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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VT的公园游憩偏好分析及管理
对策——以上海世纪公园为例

Pa r k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P r e f e r e n c e  A n a l y s i s  a n d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GVT—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Century Park

摘   要뻭城市综合公园是城市人居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理

好城市公园与居民的关系，在满足公园服务功能的同时保障公

园自身的良性环境，是当今城市公园建设的重要课题。以上海

世纪公园为研究对象，基于游客轨迹数据和补充问卷调研分析

了游客游憩偏好。结果显示，受景观资源不均衡分布的影响，

游览路径表现出主路聚集、区域分散的现象；停留空间与游客

需求相关，其中老年、中青年和家庭3类典型游客的主要停留

节点分别是休憩服务设施、公园植物景点和游乐活动场所。针

对环湖区域游客集中的问题，从亲水因素的角度开展分析，发

现景观和设施资源分配的不均导致游客对空间亲水性的依赖差

异。结合游客群体的游憩偏好特征，重点针对老年和中青年游

客提出了公园管理和场地更新建议，助力解决临水区域游客压

力过大的问题。

关 键 词뻭风景园林；世纪公园；GPS Visitor Tracking(GVT)； 

游憩偏好；密度分析；聚类分析；对应性分析

Abstract: Urban comprehensive park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residential ec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parks and residents and to ensure the 

park's own benign environment while providing its service function. 

Taking Shanghai Century Pa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d tourists' recreational preferences based on the trajectory 

data of tourist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fluenced 

by th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resources, the tour 

paths show the phenomenon of main road gathering and regional 

dispersion. Main stay nodes of the three typical types of tourists 

including the old,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and family are 

recreational service facilities, botanical attractions and recreational 

sites respectively. Regard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tourists around 

the lake area, it was found that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resources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of tourists on spatial hydrophilicity. 

Try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ourist concentration in the water-

front area, this paper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of park 

management and site renewal for the old and the young and middle-

aged based on their recreational preference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entury Park; GPS Visitor 

Tracking (GVT); recreational preference; density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好差异的研究主要包括影响游憩偏好的因素뺮游
憩行为模式뻟以及使用满意度评价等内容뻟大多
采用意愿调查和行为观察2种研究方法뺯影响游
憩偏好的因素更关注游客属性뻟如性别뺮年龄뺮
收入뺮职业和文化差异等[1-2]뻟是游憩偏好的内
在驱动力뻮游憩行为模式如分布뺮停留和活动类
型뻟是游憩偏好的具体表现形式[3]뻮使用满意度
评价往往是游客基于自身游憩需求与公园供给
之间供需的平衡情况给出的主观结论[4]뺯有研究
表明뻟意愿调查的调研结果与游客真实行为之间
存在偏差[5]뻟行为观察法也受人力局限뻟存在效

率低下뺮耗时耗力等弊端뺯随着GPS技术的发
展뻟定位导航和授时功能可以提供高精度뺮连续
性的位置뺮速度和时间信息[5]뻟使精准把握游客
的空间位置及状态成为可能뺯利用游客游览轨迹
(GPS Vistor Tracking뻟GVT)研究其公园游憩
偏好뻟可以获得更客观뺮可靠的数据뻟助力从空
间层面调整各项要素和景观资源[5-6]뺯

GVT法已广泛应用于国家公园뺮森林公园
等大型绿地空间뻟能用于有效分析不同游客群
体的时空分布情况[7-10]뺯Korpilo[7]跟踪研究了复
杂道路网络中环境对游客游览路径的潜在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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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公园是城市公共绿地中功能齐全뺮
活动设施相对完备뺮规模较大뺮适合于公众开展
各类户外活动的一种绿地类型뺯它的主要服务对
象为全市居民뻟是城市居民休闲文化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뺯分析综合公园游憩空间的使用状
况并及时作出更新调整뻟对优化公园的游憩体
验뺮完善公园的社会服务功能뻟以及提升城市居
民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뺯

