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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零售业业态空间分异识别对优化城市资源配置至关重要，基于高精度大样本数据的零售业态空间分布识

别较传统研究更精确便捷。以广州市 2014 年 47 026 个零售业网点数据为基础，基于信息熵、平均最近邻分析法、

核密度估计等研究方法，探讨广州市的零售业分布格局、业态空间分异与零售业结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

广州市零售业功能显著集聚于城市核心区，越秀、荔湾与天河北的零售功能发育相对均衡，均衡度从核心向外围

显著下降；2）不同业态零售业分异较大，以商业服务和基本生活服务为主的零售业态网点分布的集聚度显著高

于大体量的综合类零售业态；3）各业态零售业随着城市圈层的外拓分异显著，大体量型零售业态分布相对均衡，

以商服功能为主的零售业态则主要集中于核心层与内圈层；4）人流集聚程度、交通通达性、职住人口分布、地

方政策与社会空间分异共同影响着零售业业态空间的形成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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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零售业研究是城市商业地理学的重要议题

之一。零售业经济驱动是城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Brown，1993；许学强 等，2002；林耿，2008；薛

德升 等，2014），零售业的合理布局与配置对城市
经济发展、资源与服务的空间配置和城市结构的优
化有重要意义（Goldman，2001；Wang et al.，2002；
林耿 等，2004）。随着近年来零售连锁化、大型购
物中心的扩张与电子商务在线零售的不断发展，城
市零售业业态空间议题越来越受关注（Ahlert et al.，
2006；Reinartz et al.，2011；Wang，2011）。已有
研究主要集中在零售业区位特征（Brown，1987；周
素红 等，2008；何永达 等，2012；Wang et al.，2014）、
等级结构（hUallacháin et al.，2012；程林 等，2014）、
空间重构（于伟 等，2012）、城市商业中心结构与
空间演变（Wang et al.，2008；Borgers et al.，2011；

珣张  等，2013；饶传坤 等，2016）、消费者行为
与业态空间（Kumar et al.，2012）、零售点的集聚
与竞争（Li et al.，2012）、对单一业态或多业态的

零售业空间结构解析（马晓龙，2007；李强 等，2013；
王芳 等，2015；王帅 等，2015；王士君 等，2015；
张小英 等，2016；Rui et al.，2016；浩飞龙 等，
2016）等方面。国内外学者针对零售地理的研究已
形成相对成熟的研究框架体系，对零售业的分布、
演化与动力机制均有较深入的分析，传统的中心地
理论、零售引力定律等也很好地解释了零售业的空
间分布规律，这些研究为零售地理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与实践支撑。但受限于数据精度与数据处理技术，
微观视角下的零售结构解析更多依赖于实地调研与
访谈式的研究方法，而城市内部各零售业态的分布
规律、零售业精细业态划分下的各业态分布特征、
模式与塑造因素等深层次的规律则较少受到关注。
探析零售业细分业态下的零售商业空间结构是否存
在分异，对认识城市商业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林耿，2008；Wang，2011）。因此，有必要基于
更精细业态分类的零售业点数据，探讨其业态空间
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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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量数据采集技术的突破和大数据分析技
术的发展，大样本空间数据开始辅助更加精细化地
理解城市商业结构与城市商业功能区的类型划分

（吴康敏 等，2016；陈世莉 等，2016；陈蔚珊 等，
2016）。城市出租车GPS数据、社交媒体数据、POI

（point of interest）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公交车刷
卡数据等各类众源数据都开始应用于城市空间结构
的解析、商圈边界的确定、功能区空间分布的探讨
等（Goodchild et al.，2007；Goodchild，2009；Liu et 
al，2015）。相比较于以抽样调研、访谈、问卷为
主的传统地理学研究方式与调研采样类样本数据，
依托高精度的大样本数据，能进一步精细化研究尺
度，更有利于剖析城市零售业结构体系（王芳 等，
2015；Yu et al.，2015），由此，基于大数据的商
业结构研究成为一种新兴的趋势。然而，现有研
究并未严格区分零售业的空间结构与商业活动空
间结构概念，忽略了零售业的业态与功能细分，
仅针对一类或几类零售商业网点数据的分布来揭
示城市商业空间的结构化现象与驱动力，细致观
察零售业业态空间分异的研究仍然不多。零售业
不仅包括商业活动类业态，其中还有大量以生活
基本服务为主的业态，不同业态零售业网点的空
间分布是否存在分异，城市不同圈层的零售服务
功能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更细
致地去探索。 

