈。

竞争力第三等级酒店在空间上大多集中于三

环线内，其中二环线内及其外围仍是较为集中的区

域。形成了武昌的武珞路和汉口的建设大道沿线2

条轴线。同时，在武昌区域形成了武昌火车站—中

南路商圈、广埠屯—卓刀泉商圈、徐东—东亭商圈，

汉口的古田路、航空路以及汉口火车站等集聚区。

竞争力第四等级酒店在空间上呈现较为均匀

的点状分布，主要的聚集区在三环线和二环线沿

线，向城市边缘分散布局的趋势更为明显，与综合

组团的空间契合度较高，在金银湖、二七村、南湖、

民族大道、宗关等居住组团有较多分布，在宋家岗、

金银湖、金融港等新城也有较多分布。

竞争力第五等级酒店基本位于三环线以外，在

二环线环绕的中央活动区几乎没有第五等级酒

店。主要集聚区包括武昌的金融港、汉口吴家山以

及汉阳的沌口开发区等城市拓展区；另外，武昌火

车站、汉口火车站附近也有一定程度聚集。

4.3 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分布模型

在研究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分布

特征的基础上，对各等级高端酒店空间分布进行归

纳，得出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分布模型

(图8)。其中依据酒店竞争力等级，本文将处于竞争

力第一等级的酒店称为顶级高端酒店、竞争力第二

等级和第三等级的酒店合并为中级高端酒店，第四

和第五等级的酒店合并为入门级高端酒店。

总体来看，若以长江、汉江—武珞路2条城市轴

线将武汉划分为4个象限，可以发现第一、第二象限

是高端酒店的主要集聚区，且顶级、中级高端酒店

基本落在这2个象限的中央活动区，而第三、第四象

限的高端酒店相对较少，特别是第三象限，仅在沌

口开发区集聚中级高端酒店，而钟家村、王家湾2大

商圈尚未形成高端酒店集聚区。

将城市功能区、商圈与各等级酒店叠加，形成

以下7种酒店空间分布的区位类型：

(1) 中央活动区新兴商圈顶级高端酒店类型。

其中，楚河汉街商圈是顶级高端酒店集聚区的典型

代表。楚河汉街是品牌地产商开发的兼具旅游、商

业、商务、居住功能的文化旅游项目，自2011年开园

以来，迅速成为武汉高端消费聚集区和旅游目的

地，特别是随着万达威斯汀、万达嘉华、万达瑞华等

一批高端酒店先后开业，该片区一跃成为武汉顶级

高端酒店集中地。

(2) 中央活动区传统商圈中级高端酒店类型。

中央活动区传统商圈包括汉口中心片区和武昌司

门口—中南路片区等，这里是武汉最初的商业区，

也是汉口江滩、江汉路步行街、黄鹤楼等主要旅游

节点所在地，该区聚集有包括葛洲坝大酒店、长江

大酒店、亚洲大酒店在内的20世纪80、90年代开业

图6 武汉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空间分布图

Fig.6 Nuclear density of competitiveness scores of high-end hotels in Wuhan urb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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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牌本土酒店以及华美达天禄、最佳西方五月花

大酒店等在内的 21 世纪初开业的国际品牌酒店。

由于中央活动区的传统商圈城市基础设施较为老

旧，城市环境较为复杂，道路狭窄、人口众多、建筑

密集，地价高涨，因此，该区域建设顶级高端酒店的

难度较大。

(3) 中央活动区次新商圈中级高端酒店类型。

徐东商圈是次新商圈的典型代表，得益于1995年武

汉长江二桥通车带来的区位优势，徐东片区在短短

的10年内发展成为武汉商业的第三极，武汉梨园大

酒店、武汉华天大酒店、武汉光明万丽酒店等一批

高端酒店先后入驻，这些酒店大多处于竞争力第二

或第三等级。

图8 基于竞争力的武汉高端酒店空间分布模型

Fig.8 Distribution model of high-end hotels based on

competitiveness in Wuhan urban area

图7 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各等级核密度

Fig.7 Nuclear density of competitiveness of five classes high-end hotels in Wuhan urb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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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门户周边中级高端酒店类型。汉口火

车站周边主要集聚竞争力第二等级的酒店，武昌火

车站周边酒店的竞争力大多处于第三等级，而武汉

站和天河机场周边尚未形成高端酒店的集聚态势。

(5) 主城区次新商圈中级高端酒店类型。主城

区次新商圈以光谷商圈和沌口商圈为典型代表，作

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核心区域，上述 2个商圈分别依托于光电子产业

和汽车产业，于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成为武汉

城市空间东进南拓的重要支点，逐渐吸引了华美

达、凯悦、全季等酒店品牌入驻。

(6) 主城区综合组团中级高端酒店类型。综合

组团是以居住、生活和都市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功能

区，由于中央活动区主要商圈的价值溢出效应，一

些地理位置优越的综合组团逐渐吸引了中级高端

酒店的入驻，该类型以古田路商圈为典型代表。

(7) 主城区综合组团及外围新城入门级高端酒

店类型。一些商务商业活动发展较完善的综合组

团以及外围新城同样聚集了较多的入门级高端酒

店，例如金融港组团、二七村组团、吴家山新城、豹

澥新城、盘龙新城等。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获取社会支持

的主要途径从传统的渠道转移到网络渠道，特别是

互联网O2O消费平台和互联网地图导航技术的发

展，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和空间行

为，并为城市空间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基

于网络点评数据，结合互联网地图实时交通数据、

城市 POI 数据等，构建了住宿业竞争力的评价体

系，并以武汉中心城区高端酒店为例，计算了竞争

力综合得分，使用ArcGIS核密度分析方法，对空间

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了探索，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

