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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民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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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传统村落在广东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与国内其他省份空间分布情况差异以及其与民系特征的关系，

以广东省126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利用GIS的空间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空间自相关和民系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广东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与国内其他省份传统村落的分布类型相似；从地市尺度来

看，广东省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湛江和肇庆等地市；总体上呈不均衡分布，

区域尺度上主要分布于粤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显著，全省分布密度为0.59个/千km2，梅州

市最高，达到2.14个/千km2；全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存在梅州―潮汕区、广佛―东莞区、湛江雷州区以及清远连

州区等4个比较明显的集聚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

集聚的特性，整体上呈现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的分布格局；广东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广府、

客家民系中，分布密度最高的民系为少数民族区，达1.31个/千km2，其次为韶州土话民系区，为1.00个/千km2，尽

管客家民系与广府民系区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但由于这两大民系在广东省分布面较广，密度分别只有0.59和0.48

个/千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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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是指民国以前建

村，保留了较多的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风
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民俗民风，
虽经历年代久远，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康
璟瑶 等，2016）。其建筑风貌、选址和格局保持传
统特色，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文化内涵

（王娟 等，2016）。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密度具有
明显的差异性（刘大均 等，2014），大多呈明显的
集聚分布（刘大均 等，2014；康璟瑶 等，2016），
如湖南、浙江、山西、江西等省份的传统村落空间
分布类型都为集聚型（李伯华 等，2015；林莉，2015；
辛亚 等，2015；李小芳 等，2016）。传统村落空间
分布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较大（曹迎春 等，2013；

刘大均 等，2014），主要包括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
与地形地貌（李伯华 等，2015；林莉，2015；佟玉
权 等，2015）、水系与社会环境因素以及交通状况
等（佟玉权 等，2015；李小芳 等，2016）。不太便
利的交通以及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等因素，为传统
村落的保护提供了重要条件，影响着传统村落空间
分布（李伯华 等，2015；佟玉权 等，2015；辛亚 等，
2015；李小芳 等，2016）。 

广东传统村落以广府、潮汕、客家的村落为主
体，经济模式以农耕文化为主、商业文化并重，由
于移民南迁及向海外拓展，表现出移民文化、侨乡
文化等多样性的特征，是岭南文化的根（孙爱群，
2012）。当前对广东省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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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爱群，2012；庄伟光 等，2014；曾艳 等，2015）、
旅游开发（刘世红，2012；庄伟光 等，2013，2014；
孔翔 等，2016；）、建筑特征（许桂灵 等，2005；
张辞，2015；何峰 等，2016）、区域空间形态及分
布等（邱丽 等，2011；王东，2016）为主。如骆茜
等（2013）利用空间分析法研究了岭南传统村落的
空间分布概况及分布类型，认为岭南传统村落大部
分集中在粤中地区，其次是在粤东，粤西较少，而
粤北分布更少。但该研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2003年颁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评选办法》为岭南传统村落主要评价标准，自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印发传统村落评价认
定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建村[2012]125号）
发布以来，广东省已有126个村落正式纳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2014，2015），故其研究仍有待深入。另外与
国内其他省份相比，广东省的传统村落是否有同样
的集聚特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是否类
同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分析。鉴于此，本文利用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对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
及其规律进行研究，分析广东省与其他已有相关研
究省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异同，以期为传
统乡村聚落发展拓宽研究视角，充实广东省传统村
落在宏观层面的研究；同时对传统村落与民系特征
进行了简要的相关关系描述，以期为传统村落与民
系特征的深入研究提供铺垫。 

1 研究区域概况 
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东邻福建，北接

江西、湖南，西连广西，南临南海，珠江口东西两
侧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接壤，西南部雷州
半岛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全境位于20°09′―
25°31′N、109°45′―117°20′E之间，全省土地面积
17.97万km2（广东省人民政府，2015）。广东省地貌
类型复杂多样，有山地、丘陵、台地和平原，其面
积分别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3.7%、24.9%、14.2%
和21.7%，河流和湖泊等只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5.5%。地势总体北高南低，北部多为山地和高丘陵。
河流众多，以珠江流域（东江、西江、北江和珠江
三角洲）及独流入海的韩江流域和粤东沿海、粤西
沿海诸河为主（广东省人民政府，2015）。历史久远，
民系主要以广府、客家和潮汕为主（黄淑娉，1998），
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先后有126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下简称“名录”），其中22个入选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现列入名录的传统村落数量排全国各
省的第5位，仅次于山西省。广东省是中国经济最发
达的省份之一，其高速的城市化发展，使传统村落
的留存受到一定威胁，而广东传统村落有其特殊的
价值，保存完好的村落建筑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同
时也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载体。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空间分布类型分析  传统村落在宏观尺度表
现为点状要素，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有均匀、
随机和凝聚3种，可以利用最邻近点指数进行判别