基于此，本文以广州市为研究区，基于高精度、
覆盖面广的百度POI数据，以2014年47 026个零售业
态网点为基本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最邻近距离
分析、信息熵等方法，识别广州不同业态零售业的
空间分异情况，针对业态进行差异化空间探索，并
研究不同业态零售业网点数据在城市各圈层中的分
布差异，以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零售功能的分
布模式，为城市功能规划提供参考。 

1  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以广州市为研究区，范围包括其118个街道、镇，

基本涵盖了主城区与近郊区，总面积为1 409 km2，
常住人口828万人（2010年广州六普数据）。基于城
市发展状况与研究需要，将选定的研究区以街区为
尺度划分为三大圈层（图1），其中，核心圈层包括
荔湾区部分旧城区、越秀区以及天河区新崛起的城
市核心，内圈层包括荔湾区、海珠区以及天河区北
部及白云区部分街道，外圈层以广州近郊区部分街

道为主（王洋，2017）。 

以研究区内全类型零售业网点为研究对象，
根据零售业定义（林耿，2008），搜集百度地图

（http://map.baidu.com/）POI数据，通过百度API接
口对广州市零售类POI进行整体爬取，截选其中经
纬度与类型属性，经过去重、纠偏与空间匹配，

提 取 出 研 究 区 内 零 售 业 网 点 数 据 共 47 026 个
（2014年），并对数据进行部分抽样，实地调研验

证数据的可用性，再进一步根据数据属性信息进

行业态细分类。百度POI数据包含了空间实体对象
的位置信息与相关属性信息，是地表空间实体在
地图上的抽象反映，由于其具有实时性强、精度

高等特点，POI数据在当前网络查询、地图导航与
科研领域方面应用广泛。 

零售业态是指为满足消费者不同的消费需求而
进行相应要素组合，由此形成的不同零售经营形态

（王娟，2012）。零售业态类型的划分，是按照其经
营方式、服务功能、商品结构、选址、规模、目标
顾客群体、有无固定营业场所等要素进行分类的。
我国针对零售业态的分类标准，自2000年起相继发
布了国家标准《零售业态分类》（GB/T18106-2000）

（GB/T18106-2004）（GB/T18106-2010）（Wang，
2011），至此，国家标准将零售业态划分为16种，
其中有店铺形态的共10种，分别为便利店、食杂店、
超市、折扣店、仓储会员店、专业店、专卖店、购

   

 

图 1  研究区与其圈层划分 
Fig.1  Study area and its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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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心、厂家直销与百货商店。结合官方的零售业
态分类标准与百度POI数据的自分类体系，进一步
结合林耿等（2008）的研究，合并相似的业态并舍

弃部分与居民生活关联较小的业态，最终划定其分
类体系（表1），共包括6大类零售业态，30类细业
种。

1.2  研究方法 

1.2.1  利用信息熵判断城市空间零售业态的发育

程度  信息熵是系统紊乱程度的度量指标，系统
熵值越大，则其混乱程度越高，反之，则系统内
部更加单一化、稳定化（黄晓冰 等，2014）。因
此，将其应用于城市中区块的零售业态分布度量，
信息熵值越大，代表研究区内业态的种类越丰富，
零售业结构越均衡化。利用信息熵探索研究区零
售业结构的发育程度，将研究区分为 300 m×300 m
格网（周素红 等，2014；Yu et al.，2015），根
据各格网内 30 种零售业种的网点数，计算各格网
的熵值。 

假定格网各业种零售业网点总数为 A，业种类
型总数为 N，各业种网点数为 Ai（黄晓冰 等，2014），
则有：  

AA
N

i
i 

1                           （1） 

各业种网点数百分比Pi为（黄晓冰 等，2014）： 





N

i
iiii AAAAP

1

//
               （2） 

易知 Pi具有归一性。依据信息熵定义，格网信
息熵值 H 计算公式为（黄晓冰 等，2014）： 

1
Ιn ( / )Ιn( / )

