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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零售业选址的空间关联及影响因素 ——以上海

市咖啡厅和茶艺馆为例1

潘晓青 1，靳 诚 1，2，张世钰 1，陈 颖 1

（1.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23；2.江苏省地理信息资

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咖啡与茶的空间关联性对于理解饮食零售业的选址以及背后所反映出的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

内涵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章利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协同区位商方法，对 2018年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

的空间关联强 度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 。研究表明：①咖啡厅和茶艺馆空间自相关强度较高，咖啡厅和茶艺馆

的空间位置布局 受同类要素吸引 。②实证表明，不同带宽条件下，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全局协同区位商值始终小于

1，说明咖啡厅和茶 艺馆的空间关联强度较弱，两者之间相对独立分布 。③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分布受周边竞

争因素影响较大，与休 闲饮品店全局协同区位商值较高，存在极强的空间关联；受超市和商业综合体的影响较大，

全局协同区位商值接近 1，存在潜在的空间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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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是经济社会中的主体部分，零售业的空间区位选择一直是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主要内容。零售业的区位选择偏好于经

济较为活跃、人流量较大的地区，但高昂的租金约束着零售空间的区位选择。西方国家零售业选址的地理学研究主要围绕商业

形态、等级和定量模型等 3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分析城市商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动力机制[1]。中心地理论、空间利用结构

理论和零售引力定律（距离衰减函数）等成为零售业空间布局、零售商店选址的重要理论支撑。中心地理论是城市商业活动空

间结构的理论基石，通过商业中心的内部结构研究，对特定地域单元与整体空间系统的对比，根据影响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因

子，从整体出发研究整个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框架[2]。Frank Raeon提出 6种影响零售业商店选址的要素，即顾客的方便性、商店

选址周边的人流量、车流量、停车条件以及商店的标识和可见度等[3]。薛冰等基于 POI数据运用局域 Getis-Ord Gi*指数法比较

不同零售业态布局的差异性特征[4]。肖琛等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从空间格局演化、集聚分布状况、不同类型超市的区位选

择等方面进行研究[5]。胡庆武等利用位置签到数据以武汉市为例进行城市热点探测和商圈挖掘实验，以此探究商圈位置分布与

城市规划商圈的相关性[6]。大量的 POI数据为城市规划提供理论基础，有利于城市热点的更好发掘。基于地理学第一定律，禹

文豪等认为城市空间 POI分布模式、分布密度在城市空间分析中优于其他分析（如样方密度、基于 Voronoi图密度）[7,8]。学者

从不同角度对零售业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包括竞争因素、需求因素、交通可达性、人口因素与分布情况等[9,10,11,12]。

国内外学者从多重理论出发，对零售业的空间布局进行多角度分析，主要包括了零售业的空间结构、分布模式、区位选择，对

经济地理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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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业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所以在区位选择上更加谨慎。饮食业的蓬勃发展，使得研究者逐渐加强对饮食地理的关注。

饮食文化的发展不仅受当地文化的影响，也会受到跨区域文化交融的影响。饮食文化的深刻内涵驱动消费者不同的消费偏好，

中西方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民族性和多样性，饮食观念、饮食内容都是导致饮食文化差异的深层次原因[13]。饮食文化存在跨

区域发展，这不仅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更是一种文化的交融，具有时间和空间特征。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

对外开放步伐的愈加坚定，更让跨地域的饮食零售业发展愈加繁荣。跨国零售业加强对中国本土化的经营，从扩张规模和扩张

速度上来说，尤其以肯德基、麦当劳、哈根达斯、星巴克等跨国餐饮企业的扩张最为典型[14]。跨国饮食零售行业不仅需要适应

本土的饮食文化，更要考虑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区位选择上要考虑何种的扩散模式以及何种的空间布局。咖啡与茶作为

承载着东西方两种不同饮食习惯的日常饮品，代表着不同的行为偏好。

地理学第一定律基于距离衰减函数，研究一个事物与相邻事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地理学家关注的重点内容。“空间关联”

被用来指单个要素内部或两个要素及两个以上要素之间所呈现的关系模式[15]。借助空间关联强度来研究两个要素之间存在的空

间关系是较为不错的选择。协同区位商（Global Co-location Quotients,GCLQ）是在经济区位商[16]的基础上提出来的。Leslie等

提出了协同区位商的概念，对空间要素分布的空间关联强度进行测度，但是这个概念只能观测到要素之间整体的协同区位模式

[17]。在全局区位商的基础之上，Cromley等提出了协同区位商的局域指标（Local Indicator of the Co-location Quotient,LCLQ），

