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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不同等级商品购物行为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 

许岭怡 韩会然 杨成凤
1
 

(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为探究城市居民购物行为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选择芜湖市为研究区域，基于 885份有效问卷

调查结果，分 2 个等级、4 种类型商品探索居民购物行为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1)10 年间芜湖市居民购物出行时段分布在休息日呈分散化趋势，夜间购物活动急剧增加且活跃度高，购物

出行平均距离整体上呈收缩趋势。(2)网购的出现打破了消费时空限制，高频率网购既可缩短高等级商品的购物出

行平均距离，也可使购物时间更加灵活；此外，网购受到通勤时间的限制。(3)不同属性居民在购物行为上存在明显

差异，对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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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消费社会逐渐趋于多元化、复杂化，个人消费活动复杂性增强，

新型消费层出不穷，购物行为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焦点之一。国内外对于购物行为的研究从宏观供给层面转为微观需求层面，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商业空间研究、基础理论、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行为决策机制研究、模型预测与模拟等

方面[1]。目前，国内外对于居民购物行为的研究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研究体系，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国外对于居民购物行为的研究开始较早，居民购物行为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已成为西方行为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国

外在研究内容上充分探讨了居民购物行为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又更加细致地分析了城市空间形态、就业与居住地[2]、信息通信

技术[3]、居民活动及购物地零售环境对居民购物行为的影响[4]等相关内容，同时研究内容从研究消费者外部空间行为特征走向研

究决策过程。国内对于居民购物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始于 20世纪 90年代，主要针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分析购物频

率、时段分布、消费时长等总结购物行为时间特征，通过分析购物出行平均距离、购物空间等级结构、购物出行方式等来总结购

物行为的空间特征[5,6,7,8]。另外，在研究购物行为时空特征的基础上创新性研究了不同收入地区购物行为的空间特征[9],零售业态

变革下居民在大型超市的购物行为特征[10]和特殊人群购物行为特征[11,12]。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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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领域的研究不再只是研究购物行为的特征，而是慢慢开始从商品不同等级和不同商业中心的购物空间决策的角度出发调查

其影响因素和决策机制[13,14];或构建相关模型讨论居民购物行为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如购物出行时段选择、购物出行模式决

策、购物地点选择、购物交通工具选择等
[15]

。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和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力量在现代社会的崛起，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电子商务、虚拟商圈的发

展对居民购物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居民购物行为的研究内容和方法随之不断地创新，研究重点转移到电子商务影响下的消

费者购物行为特征，且已有许多学者将大数据分析带入消费者购物行为研究中。如：李民子等[16]利用 WIFI定位数据获取消费者

购物行为时空信息，探究城市综合体内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李雨虹[17]通过线上和线下问卷调查，从“互联网+”角度研究零售

业顾客的消费行为及消费偏好。 

综上，国内外居民购物行为的研究重点主要在居民购物行为特征、影响因素和决策机制等方面。目前国内正在逐步深化关于

居民购物行为的新模式、新机制与新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增加了居民购物行为研究的系统性。值得注意的

是，国内学者侧重于对大城市进行探讨和研究，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单个案例分析受到重视，而对中小城市的

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选择安徽省芜湖市为研究区域，对该市居民购物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

析，分 4种不同等级商品探究该市居民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变化情况，并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探讨网络购物、居民属性特征等对

居民购物行为的影响，以期能够为芜湖市和其他中小城市商业空间布局规划提供借鉴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芜湖市隶属安徽省，位于长江以南，现辖无为市、南陵县、镜湖区、鸠江区、弋江区、湾氵止区、繁昌区 7个县(市、区),

总面积 6026km2。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 年芜湖市常住人口为 364.4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63.53 万人、乡村人

口 100.9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 72.31%。2020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84.35亿元，限额以上零售额 555.29亿元。其中，

网上零售额 228.17 亿元，占全市线上零售额的 41.1%,较 2019 年提高了 7.0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线上零售额增长了 3.7 个百分

点，增长贡献率达 84.9%。可见，芜湖市是一个线下购物和网络购物均较发达的城市。2020年，该市 GDP产值为 3753亿元，约

占安徽省 GDP总量的 10%,在全省 16个城市中位居第二，仅次于省会合肥。安徽省“十四五”规划支持芜湖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和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大城市。近年，芜湖市荣获“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国土资源节约集

