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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不少经济学者将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是带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

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以及消费需求也在日益提升。其中食品消费为我国消费支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及消费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居民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虽然

有日益提升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倾向，但受到所处经济条件和消费环境的影响，导致实际消费水平较低。

本研究基于消费者视角，以虹溪镇为研究案例地，实地问卷调查与参与式访谈获取一手数据，应用洛伦

兹曲线揭示虹溪镇的食品商店空间分布，再运用赫夫模型识别三个食品商店购物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大

小，探讨虹溪镇食品商店的布局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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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economists regard investment, consumption and export as the three “car-
riages” that dr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people’s consumption level and consumption demand are also increasing. Among them, food con-
sump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ut there is a large gap be-
tween the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consumption level of different consumer groups, and urban 
resident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urban residents. Although urban residents have increasing 
consumption demand and consumption tendency, the actual consumption level is low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s, this paper takes 
Hongxi town as the research case, carries out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participatory interview, 
obtains first-hand data, uses Lorentz curve to reve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status of food stores 
in Hongxi Town, and then uses Heff model to identify the attraction of three food store shopping 
areas to consumers, and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layout of food stores in Hongxi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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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以及消费模式也在变化更新[1]。但总

体来看，目前我国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源都集中在城市，乡村占比较小。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化为城市居民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产品，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相对忽略了乡村地区居民的需求。中国是世界

第一食品生产和消费大国，食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农民的饮食是保障农民生存和发展

的基本[3]，但农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在消费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且农民的消费品一般属于低端产

品[4]。城乡之间交通便捷度、人口集中度、经济水平、购买力、生活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乡村地区商

店数量少、规模较小且相对杂乱，食品进货周期较长等问题[5] [6]。 
目前我国学者对商业空间布局合理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县级以上城市、城市城区、大型商业区、居

民区等场所，而对城镇商业空间布局的研究相对较少。尚嫣然、罗彦(2005)基于生态学的视角，如生态位、

种群、生境等方面对城市商业空间的分布进行了尝试性的阐释[7]。郑星(2005)以武汉 78 家大型零售商场

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商业设施空间信息，对武汉市大型零售设施的空间分布特点和空间

演化进行了研究[8]。拓星星等(2015)以百度地图为平台，通过实地考察，对银川市商业空间的基本特点

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并对城市商业空间分布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9]。何伟纯等(2018)基于野外调查

资料，利用标准差椭圆、最近邻聚类、里普利氏函数、欧氏逻辑回归等方法，对开封市市区商业街区的

空间分布特点进行了研究[10]。谢春阳、董晔(2021)，基于乌鲁木齐市 O2O 与实体商务 POI 数据，利用

空间测量法、空间句法测量的网络通达性和 OLS 模式，对乌鲁木齐市 O2O 和实体商务在空间上的关系

进行了实证分析[11]。 
总体来看，我国食品商店空间布局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对象大多为大城市，对城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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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空间布局研究甚少，尤其是乡村地区、城市边缘区等地区的食品商店空间布局的研究更是寥寥可

数。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乡村居民数量众多，深入探讨乡村地区的食品商店空间布局对乡村地

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必要。本研究基于消费者视角，以虹溪镇为研究案例地，实地问卷调查与参与式

访谈获取一手数据，应用洛伦兹曲线与赫夫模型诠释虹溪镇的食品商店空间分布与食品商店购物区对消

费者的吸引力大小。研究旨在更好地了解乡村地区食品商店空间布局的内在规律，有效地引导和优化食

品商店的空间配置，以期为政府规划乡村食品商店布局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2. 研究区概况 

虹溪镇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西南部，东与竹园镇相邻，西接五山乡、北接新哨

镇，南与巡检镇接壤(图 1、图 2)。距弥勒市区 40 公里，国土面积 134 平方公里。全镇辖白云村、密纳村、

文笔村、太和村、刘家村、新桥粗村、啥咩村、招北村、虹溪社区等 9 个村民委员会，1 个居委会，84
个自然村，89 个村民小组。 

 

 
Figure 1. Location map of Hongxi town 
图 1. 虹溪镇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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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villages in Hongxi town 
图 2. 虹溪镇村庄分布图 

 

 
Figure 3. Hongxi town shopping district indication map 
图 3. 虹溪镇购物区指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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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虹溪镇共有人口 46,805 人，全镇国土面积 157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 298.12 人/平方

公里。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达 18.51 亿元，农业生产总值达 5.85 亿元。2020 年虹溪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1.57 万元，弥勒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6 万元，全国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71 万元。虹溪镇的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低于弥勒市及全国水平，但差距较小。 
虹溪镇的食品商店主要分布于三个购物区，分别为：综合农贸市场、正街、西门(如图 3)。综合农贸