N n N N

i i i i i i
i i i i

H P P A A A A


      
（3） 

H≥0，熵值越大，则零售业态种类越多，各
业态百分比也相对均衡，反之，熵值越小，各业
态间的差别越大，零售结构也更偏向单一化。 

1.2.2  利用平均最邻近分析法分析零售网点集聚

情况  利用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法分析各业态零
售业点数据的平均距离与邻近度，基于网点数据
间最邻近距离实测值与期望值的比值 R 来判断网
点的布特征，R 值处于 0~1 之间，R 越小，网点
的集聚程度越高（王洋 等，2016）。其计算公式
为： 

ei ddR /                          （4） 

式中：di 为网点的最邻近距离的实测距离值；de 为
其期望值。  

R 的标准差可表示为（王洋 等，2016）： 

26136.0/)(
2

A
Nddz ei             （5） 

式中：N 为网点总数；A 为研究区面积；网点 z 值
越小其集聚程度越高。 
1.2.3  利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零售网点的空间

集聚分布  核密度估计属于非参数统计方法（王洋 
等，2016；禹文豪 等，2016）。通过对零售业网点
数据空间分布的连续化模拟，以核密度值来反映网
点数据的分布。该方法目前广泛应用于热点探测，
根据单位网格内的零售业网点密度值来估计其周
围的密度，识别网点分布的热点区。 

核密度函数的表达形式（王洋 等，2016）为： 





n

l

ls

r
d

rπ
sλ

1
2 )(1)(                   （6） 

式中： )(s 是 s 处的核密度值；r 是搜索半径；n
为网点数；dls 是网点间的距离； 是距离的权重。 

表1  零售业态类型划分 
Tab.1  Types of retail formats 

业态类别  零售服务设施  业态说明 业态网点数量/个 

a．食杂店  1．糕点店；2．综合市场；3．食品专卖店  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食品为主 4 023 

b．便利即时店 
 

1．便利店；2．报刊亭；3．书店；4．办公用品店 
 以即时品、报纸书刊、日用小百货

为主 
6 006 

c．穿戴用品店  1．服饰店；2．饰品店；3．珠宝店；4．钟表店  以服装饰品、穿戴类为主 9 843 

d．特色专业店 

 1．烟酒茶商行；2．药店；3．汽配店；4．手机店；5．化妆品店；
6．画廊；7．电器店；8．车行；9．眼镜店；10．婴儿用品店；
11．花鸟鱼虫店；12．体育用品店；13．电脑店；14．琴行；15．宠
物店；16．玩具店；17．家居建材店 

 
以某特定类商品销售为主、体现专
业性 

21 900 

e．超级市场 
 

超市 
 以包装类商品为主，品种丰富、选

择多样 
1 491 

f．专营商场  购物商场  功能涵盖广，零售品类丰富 3 763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林耿 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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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州市零售业态的空间分异特征 

2.1  广州市零售功能的发育特点 
为探索零售业网点在空间分布上的均衡度，将

研究区细分为 300 m×300 m 格网，以 30 类零售业
业种网点为数据基础计算每个格网的网点数与熵
值，得出广州市的零售网点分布（图 2）。由图可知，
广州零售业网点主要集中分布于城市核心圈层与
内圈层，包括天河北、石牌、珠江新城、北京路、
淘金、海珠区昌岗及白云一带，城市外圈层分布较
为稀疏（图 2-a）。零售业网点密集区同样也是广州
主要商圈的分布地。从网点的总体分布可看出，广
州市越秀区与天河区拥有更高密度与更大面积的
商业活动分布，这与城市的发展历史和区域开发导
向密切相关。 

熵值结果印证了零售功能呈现中心高度集聚
的分布特征。城市中较早出现的人群集聚点与人流
量较大地段，其零售功能发育也相应较早，零售结
构更趋合理。老城区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的江
南大道商区、中大、昌岗，以及天河北均是广州典
型的生活中心与商务中心，其零售配套的完整性相
对较高。由图 2-b 可知，旧城区、海珠区西侧与共
同构成的广州当前的城市中心区，其业态功能结构
最为完整。旧城区、海珠区西侧是城市发展历史积
累区，业态空间发育成熟；新发展的天河区则是广
州新一轮城市商业中心规划下崛起的城市新核，其

