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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购物中心外部活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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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和开放数据与传统测量数据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数据环境，为购物中心活力的定量分析拓展了新的技术路径。

本文以张家口市的购物中心为研究对象。对影响活力的因素进行定量研究。并通过热图数据等分析工具探索各因素在相互

作用过程中对购物中心活力产生的作用。从这项研究的结果中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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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在不断扩张，并经历着

重大变革，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1]。购物中心通常是城

市空间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它们拥有多样化的功能性商

业形态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吸引大量的行人，从而促进

城市消费经济的发展。然而，购物中心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

影响，如城市基础设施老化、城市交通拥堵和近年来新兴的

商业综合体 [2]。此外，老城区的购物中心越来越难以满足城

市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因此，如何评价商业中心活力及

其环境影响，进而设计出舒适宜人的购物环境来增强中心活

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描述购物中心活力的影响因

素时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持。以往对购物中心活力的定量研究

受到技术和数据收集困难的限制，主要通过实地调查、照片

记录和专家打分获得。

近年来，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运用，许

多学者开始利用新技术和新数据对街道活力进行量化研究。

大数据和开放数据与传统的测量数据和设计文献一起构成

了一个新的数据环境，不仅为购物中心的定量分析拓展了新

的技术路径基于此，本文选取了购物中心的量化指标和数据

分析购物中心活力及其环境影响因素 [3]。

2. 研究区域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

如何准确描述城市活力与建筑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

一个重要问题 [4]。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每个因素对商场活

力的影响都会不同。本文选取代表性较高的张家口主城区的

八个购物中心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百度热力图、POI、开放

街道地图 (OSM) 等开源大数据，分析张家口购物中心活力在

工作日和周末的时空变化。

图一 ( 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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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数据包括百度热力图和总建筑面积，

这些数据主要来自开源网站和实地调研。

2.2.1 百度热力图

百度热力图数据来自智能手机用户访问百度产品时携

带的位置信息。通过统计特定区域内发起的位置服务请求并

进一步计算，可以获得该区域的实时人口活动强度不同区域

的人口活动强度在地图上以颜色标示，热力图每 15 分钟刷

新一次。出于对用户隐私的考虑，百度平台不提供原始用户

数据。我们可以通过开放接口获得的数据是采样点经过计算

后的热度值。热度值越高，人口活动强度越大，说明该区域

的人口活动越活跃。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互联网公司，百度拥有数亿用户，因

此百度地图的人群覆盖率非常高 ( 每天位置服务请求超 1300

亿次。与其他数据相比，百度热力图数据可通过开放接口获

取，获取难度较低，时空分辨率较高，能更精确地反映人口

时空动态分布特征，是反映城市活力的合理数据。一些研究

利用百度热力图来描述城市活力的变化。因此，本研究尝试

使用百度热力图来衡量城市活力。

2.2.2 城市 POI 数据

本文通过连接 API 平台获取张家口市购物中心的 POI

数据，并对获取的 POI 数据进行处理。作为第一步，清洗

重复信息的数据点，排除了张家口市主城区范围之外的 POI

数据。然后，我们将兴趣点数据按照商业形式类别进行划分，

并将其分配到 15 个类别，包括餐饮服务、风景名胜区、公

共设施、公司企业、购物服务、交通设施服务、金融保险服务、

科技文化服务、商务住宅、生活服务、室内设施、体育休闲

服务、医疗保健服务、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住宿服务等。

3. 张家口购物中心空间活力表征量化分析

在进行购物中心空间活力的量化分析之前，构建一个

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本研究在综合考量

了商业街区的路网要素、空间品质要素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

后，筛选并构建了一个包含 5 个关键指标的评价体系。这些

指标不仅涵盖了购物中心的内部特征，也包括了外部环境特

征，以期全面反映购物中心的空间活力。具体指标如下：

2.1 停车便利分析

凯博风尚没有单独的停车位置，金鼎以及尚峰广场有

室外停车场，百盛购物中心有地下停车位，停车便利。银座

的非机动车停车面积最大，同时还有室内外停车场，容辰广

场，乐享城以及时代购物中心，停车相对不够便捷。非机动

车停车面积以及车位数较少。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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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2 外部热力分析

从工作日空间分布范围来看，工作日 8 时以居民的居

住活动为主，活力分布较为集聚，整体活力度较低，10 时

主要以就业活动为主，14 时和 16 时，人群活动范围和强度

回落，与上午相比工作地聚集区活力度相当，18~22 时，居

民从工作、休闲区域转移向居住地区，城市道路、轨道交通

沿线活力度增强。从周末空间分布范围来看，周末 8 时的活

力分布与工作日 8 时基本相同，十点起向八个购物中心的辐

射区域汇聚。相对于工作日，人群没有向工作地聚集区聚集，

更多地分布在街道上和自然空间内，空间分布更加分散。

  

图二                                                                                                     图三

3.3 中心区位性：

中心区位性描述了商业空间在城市结构中的战略地位，

它决定了商业空间是否能够成为人流和物流的枢纽。具有高

中心区位性的商业空间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和商业活

动，因为它们更容易被城市各处的居民和游客到达。中心区

位性的量化可以通过计算商业空间热点与城市中心区的质

心距离来实现。根据区级中心区位性量化分析结果，距离区

级中心最近的是金鼎购物中心，350m，距离最远的是百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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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中心，3500m，但其距离桥西区政府旧址距离较近，弥

补了区位性上的不足。其商业空间热点存在等级也较低的趋

势。

图四

                  

表三

3.4 公共交通便捷度：

公共交通便捷度是衡量商业空间与城市其他部分连接

程度的指标。它涵盖了地铁站、公交站的远近和班次频率等

因素。高便捷度的公共交通不仅方便顾客到达，也为商业空

间带来更广阔的潜在市场。公共交通便捷度的量化可以通过

计算商业空间与最近公共交通站点的距离和班次频率来实

现。计算每个辐射区内的道路面积以及公交站点数量，与前

面的热力面积进行比值计算，得到交通便捷程度数值。具体

站点数量以及过站线路等情况如图，不具体陈述，其中百盛

购物广场、金鼎购物中心最多，可达性最高。乐享城可达性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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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源自网络）

4. 结果和讨论

购物中心一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活

力的重要载体，也是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区域。掌握购物中心

的综合实力和等级划分，有助于了解购物中心的发展状况，

把握其商业活动的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张家口市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购物中心

体系。线形特征明显。这种特征与张家口市的发展政策密切

相关。同时，行业的同质化也会造成购物中心之间的竞争和

趋同，不利于更高层次购物中心的形成。因此，应优先在缺

乏购物中心的地区布局商业设施，以满足附近居民的需求，

并进行科学规划，引导其商业类型和规模，避免商业中心规

模过大或过小的不合理现象。本研究可以通过掌握城市购物

中心的等级体系和空间分布特征，为城市购物中心的建设和

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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