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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非遗文化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

孙颢宸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学校　北京市海淀区　100142

摘　要：山东省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省份之一，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资源。本研究旨在分析山东省非遗资

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其对旅游发展的意义。通过对山东非遗项目的空间分析发现，空间分布呈现集聚状态，尤其是

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文学等类别的非遗项目在某些区域高度集中，反映了特定地理、历史或社会因素的影响。此外，

非遗项目，特别是传统医药、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对乡村旅游村的建设积极影响，能够提升旅游村的吸引力和文化认同度。

建议政府加大对非遗资源保护的投入，制定科学保护计划，促进非遗资源的均衡发展和共享传播。将非遗元素融入乡村旅游，

发展特色旅游村，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旅游体验。政府应整合资源，协同推进非遗资源与旅游业的融合，形成推动

旅游业和非遗资源保护的整体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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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

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

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非物质文化遗

产（简称）非遗，对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丰富

旅游产品、培养文化自信、推动地方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也是独特旅游资源 [1]。非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体现了先民的创造智慧和审美追求，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

设的瑰宝。将非遗资源娴熟地融入旅游产品和服务，既能够

有力地提升旅游产品的附加值，增强旅游业的发展后劲，

同时也为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山

东先民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勇气，创造了龙山文化大汶口文

化齐文化鲁文化等众多著名的文化珍宝，为子孙后代留下

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在山东这

片沃野之上根植延续，生机盎然，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乡风

民俗，是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具有巨大的旅游开发

价值和发展潜力。

如何全面系统地调查和解析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如何科学利用这些宝贵的非遗资

源，为乡村振兴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如何

在深度挖掘非遗资源的同时，实现其科学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这些都是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本研究拟立

足山东省非遗资源的实际状况，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

统计分析等手段，深入剖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特征及其

空间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非遗保护利用的若干对策

建议。相信通过本研究，必将为山东乃至整个黄河文明传承

区的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有益借鉴，为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贡献理论力量。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山东在中华文化史上赢得了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美誉。

山东共拥有 186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73 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数量 514 人（2022

年），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领域，

构成了别具特色的非遗景观。本文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来源于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ihchina）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该目录源自 2006-2021 年国务院公布

的 5 次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省级非遗项目来源于山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公布的五批次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拓展

项目名录，非遗项目的位置信息取自高德地图。

1.2 研究方法

1.2.1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NNI）采用聚集指数 [2]，表示最近邻点距

离的平均值与随机分布下期望平均值之比，计算公式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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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NI 是最邻近指数，N 为样本数，F 为整个研究