市场临近虹溪客运站(100 m)，是一个将店铺(商业)和农贸(菜市)集合起来的商业综合体，占地面积 23,961
平方米。综合农贸市场是虹溪镇目前最大的食品商店集中点，也是最大的购物中心。主要面向于虹溪镇

社区、啥咩村、招北村、新桥村、密纳村、太和村、文笔村、刘家庄村、白云村的食品消费者。综合农

贸市场建成于 2019 年，其目的是将购物重心由原来的正街迁出，转至虹溪社区外，缓解交通压力。现仍

在不断建设完善中。正街则是原虹溪镇的镇中心街道泛称，临近弥勒市第三中学，占地面积 3400 平方米。

现有的食品商店主要以零售类为主，包含两家中小型综合超市，消费者主要为虹溪镇社区居民。西门位

于虹溪镇的西南部，是虹溪社区居民最集中的地方。食品商店数目相较于综合农贸市场来说不多，但种

类比较齐全，能够满足在西门生活的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占地面积 5704 平方米。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与访谈获取的一手数据。问卷调查包括商家问卷和消费者问卷两部

分。商家问卷主要获取虹溪镇食品商店的数量、种类及其位置，调查显示虹溪镇共有食品商店 176 家，

其中在综合农贸市场有 130 家，正街有 19 家，西门有 27 家。 
消费者问卷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开放式的问卷调查，旨在询问影响消费者选择购物区

的主要因子，以及消费者对现有三个购物区的建议，共回收了 111 份有效问卷。第二阶段是基于第一阶

段的问卷设立题项，旨在构建购物区的吸引力模型，共回收了 179 份有效问卷。 

3.2. 洛伦兹曲线分析 

洛伦兹曲线用以比较和分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或者不同国家在同一时代的财富不平等，该曲线作

为一个总结收入和财富分配信息的便利的图形方法得到广泛应用。通过洛伦兹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一

个国家收入分配平等或不平等的状况。本研究以各类型食品商店数的累计百分比为横坐标，以食品商店

总数累计百分比为纵坐标，绘制洛伦兹曲线，研究不同种类的食品商店在不同购物区内的分布情况及在

虹溪镇的总体分布情况。 

3.3. 赫夫模型 

赫夫模型是由美国零售学者赫夫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赫夫认为，在数个购物点集中于一地时，

顾客到哪一个购物点的概率，是由购物点的规模和顾客到该地点的距离决定的，即一个商店对顾客的相

关吸引力取决于两个因素：商店的规模，商店的距离[12]。计算公式为 

j
b

ij
ij

j
b

ij

S
T

P S
T

=

∑
                                      (1) 

其中， ijP 为 i 地区的消费者在 j 商业区(或商店)购物的概率； jS 为 j 商店的规模(营业面积)； ijT 为从消费

者的地点 i 到设施 j 的进行时间(或距离)；b 为消费者对时间距离或空间距离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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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阶段的问卷中分析消费者选择不同食品商店的影响因素、影响食品商店吸引力的决定因子、

显著因子及不显著因子。参照吉布斯马丁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计算得出食品服务种类多样化指数。根

据实地调研结果，构建赫夫模型，分析消费者视角下，虹溪镇三个购物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模型。 

4. 识别虹溪镇食品商店空间分布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食品经营许可办法》，食品经营主体业态可分为食品销售经营者、

餐饮服务经营者、单位食堂三大类，虽从主体上都属于食品经营者或食品经营企业，但作为餐饮服务经

营者或单位食堂，除了要遵守食品经营者或食品经营企业采购、贮存食品的规定，还要遵守本身业态的

特殊规定。 
依据《食品经营许可办法》，将食品商店分为零售类、餐饮类及单位食堂，研究其在综合农贸市场、

正街、西门的分布情况。虹溪共有食品商店 176 家，其中在综合农贸市场有 130 家，正街有 19 家，西门

有 27 家；餐饮类 66 家，零售类 106 家，单位食堂 4 家(表 1、表 2)。 
 

Table 1. Number of food stores in Hongxi town 
表 1. 虹溪镇食品商店数量 

 综合农贸市场 正街 西门 

小吃 36 10 6 

饮品 2 4 1 

饭店 5 0 2 

糕点 16 2 3 

水果 22 0 2 

蔬菜 18 0 9 

肉类 25 0 1 

百货 3 2 3 

单位食堂 0 3 1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types of food stores in Hongxi town 
表 2. 虹溪镇食品商店类型统计表 

