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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背景下的南京生活圈虚化特征、
机制与规划策略
赵文嘉，史北祥

[摘　要]通过构建生活圈虚化模型，结合南京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日常消费相关业态的POI数据，运用平
均最近邻、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南京近7年社区生活圈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业态数量与空间格局的变化，总结
业态数量减少、业态相对居民聚集区向外扩散或迁移、生活圈有效服务范围外延等虚化现象，基于以上现象进一步探讨了新
零售对日常消费相关零售业态的影响机制，总结新零售背景下生活圈的虚化特征与规律并提出了相应的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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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of Life Circle Virtualization in Nanjing in the Context of New 
Retail/ZHAO Wenjia, SHI Beixi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s in Nanjing is examin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virtualization 
model. Points of Interest (POI) data from businesses related to daily consumption in Nanjing for the years 2016, 2018, 2020, and 
2022 are utilized,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The changes in the number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es are analyzed, and virtualization phenomena, including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businesses, 
the outward expansion or migration of businesses beyond areas of resident concentration, and the widening of the effective service 
range of the community life circle, are identified. These phenomena are further investigated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new retail on retail businesses associated with daily consumption. Ultimately, the virtu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new retail are summarized,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guidelin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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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由2004年的0.93亿元增长
至2021年的42.3亿元。
新零售影响了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的范围限制与

效率。O2O平台提高了零售服务的可达性，改变了“人、
货、场”的关系，使业态的区位选择发生了变化，并
弱化了时空间距离对商业店铺布局的制约。例如，“美
团”“饿了么”等平台的即时配送服务方式，提高了
居民对城市生活服务的可获取性和时空可达性，改变
了零售业态的实际服务范围，影响了业态的空间格局，
进而影响了社区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
新零售促使生活圈呈现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已

引起广泛关注。居民通过线上途径进一步利用社区生
活圈设施的行为被称作“社区生活圈的线上化”。“社

0　引言

在信息技术发展、消费升级等多因素驱动下，网络
购物逐渐占据消费的主导地位，并促进了新零售的产生。
网络购物改变了商业服务的供给模式，使交易模式从
B2B逐渐发展到C2C、O2O，并最终产生了“线上＋线
下＋物流”深度融合的新零售模式。
新零售为人们的日常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使居民

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使用原有社区生活圈范围以外的商业
设施来进一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并降低了消费者的购
物出行频次和缩短购物出行距离，推动了居民日常行为
模式和生活空间的变化，使居民的日常购物行为出现了
虚拟化(线上化 )的特征和趋势。商务部数据显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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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活圈的线上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在居民日常消费行为、商业服务供给
方式、零售业态的空间布局与服务设施
的规划策略等方面，其内涵与规律亟待
进一步挖掘。
为了更系统地进行研究，本文将“居

民通过网络购物获取15分钟生活圈以外
的日常商品及服务”的现象称为社区生
活圈的虚化现象，并以南京为案例，深
入探讨了生活圈相关业态的发展特点与
空间演变规律，旨在为社区生活圈的商
业设施规划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生活圈虚化的空间特征

新零售业态的不断发展，使商业服
务的供给效率进一步提升。在“万物皆
可配送”的背景下，配送内容基本包括
了所有商品类型。常见的即时配送方式
有美团外卖、叮咚买菜、京东到家、闪送、
蜂鸟跑腿等，应用的场景包括餐饮外卖、
生鲜宅配、商超零售、医药配送等多种
场景。但新零售的服务范围会受到即时
配送的限制，形成特定范围的商品配送
圈。商品配送圈与居住区互动，使居民
的日常购物活动在原本的生活圈外新增
了配送生活圈层，形成了受即时配送影
响的扩大化的虚化生活圈(图1)。
基于居民的步行能力与即时配送距

离的限制，将虚化生活圈在线下空间的
投射分为3个圈层，分别为1 km步行
生活圈，1～ 3 km即时配送生活圈，
3 km以外的全城配送生活圈 (图2)。对
于城市范围以外的商业服务，居民通常
只能通过快递等方式获取，这是传统的
网络购物方式，该类方式在生活圈中的
空间载体为1 km步行生活圈内的菜鸟驿
站、邮局等物流点。