首先，从总体上看，武汉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

较为集中，大部分酒店得分处在30~65分区段，高得

分酒店和低得分酒店较少。从各指标得分下降趋

势来看，7个一级指标中，酒店价格、人气、周边商业

服务、周边商务服务和其他因素的下降趋势最为明

显，是拉开酒店之间差距的主要因素；而酒店区位

和满意度的曲线则较为平缓，是高端酒店的共同特

征。同时，随着排名的下降，酒店人气、价格、区位、

周边商业、商务服务以及其他因素所占比例逐步降

低，而满意度所占比例逐步提高，即酒店排名越靠

后越依赖满意度指标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

其次，从总体空间格局来看，武汉高端酒店竞

争力呈现点状集聚与线形延伸并存的格局。高分

酒店主要集聚于二环线内武昌和汉口的中心区域，

形成了汉口火车站片区、循礼门—航空路片区、楚

河汉街—洪山广场片区、光谷广场片区 4大高端酒

店竞争力高值区域；同时,沿着中北路—中南路、解

放大道、武珞路形成三条高端酒店竞争力高值轴线。

再次，从各等级空间格局来看，随着酒店竞争

力等级的降低，武汉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格局呈现

由城市中心向四周递减的圈层式发展规律。高竞

争力等级酒店大量出现在新兴商业区，而传统商业

区大多分布第二、第三等级酒店，第四等级酒店分

布较为均匀，与综合组团的空间契合度较高，第五

等级酒店基本分布于主城区之外的新城。

最后，在分析武汉市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空

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归纳了武汉主城区高端

酒店竞争力空间分布模型。总体上来看，汉江—武

珞路城市轴线以北的区域，即汉口中心区与武昌北

部是高端酒店的主要集聚区，且顶级、中级高端酒

店基本分布在该区域的中央活动区，而该轴线以南

的高端酒店相对较少。具体来说，城市功能区、商

圈与各类型酒店的叠加，可将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

空间分布划分为中央活动区新兴商圈顶级高端酒

店、中央活动区传统商圈中级高端酒店、交通门户

周边中级高端酒店等7种类型。

5.2 讨论

本文遵循指标体系构建—叠加计算—结果分

析—空间特征分析—分布模式归纳的研究路径，利

用互联网数据对武汉主城区高端酒店竞争力及其

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是对竞争力评价问题及利用网

络数据进行指标量化评估方面的一次有益探索。

一是在数据获取方面，传统住宿业空间分布格局研

究主要通过统计分析或问卷调查的方法，样本数据

量较小，时效性较差，本文使用互联网数据，拓展了

样本范围，数据时效性好且可以回溯。二是在指标

体系构建方面，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出发，选取消

费者关注的指标取代酒店注册资本、床位数、盈利

能力等供给性指标，能较为直观地反映酒店竞争力

的情况。三是在空间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得出

酒店空间分布的模式，较好地反映了武汉高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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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空间分异规律。这不仅有助于判断高端

酒店的宏观布局和微观选址的合理性，也有助于引

导其他类型的住宿设施与高端酒店的发展共生。

例如，在主要的对外交通门户周边布局高端短租公

寓，该区域交通便捷，但缺乏顶级高端酒店，而拥有

厨房、洗衣机等设施的高端短租公寓则能满足出差

频率高且出差时间长的商务人士对“家庭氛围”的

需求。且一些传统高端酒店的必备设施例如宴会

厅、会议室、健身房等，短租公寓都无需配备，因而，

建设或改造的成本相对低廉，使得在人口密度极高

的中心城区传统商圈也能够较为方便进行建设。

本文尚未涉及高端酒店竞争力及其空间格局

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分析，且由于互联网O2O消

费平台大多为年轻用户，限制了样本的有效范围。

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网络数据的全面性和可靠

性，如何揭示高端酒店竞争力及其空间格局的影响

因素和影响机理，以及如何利用竞争力现状格局实

现不同类型住宿设施的发展共生是需要进一步研

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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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based on Internet data:
A case study of high-end hotels of Wuhan urban area

WANG Juan1,2, Li Yajuan1,2, LV Li1,2, HU Jing1,2, ZHANG Xiang1,2*

(1. The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provides a new breakthrough point for urban geography

research by using Internet data and technology to study urban physical space problems. Based on customer

reviews and comments of online- to-offline (O2O) platform, real- time traffic data, and points of interest (POI)

data of web-map, this study set up a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end hotels and calculated

the high- end hotel competitiveness and ranking of Wuhan urban area, then emphatically analyzed its spatial

patterns using GIS tool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With most hotels in the middle and few in the top and

bottom rankings, the competitiveness distribution line indicates a general concentrated structure. Price,

popularity, business, and commerce services in the surrounding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widen the

competitiveness levels between hotels. (2) The overall spatial structure is featured by a mixture of point

clustering and linear spread that basically concentrate in Wuchang and Hankou town areas within the second ring

road. (3) As the competitiveness grades go down, hotels are more likely to locate toward the outskirt of the city,

showing a circling spatial structure. (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model of Wuhan high- end hotels can be

summarized as seven types of hotel spatial layout, such as super-high-end hotels located in the newly-developing

business district in the central activity zone (CAZ), middle- leveled high- end hotels located in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in the CAZ, and middle-leveled high-end hotels located around traffic gateways, and so on.

Key words: internet data; high-end hotels; competitiveness; spatial structure; Wu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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