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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技术穿透工作、生活的所有场景

数字经济

l英、美、德等国数字经济GDP占比均超过60%

l中国数字经济GDP占比为34.8%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之一

城市化

l英国、美国、德国城市化率超过80%

l中国城镇化率为59.58%

为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带来叠加红利

数字经济+城市化

信息通信技术让距离不再重要

人才选择到具有美好生活的区域就业

新
经
济

优先级转变：从产、城、人到人、城、产

定位转变：从生产型城市到生活型城市

新
城
市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19）》 数据来源：WDI数据

商圈变革的时代背景

n数字经济+城市化：城市发展迎来大变局



1
0
Part

综合功能载体 商圈是勾连消费与生产的空间载体

新兴基础设施 商圈是与交通、医疗和教育等同等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

通用城市名片 商圈是受到广泛认可的城市名片，是占领心智的显著地标

商圈为活动提供空间、为消费提供场景，是城市彰显活力的核心区域

n数字经济时代，商圈重要性凸显

商圈渗透城市经济的核心议题

夜经济：夜间商圈

旅游经济：旅游商圈

居民服务：便民商圈 科技园区：科技服务商圈

会展经济：会展商圈 ……

商圈变革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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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1——人口结构调整
l 老龄化：截至 2018 年底，我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

达 1.67 亿，占总人口比重为 11.9%。

l 家庭结构小型化：1982年的我国家庭户均人口4.41人，
到2017下降到3.03人，平均每个家庭人口下降了1.31人

6

影响因素2——经济形态变迁

短缺经济 丰饶经济

产品经济 服务经济

参与经济交换经济

4.41
3.96

3.44 3.46
3.13 3.1 3.02 3.02 2.98 2.97 3.1 3.11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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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人口结构调整、经济形态变迁推动商圈变革
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

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明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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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整理

商圈变革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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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品类雷同、缺乏差异化，品类调整变化慢，

同质化、低水平竞争

按照经验布局，没有从消费者角度出发，

便利性差、交通拥堵问题严重

竞争激烈

布局不当

规划建设了大量商圈，导致产能过剩，部分

商圈经营状况惨淡，资源浪费

产能过剩

资源利用不充分，商家经营成本、营销成本高，

商家存活率较低

经营困难

消费体验
不佳

商圈变革的时代背景

n传统商圈饱受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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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遇瓶颈：缺乏框架，数据不足

开发投资难规划：风险激增，竞争惨烈

商户经商少信息：盲目发展，仰仗运气

政府管理缺抓手：观念既定，经验主义

生态优化无工具：品类单调，赢者诅咒

商圈提升难题 数字经济时代的商圈重构

研究体系：数据驱动、实时动态的识别与评价

研究方法：互联网大数据+城市数据

研究工具：大数据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句法

等

方
法

消费方式：在家、在店、在途三种场景

运营方式：线上线下结合的智慧化运营

宏观治理：规划、诊断、干预等决策方式数据化

理
念

商圈变革的时代背景

n直面商圈提升难题，重构数字经济时代的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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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数据1

交易数据2

评价数据3

后段部件商圈识别1

后段部件商圈分类2

数据基础A 商圈识别、分类B

静态评价I

动态分析II

商圈评价C 发现与价值D

• 政府
• 地产、运营商
• 商户
• 消费者
• 互联网平台企业
• ……

• 便利度

• 丰富度

• 满意度

• 发展潜力及影响因素
• 相关性、贡献度
• 预警分析
• 选址、经营决策分析
• ……

城市数据4

• 自发集聚形成

• 移动搜索拓展

• 快递服务延伸

• 线上互动重构

• 引领型

• 全面型

• 街区型

• 社区型

• 大数据

• 地理信息系统

• 空间句法

• 消费者选择

• 商家经营策略

• 商圈均衡发展

重要发现

指导实践

商圈变革的时代背景

n研究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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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商圈

自发聚集形成
的商圈边界

移动搜索拓展的商圈边界

依托快递服务的商圈边界

线上互动重构的商圈边界

数字经济时代的商圈

（本次识别重点）

边界模糊，难以把握

2
0
Part

数据透视的商圈边界识别

n数字经济时代，商圈的四重边界

自发聚集
形成的
商圈边界

打破常识，从数据透视角度重新识别商圈

边界明显，内涵清晰

依托空间集聚的商圈边界



集聚+辐射，是城市商业空间分布的
基本规律

规律认知

美团平台全品类交易额是商圈规模
极佳的表征指标

数据选取

热点分析( Getis-Ord Gi*)为主线的
空间数据挖掘

算法选择

2
0
Part

数据透视的商圈边界识别

通过时空大数据挖掘、揭示商圈的集聚与辐射规律，进而识别商圈实体空间边界

n数据与算法选择



1 2 3 4

8 7 6 5

热点分析
( Getis-Ord Gi*)