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
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南京是江苏省省会，国家首批智慧

城市建设试点，在新零售发展方面，已
拥有盒马鲜生、每日优鲜、叮咚买菜、
谊品生鲜等诸多新零售品牌，新零售发
展程度位居全国前列。南京市政府正积
极推动《南京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
导则》的编制实施与实体零售的进一步
数字化创新转型。以南京为例，研究社
区生活圈在新零售背景下的业态变化，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2016年、

2018年、2020年、2022年南京居住点
及日常消费相关业态的POI数据、行政
边界的矢量数据、基于手机信令的居住
人口分布数据、来自OpenStreetMap的
2023年南京市路网数据。参照国家《零
售业态分类》(GBT 18106—2021)的零售
业态分类标准与POI数据的自分类体系，
结合各类新零售业态的线上消费特征，
将居民日常消费相关的新零售业态主要

分为9类 (表 1)。基于该分类，对相关
POI数据进行筛选，得到了南京历年的各
业态数据。

2.2　研究方法
本文从南京全域与秦虹街道两个层

面探究了南京近7年社区生活圈的发展
历程。在城市商业设施的配置中，居住
小区的分布与小区人口数量均为影响商
业设施布局的重要因素，因此主要采用
平均最近邻、地理探测器、业态比例等
方法进行研究。
本文将南京全域划分为 7 042 个

1 km×1 km的网格，并对网格内的居
住人口、历年各类业态的数量进行统计
(图 3)。其中，平均最近邻可以说明集
聚程度变化但不能说明业态主要围绕居
民聚集区集聚，地理探测器可以说明业
态与居民聚集区关联性的变化，但不能

图2 生活圈虚化模型图

图 1 生活圈范围虚化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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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集聚程度的具体变化。因此，需结
合平均最近邻与地理探测器的分析结果，
研究南京各业态与居民聚集区相对空间
关系的变化特征。
在秦虹街道层面，通过网络分析工

具对道路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得到秦虹
街道各居住点的虚化生活圈范围(图4)。
通过比较1 km与3 km范围内业态数量
比例的历年变化，研究虚化生活圈视域
下，业态与居民聚集区相对空间关系的
变化特征。
通过比较生活圈虚化现象在南京全

域的普遍特征与在秦虹街道的具体特征，
最终得到生活圈的虚化规律。

3　南京零售业态的空间演变特征

南京日常消费相关的新零售业态在
总量上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其中医药
保健、文化办公、服装及日用品、便利
店、购物中心都经历了先减少后增多的变
化过程，网络零售与超市先增多后减少。
食品原材料与熟食较为特殊，变化情况为
食品原材料在2016—2018年大幅增多，
2018—2020年减少，2020—2022年增多；
熟食在2016—2022年逐年减少。

3.1　零售业态的演变特征
南京各类零售业态的最近邻指数(R)

均小于1，且Ｚ值都小于﹣2.58，表明在
99％置信度上，各业态均属于显著集聚
分布模式。其中：医药保健与购物中心
的集聚程度先增强后减弱；网络零售、
食品原材料、熟食、超市的集聚程度先
减弱后增强；文化办公、服装及日用品、
便利店的集聚程度逐年增强。

3.2　零售业态与居民聚集区的
关联性分析
本文以南京各零售业态POI数量作

为自变量，以单元格网内的居住人口数
量作为因变量Y，采用自然断点法对相应
自变量进行离散化处理，以达到分层目
的。对各类业态的因子解释力 (q 值 )进

业态类型 POI自分类字段 线上消费特征

便利店 便民商店 /便利店 获取多类商品
超市 超级市场 获取多类商品
购物中心 商场、特色商业街 获取多类商品
食品原材料 农副产品市场、水产海鲜市场、果品市场、 

蔬菜市场
获取食品原材料

服装及日用品 服装鞋帽皮具店、个人用品 /化妆品店 获取个人美化相关商品
文化办公 文化用品店、家电卖场 获取工作学习相关商品
医药保健 医药保健销售店 获取健康保障相关商品
熟食 餐饮服务类 获取熟食
网络零售 物流速递、邮局 传统网络购物