约模范市”,入选“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发展最成功的 40 座城市”“数字经济百强城市”,因此对芜湖市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性

和代表性，对研究各省新崛起的非省会城市也具有借鉴作用。 

1.2数据来源 

研究问卷设计主要划分为以下 4 个模块：第一个模块为消费者的购物基本情况，包括影响芜湖市居民购物地点选择的决策

因素、网购、海淘、网络营销和消费者情感对居民购物行为的影响；第二个模块为消费者 10年前和现在购买不同等级商品的地

点和距离情况；第三个模块为居民购买不同等级商品的决策过程，主要包括居民购物出行模式决策、出行时段决策、购物目的地

决策、出行方式决策等；第四个模块为被调查居民的属性特征。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讨论居民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及 10年

前后的变化，并简要阐述网络购物、居民属性特征等的影响。 

问卷发放于 2019年 7月，为使调查样本更加具有代表性，数据更加具有科学性，调研选择芜湖市市辖区的主要商业网点和

依据各区空间分布选取的居住区作为问卷发放的地点。其中，商业网点包括中山路步行街商业圈、环赭山商业圈、新时代商业街

商业圈、神山口商业圈、城南商业圈等 5大商业圈，居住区包括市中心城中片区、镜湖北片区、城南片区、城东片区、开发区片

区、三山片区等 6 个居住区
[18]
。随机选择居民进行面对面调查，填写并当场回收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 1000 份，回收 950 份，



 

 3 

有效问卷 885份，有效率达 93.2%。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样本选取的随机性保证了调查样本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2 居民购物行为时间演化特征 

购物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购物行为的时间特征，表现为消费时段、消费时长两个维度，主要受居民个人消费偏好、商业网

点营业时间、交通便利程度、商业空间布局和所购买商品的属性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城市交通节律和商业服务设施利用时间

会受它的显著影响[19]。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经验，根据商品谱系将商品分为 2个等级 4种类型：低等级商品以蔬菜食品类、日常

用品类商品为代表，高等级商品以服装饰品类、家用电器类商品为代表[19],从购物时段、购物出行花费时间和购物时长 3个角度

分析芜湖市居民购物行为的时间特征。 

2.1不同等级商品购物时段分布特征 

居民购物时段分布特征主要受商业网点营业时间、居民生活习惯和居民可自由支配时间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从芜湖市居民

购买不同等级商品的购物时段分布上来看(图1):①蔬菜食品类商品在工作日的购物出行时段主要集中在早晨上班前(7:30之前)

和下午下班后(17:00之后);休息日的购物出行时段主要集中在早晨 7:30—9:30,峰值略迟于工作日，9:30—17:00间购买比例较

工作日有所增加，但 17:00之后的比例比工作日少。这主要与我国居民爱早晨购买新鲜蔬菜的生活习惯有关，并受固定上下班时

间的影响，工作日下班后顺便买菜比率较高，占 36.9%,而休息日的比率仅为 19.6%。②日常用品类商品在工作日的购物出行时段

主要集中在下午下班后(17:00之后),其他时段人数比例相当；休息日，除早晨(7:30之前)、中午(11:30—14:30)的购物出行人

数比例较少，其他时间段购物出行人数比例相当，这可能是因为日常用品类商品的供应商铺较多，居民可随时就近购买，购物时

间相对自由。③服装饰品类商品和家用电器类商品的购物时段分布具有相似性，工作日主要集中在下午下班后(17:00 之后),而

休息日从午后 14:30开始购物活动较多。这是因为在商品谱系中，这两类商品均属于高等级商品，一般都是在离家相对较远的高

等级中心地购买，且购物所需时间较长，因此大多数居民会选择一个可自由支配时间较长的时间段进行。 

 

图 1芜湖市工作日和休息日居民购买不同等级商品的时段分布 

综上可见，不同等级商品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购物时段分布存在差异，差异较大的为蔬菜食品类和日常用品类等低等级商

品，而差异较小的为服装饰品类和家用电器类等高等级商品。这可能是因为低等级商品购物所需时间相对短于高等级商品，且购

物目的地也比高等级商品近，所以当休息日具有充足可自由支配时间的时候，低等级商品可以随时就近购买，而高等级商品依旧

需要选择一个可自由支配时间较长的时间段进行购物活动。总体而言，休息日每个时段的购物频率差值小于工作日，这主要是因

为在工作日居民的购物行为受固定上班时间的制约，而休息日时间支配更自由。因此，居民购物时段的分布取决于居民是否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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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及自由支配时间的长短。 