用来检测空间关联强度的局域变化[18]。国外对于点要素的空间关联研究利用双变量 K函数以及协同区位商等计量方式，主要集

中于产业经济[19]、犯罪地理[20]、人口地理[21]等相关领域；国内孟斌等运用协同区位商的方法研究职住关系[22]，邵海雁等聚

焦流动行为与固定场所的空间关联[23]。

咖啡与茶是当代中国人重要的日常饮品，是饮食零售业的重要产品。同时，咖啡是典型的西式饮品，而茶是中国传统饮品

的主要代表，两者承载的文化存在明显差异。咖啡厅和茶艺馆作为两类饮品的主要销售场所，以往研究多从孤立的视角分析两

者的空间分布特征，缺乏从关联的视角探索两类场所选址关联问题及两者选址的影响因素差异问题。咖啡厅和茶艺馆作为休憩

场所，其分布格局及演化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分异协同演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4]。基于典型的文化差异性，有必要对两者选

址的空间关联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因而，本文以上海市为研究案例地，选择咖啡厅和茶艺馆作为研究对象，基于 POI数据，

运用协同区位商，从关联的视角分析两类饮食业选址的空间关联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将进一步深化咖啡厅和茶艺馆空间选址

的认知，探索两类不同文化场所空间关系，为饮食零售业的空间分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关联研究视角，为促进饮食业的空间布

局优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上海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会展和航运中心，是世界上规模和面积最大都会区之一，也是中国大

陆首个自贸区，与江浙皖共同构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据 2021年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 2400余万人，属于我国超大型

城市，上海的外籍人士超 20万人，数量居全国第一。东西文化交融的“魔都”形象深入人心，因而选取上海为案例地。

图 1 上海咖啡厅和茶艺馆选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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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数据基于 2018年高德地图餐饮服务类的 POI数据整理得出，一级数据标签包括“中餐厅”“西餐厅”“咖啡厅”“茶

艺馆”“冷饮店”“甜品店”“休闲餐饮场所”等。

本文爬取得到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经纬度坐标数据，共获取 4235条咖啡厅的经纬度坐标数据，1773条茶艺馆的经纬度

坐标数据（图 1）；同时爬取咖啡厅和茶艺馆周边休闲饮品店、商务住宅区、商超综合体、公共交通（包括公交、地铁和停车场）

等经纬度坐标数据。需要说明的是，为排除疫情影响，本文只选取了 2018年数据进行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25,26]分析能反映点位数据在一定区域内的聚集程度。本文采用的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点位数据，在一定的搜索半径中

呈现出其领域范围内的密度。核密度值越大，表明咖啡厅和茶艺馆在一定区域内的分布越密集。

2.2 空间自相关

空间关联的主要形式是空间自相关[15,27]，即地理对象的某一属性随其空间位置发生协同变化。空间自相关通过构建一个空

间矩阵测度某一变量在不同空间位置的观测值之间的统计相关性。

为了探究空间的分布格局，引入莫兰指数（Moran's I）。莫兰指数是用来度量空间相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分为全局莫

兰指数（Global Moran's I）和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 I)[28]。莫兰指数是一个有理数，在经过方差归一化之后，它的值在

区间[-1,1]内。Moran's I>0表示空间正相关性，其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明显；Moran's I<0表示空间负相关性，其值越小，空间

差异越大；Moran's I=0，空间呈随机性，本文引入 Global Moran's I[29]和 Local Moran's I[30,31]，分别测量咖啡厅和茶艺馆点位

分布在上海的全局和局部空间关联特征。

2.3 协同区位商

经济区位商是协同区位商的基础，区位商是为了测算某地区某产业的发展程度，可以从区位商的大小看出一定区域内某个

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以及集聚状态。最早是由 Leslie等提出的，可以检测到与要素分布模式无关的空间关联关系且能够对空间要

素的不对称分布进行测度[17]。协同区位商的应用旨在研究某些业务类型之间是否存在协同定位，协同区位商分为全局协同区位

商（Global Co-location Quotients,GCLQ）和局部协同区位商（Local Indicator of the Co-location Quotient,LCLQ）。

(1)全局协同区位商（GCLQ）基于最近邻，计算公式如下[18]:

式中：GCLQA→B表示类别 A被相邻类别 B吸引的程度；N代表所有类别的数量；NA代表类别 A所有的数量；NB 代表

相邻类别 B的数量；NA→B表示类别 A的最邻近点的类别 B的数量。协同区位商值表示类别 A和类别 B 的空间区位吸引强度。

(1)GCLQA→B>1，说明类别 A与类别 B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类别 A被类别 B吸引；(2)GCLQA→B=1，说明类别 A与类别 B

在空间上趋于随机分布，不存在空间关联；(3)GCLQA→B<1，说明类别 A与类别 B在空间上趋于离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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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协同区位商（LCLQ）基于距离衰减函数，计算公式如下[18]:

式中： 表示相邻类别 B 被类别中 A中的 Ai 点吸引的程度； 代表类别 A点中的 Ai 的相邻类别 B点数的

加权平均值；fij代表一个二进制变量，用于表明 j点是否为类别 B里的点，是则为 1，不是则为 0;Wij表示的是 j点的权重，距

离越近权重越高，重要性越高，距离越远权重越低，重要性越低。

3 空间分布格局分析

3.1 咖啡厅、茶艺馆核密度分析

利用核密度分析，按照自然断点法分为 9个等级，得到上海市 2018年咖啡厅和茶艺馆核密度分布结果（图 2），得出以下

结论：

(1)从总体布局来看，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布局模式趋于“中心化”布局模式。咖啡厅的空间分布以黄浦、静安、长宁

为中心区域，核密度逐渐向外层递减，呈连片聚集状态；茶艺馆的空间分布以黄浦、静安、长宁、虹口、徐汇、青浦为中心区

域，核密度逐渐向外层递减。虽然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布局由中心向外蔓延，但仍表现出强烈的中心化布局趋势。

(2)从局部布局来看，咖啡厅的空间布局在上海市的外围区域宝山、嘉定、松江、闵行呈现“串珠状”布局状态，在中心外

围几个区存在大片核密度低值区域，表现出断崖式下跌状态；茶艺馆的空间布局在上海市的外围区域宝山、嘉定、闵行呈现片

状聚集，在普陀、虹口、徐汇、松江出现了较小的峰值，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聚集状态。

(3)从类型来看，咖啡厅布局趋于中心化，茶艺馆布局趋于多中心布局模式且较为均匀。咖啡厅的空间布局中心性明显强于

茶艺馆，咖啡厅主要活跃于上海市的中心城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在青浦、金山、奉贤、浦东新、崇明，表现出明显的“孤

岛式”空间布局状态，呈现出极强的“中心化”布局模式；茶艺馆在空间布局上虽有较强的中心化趋势，但表现出从中心区域

向外围区域蔓延的态势，在青浦出现较大峰值点，出现显著的聚集状态，嘉定、宝山、杨浦、闵行、松江都表现出小范围中心

空间分布状态，呈现出“多中心且分布较为均匀”的布局模式。

3.2 咖啡厅、茶艺馆空间自相关分析

3.2.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用于对同一属性之间内部进行相关性分析，对空间自相关中的关联性程度进行计算可以得知空间数据的分布状

态。在空间位置上，采用上海市街道面要素来分析，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在选择空间关系方法上采用“共享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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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Contiguity Edges Corners）”即共有一个公共点或有一条公共边的两个面要素，则被视为相邻要素。本文采用“共享边或角”

对咖啡厅以及茶艺馆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咖啡厅以及茶艺馆在 2018 年的全局莫兰指数（0.486,0.200）均高于 0,Z 得分

（12.640,5.291)>0且通过检验（p<0.01），说明咖啡厅、茶艺馆在空间分布上并不存在随机性，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趋势且空间

状态呈现集聚分布格局。

图 2 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核密度分布

3.2.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通过 LISA集聚图，探测上海市街道的咖啡厅和茶艺馆内部潜在的关联性，如图 3所示。(1)LISA>0，局部空间与相邻

区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表现为高—高聚集（H-H）、低—低（L-L）聚集；(2)LISA<0，局部空间与相邻区域存在明显的负相

关性，表现为高—低（H-L）离散、低—高（L-H）离散。除以上 4种类型之外，还存在局部空间与相邻区域无显著相关性，表

现为 N-S（不显著）状态。从图 3中可知：(1)咖啡厅在外滩街道、花木街道、洋泾街道、新虹街道、虹桥街道、周家渡街道、

五角场镇、长征镇、七宝镇、三林镇等存在明显的 H-H型集聚，在空间布局上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趋势。这些区域在上海市的中