表1 业态分类

行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零售业态均通过
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
不同的零售业态与居民聚集区关联

性的变化过程不同。横向比较各零售业态
与居民聚集区的空间关联性，总体上看，
食品原材料、熟食、网络零售与居民聚集
区的空间关联性较高，购物中心、服装及
日用品最低(图5)。纵向比较各零售业态
与居民聚集区空间关联性的变化过程可
以发现，各零售业态在早期均受到较大

冲击。由于远离居民区的商业网点大量
衰败，只有靠近居民区的网点因获取的
便捷性而得到保留，使得部分零售业态
与居民聚集区的关联性在新零售初期升
高。这部分零售业态包括文化办公、食
品原材料、服装及日用品、熟食、超市
与便利店。医药保健与购物中心的数量
则表现为均衡地减少，与居民聚集区的
关联性较低。网络零售的数量增加，也
在距居民聚集区较远的区域大量布点，

图3 南京居住人口分布图 图 4 秦虹街道虚化生活圈示意图

图 5 地理探测器q 值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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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居民聚集区的关联性降低。
随后，在新零售发展与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影响下，医药保健、便利店与
居民聚集区空间的关联性逐年升高，文
化办公、食品原材料、超市则逐年降低。
网络零售、购物中心受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影响，与居民聚集区空间的关联性
先升高后降低，服装及日用品、熟食则
是先降低后升高。

3.3　零售业态与居民聚集区相对
空间关系的变化特征
由于零售业态总量的大幅变化会影

响零售业态与居民聚集区的关联性，使
关联性呈现与集聚程度相反的结果。当
零售业态数量大幅变化且总量与关联性
变化趋势相同，但与集聚程度变化趋势
相反时，以集聚程度的变化趋势为准。
分析零售业态总量、平均最近邻，

以及根据地理探测器得出的各指标的变化
特征，对各指标特征按以下原则进行汇

总：如果零售业态总量与集聚程度减小，
地理探测器q 值指向的关联性升高，则
认为“向内迁移”；如果零售业态总量
增加、集聚程度减小、关联性升高，则
认为“向内扩散”；如果集聚程度变大、
关联性升高，则认为“集聚”；如果零售
业态总量增加、关联性降低，则认为业态
整体呈远离居民聚集区的“向外扩散”状
态；如果零售业态总量减小、关联性降低、
集聚程度变大，则认为“向外迁移”。经
过以上整合，最终得到各零售业态与居民
聚集区相对空间关系的变化过程。见图6。
在相对空间关系方面，网络零售、

购物中心与居民聚集区经历了“向外变
化—向内扩散—向外变化”的变化过程；
服装及日用品、熟食经历了“集聚—向
外变化—集聚”的变化过程；超市、文
化办公、食品原材料经历了“先集聚再
向外变化”的过程；便利店则一直呈现
集聚的状态，医药保健经历了“向外迁
移再向内变化”的过程。见表2。

4　社区生活圈零售业态的空间
演变特征

秦淮区是南京的老城区之一，其人
口集聚，居住区配套服务齐全，发展较为
成熟。秦虹街道辖区面积为1.96 km2，下
辖10个社区，有7.5万人口，是典型的
居住小区型街道。本文选取南京秦淮区秦
虹街道为研究区域，分析生活圈的虚化现
象，具有一定代表性。由于各配送方式通
用的基本配送限制距离为3 km，本文将
对基于路网计算的3 km配送距离影响下
的虚化生活圈进行研究。