2.2不同等级商品购物出行时间特征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城市交通方式得到快速发展，居民出行的便利性也随之提高。居民购物出行考虑的主要

因素由时间成本和购物便利性逐渐转变为出行距离。调查问卷数据显示，居民在选择购物地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为交通便利程度，

占样本总比例的 13.7%,其次为离家远近和商品质量，比例分别为 11.8%和 10.0%(图 2)。相关研究还表明，居民购物出行在某个

时间范围内一般不会考虑出行距离的远近，只考虑购物目的地的属性[20]。 

 

图 2居民购物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 

由芜湖市居民购买不同等级商品路程所需时间可知(图 3):①购买蔬菜食品类商品路程所花费的时间在 10min 以内的购物人

数占比为 62.0%,20min 以内的占比为 91.0%,说明绝大多数消费者购买蔬菜食品类商品在路上花费的时间较少。这主要是因为蔬

菜食品类商品作为人们每日生活的必需品，购物网点布局较多，在居住地附近就可以消费。蔬菜食品类商品购物出行所花费的时

间与购物人数呈负相关，路程花费的时间越长，去购买的人数越少。②购买日常用品类商品出行所花费的时间在 20min以内的集

中了 78.1%的购物人群，在 20min以内的居民人数与出行花费时间呈正相关，与蔬菜食品类商品类似。③服装饰品类和家用电器

类商品出行所花费时间的曲线呈倒“U”型，购物出行花费的时间频率最高集中在 20—40min范围之内，分别占该类商品的 39.2%

和 36.6%,这与芜湖市的城市规模和商业网点的空间布局有关，证明这个时间范围基本可以到达主要商圈。这两类商品购物出行

所花费的时间主要集中在 20—60min,分别占该类商品的 80.4%和 77.5%;购买这两类商品的居民出行花费的时间在 40min 以上的

人数比例明显高于蔬菜和日常用品类商品；也有部分居民这两类商品出行花费时间超过 1h,比例分别为 7.2%和 9.6%。这是由于

这两类商品属于高等级商品，随着生活水品的提高，居民更加追求服装饰品类商品的品牌、质量和个性化。而家用电器为耐用消

费品且价格昂贵，居民选择一般很谨慎，相较于价格来说，居民更加关注它的质量、口碑和售后服务，因此部分居民会到市中心

的综合式购物中心或专卖店购买，居民愿意花费较长的时间去较远的地方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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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居民前往购物地的时间成本 

总体上而言，商品等级的高低影响着居民购物出行的时间长短，购买蔬菜食品类和日常用品类等低等级商品的居民愿意花

费的出行时间较短，多集中在 20min以内，而购买服装饰品类和家用电器类等高等级商品的居民愿意花费的出行时间相对较长，

主要集中在 20—60min以内。这也与不同等级商品的空间布局有关，低等级商品的销售地数量较多、布局较密集，而高等级商品

的销售地数量较少、布局较稀疏。 

2.3不同等级商品购物时长特征 

在购买不同等级商品时，居民的决策过程是不同的，一些商品的购物时长短、购物过程简单，另一些商品的购物过程则较为

复杂、花费时间较多，这主要与商品的属性、参与购买过程的人数多少等因素有关。从芜湖市居民购买不同等级商品的购物时长

来看(图 4),购物时长随着商品等级的提高而延长。居民购买蔬菜食品类商品所花费的时间在 30min 以内，30min 以内的人数占

样本总数的 63.3%;购买日常用品类商品所需时间在总样数中占比最高的是 30min—1h,比例为 37.7%,其次是 30min之内的，比例

为 33.9%,1h 以内占到总体样本的 71.6%。这是由于蔬菜食品类商品和日常用品类商品为低等级商品，居民已经形成了特定的购

物习惯，例如品牌、购物地都会选择之前购买过的，不需要太多时间的斟酌考虑。居民购买服装饰品类商品的平均花费时间在

1—2h左右，比例达 52.0%;购买家用电器类商品花费的时间最长，主要集中在 1h—3h,比例达 62.8%。这主要是由于服装饰品类

商品和家用电器类商品属于高等级商品，居民的选择更加慎重，需比较品牌、质量和价格。这两类商品在购物过程中大都为多人

同行，增加了讨论商量的时间，因此花费的时间也就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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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居民购买不同等级商品所需时间 