心位置，相较于外围区域经济水平较高，咖啡厅越容易出现集聚状态；茶艺馆空间分布与咖啡厅空间分布恰恰相反，H-H型集

聚状态主要分布在上海市外围区域，如上海西南郊的盈浦街道、夏阳街道、朱家镇、泗泾镇、洞泾镇、新桥镇以及靠近市中心

外围邻近区域的七宝镇、华泾镇、梅陇镇莘庄镇康桥镇、北蔡镇等。(2)咖啡厅的 H-L离散状态分布在上海市西南郊的中山街道、

方松街道，南面的山阳镇以及东南郊的惠南镇；茶艺馆的 H-L离散状态分布在上海市的南桥镇和惠南镇，咖啡厅和茶艺馆的 H-L

分布状态较为相似。(3)咖啡厅的 L-H离散状态主要表现在靠近上海市中心的外围街道，如真如镇、金桥经济开发区、龙华街道、

张江镇等；茶艺馆的 L-H离散状态主要分布在上海市的西南方向如华漕镇、新虹街道、徐泾镇、赵巷镇、佘山镇、金泽镇等，

呈现连片分布状态，与咖啡厅的 L-H离散状态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别。(4)咖啡厅和茶艺馆的 L-L 集聚状态分布较为相似，均分

布在上海市的西南郊、东北郊以及崇明区的街道。随着距离衰减，咖啡厅、茶艺馆内部之间存在的联系也逐渐微弱，符合地理

学第一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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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咖啡厅、茶艺馆数量可视化及空间自相关

根据局部自相关结果分析，2018年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热点区域分布格局存在差异，冷点区域分布格局较为相似，其

背后的影响机制值得探究。高低离散以及低高离散主要集中在集聚区域的周边。

3.3 咖啡厅与茶艺馆空间关联分析

3.3.1咖啡厅与茶艺馆空间关联全局特征

通过ArcGIS Pro协同区位分析工具，对 2018年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这两个要素进行关联程度分析。经过蒙特卡洛模拟（100

次），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并且通过多次实验检验，最终将本文的带宽设置为五阶最近邻（The Fifth-order Nearest Neighbor）、

十阶最近邻（The Tenth-order Nearest Neighbor）、三十阶最近邻（The Thirtieth-order Nearest Neighbor）。全局协同区位商值反映

了 2018年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之间的关联程度的强弱。从结果可以知道：(1)在不同带宽条件下，全局协同区位商值始终小于

1，表明上海市的咖啡厅和茶艺馆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相对独立性的全局特征。(2)在不同带宽条件下，咖啡厅被茶艺馆吸引的全局

协同区位商值（0.759,0.923,0.996）都大于茶艺馆被咖啡厅吸引的全局协同区位商值（0.602,0.812,0.989），表明咖啡厅被茶艺馆

吸引的程度大于茶艺馆被咖啡厅吸引的程度，咖啡厅的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茶艺馆的空间分布。

3.3.2咖啡厅与茶艺馆空间关联局域特征

3.3.2.1茶艺馆被咖啡厅吸引的局域特征

利用协同区位商局域指标对 2018年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探究咖啡厅和茶艺馆之间的关联强度。

图 4为带宽为 10和 30的茶艺馆被咖啡厅吸引强度的空间格局状况。在带宽 10和 30的情况下，LCLQ值稍有变化，但茶艺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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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厅的吸引的总体格局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1)在上海市的中心街道如淮海中路、石门二路、仙霞新村，茶艺馆的分布独

立于咖啡厅的分布，空间关联性较差。但是随着距离的增加，在次中心街道茶艺馆表现出依附于咖啡厅的态势且吸引强度较高，

呈现出中心周边区域集聚的空间分布状态。(2)茶艺馆被咖啡厅的吸引强度空间差异较为明显，中心区域仍然表现出极强的依附

性。随着距离的增加，外围郊区茶艺馆独立于咖啡厅分布，空间关联性程度较弱。(3)在上海的外围边界尽管分布状态较为分散，

例如盈浦、方松、岳阳、朱泾、山阳、南桥镇、惠南镇等一些较小区域，但是却呈现出茶艺馆被咖啡厅的高强度吸引的空间分

布格局。

3.3.2.2咖啡厅被茶艺馆吸引的局域特征

咖啡厅被茶艺馆吸引的强度在带宽为 10和 30的情况下，LCLQ值无变化且总体格局基本一致，对比茶艺馆被咖啡厅吸引和

咖啡厅被茶艺馆吸引的强度，可以得知两者相互吸引的空间关联特征略有不同（图 5），具体表现为：(1)在上海市中心街道如淮

海中路、石门二路，咖啡厅的分布依附于茶艺馆的分布，空间关联性较高，与茶艺馆被咖啡厅吸引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相反