商务活动的活跃也带动了零售功能的快速发育。 
2.2  各业态空间的分布差异 

区域人口分布、职业特点、年龄构成、人群消
费习惯、地域功能性质等都是各类零售业网点在选
址布局时重要的考虑因素。由于城市不同区域的人
口规模、产业结构等差异明显，因而人流量与购买
力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分异，不同业态由于功能指向
性差异，集聚方式也明显不同。部分零售业态强调
服务的便利性，其分布具有更高的集聚度，这类零
售业态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以商业服务为主的零
售业态网点，依托规模效应、客源共享来生存（梁
进社 等，2009），如服饰店、饰品店、化妆品店等；
另一类是以生活服务为主的零售业态网点，这类业
态网点往往经营体量较小，服务等级较低，依托人
流集聚中心经营，在空间上集聚是为了分享特定的
消费群体，如烟酒茶商行、食品店等；部分零售业
态本身具有较大的服务半径，在分布上强调避免市
场区的分割，因此，在空间分布上更偏向于依据自
身经营体量与人流规模相对均衡的特点来布局，大
体量的综合类零售业网点通常具有一定的规模门
槛，如综合市场、超市、购物商场等，这些设施在
空间上更偏均匀分布。因而，不同业态的零售业的
空间布局特征各有不同。 

从各业态的网点数量看，特色专业店的网点数
比重最高，占全类网点的 46.57%；其次是穿戴用品
店与便利即时店，比重分别为 20.93%、12.77%；其

 

图 2  广州市零售功能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tail function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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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3 类零售业态网点比重均＜10%，6 类业态零售
业网点数的标准差高达 7 437.21（表 2）。这表明，
在零售品性质差异、零售业态经营方式与经营体量
不同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零售业各业态在网点
数量分布上极不均衡。特色专业店和穿戴用品店网

点数量占据了零售网点总数的 67.50%，这两类业态
均为小体量经营，且零售商品主要为满足居民日常
生活基本需求（吃、穿、用、礼），与居民日常生
活关系密切，表明当前广州零售业的功能核心主要
是面向基本生活服务。

从便利性上看，零售业态有强烈的业态功能指
向性特点。以商业服务为主的业态，穿戴用品店与
特色专业店的可达性便利度较高，平均最邻近距离
均＜35 m，网点在城市居民步行范围内广泛分布；
以生活基本需求服务为导向的业态，其便利性也较
高，食杂店与便利即时店的平均最邻近距离均＜
100 m，同样在步行范围内可以提供服务；大体量
经营的业态，如超级市场与专营商场 2 类业态，平
均最邻近距离均在 100 m 以上，可达性便利度相对
较差。 

从空间分布特征看，不同业态的零售业网点在
空间分布上也显著不同，网点的经营方式、目标消
费者群体分布、经营体量等多种因素决定了网点的
空间布局。基于平均最邻近距离算法，分析各类型
零售业网点的空间分布情况（表 2），结合核密度方
法，基于城市中观尺度分析零售网点的空间格局，
参照以往研究（Yu et al.，2015；吴康敏 等，2016），
搜索半径设为 1 200 m，栅格像元设为 50 m，进一
步探索广州市 6 类零售业态的空间分布格局及热点
区（图 3）。依正态分布原理，均值加减 1、2、3 个
标准差依次可涵盖总体数据的 68%、95%、99%，
本文依此对研究区格网核密度进行统计分析，在空
间上确定核密度的峰值区（吴康敏 等，2016）。 

从总体上看，6 类零售业态的 R 值均＜1
（P=0.000 0），整体呈现为集聚分布形态，同时，不

同业态的集聚程度差异较大，依据 R 值的大小将 6
类不同业态的零售业网点的集聚度划分为高、中、

低 3 种类型（表 2）。结果表明，穿戴用品店与特色
专业店呈现高集聚分布，R 值均＜0.25，属于典型
的以商业服务为主的业态。这是因为空间上的集聚
有利于基础设施与客源等的共享。食杂店、便利即
时店呈现中度集聚，这类业态以生活服务为主，随
人流聚集点分布，服务上同时追求功能的均匀性，
而服务半径通常较小，这决定了其功能覆盖面较小，
因此区别于其他商业类业态与大型零售类业态。综
合市场与超市属于典型的零售品类覆盖较广、服务
半径较大的业态，为避免市场区的分割造成重复竞
争，其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呈现出低集聚的特点。
穿戴用品店与特色专业店核密度像元值分布的标
准差均＞20，表明其网点数量在空间上分布极不均
衡，穿戴用品店的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荔湾、越
秀，从多宝街到农林下均是核密度高值区，白云的
景泰、新市街，海珠的江南中、昌岗、洛浦等也是
高值集聚点；特色专业店的热点区相对分散，主要
集聚在越秀，同时在荔湾、天河、白云、海珠均有
少量集聚热点；食杂店在集聚的同时，核密度像元
值分布的标准差仅为 7.66，其网点数量在空间上分
布相对均匀，其热点区呈带状分布，从荔湾的多宝
街延伸至天河石牌，在海珠的昌岗、江南中区域也
形成了较大的热点集聚区（图 3）。便利即时店的
热点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越秀、天河，呈
片状集聚分布，同时，海珠的江南中商区，白云
的新市与京溪也形成少量的热点；超级市场与专
营商场则是典型的分散分布业态，集聚热点较为