2.4购物行为时间演化特征 

本文通过对比前人在 2011年的研究[5],发现 4类商品购物时段分布在休息日呈现分散化的趋势，日常用品类商品表现得最为

明显，且芜湖市居民夜晚(本文界定为 19:00以后)购物活动急剧增加且活跃度较高。具体来看，蔬菜食品类商品在工作日和休息

日的购物高峰期并没有变，工作日上午上班前，下午下班后，休息日主要是上午，反映了芜湖市蔬菜食品类商品购物活动范围、

购物方式和购买途径基本稳定且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日常用品类商品在工作日的购物活动时段分布的高峰期由上午下班后

(11:30—14:30)变为下午下班后(17:00后),休息日购物活动时段分布相较于 2011年更加均匀，这与芜湖市正在逐步建立社区级

的购物圈，并将它们打造成家门口就可以满足居民的大部分购物需求的商业网点有关，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完善使居民的购物

更加便利；服装饰品类和家用电类商品在工作日的购物高峰期由 17:00—19:00变为 19:00之后，休息日购物活动高峰期由上午

和下午变为下午和晚上。除了蔬菜食品类商品在休息日夜间购物活动人数比例为 8%以外，其他商品无论在工作日还是休息日，

在夜间的购物人数比例都达到了 15%以上，可见芜湖市夜间购物活动较活跃。芜湖市居民夜间消费旺盛的特征，主要与居民通常

在夜间拥有较多的可自由支配时间和芜湖商业设施发达且夜间营业时间长有关。 

3 居民购物行为的空间演化特征 

3.1不同等级商品购物出行距离特征 

中心地理论指出，中心性和等级性是商业网点分布的主要特征，高级中心地具有高级职能布局，低级中心地具有低级职能布

局，低等级的中心地包含在高等级中心地之中。故居民购买蔬菜食品类和日常用品类等低等级商品时基本在低级中心地就可以

满足需要，但只有中级或高级中心地才能满足居民购买高等级商品或者获得高档次服务的需要。芜湖市居民购物出行平均距离

从近到远依次是蔬菜食品类商品、日常用品类商品、服装饰品类商品和家用电器类商品，据此可以将不同等级商品购物活动抽象

成一个空间圈层结构，形成该市居民购买不同等级商品的出行空间圈层结构(图 5)。按照购物中心与家距离由近到远的顺序，购

物行为圈层可以划分为 4个圈层：①蔬菜食品类商品购物圈层，平均出行距离为 1.42km,主要集中在社区级购物圈；②日常用品

类商品购物圈层，平均出行距离为 1.72km,也主要集中在社区级购物圈，但比起蔬菜食品类向外扩散；③服装饰品类商品购物圈

层，平均出行距离为 2.07km;④家用电器类商品购物圈层，平均出行距离为 2.65km。 

 

图 5 10年前后芜湖市居民购物出行空间圈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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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商品等级越高，对应的圈层等级也越高。但居民购物出行并不一定完全遵从最短距离原则。一方面，对于低等级

商品(即生活必需品),居民一般会就近购买，但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商业设施提供服务的逐渐完善，居民也可能会选择到

集购物、娱乐、生活为一体的综合式购物中心进行“一站式”购物，因此出行距离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水

平需要，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居民逐渐关注商品的品质、个性化、购物的体验性，且城市的交通设施也更加完善和便利，更有利

于居民的出行，因此越来越多的居民也更乐意到更远的商业中心采购商品。 

3.2购物行为空间演化特征 

本文通过分析芜湖市居民 10 年前后购买不同等级商品的出行平均距离，发现芜湖市居民购物出行的平均距离在 10 年中整

体上呈现明显的收缩趋势，但依旧遵循商品等级越高，出行平均距离越远的等级规律(图 5),反映了芜湖市购物活动更加便利。

购买蔬菜食品类、日常用品类、服装饰品类、家用电器类商品的平均出行距离分别由 10年前的 1.91km、2.32km、3.94km、4.67km

缩短到 10年后的 1.42km、1.72km、2.07km、2.65km,分别缩短了 0.49km、0.6km、1.87km和 2.02km,呈现随着商品等级的提高，

