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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呼和浩特市主城区的POI数据，利用ArcGIS软件，运用标准差椭圆法和核密度分析法对呼和浩特市

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空间分布总体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呼和浩特市主城区

地方特色餐饮业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东–西”方向延伸的空间分布特征；地方特色餐饮业在其中心

地区分布较为密集，分布密度由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逐渐递减；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核密度分布具

有五个集聚中心，其中集聚程度较高的一个中心即核密度值最高的中心位于新城区，其次是赛罕区、玉

泉区，回民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分布则无明显的集聚中心，呈现出不均衡分布的特征；地方特色餐饮业

的分布主要受到人口密度、交通条件以及消费群体及其习惯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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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OI data of the main urban area of Hohho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catering industry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Hohhot by using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method an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method with ArcGIS softwar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catering industry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Hohhot generally presen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extending in the “East-West” direction.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catering industry is dense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area, and the distribution density gradually 
decreases from the central area to the peripheral areas. The core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catering industry in the main urban area has five concentration centers, of which 
the center with the highest core density is located in the new urban area, followed by Saihan Dis-
trict and Yuquan Distric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catering industry in the Hui 
District has no obvious concentration center,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even distributi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catering in-
dustry is affected by popul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consumer groups to varying 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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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服务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主力之一，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餐饮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

影响。正因如此，餐饮业各方面的研究也变得备受欢迎。当前研究的主要趋势有：餐饮业的空间分布特

征研究、餐饮业空间格局整体发展趋势研究、形成餐饮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分析等。以上研究可对城

市规划、城市管理以及餐饮行业选址工作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现代化科技迅速发展，迎来大数据时代。

POI (兴趣点)数据作为地理信息系统中的重要部分，在移动通讯、导航工作及城市发展研究当中都有着很

高的利用价值。POI 兴趣点数据以数据量大，包含精确的地理位置信息并且获取方便等特点，得到了广

大科研工作者的关注。通过检索关键词“POI 兴趣点”发现 POI 数据多用于各个行业的空间分析研究，

尤其对于餐饮行业的研究更为广泛。国外利用 POI 数据对城市空间结构布局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于探

究一个城市的商业中心地体系等[1]。经过检索发现国外利用 POI 数据对餐饮行业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

而针对餐饮业的研究有 Bonnie Farber Canziani，Barbara Almanza 等提出优化餐厅分类使用的建议，以便

加快餐厅管理知识体系中的进步、加深从业者和其他研究人员的交流[2]。Ezgi Erkmen, Murat Hancer 等
将餐饮店氛围、食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等因素对消费者品牌偏好的影响程度分析，发现服务质量在顾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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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费者心中形成品牌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国内基于 POI 数据的研究近几年也逐渐深入，大多

用于商业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谢珊等将成都市三环以外区域作为成都市环城游憩带研究区域，将区域内

203 个环城游憩地作为研究，以游憩地的 POI 数据作为数据支撑，分析了成都“三环三区”的空间分布

特征[4]。武佳琳等基于 POI 数据对郑州物流业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针对餐饮业祝晔基于 POI 的南京市

餐饮设施空间格局分析，探究了南京市餐饮设施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5]。彭莲香基于 POI 的呼和浩特

市餐饮行业空间分布研究当中利用呼和浩特市 2012 年、2013 年、2015 年秋季以及 2017 年春季的导航 POI
中抽取中餐厅、西餐厅、快餐厅、咖啡厅、茶餐厅等几乎所有餐饮行业 POI 进行研究并得出重要结论[6]。 

本文当中地方特色餐饮业指以蒙古族传统饮食为特色的美食统称，当地居民俗称“蒙餐”，中国第

九大菜系[7]。它既与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又不失现代性，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8]，以其绿色环保的

食品原料、独特的制作工艺、丰富的餐桌礼仪文化、独特的传统艺术和浓郁的民族特色餐饮环境，在中

国饮食文化的多元化空间中受到公众的认可和青睐[9]。呼和浩特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在其大街

小巷皆汇聚着极具地方特色的蒙餐。 
本文利用 POI (Pointofinternet)数据作为数据源，运用标准差椭圆法和核密度分析法对呼和浩特市主

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并通过利用 Excel 软件统计分析相关数据，分析地

方特色餐饮业的分布是否受区位、交通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历史人文因素等不同要素的影响，以