表2  各类业态零售业网点分布特征 
Tab.2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kinds of types of retail format 

业态类型 网点比重/% 网点密度/（个•km-2） R p 最邻近距离/m std 集聚程度 

a．食杂店 8.55  3.39  0.31 0.000 0 92.66 7.66 中 

b．便利即时店 12.77  5.06  0.37 0.000 0 89.19 10.82 中 

c．穿戴用品店 20.93  8.29  0.15 0.000 0 27.15 24.84 高 

d．特色专业店 46.57  18.45  0.24 0.000 0 30.83 38.29 高 

e．超级市场 3.17  1.26  0.52 0.000 0 246.7 1.83 低 

f．专营商场 8.00  3.17  0.38 0.000 0 119.54 4.56 低 

注：std 为标准差，以研究区零售业网点空间格网核密度值为基础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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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且主要集中于城市第二圈层，在城市核心
圈层的热点较少，二者的热点集聚区同样是点状
分布于白云和海珠，少量分布于越秀与天河。超级
市场的核密度像元值分布的标准差在 6 大类业态中
最小，表明其网点数量在空间分布上波动较小。 

2.3  各圈层不同业态零售业网点的空间分异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基于平均最邻近分析等方法

进一步深入研究不同业态的零售业网点在城市各圈
层中的空间分布特征（表 3）。结果显示，6 种零售业
态在城市圈层分布中呈现出显著的圈层分异。 

从各业态的网点体量看，网点密度在广州市各
圈层中的分布不均衡且类型之间的分布趋势也存
在差异，密度总体呈现由核心圈层向外圈层递减的
趋势，并且从核心圈层向内圈层表现为急剧下降，

从内圈层至外圈层扩散过程中，密度值下降减缓。
其中，密度变更最大的是特色专业店与穿戴用品店，
3 个圈层间的密度值标准差均在 30 以上，可见由城
市核心向外拓展过程中，基本零售商业服务功能在

 
图 3  不同零售业态的空间分布差异 

Fig.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tail formats 

 

表3  分圈层业态空间分布 
Tab.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formats in different circles 

零售业态 

核心圈层  内圈层  外圈层 

R 
最邻近距离 

m 
网点比重 

% 
 密度  

个•km-2 
 
 

R 
最邻近距离 

m 
网点比重 

% 
 密度  

个•km-2 
 
 

R 
最邻近距离 

m 
网点比重 

% 
 密度  

个•km-2 

a．食杂店 0.45 51.08 43.28 24.09  0.35 87.63 39.37 5.10  0.31 210.43 17.35 0.87 
b．便利即时店 0.59 57.37 42.89 35.65  0.42 87.54 43.21 8.36  0.31 196.88 13.90 1.04 
c．穿戴用品店 0.28 19.00 49.70 67.69  0.19 33.05 31.57 10.01  0.10 40.86 18.73 2.29 
d．特色专业店 0.39 26.11 25.15 76.22  0.24 24.91 53.41 37.68  0.20 51.90 21.44 5.84 
e．超级市场 0.85 248.06 17.57 3.63  0.52 206.27 47.08 2.26  0.41 312.11 35.35 0.66 
f．专营商场 0.55 120.84 11.53 6.01  0.37 109.33 37.95 4.60  0.31 128.81 50.52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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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萎缩；密度变更相对较小的是超级市场与专
营商场，标准差均＜2，可见对于大体量经营的零
售业态，城市区位对其空间布局的影响并不十分
显著。 