的特性。(2)咖啡厅被茶艺馆吸引的强度呈现出从中心区域向外围区域逐渐变大的趋势。整体来看，咖啡厅被茶艺馆吸引的空间

关联性较低，咖啡厅的空间分布独立于茶艺馆。(3)在上海的郊区如石化、南桥、惠南、盈浦等街道呈现出零星的咖啡厅被茶艺

馆高强度吸引的空间分布格局。相较于北城，南城靠近中心街道的区域咖啡厅被茶艺馆吸引的强度高于北城靠近中心街道的区

域。

图 4 茶艺馆被咖啡厅吸引的局域协同区位商

3.4 咖啡厅与茶艺馆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分布往往与竞争因素、需求市场、公共交通、政策导向、市场定位、经营者经营理念等因素密切相

关，本文主要侧重于从空间视角，利用 POI数据探索影响因素，具体为竞争因素、需求市场、公共交通 3个方面。影响因素具

体指标为：(1)竞争因素：周边休闲饮品场所；(2)需求市场：住宅区、写字楼、商超位置等；(3)公共交通：地铁、公交站点、停

车场等。通过协同区位商分析以上因素是否与咖啡厅和茶艺馆空间格局的形成有关。

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位置分布可以利用协同区位商进行分析，利用 ArcGIS Pro软件对所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全局协同区

位商分析，通过多次实验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将带宽设置为 5、10、30（表 1），得出咖啡厅和茶艺馆与周边休闲饮品场所、

商务住宅、商超综合体以及公共交通的全局协同区位商值。(1)表 1中的数据均没有超过 1，表明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分布近乎独立

于以上几个影响因素的位置分布，吸引强度不高，空间关联性较弱。(2)周边休闲饮品场所对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协同区位商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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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几个影响因素，表现出极强的空间关联性，表明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分布依附于周边休闲饮品场所的位置分布。说明咖啡

厅和茶艺馆的经营者在区位选择时，尽量选择靠近餐饮店的位置。(3)咖啡厅的分布与商务住宅区的空间关联性高于茶艺馆与商

务住宅区的空间关联性。从现实层面看来，由于咖啡的受众人群偏于年轻化，所以在商务写字楼以及商住两用的住宅区，咖啡

厅的空间位置分布与商务住宅区的空间关联度可能会高于茶艺馆与商务住宅区的空间关联度，但是咖啡厅和茶艺馆被商务住宅

区的吸引强度依旧较弱。(4)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分布受超市和商业综合体的吸引较高，全局协同区位商在以上几个影响因素中值

处于较高位置，表明了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分布依赖于超市和商业综合体，在带宽为 30时，全局协同区位商的值接近于 1，

表明超市和商业综合体与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关联性最好。(5)咖啡厅和茶艺馆被公共交通吸引的强度不高，仅次于商超综合

体，在公共交通点附近分布着较少的咖啡厅和茶艺馆，空间关联程度较弱。但是咖啡厅被公共交通吸引的强度仍高于茶艺馆的

强度，可能是因为咖啡相较于茶来说是快消品，在靠近公共交通点的地方，可以随买随走。茶却是与咖啡相反，需要静心品尝，

所以茶艺馆被公共交通吸引的强度低于咖啡厅被吸引的强度。在咖啡厅和茶艺馆的交通可达性方面，反而呈现出可达性越高，

咖啡厅和茶艺馆空间位置分布越趋于离散的状态。

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分布差异由多个方面组成，本研究主要从周边休闲饮品场所、商务住宅区、商超综合体、公共交通 4

个要素分布进行分析，通过 ArcGIS Pro软件得出全局协同区位商值，基于影响力大小，对咖啡厅和茶艺馆选址的影响因素进行

排序。(1)对于咖啡厅而言，周边休闲饮品场所>商超综合体>商务住宅区>公共交通，表明咖啡厅的位置分布受周边休闲饮品场所

位置分布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商超综合体，公共交通分布的影响力最小。(2)对于茶艺馆而言，周边休闲饮品场所>商超综合体>

商务住宅区>公共交通，茶艺馆的位置分布受影响因素影响的程度与咖啡厅一致。

图 5 咖啡厅被茶艺馆吸引的局域协同区位商

周边休闲饮品场所对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分布影响较大。但在商务住宅区方面，咖啡厅明显大于茶艺馆，咖啡厅被商务住宅