此为当地人民、游客以及餐饮从业者提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行业动态。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范围界定 

呼和浩特市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黄河冲积平原土默川的东部，西南部与

鄂尔多斯相邻，西北部与包头市相邻，东部与乌兰察布市相邻。呼和浩特市辖 4 个市辖区、4 个县、1 个

旗。即玉泉区、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和武川县以及土默特左旗。

全市总面积 1.72 万平方千米，其中建成区面积 260 平方千米。本文主要研究区范围是呼和浩特市主城区，

即玉泉区、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研究区行政区划及高程地图见图 1 及图 2。 
 

 
Figure 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图 1. 研究区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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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lev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图 2. 研究区高程地图 

2.2. 研究区概况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以及金融中心。我国西北地区重要城市，呼包鄂

榆城市群的重点城市，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中的重要城市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

点城市，目前该地区已成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科教发达，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的历史文化

名城。 

2.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呼和浩特市 POI 兴趣点作为数据源，其中包括餐饮服务、公司企业、购物服务、金融保险

服务、科教文化服务、汽车服务、商务住宅、生活服务、体育休闲服务、医疗保健服务、政府机构及社

会团体、住宿服务等。经过对其进行逐一剔除，按照特征词、关键字筛选、去重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后总共获得 354 个数据点。详细分布情况如表 1。 
 

Table 1. POI data distribution of Mongolian restaurant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Hohhot 
表 1. 呼和浩特市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店 POI 分布情况 

行政区 兴趣点数量 

玉泉区 44 

赛罕区 153 

新城区 117 

回民区 40 

2.4.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呼和浩特市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 POI 数据为研究对象，结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

分析呼和浩特市地方特色餐饮业的空间分布结构及其特征，分析其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本文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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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献研究法，利用文献研究法搜集、整理文献资料，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剖析对研究课题深入

了解。熟悉相关领域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二、GIS 空间分析法，利用 ArcGIS 软件进行定量分析，具体分析方法包括方向分布(标准差椭圆法)

以及核密度估计法。1) 方向分布，即标准差椭圆法，是分析空间分布方向性特征的经典方法之一，使利

用标准差椭圆可以从全局的、空间的角度定量解释经济因素空间分布的中心性、展布性、方向性和空间

形态。椭圆的长半轴表示的是数据分布的方向，长半轴和短半轴之间的值差越大(扁率越大)，表示数据的

方向性就越明显。反之，长短半轴越接近，方向性则越不明显。若长半轴和短半轴完全相等，则意味着

数据没有任何的方向特征。短半轴表示数据分布的范围，短半轴越短，数据的向心力越明显。相反，短

半轴越长，数据的离散程度越大。同样，如果短半轴与长半轴完全相等了，则意味着数据没有任何的分

布特征。中心点代表整个数据的中心位置。本文将采用方向分布法(标准差椭圆)绘制呼和浩特市地方特色

餐饮业的方向分布图，进一步分析其分布中心、分布方向等。2) 核密度估计是用来估计点要素的密度函

数，以每个地理实体点为中心，通过核密度函数计算地理实体点在指定的网格单元内输出栅格像元的密

度贡献值，距地理中心点的距离越近密度贡献值越大，随着距离的衰减，到范围边缘处密度贡献值为 0。
据此，对区域内每一个地理实体点基于同种方法进行分析计算，对输出的栅格像元在相同位置处的密度

进行叠加，可得到地理实体在区域内的密度趋势分布图。本文将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对呼和浩特市地方特

色餐饮业进行密度制图，进而分析其聚集程度以及餐饮点的详细分布状况。 
三、统计分析法，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进而探讨影响呼和浩特市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空

间分布的主导因素。 

3. 呼和浩特市地方特色餐饮业空间分布及其特征分析 

3.1. 研究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空间分布 

以呼和浩特市 POI 兴趣点作为数据源，经过筛选、去重等方法对其进行处理后所获得的呼和浩特市

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店 POI 数据地理分布图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POI distribution map of Mongolian catering industry in the study area 
图 3. 研究区地方特色餐饮业 POI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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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标准差椭圆分析 

利用 ArcGIS 软件空间统计工具方向分布(标准差椭圆)可得出呼和浩特市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 POI
分布结果，如图 4 所示。根据标准差椭圆输出结果可知，Rotation 值即标准差椭圆的方向角度值为