从各业态的空间分布情况看（图 4），在城市各
圈层中，各类业态网点分布 R 值均＜1，空间上表现
为显著集聚，同时，从城市核心区向郊区扩展的过程
中集聚程度都在不断提升。穿戴用品店与特色专业店
在 3 个圈层中均表现出较高的集聚度，可见，以商业
服务功能为主的零售业态在城市区位布局上，都表现
为集聚于特定区块的布局模式；超级市场与专营商场
这类典型的大体量经营的零售业态，在集聚方式上也
同样遵循着由内向外拓展过程中集聚度不断上升的
布局模式。由此可知，由于城市人群分布、区块功能、
区域开发历史与专业零售业态针对消费者功能等存
在差异，不同业态的专业型零售店在城市的空间分布
并不完全遵循相同的分布规律，但总体上，零售功能
在城市核心圈层的分布密度较高，功能覆盖范围更广，
空间分布上也表现为更分散；拓展至城市郊区，其零
售功能相对萎缩，且在空间分布上也倾向于集聚分布。
同时，从便利性角度看，业态的便利性也随着圈层扩
散而不断下降。 

3  广州零售业态空间的形成机制 

3.1  人流与集聚效应因素 
消费者分布是影响零售网点分布的基本因素， 

零售业网点的分布有着极强的向心性。对于消费者

而言，多业态零售业的集聚分布能提供多样化的购
物选择，合理的业态搭配降低了选择成本；对于零
售营业者而言，集聚效应降低了经营成本，通过吸
引更多零售网点的入驻也能进一步促进自身的发
展。当前广州的零售网点主要集中分布于老城区越
秀、荔湾、天河北与海珠区西北侧，核心圈层与内
圈层集中了超过 77.61%的零售网点，这些区域是广
州最主要的人流聚集区，从零售业网点核密度剖面
线（基于 500 m×500 m 分辨率，广州东西向发展轴
线与西北－东南向零售功能带，剖面线横切 2 条功
能城市带）看，零售网点核密度的峰值位于荔湾、
越秀一带，且呈现显著的单峰分布，集聚性非常显
著（图 5）。 

3.2  交通通达度因素 

交通通达度是影响零售网点分布的重要因素，
城市内部不同路网因其通达中心性的差异，导致了
其车流量、承载人流规模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对
零售网点的空间布局影响深刻。选取研究区高速公
路、国道、省道、主干道四级道路，以 300 m 范围
为半径制作缓冲区（图 6）。其中，位于主要道路缓

 
图 4  零售业态集聚度圈层变化 

Fig.4  Changes of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different retail formats in 
different circles 

 

 

图 5  核密度剖面线 
Fig.5  Kernel density profile 

0.00 0.50 1.00

f专营商场

e超级市场

d特色专业店

c 穿戴用品店

b 便利即时

店

a食杂店

R

核心圈层

内圈层

外圈层



2 期                           吴康敏等：广州市零售业态空间分异特征与机制                                203 

 

冲区内的网点数为 36 487 个，占总数的 77.59%，
可知零售网点的空间布局与城市道路网的空间耦
合度较高。 
3.3  职住人口分布 

零售的主要功能是满足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
等日常需求，因而与职住人口的分布密切相关。以
研究区 1 407 套写字楼与 3 353 个小区数据为基础，
生成 500 m 缓冲区（图 7），其中，位于办公点缓冲
区内的网点数为 34 726 个，占总数的 73.84%，位
于居住点缓冲区内的网点数为 41 366 个，占总数的
87.96%，表明城市零售业网点作为商业服务与生活
基本需求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其布局与职住人口的
分布密切相关。 
3.4  地方政策因素与社会分异因素 

一方面，城市规划方案制定与政策调整对零
售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新商业中
心的规划、税制的调整等，都会对区块商业活动
起到直接的刺激作用。广州自改革开放后，城市
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六运会以来，以天河区体
育中心为核心的天河商务区开始形成，带动了广
州城市中心的东进，城市新商务核心珠江新城的
规划开发进一步强化了东移的趋势，这使得原先
集聚于越秀区、荔湾区与海珠区西北侧的零售业
空间进一步向东延伸，至今日形成东西向的零售
空间主轴。另一方面，城市内人口的空间分异也
会对零售业的业态空间产生深刻影响。外来人口、

性别、年龄、收入、学历与不同职业人群的空间集
聚差异，均会影响区块的零售业态结构与等级的塑
造。广州旧城区（以荔湾区、越秀区部分区块为典
型区域）集聚大量低收入群体与低端服务业人员，
住房条件也较差，低端商品市场零售业态长期集聚；
而越秀区与天河区是广州当前的主要商务区，其零
售等级结构也较高；外圈层的租户比重、低收入群
体、外来人口比重均较高，其零售业结构优化调整
也趋于缓慢。 