（周侗 等，2010）。最邻近点指数R定义为实际最邻
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之比的地理指标（李伯华 
等，2015），其公式为： 

1 / 2ER r r D                         （1） 

式中：r1为实际最邻近距离；rE为理论最邻近距离；
D为点密度。当R＝1时，说明点状分布为随机型；
当R＞1时，点状要素趋于均匀分布；当R＜1时，点
状要素趋于凝聚分布。通过ArcGIS空间统计工具

（ Spatial Statistics Tools ） 中 的 平 均 值 最 近 分 析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可以计算出传统村落的

空间分布类型。 
2.1.2  空间分布均衡性分析  地理集中指数是研究
传统村落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李伯华 等，2015），
用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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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为村落的地理集中指数；Xi为第i个市区村
落数量；T为村落总数；n为地市总数。G取值在0~100
之间，G值越大，景区分布越集中；G值越小，则分
布越分散。 

用不平衡指数反映研究对象在不同区域内分布
的均衡程度（李伯华 等，2015），其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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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为区域的个数；Yi为各区域内某一研究对象
在总区域内所占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的累计
百分比。不平衡指数S介于0~1之间，如果研究对象
平均分布在各区域中，则S＝0；若研究对象全部集
中在一个区域中，则S＝1。 
2.1.3  空间分布聚集区分析  空间聚集区域分析，
多采用分布密度来测量（程乾 等，2013）。核密度
法是地理空间设施分布特征提取的重要统计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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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禹文豪 等，2015）。该方法是基于地理学中距
离越近的事物关联越紧密，与核心要素越近的位置
获取的密度扩张值越大来进行分析的（Borruso G，
2008）。在ArcGIS的空间分析中，核密度估计法认为
地理事件可以发生在任何空间位置上，但是在不同
位置上，发生的概率不一样（李伯华 等，2015）。
本文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工具（Spatial Analysis 
Tools）的密度（Density-Kernel density）工具对传
统村落的聚集区进行分析，核函数以Silverman

（1986）的著作《Density Estimation for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中描述的二次核函数为基础。 
2.1.4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通过
莫兰指数（Moran’s I）进行计算。莫兰指数包括全
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和局部莫兰指数

（Local Moran’s I），全局指标用于探测整个研究区域
的空间模式，使用单一的值来反映该区域的
自相关程度；局部指标计算每一个空间单元
与邻近单元就某一属性的相关程度（张松林 
等，2007）。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参考刘大均
等（2014）、李伯华 等（2015）、张松林等

（2007）和陈彦光（2009）的相关研究。局域
关联指数Getis-Ord Gi

*常用于分析观测值在
局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可以进一步测度热
点区和冷点区的空间分布（李伯华 等，
2015），计算公式和使用方法参考刘大均等

（2014）、李伯华 等（2015）及王永峰等（2014）
的相关研究。 
2.1.5  民系分布特征分析  在ArcGIS 中利
用分析工具（Analysis Tool）的空间链接

（spatial join）分别将广东民系（按主要语言
分）与广东传统村落数据进行链接，得到各
市域内及各民系中传统村落的数量，利用
ArcGIS的分类（Categories）功能对民系特征
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广东省传统村落民系
分布状况。 
2.2  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的传统村落数据信息，主要来
源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
等官方公布的权威数据。将以上数据整理得
到广东省传统村落共126个（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第一、二、三批次广东省部分）。利用Google
地图搜索定位功能，对广东省传统村落的地
理坐标进行标定，将标定的数据导入ArcGIS
中，得到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图1）。 

广东省民系图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
所和澳洲人文科学院共同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

（李荣 等，1987）中的广东省的汉语方言图，图片
经过ArcGIS矢量化之后得到广东省民系分布图（按
主要方言划分，边界线与原图误差约为1~3 km2）。 

3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 
3.1  空间分布类型与空间分布均衡性 

3.1.1  空间分布类型与集中程度分析  通过平均值
最近分析（公式1）可知，广东省传统村落之间的实
际最邻近距离为19.89 km，理论最邻近距离为29.17 
km，R值为0.68＜1，所以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
类型为趋于凝聚分布。 

广东省传统村落总数（T）为126个，地市总数
（n）为21个，各地市传统村落数量如表1所示。通过

 

 

图 1  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表 1  广东省传统村落地市分布统计 
Tab.1  Statistic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区域 城市 数量/个 区域 城市 数量/个 