4.1　生活圈零售业态的数量演变
过程
各零售业态的数量变化趋势有共性

也有差异，大部分零售业态在1 km步行
生活圈与1～ 3 km即时配送生活圈的
数量变化趋势相同，变化程度略有差异
(图7，图8)。

图 6 相对空间关系变化模式图
图例 居民聚集 区             1 km步行生活圈           1 ～ 3 km即时配送生活圈             3 km以外的全城配送生活圈             原有设施点             新增设施点            消失设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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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保健 0+ 1 1 1 1 0 0 1 1 向外迁移 集聚 向内扩散
文化办公 0 0 1 1 1 1 1 0 0 集聚 向外迁移 向外扩散
网络零售 1 1 0 0 1 1 0 1 0 向外扩散 集聚 向外迁移
食品原材料 1+ 0 1 0 1 1 1 0 0 向内扩散 向外迁移 向外扩散
购物中心 0 1 1 1 0 1 0 1 0 向外迁移 向内扩散 向外扩散
服装及日用品 0 0 1 1 1 1 1 0 1 集聚 向外迁移 集聚
超市 1 1 0 0 1 1 1 0 0 向内扩散 向外扩散 向外迁移
便利店 0 0 1 1 1 1 1 1 1 集聚 集聚 集聚
熟食 0 0 0 0 1 1 1 0 1 向内迁移 向外迁移 集聚

表2 南京全域零售业态与居民聚集区相对空间关系分析

注：1为增加，0为减少，+表示明显变化。结合零售业态总量变化、平均最近邻、地理探测器的不同特征对空间变化进行解读：(0、0、1) 为向内迁移；(1、0、1) 为向
内扩散；(1、1、1)、(0、1、1) 为集聚；(1、1、0)、(1、0、0) 为向外扩散；(0、1、0) 为向外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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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零售业态的数量占比变化说明了居
民生活圈服务需求的变化。其中文化办公、
网络零售、服装及日用品对1 km步行生
活圈与对1～3 km即时配送生活圈的需
求强度变化的差异较明显，其他零售业态
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图9，图10)。

4.2　生活圈零售业态的空间变化
规律
1 km步行生活圈与1～3 km即时

配送生活圈的零售业态数量比例k 的历
年变化说明了生活圈尺度下各零售业态

的空间变化特征。如果零售业态网点在
空间上均匀地减少或增加，k 应保持相对
稳定。如果k 明显增大，则证明1 km步
行生活圈的零售业态数量比1～3 km即
时配送生活圈的业态数量增长更快或减少
更慢，零售业态的空间格局表现为相对向
居民聚集区“集聚”，反之则相对远离居
民聚集区“向外发展”。结合零售业态总
量的增减，“向外发展”可进一步细分为
“向外扩散”与“向外迁移”(图11)。
从整体上看，便利店、医药保健、

文化办公等日常出行型服务业态向居民

聚集区靠近。随着新零售的形式创新，
网络零售及相关业态分化为近场零售与
远场零售。购物中心、超市等远场零售
向居住区外围变化；熟食、食品原材料
等近场零售向居住区靠近。传统网络零
售点在居住区附近的必要性下降，向外
围变化。见表3。

5　新零售业态演变的动力机制

自2016年“新零售”概念提出以
来，以网络购物为核心，各种零售业态不

图7 1 km步行生活圈内各零售业态数量热力图 图 8 1～ 3 km即时配送生活圈内各零售业态数量热力图

图 9 1 km步行生活圈内各业态占比历年变化图 图 10 1～ 3 km即时配送生活圈内各业态占比历年变化图

业态类型

总量变化 比例k 变化 相对空间关系变化

2016—
2018年

2018—
2020年

2020—
2022年

2016—
2018年

2018—
2020年

2020—
2022年

2016—
2018年

2018—
2020年

2020—
2022年

医药保健 0+ 1 1 1 0 0 集聚 向外扩散 向外扩散
文化办公 0 0 1 1 0 1 集聚 向外迁移 集聚
网络零售 1 1 0 1 1 0 集聚 集聚 向外迁移
食品原材料 1 0 1 0 0 0 向外扩散 向外迁移 向外扩散
购物中心 0 1 1 0 0 1 向外迁移 向外扩散 集聚
服装及日用品 0 0 1 0 0 1 向外迁移 向外迁移 集聚
超市 1 0 0 1 0 0 集聚 向外迁移 向外迁移
便利店 0 0 1 0 1 1 向外迁移 集聚 集聚
熟食 0 0 0 0 0 1 向外迁移 向外迁移 集聚