 零售类 餐饮类 单位食堂 

综合农贸市场 81 43 0 

正街 4 14 3 

西门 18 9 1 

 
根据空间洛伦兹曲线的计算方法，依次得到三个购物区餐饮类、零售类和单位食堂按个数由少到多

排列后的累计百分比及其商业区店铺总数的累计百分比。横坐标为各类型食品商店数的累计百分比，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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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为食品商店总数累计百分比，绘制出各类型食品商店的空间洛伦兹曲线。空间洛伦兹曲线中，45˚线
(y = x)可以理解为均衡分布(图 4)。 

 

 
Figure 4. Spatial Lorenz curve of each shopping district 
图 4. 各购物区空间洛伦兹曲线 

 
将 Y = x 设置为对照组，可以看出虹溪镇的三类食品商店主要集中分布于综合农贸市场。餐饮类和

零售类在虹溪镇的三个购物区分布比较均衡，较趋近于 y = x 的均衡分布线，相对而言单位食堂的分布就

比较集中。从数据上来看，这种均匀分布是由于各商业类型的数量与商业区店铺总数成正比而产生的，

也就是说，商业区规模越大，其内部各商业类型的数量就越多。因此综合农贸市场的商业面积最大，其

内部的食品商店数量也是最多的，种类最为齐全。西门用地多为居民住宅，所以食品商店数量不多，但

种类较为齐全。正街虽多为商业用地，但主要是其他购物商店，食品商店数量较少，种类多为小吃餐饮

类。三个购物区中，只有综合农贸市场的店铺从数量种类来说分布较为均匀。 

5. 构建虹溪镇购物区吸引力模型 

基于获取的一手数据剖析了影响消费者选择购物区的主要因子，以及消费者对现有三个购物区的建

议。如图 5 所示，本研究调查对象涵盖了虹溪镇下辖的所有村民委员会，且各村民委员会被调查的人数

占比均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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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Proportion of consumer origin 
图 5. 消费者来源地占比 

 
排除某些个人因素(比如出行时间不够、嫌远懒得去、不熟悉等)，部分消费者认为食品商家价格偏高，

除此之外，虹溪镇食品消费者对现有购物区总体情况比较满意(图 6)。 
 

 
Figure 6. Consumer satisfaction 
图 6. 消费者满意度 

 
与消费者的交流访谈过程中，针对“虹溪镇食品商店布局是否和合理”这一问题，停车场、摊贩、

种类及品质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较高。将出现频率高于 5 次的词汇进行整理，并绘制为消费者对虹溪镇食

品商店现状的印象感知词云图 7。 
基于赫夫模型，以虹溪镇食品商店消费者为服务主体，探寻影响虹溪镇各商业区吸引力的决定因子。

研究发现食品商店购物区吸引力决定因子为距离和时间、食品价格、食品类型及质量，显著因子为购物

区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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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Word cloud of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shopping areas 
图 7. 消费者对购物区的感知词云图 

 
将距离 x 和食品商店种类多样性 y 作为虹溪镇不同商业区食品商店吸引力模型中的变量，计算公式

为 

2

1

qQ xy
q

=                                      (2) 

其中 Q 为吸引力，q1为距离的线性相关系数，q2为商品多样性的线性相关系数，表示该变量与商业区吸

引力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线性相关系数越接近于 1，则越接近线性相关。 
如图 8、图 9，将被调查者对距离和商品服务种类的敏感程度“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按顺序

赋值，分别为“1”~“−1”，并乘以其对应的占比，进行加和，计算得出 q1 = 0.6372，q2 = 0.5755。 
 

 
Figure 8. Respondents’ sensitivity to distance 
图 8. 被调查者对距离的敏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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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Respondents’ sensitivity to the typ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图 9. 被调查者对商品服务种类的敏感程度 

 
设虹溪镇内的商业区 i 的食品服务种类多样性为 yi，引入商业类型多样化指数，得出食品服务种类的

多样性。参照吉布斯马丁的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设购物区 i 中第 j 种食品商店的数量为 Sij，则 

( )
2

21 ij
i

ij

S
y

S
= − ∑

∑
                                    (3) 

设综合农贸市场、正街、西门对于 k 地(虹溪镇所含 9 个村委会)的吸引力分别为 Ak1、Ak2、Ak3，食品

商店种类的多样化指数分别为 I1、I2、I3，虹溪镇内任意位置 k 距购物中心 i 的距离为 Dki，则 

2

1
ki I ki

aA I D
a

=                                      (4) 