珠三角 广州市 12 粤北 云浮市 0 

珠三角 佛山市 4 粤北 河源市 1 

珠三角 深圳市 1 粤北 梅州市 40 

珠三角 东莞市 6 粤西 阳江市 1 

珠三角 江门市 4 粤西 湛江市 12 

珠三角 肇庆市 10 粤西 茂名市 1 

珠三角 中山市 1 粤东 汕头市 1 

珠三角 珠海市 1 粤东 揭阳市 4 

珠三角 惠州市 7 粤东 潮州市 2 

粤北 清远市 13 粤东 汕尾市 2 

粤北 韶关市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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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2）可知，广东省传统村落的地理集中指
数（G）为38.18。在平均分布的情况下，广东省各
地市传统村落的数量为126/21＝6个/地市，即其地
理集中指数为6，而实际地理集中指数为38.18，远
大于6。因此，从地市尺度看，广东省的传统村落比
较集中，主要分布在梅州、清远、广州、湛江和肇
庆等地市。 
3.1.2  均衡程度分析  广东省通常划分为珠三角、
粤东、粤西和粤北4个大区域。其中，珠三角共有传
统村落46个、粤东9个、粤西14个、粤北57个（见表
1），从大区域尺度看，广东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于
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图2-a）。通过不平衡指数计算

（公式3）可知广东省传统村落不平衡指数S＝0.65，
说明传统村落在广东省的分布不均衡，区域集中度
高。通过计算广东省传统村落地市均匀分布数据及
地市传统村落累积百分比数据并制作洛伦茨曲线图

（图2-b），可知云浮、河源、茂名、汕头、深圳等
市传统村落数量极少，而肇庆、广州、湛江、清远
和梅州等市传统村落数量非常多，导致曲线两端向
绝对不均衡线拉近，同样表明广东省传统村落的分
布严重不均衡。 
3.2  地市分布特征 

由上述分析可知，广东省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在
梅州、清远、广州、湛江和肇庆等地市，这5个地市
共有传统村落数量87个，占总量的69%，其中梅州
市最多，达到40个，约占全省的32%，而清远、广
州、湛江和肇庆等市传统村落数量均在8~13个的区
间。惠州、东莞2市的传统村落数量接近全省各市的
平均值，在5~7个的区间。除云浮市没有传统村落
分布以外，全省传统村落数量最少的地市分别为深
圳、中山、珠海、河源、阳江、茂名和汕头，市域
内仅有1个传统村落（图3）。 
3.3  空间分布聚集区分析 

广东省传统村落分布密度为0.59个/千km2，其中
梅州市分布密度最高，为2.14个/千km2，其次为东莞
2.06个/千km2，广州的分布密度也达到1.44个/千km2，
佛山、湛江及揭阳均高于全省平均值，但均不足1
个/千km2，河源和茂名2市均低于0.1个/千km2。由图
4可见：全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存在4个较明显的集
聚区，核心―边缘分布格局明显。4个传统村落集聚
区分别为梅州―潮汕区、广佛―东莞区、湛江雷州
区以及清远连州区。其中梅州―潮汕区中心核密度
最高，达到3.18个/千km2，其次为广佛－东莞区2.38
个/千km2，湛江雷州区为2.24个/千km2，清远连州区

为1.68个/千km2，边缘区约为0.07个/千km2。 
3.4  空间自相关分析 

3.4.1  全局自相关  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全
局自相关莫兰指数估计值为0.282 7，正态统计量z
值为5.177 8。莫兰指数估计值为正，显著性检验z
值＞0.01置信水平临界值1.65，表明广东省传统村落
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不管是传统村
落分布较多还是较少的地区，其规模分布在空间上
均趋于集聚。但规模分布在空间上的差异程度极大，
较为分散，高度集中规模分布较少（核密度0.002 1~ 
0.002 5的区域，只有梅州市部分区域形成高度聚集规 

 

 

图 2  广东省传统村落区域分布特征（a）及洛伦茨曲线（b）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four regions (a)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its’ Lorenz curv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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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中等规模分布的地区相对较多（核密
度0.000 7~ 0.001 7的区域），分散规模分布
的地区更多（核密度＜0.000 7的区域），所
以传统村落区域分布呈由“少―中―多”
的金字塔状。 
3.4.2  局部自相关  对广东省传统村落
空间分布作莫兰散点图（图5），由图可知
广东省多数地区分布在第一、三象限，两
极分化的情况较为严重。位于第一象限的
传统村落数量自身与周边的平均水平都
较低，而位于第三象限的传统村落数量自
身与周边的平均水平都较高，这2个象限
内的差异程度相对较小，存在较高的空间
正相关，但第一象限是冷点区，而第三象
限为热点区。通过计算出各地区的局域关
联指数Getis-Ord Gi*，将统计的Gi