缩短的出行距离越大的规律。最高级别(家用电器类)与最低级别(蔬菜食品类)商品的平均出行距离差值由 10 年前的 2.76km 缩

短为现在的 1.23km。同时，发现高等级商品(后两类)购物地和低等级商品(前两类)购物地之间的平均距离缩短，10年前平均出

行距离差值为 1.62km,现在仅为 0.35km,主要原因是：多核心、扁平化格局是芜湖城市空间结构正在发展的趋势，因此居民出行

较短的距离即可到达集购物、娱乐、生活为一体的高等级购物中心。社区级商业中心所完善的职能主要是提供高等级的商品和服

务，因此高等级商品购物出行距离就会减小。另外，随着大规模电子商务的兴起，网购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购物方式之一，

因此大大缩短了出行平均距离，尤其是服装饰品类和家用电器类商品的网购比例较高，大大缩短了居民的购物出行平均距离。 

4 居民购物行为时空特征的影响因素 

居民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不仅受到客观因素即购物中心的面积、距离等宏观层面的影响，还受到

消费者自身因素即主观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以网络经济为基础的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以其及时性、便捷性、不受时间约束

等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打破了消费的时空限制，对时空特征产生了影响。本文以网购和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

居民属性为自变量，以 4 个等级商品的购物出行时段和购物地点离家的距离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探讨网购和居民属性对购

物行为时间和空间特征的影响。 

4.1网购及居民属性对时间特征的影响 

为了反映解释变量的相对影响，本文在回归中纳入了其标准化值(即 Z值分数)。通过检验，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在 2

以下，因此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考虑到工作日和休息日购物出行时间特征的差异，将因变量划分为工作日和休息

日。 

从网购和居民属性对购物行为时间特征的影响来看(表 2),网购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与日常用品类商品购物时间特征

均呈现显著负向关联，表明高的网购频率可以使居民购买日常用品类商品的出行时段更加的灵活随机；而只在休息日与服装饰

品类商品呈显著负向关联和家用电器类商品呈显著正向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居民在工作日受到通勤时间的限制，并没有足够的

时间通过网购去挑选高等级的商品。另外，网购对蔬菜食品类商品并无显著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蔬菜食品类商品等级低，在家

周边即可方便快捷购买，且亲自现场购买可以保证食品的新鲜。上述发现表明，尽管网购并没有对所有商品的出行时间特征产生

影响，但网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购物出行的时间限制，让居民的购物时间更加随时随心。值得注意的是，网购同样受到

通勤时间的限制。 

与此同时，居民属性对购物行为时间特征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年龄与蔬菜食品类和家用电器类商品的购物出行时间特征和

工作日的服装饰品类商品购物出行时间特征呈显著负向关联，表明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购物出行时间越早，这可能和不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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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生活习惯和睡眠要求不同有关，老年人睡眠时间少且早睡早起，而年轻人则与之相反；受教育程度与日常用品类、服装饰

品类、家用电器类商品和工作日的蔬菜食品类商品呈显著正向关联，表明高学历人群倾向于晚出行；私家车的拥有状况分别与工

作日蔬菜食品类商品的购物出行时间特征呈显著正向关联，与休息日日常用品类和服装饰品类商品呈显著负向关联，表明相较

于无私家车的居民，拥有私家车的居民在工作日购买蔬菜食品类商品的出行时间较早，在休息日购买日常用品类和服装饰品类

商品的出行时间相对较晚；家庭结构对休息日的蔬菜食品类、服装饰品类和家用电器类商品产生显著负影响，即家庭成员越多在

休息日出行时间相对较早，因为只有在休息日家庭成员才会有更多的可能一起出行，出行的成员越多，越需要尽早出门；职业与

工作日日常用品类商品呈显著负向关联，与休息日服装饰品类商品呈显著正向关联；性别与工作日家用电器类商品呈显著正向

关联，表明女性比男性的出行时间更早。综上，在研究的居民属性中，仅月收入对购物出行的时间特征无显著的影响。 

4.2网购及居民属性对空间特征的影响 

从网购和居民属性对购物行为空间特征的影响来看,网购对服装饰品类、家用电器类等高等级商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