根据表 3，计算可得 I1 = 0.47，I2 = 0.41，I3 = 0.44，已知 a1 = 0.6372，a2 = 0.5755，那么 Ak1 = 0.4245/Dk1，

Ak2 = 0.3703/Dk2，Ak3 = 0.3974/Dk3。根据赫夫模型，在位置 k 上的消费者选择购物区 i 的概率为 

1

ki
ki n

kii

AP
A

=

=
∑

, 1,2,3n =                                  (5) 

 
Table 3. The distance from the origin to the destination (km) 
表 3. 出发地到目的地的距离(km) 

 虹溪社区 啥咩村 招北村 新桥村 密纳村 太和村 文笔村 刘家庄村 白云村 

综合 1.3 10.4 2.6 3.2 5.9 3.3 2.8 6.6 9.5 

正街 0 11.6 3 4.3 4.7 3.2 3.8 6 8.6 

西门 0.6 12.2 3 4.9 4.1 3.7 4.4 6.6 8 

 
Table 4. The attractiveness of different shopping districts to different consumers 
表 4. 不同购物区对不同消费者的吸引力 

 虹溪社区 招北村 啥咩村 新桥村 密纳村 太和村 文笔村 刘家庄村 白云村 

综市 0.33 0.35 0.09 0.28 0.15 0.27 0.32 0.14 0.10 

正街 0.93 0.12 0.03 0.09 0.08 0.12 0.10 0.06 0.04 

西门 0.67 0.13 0.03 0.08 0.10 0.11 0.09 0.0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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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为了直观地表达不同购物区对不同消费者的吸引力，将虹溪镇消费者选择综合农贸市场、

正街、西门的概率，与村庄分布示意图叠加，并将吸引力按区间：0.93~0.67；0.27~0.35；0.10~0.15；0.09~0.03
进行划分，由于虹溪社区内居民选择综合农贸市场、正街及西门的概率相较于其他村庄过高，所以在图

中仅展示三个购物区对八个村庄的吸引力，如图 10。 
 

 
Figure 10. Probability map of consumer shopping area selection in Hongxi town 
图 10. 虹溪镇消费者购物区选择概率图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实地问卷调查与参与式访谈获取的一手数据，应用洛伦兹曲线和赫夫模型识别虹溪镇食

品商店空间分布情况和各食品商店购物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结果显示： 
1) 虹溪镇零售类、餐饮类及单位食堂三类食品商店主要集中分布于综合农贸市场。餐饮类和零售类

在虹溪镇的三个购物区分布较为均匀，单位食堂的分布比较集中。另外三个购物区中，只有综合农贸市

场的店铺从数量种类来说分布较为均衡。 
2) 除虹溪社区外，其余八个村庄的消费者均偏向选择综合农贸市场进行购物。 

6.2. 建议 

通过研究发现虹溪镇食品商店存在数量不足，商品种类少，分布不尽合理，市场功能不健全，交通

条件较差等一系列问题，导致食品商店供给无法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基于此，从缓解虹溪镇食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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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供给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矛盾出发，提出以下建议[13] [14] [15]： 
1) 将西门与正街联合打造成为一个次于综合农贸市场的食品商店购物区，方便满足正街及西门的居

民日常生活的食品消费需求，缓解综合农贸市场的购物人群压力及交通压力，同时也便于虹溪镇西部地

区的村民购物，西门连接了许多的村庄，如：招北村，密纳村等，和综合农贸市场一样，位于虹溪镇的

社区边缘地带，通达度高，且对小镇内部的交通影响不大。 
2) 适当增加正街的零售类商店，特别是蔬菜类，方便满足正街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将综合农贸市

场的停车场向东北部扩张，增加停车位，同时整治路边车辆乱停放问题。将综合农贸市场的餐饮，如大

型饭店，适量迁至西门。 
3) 将虹溪镇食品商店打造形成“一中心两片区”的格局。“一中心”即为综合农贸市场，具有种类丰

富以及价格适中的食品商店。在实地调研中还发现，不少消费者认为，虹溪镇的食品商店及食品种类的选

择性较少，特别是零售类中的水果，如榴莲、大树菠萝等，可适当增加水果品种。严格执行餐饮的卫生安

全标准以及严格管理食品商店周边的环境卫生，整治流动摊贩的出摊位置规范问题，同时还可引入一些不

同种类的餐饮类商店，如奶茶店，糕点店等，增加综合农贸市场的食品商店多样性。“两片区”则主要补

充缺少的食品商店类型，形成较为完善的食品购物中心。建成一个面向虹溪镇西部食品消费者的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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