表3 秦虹街道虚化生活圈零售业态与居民聚集区相对空间关系分析

图 11 2016 年、2018 年、2020 年、2022 年秦虹街道虚化生活圈零售业态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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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办公
网络零售
食品原材料
购物中心
服装及日用品
超市
便利店
熟食

图例

2016 年 2018 年 2020 年 2022 年

注：1为增加，0为减少，+表示明显变化。k=N1 km/N3 km，通过k 计算各业态在 1 km步行生活圈与 1～ 3 km即时配送生活圈内数量的比例，结合总量变化、k 的
变化对空间变化进行解读：(0、1)、(1、1) 为集聚；(1、0) 为向外扩散；(0、0) 为向外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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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进化，涌现出多种新型业态。新零售业
态主要经历了2016—2020年早期发展与
2020—2022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推动下
的“生鲜超市”“社交零售”等多种形式
创新的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下，新零售
业态发展的重点及对各零售业态的影响方
式、程度不同。
生活圈的虚化现象主要表现为零售

业态的数量虚化与空间虚化。数量虚化
表现为数量减少、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密
度降低、零售业态的占比降低；空间虚
化表现为零售业态在居民聚集区附近的
集聚程度降低、关联性降低、业态布局
向外扩散。
零售业态的数量虚化说明线下消费

活动的减少，消费活动向线上转移。零
售业态的空间虚化一方面表现了生活圈
零售业态向外围迁移的具体现象，另一
方面说明了零售业态步行可达必要性的
降低。零售业态的空间虚化体现了生活
圈有效空间范围的扩大。

5.1　零售业态数量虚化的特征与
动力机制
新零售早期的发展使医药保健、文

化办公、购物中心、服装及日用品、便
利店在数量上产生了虚化现象 (表4)。
在此基础上，购物中心向消费体验式转
型，缓解了购物中心衰退、医药保健数
量增长的趋势。然而，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出现，改变了医药保健、文化办公、
服装及日用品的虚化趋势，提高了这3
类零售业态在社区生活圈中的重要性。
新零售的形式创新阶段使网络零售、

食品原材料、超市产生了数量虚化现象。
配送方式的多样化使网络零售对传统末
端物流点的依赖性下降，即时配送的快
速发展又使快速获取新鲜食品原材料成
为可能，使食品原材料的线下网点数量
减少，比重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冲击与生鲜超市的产生，使传统超市的
数量减少、重要性降低。熟食店受到了
新零售业态长期的冲击。外卖的发展、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冲击使传统的餐饮

店数量一直减少。

5.2　零售业态空间虚化的特征与
动力机制
新零售早期的发展使购物中心、服

装及日用品、便利店、熟食在空间上产
生了虚化现象 (表5)。购物中心相对居
民聚集区先向外变化再向内变化后向外
变化；服装及日用品向外迁移；便利店
向外迁移；熟食向外迁移。新零售的形
式创新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改变了零售
业态的空间虚化趋势。便利店的数字化
转型使零售业态总量增加。即时配送的
发展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影响使熟食
在居民聚集区附近的集聚程度升高，减

弱了虚化趋势。
新零售的形式创新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冲击使医药保健、网络零售、超市
在后期产生了空间虚化现象。在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时期对药物的需求下，医药保健
业态大量增多。由于即时配送与追求服务
公平等，新医药保健网点偏向于在空间上
均衡布点，使零售业态在居住区附近的
集聚现象减弱，与居民聚集区的相对空
间关系向外扩散。外卖柜等形式的出现，
使以物流网点为代表的传统网络零售整
体呈向外迁移的状态。超市在新零售早
期短暂的集聚后，一直呈向外迁移的状
态。食品原材料受到了新零售长期的冲
击，从2016年至今一直处于空间虚化状

业态类型 全域总量 生活圈范围总量 业态占比 虚化特征

医药保健 先减少后增多 先减少后增多 先降低后升高 早期虚化
文化办公 先减少后增多 先减少后增多 先升高再降低后升高 早期虚化
网络零售 先增多后减少 先增多后减少 先升高后降低 后期虚化
食品原材料 先增多再减少