综合公园的空间使用状况受公园客体和游客
主体的共同影响뻟在游客主体方面主要与城市居
民的游憩偏好差异相关뺯国内外学者对于游憩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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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뻮陶赟等[11]结合设施满意度调查뻟探讨了公园
环境设施布局的合理性뻮Beeco等[5]对游憩空间
类型和不同运动人群的实际使用轨迹进行适配分
析뻟识别出了不同运动人群在公园内的潜在游憩
冲突区域뺯前人多从公园自然要素뺮设施和游客
活动要素等方面进行游憩偏好影响分析뻟鲜有学
者将游憩偏好的研究结果应用到空间环境的均衡
优化上뺯

本文借鉴GVT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方法뻟结
合调查问卷结果뻟从游览路径뺮停留空间2个方
面对世纪公园游客的游憩偏好进行探究뻟以期改
善公园亲水空间局部区域的集聚现象뻟同时提出
了对应的公园管理建议뻟为城市公园的更新改造
研究提供一定借鉴뺯

1  上海世纪公园场地特征
世纪公园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的终

端뻟公园占地面积约140hm2뻟是上海内环线中
心区域面积最大的富有自然特征的生态型城市公
园뺯公园内部以大面积的湖泊뺮草坪뺮森林为主
体뻟建有乡土田园区뺮湖滨观景区뺮风景林区뺮
疏林草坪区뺮鸟类保护区和异国园区(待建뻟下
文不予讨论)6个景区和20多个公园景点(图1)뺯

公 园 内 的 镜 天 湖 与 张 家 浜 相 通 뻟 面 积 达
12.5hm2뻟整体水岸线长10.2km뻟其中自然驳

岸3.6km뻟人工驳岸6.6km뻟以镜天湖为中心形
成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游憩空间뺯

根据公园游憩空间亲水程度的不同[12]뻟可
以将世纪公园划分为水上뺮临水和近水3种活动
区域뺯水上活动区包括水体本身以及横跨水面的
桥和亲水平台等뻮临水活动区是从水际线到滨水
步道外边界的区域뻮近水活动区则是从滨水园路
边缘到公园界限之间的区域뺯景观分区中뻟湖滨
观景区뺮鸟类保护区属于临水活动区뻟乡土田园
区뺮疏林草坪区和风景林区属于近水活动区뺯不
同活动区内的游憩空间统计如表1所示뺯

2  研究方法
选取了世纪公园正常开放且人流量较大的 

1号뺮3号和7号门뻟按照Raymore随机数字
法 [ 1 3 ]向 世 纪 公 园 的 游 客 发 放 手 持 G P S 设 备
(Garmin eTrex10)뺯设备每隔20s记录一次空
间地理位置数据뻟包括时间뺮经纬度坐标和高程
等뺯回收设备时采集游客的游园问卷结果뻟问卷
内容涵盖了游园目的뺮行为活动뺮设施利用뺮
空间需求和活动需求等뺯利用ArcGIS10.4.1和
SPSS22.0软件分析游客游憩偏好及特征뻟探讨
亲水因素对游憩偏好的影响뺯
2.1  调研数据采集

通过2017年11—12月与2018年5—6月共4

个月的调研뻟共采集了276位游客的GPS样本
数据뻟共产生轨迹点94 985个뺯调研所采集到
的3类群体游客中뻟老年游客(60岁以上)뺮中青
年游客(12~60岁)和家庭游客(其中儿童年龄12岁
以下)的样本量分别为49뺮143和84뺯实际发放
问卷276份뻟回收有效问卷245份(老年游客36
份뺮中青年游客134份뺮家庭游客75份)뻟有效
率为88.77%뺯
2.2  数据分析方法