区总范围，ri 表示第个 i 体到最邻近个体的距离。NNI<1、

NNI=1、NNI>1 分别表示集聚分布、均匀分布、随机分布，

NNI 值越小，分布越聚集。

1.2.2 不平衡指数

不平衡指数（Gi）采用基尼系数来表示，基尼系数由洛

伦兹曲线得来，洛伦兹曲线也叫做累计频率曲线，最早由美

国统计学家洛伦兹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关于工业集中化的研

究中提出。不平衡指数 Gi 表示洛伦兹曲线与绝对平均曲线

所夹面积与三角形面积的比值 [4]。

1.2.3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通过计算周围点的密度，直观反映旅游型

乡村的集散程度，计算公式为 [5]：

式中：f(s) 表示位置 s 处的核密度计算公式，h 为距离

衰减阈值（带宽），ci 为核心。

2. 山东非遗分布特征分析

2.1 非遗资源保护级别和类型结构

山东陆域面积 15.58 万平方千米。按照国务院 2008 年

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分类标准，将山东省国家

级和省级非遗项目分为 10 大类。山东省非遗项目种类齐全，

共有 186 项国家级非遗和 1064 项省级非遗。具体来看，传

统技艺类非遗数量最多，包括 19 项国家级和 322 项省级。

其次是传统美术类非遗有 28 项国家级和 135 项省级。而传

统戏剧类，拥有最多的国家级非遗项目 33 个。传统音乐类

非遗有 18 项国家级和 62 项省级。传统舞蹈类非遗包括 13

项国家级和 82 项省级。曲艺类非遗有 13 项国家级和 59 项

省级。民俗类非遗有 14 项国家级和 74 项省级。民间文学类

非遗有 27 项国家级和 95 项省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

非遗有 15 项国家级和 93 项省级。传统医药类非遗有 6 项国

家级和 64 项省级。总体而言，山东省的非遗资源以传统技

艺类为主导，其次是传统美术和传统文学，表现出较强的文

化多样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相比之下，传统医药类非遗资

源相对较少，但依然保持了一定的比例和特色。这些非遗资

源的分布不仅体现了山东省丰富的文化传统，也反映了该省

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表 1 山东省非遗资源分类和占比

国家级 省级 国家、省级合计 非遗聚集状态

类型 项目 比例
（%） 项目 比例

（%） 项目 比例
（%） NNI 聚散模式

体、游、
杂 15 8.06 93 8.74 108 8.64 0.66 集聚

传统医药 6 3.23 64 6.02 70 5.6 0.80 集聚
传统戏剧 33 17.74 78 7.33 111 8.88 0.52 集聚
传统技艺 19 10.22 322 30.26 341 27.28 0.28 集聚
传统美术 28 15.05 135 12.69 163 13.04 0.53 集聚
传统舞蹈 13 6.99 82 7.71 95 7.6 0.74 集聚
传统音乐 18 9.68 62 5.83 80 6.4 0.63 集聚

曲艺 13 6.99 59 5.55 72 5.76 0.59 集聚
民俗 14 7.53 74 6.95 88 7.04 0.69 集聚

民间文学 27 14.52 95 8.93 122 9.76 0.50 集聚
合计 186 100 1，064 100 1，250 100.00 0.02 集聚

2.2 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

为了直观展示山东省非遗项目的分布情况，本研究根

据非遗名录的所属地，利用高德地图 API 地理编码获得非

遗项目的坐标地址，并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获取山东省

地理数据。借助 ArcGIS 10.8，将非遗项目作为点要素（图 1

红色点）显示在山东省行政区划图上，生成山东省非遗项目

分布图。

2.2.1 山东非遗的集聚状态

借助 ArcGIS 工具包计算山东省不同批次非遗项目的最

邻近距离指数（表１）。通常认为，最邻近距离指数 NNI<1

为集聚分布 [6-7]，表 1 最后两列展示了具体的结果。总的来

看，山东省的非遗分布相对聚集，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都

是，各种类型的都比较聚集，其中除传统医药外，各项均低

于 0.8，为聚集状态。山东省总体（包含省级和国家级）的

NNI 值为 0.020474，显示出极强的聚集趋势。这可能反映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山东省的分布受到特定地理、历史或社会

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在某些区域高度集中。其中，国家级和

省级非遗分布的 NNI 值分别为 0.374024 和 0.021943，这表

明省级非遗项目比国家级项目的集聚程度更高。

在具体的非遗类别中，传统医药的 NNI 值为 0.807309，

表明其分布接近随机。这可能是由于传统医药的知识和实践

在广泛地区都有传承，因此分布较为均匀。相比之下，传统

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别的 NNI 值为 0.668739，显示出明显

的聚集趋势。其他类别如传统戏剧、传统技艺、传统美术、

传统舞蹈、传统音乐、曲艺、民俗和民间文学的 NNI 值均

小于 0.8，表明它们在山东省呈现出聚集的分布模式。这些

聚集可能与文化传承、艺术表演的地点选择以及社区文化活

动的举办地点集中进行有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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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山东非遗的区域分布

通过分析非遗在各市分布情况，根据公式 3 得到不平

衡指数 Gi=0.28768，不平衡指数相对较低，因此山东非遗项

目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较低。此外，为使研究结果直观，

本文还展示了洛伦兹曲线 [9]（图 2）。根据各市非遗数累计

占比生成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整体呈现上凸型，但上凸

程度并不高，表明山东非遗项目空间分布并不均匀，但不均

衡状况并不严重。根据表４可看出，山东省非遗分布的前五

名分别是济南、菏泽、潍坊、济宁以及淄博，累计约占全省

数量的一半（49.2%），而日照、东营等市的非遗项目分布

较少。

这种分布差异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可以从经济发展、

图 1 山东省非遗项目分布及核密度

图 2 山东省非遗按地市分的洛伦兹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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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地理交通等方面来分析 [10]。一是经济发展较好、