频率的网购会缩短居民购买高等级商品出行的距离。但网购对蔬菜食品类和日常用品类等低等级商品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这

可能是因为便利店或小型超市以方便、快捷和接近消费者为优势，推进了社区级商业体系的发展与升级，使得居民购买低等级商

品比网购更加快捷方便。对于高等级商品来说，居民挑选的时间会更长，对产品的各项要求更高，但多种电商平台、网红直播带

货、博主购物分享等也可为居民挑选好质量上乘、价格优惠的商品。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网络上购买商品运输所需时间

大大减少，消费者等待收货的时间缩短且送货上门，因此消费者也愿意去网上购买商品。综上，虽然网购仅对高等级商品的购物

出行空间特征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一定程度上购物出行平均距离随之缩短，打破了购物出行的空间限制性。 

对于居民属性所产生的影响，从 4 种不同等级商品来看，服装饰品类和家用电器类等高等级商品的购物出行空间特征受私

家车拥有情况和职业的显著影响，与私家车呈显著负向关联。对家用电器类商品而言，相较于有私家车，无私家车对出行距离的

影响更为关键，说明拥有私家车会增加购物出行距离，而服装饰品类商品正好与之相反；职业与家用电器类商品呈显著正相关，

与服装饰品类商品呈显著负相关，且对农民的影响程度最大，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普通职员、学生、其他

的影响程度次之，最后为企事业管理人员、离退休人员、个体商业户、军人。蔬菜食品类商品购物出行距离受职业、家庭结构和

教育程度的显著影响，其中：家庭结构为显著正向关联，说明家庭成员多，会增加出行距离；教育程度为显著负向关联，接受的

教育越多，学历越高的居民出行距离越短。日常用品类商品的购物出行距离主要受职业、家庭结构和年龄的显著影响，其中：家

庭结构为显著负向关联，且 1—5 人的家庭结构影响更为显著；年龄为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年龄的增大会带来出行距离的缩短。

综上，购物出行空间特征受私家车、职业、家庭结构、教育程度、年龄的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职业对 4种商品均有显著影

响，在众多影响因素中重要性最高。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分析 2019年芜湖市居民购物行为调查问卷及访谈等相关数据与资料，研究了该市居民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其变

化情况，并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探讨了网购和居民属性对购物出行时空特征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从时间特征看，居民是否拥有自

由支配时间及自由支配时间的长短决定了居民购物时段在一天中的分布状况。商品等级的高低影响着居民的购物出行时长和购

物花费的时间，表现为随着商品等级的提高，居民购物出行时长的不敏感区延长，购物所花费的时间增多。从空间特征看，芜湖

市居民购物出行平均距离随着商品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蔬菜食品类、日常用品类、服装饰品类和家用电器类商品的平均出行距离

依次为 1.42km、1.72km、2.07km和 2.65km,表现出明显的出行空间圈层结构。②从时间演化特征来看，10年间 4类商品购物时

段分布在休息日有分散化趋势，以日常用品类表现最为明显，且芜湖市居民夜晚购物活动急剧增加且活跃度高。③从空间演化特

征看，10年来芜湖市居民购物的平均距离整体上呈现收缩趋势，且随着商品等级的提高，缩短的出行距离越大，4类商品分别缩

短了 0.49km、0.6km、1.87km 和 2.02km。④网购的出现打破了消费的时空限制。总的来说，网购频率的增加缩短了购物出行的

平均距离，在高等级商品中尤其突出。网购频率的增加使得购物出行的时间更加的随时随心，但网购仅在休息日对高等级的商品

产生影响，表明网购同样受到通勤时间的限制。⑤不同属性居民在购物行为上存在明显差异。从时间特征上看，居民的年龄与低



 

 9 

等级商品和工作日的服装饰品类商品的购物出行时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受教育程度与高等级商品、日常用品类商品，以及工

作日的蔬菜食品类商品的购物出行时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私家车、家庭结构、职业、性别对居民某些商品的购物出行时间产生

显著影响。从空间特征来看，职业对高等级商品和低等级商品的购物出行距离均产生显著影响；私家车仅对高等级商品的购物出

行距离产生影响；家庭结构仅对低等级商品的出行距离产生影响；教育程度与蔬菜食品类商品的购物出行距离呈显著负向关联；

年龄与日常用品类商品出行距离呈显著负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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