增补大销售额
独立地块

擦除面积
过大地块

擦除POI数量
极少地块

擦除单位面积
POI数量
极少地块

擦除交易额
极低值地块

商圈分割

商圈1

商圈2

商圈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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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透视的商圈边界识别

以热点分析为主线的商圈边界自动识别“八步法”

n识别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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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商圈核心区范围

• 东多西少、北多南少

• 东、北部集中连片，西、南部多为城市综合体单体

• 东二环至东四环之间是北京商圈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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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
石景山
房山区
东城区
西城区
通州区
大兴区
昌平区
丰台区
海淀区
朝阳区

各辖区商圈数量

数据透视的商圈边界识别

n识别结果——北京市为例

六环内共识别出158个商圈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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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丰富度

规模直接决定了商圈的服务能级，是反映商圈
影响力的关键指标，本次研究最终选取商圈的
总交易额来界定商圈的商业规模

商业规模

丰富的消费体验是新型商圈的发展方向，本次
研究从美团平台的十五个业务品类出发,通过
品类构成的均衡程度来研究商圈功能的丰富度

&

数据透视的商圈分类

n总体思路——从商业规模和品类丰富度两个方面划分商圈类型



l 指标选取
占地面积、交易额、POI数量等，均可反映商圈规模，经相关分析发现三者
呈较强的自相关性。最终选取总交易额作为商圈的规模指标

3
Part

商圈核心区交易额相对值分布

l 分布特征

l 交易额TOP5的北京商圈

1望京

2 国贸-东大桥-朝阳门

3 双井-九龙山

4       三里屯-工体

5       三元桥-亮马桥

数据透视的商圈分类

n分类标准——从商业规模和品类丰富度两个方面划分商圈类型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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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指标K-means聚类，可发现北京商圈按规模分为

四类比较合适，且呈头部明显的长尾分布特征。

特大型：3个，望京、国贸-东大桥-朝阳门，双井-九龙山。
大型：14个，三里屯、三元桥-亮马桥、朝青、中关村等。
中型：19个，亦庄文化园、通州北苑、天通苑南、回龙观西
大街等新城核心区或大型居住区的商业聚集区。

小型：122个，大量的相对独立的商业综合体，也含有一些
耳熟能详的商业集聚区，如798、奥体、西直门等。

聚类分析结果

大 小
中特大

望京

国贸-东大桥-朝阳门

双井-九龙山

丰台科技园

方庄-蒲黄榆

常营朝青

大望路

三元桥-亮马桥东直门
三里屯-工体

西单 王府井
崇文门

五道口
中关村

五棵松-公主坟

数据透视的商圈分类

n商业规模——北京六环内商圈按规模不同自动划分为四个等级

4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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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占据压倒性优势
• 丽人也有不错的表现
• 功能更多样的商圈，一般休闲
娱乐、亲子、购物、酒店、教
育培训等占比也较大。

品类构成箱线图
（含餐饮）

品类构成箱线图
（不含餐饮）

特大

不同体量商圈中品类构成图

大

中 小

数据透视的商圈分类

n品类丰富度——北京不同规模商圈的活跃品类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对商圈布局有借鉴意义

其中，生活服务涵盖：家庭保洁、洗涤护理、家电维修、生活配送等，详见美团App。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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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型
餐饮POI数量占比65%以下，休闲娱乐、
亲子、购物、酒店、教育培训占比的中位
数在1.3%以上。
主要分布在：城市五环以内尤其是东部片
区，五环以外各大居住区内一般也有一半
的商圈为体验型。

功能型
餐饮POI数量占比65%以上。
主要分布在：五环内的北部、西部及南部，
五环以外各大居住区分布较为均匀。

体验型

功能型

n品类丰富度
——按品类丰富度将北京六环内商圈划分为两类

数据透视的商圈分类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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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北京商圈可以分为四大类
引领型
特征：超大规模、品类构成极为丰富
所含商圈：望京、国贸—东大桥-朝阳门、双井-九龙山

全面型
特征：规模很大、品类构成比较丰富
所含商圈：朝青，大望路，三里屯-工体，崇文门、方庄/蒲黄
榆，常营，东直门，三元桥-亮马桥，王府井，西单，五棵松-
公主坟，中关村，五道口，丰台科技园

街区型
特征：规模中等、部分品类的发展较有特色

便利型
特征：规模较小、基本以餐饮为主

望京

国贸-东大桥-朝阳门

双井-九龙山

丰台科技园

方庄-蒲黄榆

常营朝青

大望路

三元桥-亮马桥东直门

三里屯-工体

西单 王府井
崇文门

五道口

中关村

五棵松-公主坟

街区型 便利型

全面型引领型

数据透视的商圈分类

n商圈分类结果
——更综合、更多样的消费体验是商圈的发展方向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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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便利度
是否方便到达，是消费者选择商圈作为线下消费
目的地的重要指标。公共交通与道路系统的发达
程度均直接影响商圈与消费者的连接效率。