后增多
先增多再减少后不变 先升高后降低 后期虚化

购物中心 先减少后增多 先减少再不变后增多 先降低后升高 早期虚化
服装及日用品 先减少后增多 先减少后增多 先降低再升高 早期虚化
超市 先增多后减少 先增多后减少 先升高后降低 后期虚化
便利店 先减少后增多 先减少后增多 升高 早期虚化
熟食 一直减少 一直减少 1 km步行生活圈内

主要升高，1～3 km
即时配送生活圈内主
要降低

一直虚化

表4 数量虚化特征

业态类型 南京全域 秦虹街道生活圈 评价 虚化特征

医药保健 先向外变化再向内
变化

先集聚再向外变化 略有差异 后期虚化

文化办公 先集聚后向外变化 先集聚再向外变化后集聚 基本一致 后期虚化
网络零售 向外变化再集聚后

向外变化
先集聚再向外变化 基本一致 后期虚化

食品原材料 整体上向外变化 向外变化 基本一致 一直虚化
购物中心 向外变化再向内变

化后向外变化
先向外变化再集聚 略有差异 早期虚化

服装及日用品 先集聚再向外变化
后集聚

先向外变化再集聚 基本一致 早期虚化

超市 先集聚再向外变化 先集聚再向外变化 基本一致 后期虚化
便利店 集聚 先向外变化再集聚 略有差异 早期虚化
熟食 先集聚再向外变化

后集聚
先向外变化再集聚 基本一致 早期虚化

表5 空间虚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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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相对居民聚集区不断向外变化。

5.3　零售业态虚化阶段性特征总结
从南京2016—2022年的阶段性发展

变化来看，生活圈表现出虚化特征，即在
空间范围上，其服务覆盖从1 km步行圈
扩展至线上购物空间和线下3 km配送生
活圈，形成了1 km内圈层和3 km外圈
层两个层次；在数量方面，生活圈相关零
售业态在1 km和3 km圈层内的分布发
生了变化，聚集状态也有显著的演变。
不同零售业态对空间布局的阶段性

需求存在差异，在内、外圈层之间的变
化方式不同(图12)。便利店主要从内圈
层向外圈层流动，数量增多且在小区附
近集中。医药保健从外圈层向内圈层流
动，数量减少且在小区附近集中。文化
办公先向外圈层流动再向内圈层流动，
数量减少且在小区附近集中。网络零售
先向内圈层流动再向外圈层流动，数量
减少且在小区附近集中。购物中心、服
装及日用品、熟食主要从内圈层向外圈
层流动，数量减少且处于相对均衡分布
的状态。食品原材料、超市从内圈层向
外圈层流动，数量增多且处于相对均衡
分布的状态。

6　生活圈规划策略

上述研究表明，当前生活圈的虚化
现象突破了步行的限制与原有的空间范
围，未来的生活圈建设需适应零售业态
类型与布局灵活变化的现实需求。在新
零售的发展背景下，未来生活圈的空间
布局策略应着重考虑规划范围、业态布
局和设施多样化3个方面。

6.1　“双圈层”的生活圈构成
本文通过平均最近邻等指标，初步

发现在新零售的影响下，南京生活圈相关
的零售业态在1～3 km即时配送生活圈
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布局规律。针对虚化生
活圈圈层扩张与服务类型多样化的特征，
可构建“步行+即时配送”的“双圈层”

图12 各业态圈层间变化模式示意图

1 km步行生活圈
1～ 3 km即时配送生活圈
城市范围

熟食
便利店
医药保健
文化办公
网络零售
服装及日用品
食品原材料
超市
购物中心

原有的设施点
消失的设施点
新增的设施点
增减过的设施点

图例

小区

生活圈。
步行生活圈可按照传统生活圈的划

定方式，即基于不同人群的15分钟步行
能力及当地的路网情况等进行划定，范
围宜控制在1 km范围内。在具体划定
上，可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居民行为调
查数据和步行规划数据等多源大数据，
结合居民活动行为调查数据或居民出行
频率对生活圈范围进行划分，或者可采
用OpenStreetMap等网站提供的网络时
空圈功能，直接获取基于路网等信息计
算出的时空圈。
即时配送生活圈可参考步行生活圈