86.070884，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东–西”方向延伸的空间格局，椭圆长轴与

短轴长度差较大，中心地区分布较为密集，分布密度由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逐渐递减。 
 

 
Figure 4. Standard deviation of Mongolian catering industry in the study area 
图 4. 研究区地方特色餐饮业标准差椭圆 

 

 
Figure 5. Distribution map of POI core density of Mongolian catering industry in the 
study area 
图 5. 研究区地方特色餐饮业 POI 核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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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密度分析 

利用 ArcGIS 软件空间分析工具的核密度分析方法，得出呼和浩特市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 POI 核

密度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核密度分布具有五个集聚中心，

其中集聚程度较高的一个中心即核密度值最高的中心位于新城区，大致范围为海拉尔大街以北，通道北

路以西的公主府公园地区。其次是赛罕区，拥有三个集聚中心，大致范围在乌兰察布西街以及乌兰察布

东街以南，大学西街以东，鄂尔多斯大街以及鄂尔多斯东街以北，丰州南路以西的地区。最后一个集聚

中心位于玉泉区，大致范围在大南街大召无量寺附近。回民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分布则无明显的集聚中

心，呈现出不均衡分布的特征。 

4. 地方特色餐饮业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4.1. 人口分布 

人口密度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揭示市域空间上居民集聚程度。依据呼和浩特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知，呼和浩特市四个主城区人口分布数量依次为赛罕区，常驻人口数量为 885,321
人，新城区，常驻人口数量为 699,672 人，玉泉区，常驻人口数量为 524,573 人，回民区，常驻人口数量

为 436,042 人，主城区人口密度分布图如图 6 所示。由此得知，常驻人口数量与地方特色餐饮业的分布

呈正相关关系，即人口愈多，相应地区的地方特色餐饮业数量也愈多。呼和浩特市主城区各区地方特色

餐饮业数量以及常住人口数量散点分析结果如图 7 所示。根据呼和浩特市商务住宅区 POI 数据可统计出

赛罕区商务住宅 POI 数据共计 1448 个，新城区商务住宅 POI 数据共计 1217 个，回民区商务住宅 POI 数
据共计 630 个，玉泉区商务住宅 POI 数据共计 563 个，其中商务住宅包括宿舍、商务写字楼、住宅小区

等，具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往往促进了邻接新城区及赛罕区的乌兰察布市西街附近等地带地方特色餐饮

业空间的聚集特征。 
 

 
Figure 6. Population density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图 6. 研究区人口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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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Scattered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number of Mongolian catering industry and the 
number of permanent resident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图 7. 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数量以及常住人口数量散点分析结果 

4.2. 交通便捷程度 

城市的交通是联系餐饮设施与社会公众的纽带。通过标准差椭圆法以及核密度分析法得出主城区地

方特色餐饮业的分布状况，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了对交通便捷程度的高度认同, 
集聚的区域更多的是交通网络较发达、道路等级较高、交通可达性较良好的区域，如海拉尔西街、大学

西街、鄂尔多斯大街以及大南街大召无量寺附近。 

4.3. 消费群体因素 

呼和浩特是一座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城市，其各大餐饮的消费群体由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鄂

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个民族的居民组成。此外，蒙餐作为草原地区饮食文化的实际载体，已成为当地

特色待客之佳肴，是来到内蒙古地区游玩的外地游客务必会品尝的特色美食，外来游客更是主要消费群

体之一。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利用呼和浩特市主城区的 POI 数据，运用 ArcGIS 软件的方向分布(标准差椭圆法)和核密度

分析法解析呼和浩特市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分布中心、分布方向、聚集程度以及地方特色餐饮业的

详细分布情况，且进一步剖析其影响因素并得出如下结论： 
(1) 通过标准差椭圆分析得知呼和浩特市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东–西”方

向延伸的空间格局，中心地区分布较为密集，分布密度由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逐渐递减。 
(2) 通过核密度分析方法可得知，主城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核密度分布具有五个集聚中心，其中集聚

程度较高即核密度值最高的中心位于新城区，其次是赛罕区、玉泉区。回民区地方特色餐饮业的分布则

无明显的集聚中心，呈现出不均衡分布的特征。 
(3) 通过分析发现人口密集程度是影响地方特色餐饮业分布的主要因素，交通便捷程度以及消费群体

对地方特色餐饮业的分布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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