线密度分析뻭线密度分析适用于游览路径分
析뻟根据用户在公园内的游线集合拟合出游客在
公园内的路径分布密度뺯

核密度分析뻭采用核密度分析法[14]从有限集
合的观察点中拟合出游客连续平滑的停留分布范
围뻟可真实有效地拟合出游客在公园内分布的密
度空间结构뺯

聚类分析뻭为更准确地把握游客游憩行为
与空间亲水因素的关系뻟基于亲水因素的空间分
类要素뻟以276名游客在空间的停留比例作为样
本뻟运用聚类分析[15]对游憩规律进行类型化뺯

对应性分析뻭基于卡方统计量的分解与贡
献뻟将游客群体和游憩类型这2种定性变量构成
交互列联表[16]뻟并以点的形式生成二维空间的对
应图뻟直观揭示游客群体和游憩类型之间的对应
关系뺯

图1  世纪公园导游图(引自世纪公园导览资料)

表1                       世纪公园游憩空间统计

区域 游憩空间 类型 数量 面积/hm2 长度/km
水上
活动区

湖 面 1 12.54 —
河 线 2 13.91 —
塘 块 4 1.55 —
溪 线 2 — 0.40

临水
活动区

草坪空间 块 3 1.06 —
广场空间 块 1 — 1.35
滨水步道 线 2 — 0.78
林下空间 面 4 3.74 —
沙滩空间 块 1 0.25 —
自然驳岸空间 线 4 0.76 1.26
人工驳岸空间 线 2 0.79 0.70
建筑空间 块 3 0.53 —

近水
活动区

草坪空间 块 10 5.19 —
广场空间 块 3 0.93 —
林下空间 块 2 1.98 —
建筑空间 块 5 0.50 —
设施游乐空间 块 1 0.80 —
林区游步道 现 12 —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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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游客游憩偏好分析
游客轨迹数据的分析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뺯

由方差分析可知뻟3类游客间的游憩特征具有显
著性差异뻟体现在游客的游园速度뺮路程和游览
时长等具体游园参数上뺯

游览速度方面뻟老年游客和中青年游客的速
度均值相当뻟但老年游客游览速度的分散程度高
于中青年游客뻮家庭游客的游览速度最慢뻟且整
体速度分布的集中程度最高뺯

从公园游览的平均路程和游览时间来看뻟老
年游客游览路程在三者间居中뻟但平均游览时长
最短뻮中青年游客游览的路程最长뻟游览时长短
于家庭游客뻮家庭游客游览的平均路程最短뻟但
整体游览的平均时间最长뺯
3.1  游览路径

根据游览路径分布统计(表3)可知뻟各景区
的游览程度差异显著뺯乡土田园区和湖滨观景区
内游客游览的平均路程距离最长뻟风景林区内的
平均路程距离最短뻟反映出世纪公园内游览资源
分布不均뻟游客实际游览的范围较小뺯

对3类游客的游览路径进行线密度分析뻟运
用ArcGIS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游览路径热
度分为9级뻟由图2可知뻟游客游览路径表现出
主路聚集뺮区域分散的现象뺯

老年游客的游览路径综合覆盖度最高뻟涵盖
园内82.7%的路线뻟对公园场地和设施的多样性
使用强度较高뺯老年人单人游或群体游的形式都
较为常见뻟热度路线围绕公园主要园路形成最大

的主环线뻟主路聚集度为28.05%뺯高热度路线
为뻭1)7号门出入口—宛溪戏水—群龙追月—樱
花岛뻮2)1号门出入口—观景平台—音乐喷泉—
锦鲤鱼观赏区뺯出于对安静环境的需求뻟部分老
年人会涉足公园中较为偏远뺮安静的线路뺯

中青年游客的游览路径覆盖度中等뻟涵盖
园内71.8%的路线뺯中青年人游园过程中常与朋

友结伴而行뻟热度路线围绕公园主要园路形成多
环状连接뺯主路聚集度在3类游客中最高뻟达到
31.87%뻟对主环路沿线的景点和林荫道的使用
强度较高뻟但对于郁闭程度较高的密林区域或风
景林区等涉足较少뺯高热度路线为뻭7号门出入
口—宛溪戏水—群龙追月뺯