*值由低
到高分成4类形成热点图（图6）。由图可
知，整体上广东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呈
现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

冷点的分布格局，在粤东北部尤其明显，
该区域的核心边缘结果突出，梅州市是广
东省传统村落分布的热点区域，但全省范
围内，传统村落的分布是以次冷点区―冷
点区占主要地位，分别约占全省的30%和
37%，而热点―次热点区总共约占33%。
从冷热点区的分布来看，似乎并不存在明
显的东西或南北差异。 

3 传统村落民系特征分析 
广东省以广府、客家和潮汕（含雷州）

民系为主。韶州土话是现粤北土话的旧
称，对于韶州土话的归属问题至今还没有
一个定论，但与同为归属未定的湘南土话
较为近似，目前使用人数约50~100万（维
基百科贡献者，2006），因语系不同，本
文将使用韶州土话的人口单独划为一个
民系；清远连州主要分布瑶族，是为本省
主要的少数民族，亦单独划为少数民族
区；而在广府与客家交界及潮汕与客家交
界带有着两类优势语言交叉使用的现象，
因此亦单独列出主要语言混用区的传统
村落情况。 

经ArcGIS将民系与传统村落进行空
间链接，可视化处理后得到图7。由图可

 
图 3  广东省传统村落地市分布特征 

Fig.3  Prefecture-level city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图 4  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核密度 

Fig.4  Kernel dens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图 5  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莫兰散点图 

Fig.5  Moran scatter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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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全省传统村落的分布与各民系之间亦有一定的
相关关系。广东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广府、客家
民系中，2个民系所包含的传统村落分别占全省的
32.54%和39.68%，两者合计约占全省的72%，潮汕
民系所包含传统村落约占全省的15.87%，三大主要
民系所囊括的传统村落达全省的88%。韶州土话民
系有7个传统村落，占全省5.56%，少数民族区有4

个传统村落，占全省3.17%。在优势语
言混合区，广府客家混合区有3个传统
村落，而潮汕客家混合区有1个传统村
落。 

利用ArcGIS对传统村落在各民系
区（含混合区）的密度进行分析可知：
传统村落分布密度最高的民系为少数
民族区，达1.31个/千km2；其次为韶州
土话民系区，为1.00个/千km2；潮汕民
系区为0.84个/千km2。尽管客家民系与
广府民系区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但由
于这两大民系在广东省分布广泛，传统
村落的密度分别仅有0.59和0.48个/千
km2。 

4 结论与讨论 
以广东省126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

象，利用空间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空
间自相关和民系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
果显示： 

1）广东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
型为凝聚型；从地市尺度来看，其分布
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
州、湛江和肇庆等地市，共有传统村落
数量87个，占总量的69%，其中梅州市
最多，达到40个，约占全省的32%。总
体上呈不均衡分布，主要分布于粤北和
珠三角地区。 

2）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密度
差异显著；全省传统村落分布密度为
0.59个/千km2，其中梅州分布密度最高，
为2.14个/千km2，河源和茂名2市均低于
0.1个/千km2，云浮市没有传统村落分
布；全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存在梅州―

潮汕区、广佛―东莞区、湛江雷州区以
及清远连州区4个比较明显的集聚区，
核心―边缘分布格局明显。 

3）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全局空
间自相关性，传统村落分布表现出规模相似地区在
空间上趋于集聚的特性。由于全省传统村落规模分
布较为分散，呈较为明显的“少―中―多”金字塔
状分布；从莫兰散点图看，多数地区传统村落分布
在第一、三象限，两极分化的情况较为严重；在空
间分布整体上呈现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

 

 
图 6  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热点区 

Fig.6  Hot spot area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图 7  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民系特征 

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an Chinese subgroups of Guangdong Province 

 

广东市域边界 

-1.397~-0.570（冷点区） 

-0.570~0.546（次冷点区） 

0.546~2.533（次热点区） 

2.533~6.125（热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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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冷点的分布格局，全省范围内，传统村落的分
布是以次冷点区―冷点区为主。 

4）广东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广府、客家民系
中，2个民系所包含的传统村落约占全省的72%；传
统村落分布密度最高的民系为少数民族区，达1.31
个/千km2，其次为韶州土话民系区，为1.00个/千km2，
尽管客家民系与广府民系区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
但由于这两大民系在广东省分布广泛，传统村落的
密度分别仅有0.59和0.48个/千km2。 