步行范围内交通站点数量

交通设施可达性

丰富度
到达商圈后，品类是否丰富是影响消费体验的重
要指标；“丰富”有两层含义：数量充足、结构
均衡。

商圈品类丰富度

商圈POI数量（个）

满意度

消费者用脚投票，总交易额、人均订单量都客观
反映了消费者对商圈的青睐程度；好评率为商圈
满意度提供了直接的表征指标；在家与在店消费
水平体现了商圈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程度。

在家交易额（万元）

在店交易额（万元）

在家订单量/消费者数 (个)

在店订单量/消费者数 (个)

在家消费好评率（%）

在店消费好评率（%）

数据透视的商圈评价

n指标体系——从便利度、丰富度、满意度三大维度构建商圈评估指标体系



商圈便利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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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贸-东大桥-朝阳门

2 望京

3 中关村
4 双井-九龙山
5 崇文门
6 三里屯-工体
7 王府井
8 东直门
9 三元桥-亮马桥
10 阜成门

n商圈便利度TOP10——国贸-东大桥-朝阳门、望京、中关村是最方便到达的北京商圈

数据透视的商圈评价

步行范围内交通站点数量

交通设施可达性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商圈丰富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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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望京

2 国贸-东大桥-朝阳门

3 双井-九龙山
4 朝青
5 三里屯-工体
6 三元桥-亮马桥
7 亦庄新城核心区
8 崇文门
9 东直门
10 常营

数据透视的商圈评价

n商圈丰富度TOP10——望京、国贸-东大桥-朝阳门、双井-九龙山是消费体验最丰富的北京商圈

品类丰富度

POI数量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商圈满意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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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望京

2 双井-九龙山

3
4 三里屯-工体
5 三元桥-亮马桥
6 西单
7 崇文门
8 朝青
9 中关村
10 五道口

国贸-东大桥-朝阳门

数据透视的商圈评价

n商圈满意度TOP10——望京、双井-九龙山、国贸-东大桥-朝阳门是让消费者最满意的北京商圈

在家交易额 在店交易额

在家用户数 在店用户数

在家消费好评率 在店消费好评率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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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望京

2
双井-九龙山3

4 三里屯-工体
5 崇文门
6 中关村
7 三元桥-亮马桥
8 东直门
9 西单
10 朝青

国贸-东大桥-朝阳门

数据透视的商圈评价

n综合排名TOP10——望京、国贸-东大桥-朝阳门、双井-九龙山是北京无可争议的三大顶级商圈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重要发现和研究展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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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大而全”是商圈发展的趋势
规模大的商圈，往往才能给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消费体验

l 中小商圈更便利
中小商圈主要分布在大型居住区、部分商务区及新城核心区，
与居民日常生活休戚相关

品类丰富度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特大型商圈 大型商圈 中型商圈 小型商圈

体验型 功能型

重要发现和研究展望

n重要发现一：消费者选择上，追求体验去大商圈，
满足功能去小商圈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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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店消费好评率在家消费好评率

特大型商圈

大型商圈

中型商圈

小型商圈

在店好评率在家好评率

在家与在店订单满意度分布

l 商圈越大，往往在店消费的好评率更高一些，因为大
商圈可以集聚头部商家，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更高
品质的消费体验。

l 小商圈发挥自身就近、便利的优势，更多采用外卖、配送等新形
式，也能很好的迎合消费者功能性优先的消费选择。

重要发现和研究展望

n重要发现二：商家经营侧重上，大商圈在店体验好，小商圈在家服务好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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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消费者线下常去的商圈，在空间上呈高度集聚式的分布，而到家场景的不断发展，则有效的缓解了这种集聚效应，使更
多的人可以更高效、便捷的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

在家交易额分布
（标准差：0.14）

在店交易额分布
（标准差：0.16）

重要发现和研究展望

n重要发现三：新经济形态重构商圈分布上——在家消费场景推动了商圈的均衡分布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基准为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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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商圈影响因素挖掘 商铺对商圈的贡献度分析

商圈商业生态多样性研究 商圈运营预警分析

从内部生态及外部环境综合分析商圈影响
因素，找出标杆商圈，指导商圈规划

多维度衡量商铺贡献，增强运营、招商
政策的针对性

分析商圈生态多样性特征，指导商户选址，
促进可持续发展

监测商户布局现状，综合评估，提出优化
方案

02

03 04

重要发现和研究展望

n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理论突破——寻求商业生态繁荣之道，回应简·雅各布斯



预期应用价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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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G端）

消费者、客户（C端）

地产、运营商（B端）

互联网平台企业

科学规划 精准招商 动态监测

发展预警高效运营

消费引导 提升体验 满足家庭生活需要

扩大连接 增强粘性 实现社会价值

业态和品类规划

商户（B端）
动态调整精准定位科学选址

预期应用价值

n指导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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