家庭游客的游览路径在公园中的覆盖度最
低뻟仅经过了园内52.7%的线路뺯热度路线靠近
出入口附近뻟主路聚集度仅为22.65%뺯受游乐
活动设施节点引导뻟在儿童游乐场内的往复重合
度极高뻟此外在活动草坪和出入口广场附近的路
线热度也较高뺯
3.2  停留空间分布

对3类游客的行为轨迹点进行核密度分析뻟
运用ArcGIS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轨迹点的
聚集密度分为9级뻟所得结果如图3所示뺯某一
节点的轨迹点越多则聚集密度越高뺮游客在该空
间停留的时间越久뺯3类游客在公园的密度核分
布区域有很大不同뻟呈现出各自特有的节点空间
分布特征(表4)뺯

老年游客停驻的核心节点(12亿~23亿个/m2)
分布在1号门的游客服务中心和音乐喷泉广场的

2

图2  世纪公园游客游览路径热度分布
图3  世纪公园游客游憩节点空间分布

表2                         世纪公园游客平均游园参数

注뻭根据ANOVA方差分析뻟P<0.05时뻟组间差异显著뺯

样本量 速度/(m/s) 路程/m 时间/mi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老年游客 49 0.58 0.29 2 846.19 1 707.41 100.38 80.74
中青年游客 143 0.58 0.27 3 375.74 1 637.91 113.85 66.98
家庭游客 84 0.38 0.23 2 752.75 1 463.86 143.71 77.42
总体平均值 — 0.52 — 3 092.12 — 120.55 —
F — 16.480 — 4.716 — 6.733 —
sig. — 0.000 — 0.010 — 0.001 —

表3                                                       世纪公园游客游览路径分布统计

平均路程/m 综合覆盖度/% 主路聚集度/%
风景林区 乡土田园区 湖滨观景区 疏林草坪区 鸟类保护区

老年游客 380.18 630.38 797.20 469.44 445.11 82.7 28.05
中青年游客 355.26 736.29 896.27 646.76 613.12 71.8 31.87
家庭游客 187.05 1 024.72 519.88 404.91 475.74 52.7 22.65
总体均值 307.50 797.13 737.78 507.03 511.32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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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架下뻮中等节点(6亿~12亿个/m2)分布在镜天
湖边的林下空间以及绕湖的滨水步道附近뻮一般
节点(2亿~6亿个/m2)与公园内休闲座椅뺮售货
亭外摆座位等休憩设施的位置重合뺯

中青年游客停驻的核心节点(31亿~63亿个/m2)
分布在靠近3号门最大的活动草坪和镜天湖边
的疏林草坡处뻮中等节点(16亿~31亿个/m2)
分布在荷塘和柳叶马鞭草花田附近뻮一般节点
(8亿~16亿个/m2)围绕公园内的主要园路分布뺯

家庭游客停驻的核心节点(56亿~101亿个/m2)
分布在活动草坪和儿童游乐场뻟在这2处空间
内呈现明显的热点聚集现象뻮中等节点(27亿~ 
56亿个/m2)分布在沙滩场地和疏林草坪뻮一般
节点(10亿~27亿个/m2)分散在公园内的亲子游
乐景点뻟如草坪飞鸽뺮观鸟台等뺯 
3.3  游憩行为与需求

由图4可知뻟公园整体游憩行为中뻟以动态
行为中的散步和静态行为中的坐憩所占比重最
高뺯老年游客主要的游憩行为是坐憩和散步뻟中
青年游客是散步뺮坐憩和摄影뻟家庭游客则是散
步和儿童游乐活动뺯

由图5可知뻟游客对于世纪公园活动草坪的需
求量最大뻟其次是水边平台뺮健康步道和林下活动
空间等뺯其中老年游客倾向于增加活动草坪和水边
平台뻟中青年游客期望增加水边平台和健康步道뻟
家庭游客则对林下活动空间的需求更高뺯