本文的研究结果与骆茜等（2013）对岭南传统
村落的空间分布研究结果不甚一致，后者认为岭南
传统村落大部分集中在粤中地区，其次是在粤东（骆
茜 等，2013），而本文认为广东省传统村落主要集
中在粤东地区，其次为珠三角（粤中）地区。导致
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骆茜等采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3年颁布的《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评选办法》对传统村落进行筛选，而
该办法相对《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
中关于传统村落的“久远度、稀缺度、完整性、传
统营造工艺”等更详尽的要求而言过于简单，因而
导致分析数据有较大差别。可见两文结果的不一致
并非研究科学性上的矛盾，而仅是数据差异导致的
结果差异。骆茜等认为：岭南传统村落呈现客家文
化圈、广府文化圈和潮汕文化圈的文化特征，在本
研究中有类似结果；但少数民族及韶州土话民系亦
是传统村落分布的重要核心，其分布密度甚至高于
三大主要民系，原因可能是少数民族区处于偏远山
区，不便的交通和有利的地形使其传统村落得到较
好的保护，同时又因为少数民族区所占的面积较小，
相对而言其密度反而较大。 

广东省传统村落的分布类型与浙江、江西、湖
南、山西及全国等的情况类同，均为凝聚型分布，
但分布的核心区及空间自相关又有自身特征。广东
省传统村落的民系分布特征与空间格局之间亦有一
定的关系，例如其空间分布核心区，亦是客家、广
府、潮汕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核心区，其热点分布区
为以客家为主的梅州市区，次热点区则为以广府文
化为主的广州、雷州文化为主的湛江、少数民族较
多的清远、肇庆西北部地区，可见民系对传统村落
的空间分布格局有一定的影响。 

传统村落是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的重要表现形
式，因地域不同，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的
形态特征（刘大均 等，2014）。广东省位于中国南
部，历史上是汉文化的主要迁徙地之一，其传统村

落所具备的文化内涵、建筑特色及传承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省传统村
落的保护和合理开发需要广大人文地理研究者及城
乡规划实践者付出大量的努力。从宏观尺度对广东
省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仅仅是该类研究
中极小的一部分。广东省传统村落分布的影响因素、
其民系特征、形成当前分布格局的机理、其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分布的空间关系、村落旅游开发中其与
自然景点和旅游要素的空间关系都值得进一步的探
究。 

致谢：感谢衡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

系李柏华教授的指导，感谢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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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126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GIS 
spatial analysis was us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Vs) in 
Guangdong, the differences in distribution pattern between in Guangdong and in other provinces, and the Han 
Chinese sub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TV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ype was judged using th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equilibrium was determined by the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the 
unbalanced index; the spatial clustering region was measured by the nuclear density;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using the Moran index; and the spatial link function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Vs and Han Chinese subgroup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V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conden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ty scale, TV distribution is 
concentrated in Meizhou, Qingyuan, Guangzhou, Zhanjiang, and Zhaoqing. There are 87 TVs in these cities, 
accounting for 69% of the total in Guangdong, and Meizhou City is home to 40 TVs, accounting for about 32% of 
the total in the province. The TVs are generally unevenly distributed, mainly in northern Guangd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TV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TVs in the province is 0.59 per thousand km2; the highest density of 
2.14 per thousand km2 is in Meizhou; in Heyuan and Maoming, TV density is less than 0.1 per thousand km2; and 
there is no TV distributed in Yunfu City. There are four noticeable agglomeration areas: the Meizhou-Chaoshan 
Area, the Guangfo-Dongguan Area, the Zhanjiang-Leizhou Area, and the Qingyuan-Lianzhou Area. The 
core-edge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noticeable.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Vs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ows 
significant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similar areas. A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Vs in the province is relatively decentralized, it is of a noticeable “few-moderate-many” pyramid-like 
distribution. From the Moran scatter plot, most of the TVs are located in the first and third quadrants, displaying 
serious polarization. The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of “hot spots - sub-hot spots - sub-cold spots - cold 
spots” in the province, with “sub cold spots - cold spots” as the major pattern. 4) The TV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Guangfu and Hakka areas. The TVs in these two subgroups account for about 72% of 
the total in the province. The TVs of the highest density, 1.31 per thousand km2, are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followed by those of about 1.00 per thousand km2 in the Shaozhou Tuhua civil area. Although the Hakka and the 
Guangfu areas have the largest number of TVs, the density of TVs is only 0.59 and 0.48 per thousand km2, 
respectively due to wide distribution of the two ethnic groups. The distribution type of the TV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similar to that in Zhejiang, Jiangxi, Hunan, Shanxi, and other provinces in the country, which is 
condensed with its core area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having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spatial distributi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Han Chinese subgroups distribution; 
Guangd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