4  结论与讨论 

利用大样本的广州市零售业网点数据，基于核
密度分析法、平均最邻近分析法和信息熵理论，对
广州市零售业进行了业态详细分类，探讨了广州市
零售业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出了以下结论： 

1）零售网点信息熵结果对应于零售功能中心
集聚的特征，老城区越秀、荔湾与新核心天河作为
广州市零售功能发育相对均衡的地区，熵值相对较
高，在往城市外围拓展过程中，零售功能发育的均
衡度也在显著下降。 

2）不同业态的零售业网点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其体量与数量均有较大差异，当前零售功能的核
心主要以满足吃、穿、用、礼等生活基本服务为
主。基于所提供零售服务的种类对零售业网点的
类型划分发现，大体量经营的零售业态分布较为
分散，以商业服务为主的零售业态的空间集聚性
较高。 

3）分圈层各业态分布上，总体上呈现为随着
核心区向外围外拓中零售功能不断萎缩，各圈层中
的网点密度分异较大，且集聚程度由核心区向外不
断上升，在城市外围地区，零售网点呈现分散式的
点集聚模式，集聚度较城市内圈层更高。其中，大
体量经营的零售业态网点在 3 个圈层中的分布相对
均衡，在空间上呈现为多点集聚，基本覆盖城市核
心区与城市外围地区，功能覆盖较为广泛；以商业
服务为主的零售业网点主要集中分布于核心圈层
与内圈层，城市外围集聚点较少。 

4）零售业网点布局机制较为复杂，人流与集
聚效应驱动了零售业网点的集聚化布局；交通通达
性与职住人口的空间差异导致了零售等级结构的
分异；地方政策因素能有效地参与到塑造新商务集
聚点中去；社会分异因素也深刻影响零售业的空间
等级结构。 

本文基于大样本的百度 POI 数据分析了城市零 

 

图 6  零售网点与主要道路空间耦合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ail dots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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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业整体空间布局，相较于传统的基于实地调研与
访谈式的零售业空间分析，大样本数据精细化研究
有利于更准确全面反映网点布局情况，POI 数据的
应用使我们可以从微观视角观察各类业态的集聚
程度、集聚区与便利性差异，并且，详尽的业态分
类也进一步深化了零售业的业态格局研究。另外，
受限于数据类型特点，大体量的分布数据信息量相
对较低，缺乏网点数据的经营年限、体量特征等属
性信息，因而未能对零售的空间结构进行进一步深
入分析。随着其他类型社会感知数据的兴起，进一
步结合如城市 GPS 数据、社交网络签到数据等对零
售业等级结构的分析成为可能，结合传统的城市商
业理论，对影响业态空间分异的因素研究也将进一
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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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ognition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etail formats and its driving force is very important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urban resources.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sampling survey an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to observe the differenc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at, the driving mechanism is 
further explor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data, it is possible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etail 
industry in more detail. Spatial 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of retail formats based on high precision and large sample 
data is more accurate and convenient than traditional research. Based on tha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47 
026 retail outlets in Guangzhou in 2014.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information entropy, nearest distance analysis, 
an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we discusse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etail industry in Guangzhou. The study 
process is as follows: First we analyzed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etail industry in Guangzhou. Then we 
discusse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different formats. Finally, we analyz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etail 
industry in Guangzhou.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retail function of Guangzhou concentrates on the 
urban core area. The urban core area has a higher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retail outle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tail function is more mature. The retail function is more proportionate in Yuexiu, Liwan, Tianhe (North) districts 
and the proportionality i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rom the core to the periphery. 2)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formats of retail industry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concentration of retail outlets based on 
commercial services and basic living servic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mprehensive retail format. 
Convenience stores, professional stores, and food stores have a high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supermarkets and shopping malls is relatively balanced. 3)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tail outlet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each circles. The integrated types are relatively proportionate while those 
commercial types are more concentrate in the core layer and the inner layer. The integrated retail format has a 
consumption threshold so that their distribution is more balanced. The retail formats of business services more 
rel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eople, so they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urban core areas. 4)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 
retail spatial pattern is complex. The consumers flow, agglomeration factors, accessibility,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local policy factors and soci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ork together to affect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retail format space. 
Key words: retail industry; retail format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OI; mechanism; Guang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