游憩活动需求频次呈现明显的阶梯状分布뻟
主题演出뺮亲子游乐뺮餐饮服务뺮自然科普教育
和艺术展览是需求量分布较高的活动内容뻟反映
了游客对公园游览过程中文化活动丰富度的深层
次需求뺯
3.4  游憩偏好特征小结

3类游客在公园中的游憩特征具有显著性差

异뻟游憩行为和需求上的差异影响了游客游览路
径和停留空间的最终选择뺯

老年游客以风景游赏(44.44%)和运动健
身(33.33%)为主要游园目的뺯在选择游览路径
时뻟老年游客主要受开敞性的湖边主景(音乐喷
泉广场뺮湖边开敞草坪)引导뺯老年人身体机能
下降뻟在游园过程中需要随时停下休息뻟停留的
节点以公园中的休憩服务设施为主뻟如游客服务
中心뻟以及亭뺮廊和休憩座椅等뺯

中青年游客主要以风景游赏(71.67%)和拍照
摄影(14.93%)为游园目的뺯在选择游览路径时뻟
中青年游客重点受湖景风光和沿湖主景引导뺯停
留的节点以公园景点景观为主뻟沿公园主路环线
串联起附近的草坪活动空间以及植物花田等景观
空间뻟同时对康体健身场地也有一定的需求뺯

家庭游客以带孩子出游뺮创造沟通教育环境
为游园目的뻟主要包括儿童游乐(60%)和露营野
餐(28%)뺯在选择游览路径时뻟受游乐活动设施
节点引导뻟有目的地直奔儿童娱乐和亲子活动场
所뺯停留节点亦以活动场所为主뻟在游乐场뺮活
动草坪뺮疏林草坪뺮沙滩场地和草坪飞鸽等空间
形成了明显的点状聚集뺯

4  亲水因素对游憩偏好的影响
游客在不同亲水空间内产生的轨迹点数量

与面积的比值反映了对该空间使用的平均热度뺯
世纪公园内뻟临水活动区(1 054个/hm2)热度最
高뻟近水活动区(675个/hm2)热度中等뻟水上活
动区(12个/hm2)热度最低뺯

根据游客在不同活动区内的游览轨迹点分布
百分比뻟将94 985个轨迹点降维连接到276名
游客的游览属性上뺯通过聚类分析뻟将游客在水
上뺮临水和近水活动区内的游憩规律聚类为4种

图4  世纪公园游憩行为树状图
图5  世纪公园游客游憩需求统计
图5-1  游憩空间需求
图5-2  游憩活动需求
图6  亲水程度空间游憩类型

表4                                                    世纪公园不同群体停留节点空间分布

群体类型 3级节点 百分比/% 所在场所性质 具体节点分布
老年游客 核心节点 72.16 休憩服务场所 音乐喷泉广场廊架뺮游客中心

中等节点 46.27 滨水区域 湖边林下空间뺮滨水步道
一般节点 26.67 休憩设施 休憩座椅뺮售货亭外摆座位

中青年游客 核心节点 71.76 草坪活动场所 乡土田园区活动草坪뺮疏林草坡
中等节点 46.67 植物景点 柳叶马鞭草花田
一般节点 27.45 主要园路 滨水步道뺮林荫步道

家庭游客 核心节点 78.43 游乐活动场所 儿童游乐场뺮乡土田园区活动草坪
中等节点 44.71 游乐活动场所 沙滩场地뺮疏林草坡
一般节点 24.31 游乐活动场所 草坪飞鸽뺮3号门入口广场