的部分划定方法，即基于配送员的配送
能力及当地的路网情况等进行划定，范
围宜控制在3 km范围内。

6.2　日常出行型服务业态临近化，
网络服务型业态外围化
生活圈相关零售业态的空间格局存

在日常出行型服务业态临近化布置、网
络服务型业态外围化布置的基础布局模
式。基于生活圈相关零售业态的空间布
局特点，未来应对生活圈的“双圈层”
进行差异化的设施配置。
1 km步行生活圈配置的零售业态应

以必要的日常出行型服务与公共型服务
为主，如医疗保健、便利店等。该圈层
的零售业态配置以保障居民的基本日常
生活为主要目的。1～3 km即时配送生
活圈配置的业态应以延伸型、扩展型、
提高型服务为主，如生鲜超市、特色餐
饮等。该圈层的零售业态主要提升服务
品质并满足居民差异化的个体需求。
本文分析的生活圈零售业态的布局

特征，是基于现状人口情况及其需求的
一种阶段性分布状态，随着新零售及人
口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人群对生活圈设
施的需求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在设施基
础的“双圈层”配置模式上，未来还应
基于不同人群活动空间与消费需求的动
态变化对设施的配置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以更加切实地回应设施空间—居民活动
的供需关系。

6.3　针对性的生活圈服务设施供给
居民消费行为模式的转变，驱动快

递和配送等形式的物流设施与日常生活迅
速结合。在传统的生活圈设施之外，配送
站、转运中心、快件仓储中心等物流设施
成为影响生活圈建设质量的新设施。
从配送相关基础服务设施供给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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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未来的生活圈规划可以在两个
方面进行优化：首先，应在社区内完善
配送设施供应，如在小区的更新和设计
中，可以合理配置用于存放药品、商超
用品、蔬菜水果等不同种类物品的多功
能柜；其次，应在配送圈内规划即时配
送相关的用地，并将这些用地与城市整
体的物流用地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系统
性的用地体系。在这些用地上，可以系
统性地设置冷链仓储中心、快递仓储中
心、分拨中心等设施。
除了通过改善即时配送相关基础服

务设施的供给以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未
来的生活圈规划还应通过完善相关生活
服务设施来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一
方面，可以推动快递包装的回收和再利
用，借助生活垃圾智能识别、分类清运
等措施，推动社区朝着低碳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将快递员的管
理与人性化的空间设计相结合。通过设
计专门的快递员进出通道和临时休息空
间，加强小区管理和安全，优化快递员
的工作环境，从而实现社区配送的可持
续性。

7　结论与讨论

生活圈虚化是随着时代技术发展，
生活圈相关零售业态在市场引导下产生
的一个必然现象。目前线上线下生活圈
的融合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具
体讨论“生活圈线上线下空间—居民活
动—新设施供给”的相互关系及对应规
划策略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
建立生活圈虚化模型的基础上，实证了
在新零售背景下，生活圈线下空间受线
上空间影响而产生虚化的具体空间范围，
总结了在该范围内生活圈相关业态的演
变过程。基于“生活圈虚化范围—居民
活动—业态供给与布局特征”的互动特征，
本文对未来的生活圈规划提出了针对性
的规划策略，对生活圈规划适应居民与
社区发展的新需求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数字化的不断深化，一方面生

活圈相关业态将在新零售等的影响下向
更加虚化的方向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
式更加依赖数字化。另一方面，人们对
于社交的需求，又使得线下空间朝着注
重文化性与体验感的方向发展，吸引人
们参与实体空间中的线下消费活动。两
者的交互影响将推动零售业态和消费方
式不断更新与迭代，直接影响着服务设
施的布局与生活圈的构建。值得注意的
是，居民需求变化和零售业态的更迭会
造成零售业态空间的阶段性空置，影响
城市活力。因此，如何平衡市场的快速
选择与城市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降低
零售业态在不同圈层间变化和空间功能
置换的成本，值得今后结合更多实践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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