区影响的全局协同区位商值（0.641）大于 0.5，茶艺馆被商务住宅区影响的全局协同区位商值（0.474）小于 0.5；在公共交通方

面，咖啡厅被影响的全局协同区位商值（0.526）大于 0.5，茶艺馆被影响的全局协同区位商值（0.374）小于 0.5。对于咖啡厅而

言，全局协同区位商值均是大于 0.5；对于茶艺馆而言，除了周边休闲饮品影响茶艺馆的全局协同区位商值大于 0.5且接近于 1

之外，其他影响因素的全局协同区位商值都偏低。商务住宅区和公共交通对于咖啡厅和茶艺馆吸引程度较低，周边休闲饮品场

所以及商超综合体对于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吸引力远超商务住宅区和公共交通，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集群效应和拥挤效应。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JJDL202310023_11000.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pMFdLMmVtU2FLVDhIRDNIQ3J3eHhtLy9WK3Q0O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9

表 1 咖啡厅、茶艺馆被影响的全局协同区位商

影 响 因 素
咖啡厅 茶艺馆

带宽5 带宽10 带宽30 带宽5 带宽10 带宽30
周 边 休 闲 饮 品 场 所 0.676 0.773 0.877 0.818 0.876 0.944
商 务 住 宅 区 0.189 0.323 0.641 0.111 0.209 0.474
超市、商业综合体 0.505 0.761 0.978 0.439 0.685 0.953
公 共 交 通 0.121 0.227 0.526 0.066 0.136 0.374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 2018年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位置分布为研究对象，分析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影响因

素，得出以下结论：

(1)从整体空间布局模式来看，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位置分布较为均衡，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布局模式趋于“中心化”布局

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咖啡厅空间布局趋于中心化而茶艺馆空间布局趋于多中心布局模式且较为均匀。

(2)从空间布局状态来看，咖啡厅和茶艺馆在上海的街道层面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趋势，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热点区域

出现明显的分异，高高集聚状态均出现在上海市中心位置。咖啡厅和茶艺馆在空间布局状态上存在较为相似的分布格局。

(3)从竞争因素来看，咖啡厅和茶艺馆与存在竞争关系的零售业存在极强的空间关联，与需求市场和公共交通方面存在较低

的强度吸引，空间关联性较弱。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分布即便是受周边休闲饮品场所和商超的吸引，但在空间分布上还是趋于独

立分布。

4.2 讨论

协同区位商研究方法用于研究两个类别之间空间关联性，可以较为直观地展现两者之间的关联强度，能够很好地运用到上

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布局研究中，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出咖啡厅和茶艺馆之间的相互吸引的强度，而且可以利用两个类别

之间的强度吸引研究影响因素与咖啡厅和茶艺馆空间分布的关系。

本文利用 POI数据分析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分布格局，从竞争因素、需求因素、公共交通等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由于

影响因素主要考虑的是设施位置分布，本文缺少对经济、人口、政策、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使得关于“人”的因素和文化方面

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咖啡与茶，在区位选择上，不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影响因素所决定，而且在内里

涉及到本地饮食文化的驱使。茶艺馆的选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咖啡厅的选址有趋同效应，但是在有些方面还是表现出了相反

的特性，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如饮食文化内涵以及消费者行为特征都可以影响到区位的选择。协同区位商从表层反映出咖啡厅

和茶艺馆的空间分布格局，由表及里，可以考虑从内里探究中西方饮食文化对这两者的区位选择是否有影响，本文没有涉及到

这方面的研究。关于后疫情时代，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分布以及影响原因在本文中并没有体现，也是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将疫情时期的空间分布进行深入研究。

从现实意义来看，研究表明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关联程度较弱，但咖啡厅和茶艺馆内部的自相关程度较高。由于咖啡厅

和茶艺馆内部的自相关程度可以判断出两者缺乏合作协同，有以下两点建议可供采纳：(1)从空间和二者协同合作的角度来看，

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布局，可以遵循产业集聚效应，巩固目前的咖啡厅和茶艺馆产业集聚的强发展区域，对于未来的饮食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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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空间布局可以采用多中心布局模式，多极化发展。(2)从影响因素来看，咖啡厅和茶艺馆与公共交通的空间关联程度较弱，对

于外围经济较为薄弱的地区建议加强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饮食零售业的选址也应根据需求人群的饮食偏好规避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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