类型(图6)뺯整体来看뻟游客的水上活动占比较
小뻟游憩活动更多地集中在临水和近水区域뺯

类型1游客为均衡活动型뻟在水上뺮临水和
近水活动区中的停驻比例约为0:5:5뻟游客数量
占比36.23%뻮类型2游客为临水活动型뻟在3种
活动区中的停驻比例约为0:8:2뻟游客数量占比
34.06%뻮类型3游客为近水活动型뻟在3种活动区
中的停驻比例约为0:2:8뻟游客数量占比28.62%뻮
类型4游客为水上活动型뻟在3种活动区中的停驻
比例约为6:3:1뻟游客数量占比1.09%뺯

4

5-1

5-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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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3类游客与4种亲水游憩类型进行对应性
分析뻟卡方值=20.145뻟显著性sig值=0.003 
(P뻯0.01表示差异性极显著)뻟表明世纪公园的
游客类型和亲水游憩类型不完全独立뻟存在一定
关联뺯

由图7可以直观得出游客类型与亲水游憩
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一维度的惯量可以解释
94.4%的信息뻟二维的累积惯量可以进行100%
的信息解释)뺯总体来看뻟老年游客与青年游客
的亲水游憩类型更加接近뺯选择水上活动型的游
客较少뻟3类游客中对这种游憩类型的倾向性排
序为뻭中青年游客뻱家庭游客뻱老年游客뺯

由图可知뻟老年游客与临水活动型距离更
近뻟即老年游客更倾向于临水活动型뻟对亲水
空间的依赖程度较高뻮中青年游客与均衡游览
型近乎重合뻟即更加偏好均衡游览型뻟对亲水
空间和近水空间的利用程度相当뻮家庭游客与
近水活动型重叠较多뻟对近水活动型有极强的
偏好性뻟在临水活动区内活动的时间较短뻟在
近水活动区内活动的时间更长뺯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游客GPS轨迹数据뻟本文结合游览路

径뺮停留空间以及游憩行为与需求分析了游客的
游憩偏好及影响因素뻟归纳出如下结论뺯

老年游客游园兼顾风景游赏和康体健身뻟游
览路径受亲水景观引导뻟停留节点以休憩服务设
施为主뻮中青年游客重点关注风景游赏뻟游览路
径沿公园主路景观形成多环连接뻟停留节点以主

路环线附近景点为主뻮家庭游客专注于家庭户外
娱乐뻟游览路径受游乐活动设施引导뻟停留节点
以游乐活动场所为主뺯

针对环湖区域游客集中的问题뻟从亲水因
素的角度展开分析뺯通过聚类分析法划分4种亲
水空间游憩类型뻟经对应性分析发现뻟对空间亲
水因素依赖性较大的群体是老年游客和中青年游
客뺯因此뻟为有效缓解临水区域游客过于集中的
现象뻟根据老年和中青年游客的公园游憩偏好뻟
对公园管理提出以下建议뻭1)在风景林区和疏林
草坪区增加健身步道뻟引导散步뺮慢跑等健身活
动在近水区域开展뻮2)在风景林区和疏林草坪区
增加休憩节点뻟规划特色景观뻟提高空间内的休
憩服务设施配给뻟以期从空间布局上实现人群导
流뻟优化游客体验뺯

GVT法可准确识别出游客的偏好区域뻟
结合补充问卷可清楚了解游客的行为和偏好特
征뺯本文重点从亲水因素的角度进行影响分
析뻟利用游客游憩偏好特征实现景观资源和空
间要素的调整뻟帮助提升公园游憩体验뺯未来
城市公园的管理升级뻟可以基于公众参与的地
理信息系统(PPGIS) [8-9]뻟依托手机GPS轨迹
(Smartphone GPS Tracking뻟SGT)[10]等更
为高效뺮低成本的方式뻟获取人群的海量游憩数
据뺯从多种角度综合进行影响分析叠加뻟帮助管
理者把握游客的游憩规律和潜在需求뻟及时调整
和提升公园的游憩空间뻟为公园带来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뺯

注뻭文中图片除注明外뻟均由作者绘制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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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游客空间亲水程度游览类型对应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