人口密集的城市如济南、青岛，通常有更多资源用于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推广，因此非遗项目数量较多。二是历史文化因

素，历史上的文化发展较好从而会拥有更丰富的非遗项目，

例如菏泽市和济宁市的历史悠久，因此非遗项目较多。此外，

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以及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

都会影响非遗项目数量。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

山东省各市的分布差异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

促进非遗项目的均衡发展，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历史、政策

和地理等因素，制定相应的保护和发展策略。

2.2.3 山东省非遗核密度分布

利用核密度分析工具包，生成山东省非遗核密度空间

分布图。图 1 的不同色阶显示了不同的非遗核密度水平（详

见图 1 图例），颜色越深，密度越高。可以发现，山东省非

遗项目整体呈现西多东少、内陆多沿海少的特征，即一个高

集聚区和多个次级高集聚区。高集聚区集中于鲁中地区，包

括济南全域和淄博核心区。次高区域以济南为中心，向东、

向西南延伸，向东包括潍坊和青岛两个聚集地，向西南连接

济宁和菏泽。而东部沿海城市非遗项目相对较少，非遗密度

较低，如东营、烟台、威海、日照等地分布较为稀疏，且未

能形成有效连接。

这一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解释。一是历史文化

积淀。济南、淄博、菏泽等内陆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

这些地区历史上曾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非遗项

目在这些地区有更多的保存和传承。二是经济发展模式。内

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沿海地区不同。内陆地区可能更侧

重于文化旅游和非遗的保护，而沿海地区由于经济更加开放

和多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遗的保护。三是地理环

境因素。内陆地区的地理环境可能更适合非遗项目的保存。

例如，气候条件、地形等因素可能对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

有利。四是人口分布和社会结构。内陆地区的人口分布和社

会结构可能更有利于非遗的传承。家庭和社区在非遗传承中

起着重要作用，而内陆地区的社会结构可能更加稳定，有利

于非遗的持续传承。五是旅游业发展因素。非遗与旅游业的

发展密切相关，济南、淄博、菏泽等地的非遗项目可能因为

旅游业的需求而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而沿海地区的旅游

业可能更侧重于海滨和休闲旅游，非遗项目相对较少。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山东省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些资源在

提升旅游产品的附加值、增强旅游业发展后劲以及保护和传

承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山东省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

整体呈现集聚状态，尤其是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文学

等类别的非遗项目在某些区域高度集中，反映了特定地理、

历史或社会因素的影响。非遗资源的融入可以丰富旅游内涵

和体验，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促进文化传承和对外交

流，并实现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3.2 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非遗资源保护的投入。制定科学

合理的保护计划，确保非遗资源得到有效的保存和传承。加

大非遗普查和数字化保护力度，建立健全非遗数据库，为非

遗保护利用提供全面数据支持。针对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特

征，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促进非遗资源在不同区域的均

衡发展。鼓励不同地区之间的非遗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非

遗资源的共享和传播。加强非遗遗传人队伍建设，完善非遗

传承扶持政策，为非遗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其次，将非遗元素融入乡村旅游，发展特色旅游村。

依托非遗资源，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村，提升旅游村的

文化深度和体验性，增加旅游村的吸引力。改善交通、住宿

等基础设施，为游客提供更加便利和舒适的旅游环境，吸引

更多游客到访。通过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文化、旅游和服

务业，带动经济增长，为旅游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 3，整合资源，协同推进非遗资源与旅游业的融合。

政府应统筹考虑经济、历史、政策和地理等因素，制定综合

性政策，形成推动旅游业和非遗资源保护的整体合力。通过

打造特色景区、开发体验项目等方式，将非遗资源与旅游业

深度融合，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吸引力。鼓励和支持

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产品，增强旅游体

验的深度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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