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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OI 的城市餐饮供给空间异质性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

王玮琦，王 铁

( 曲阜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 餐饮是城市旅游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文基于青岛市餐饮 POI( point of interest) 、人口密度、交通站点等数

据，运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等分析方法，从不同维度对青岛市餐饮业的空间分布模式和集聚状态进行

了探查，探讨了其空间异质性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如下。1) 青岛市各类餐饮业空间分布不均衡，中心

城区连片分布，形成“一主四副”的多中心发展格局。不同类型餐饮设施空间分布趋势差异明显: 中餐厅高度

集中分布于市南区、市北区及其交界处，呈现连片分布的特点; 外国餐厅高度集中分布于市南区东部、城阳区

北部，总体形成“两主三副”的空间发展格局; 快餐厅高密度区集中于市南区与市北区连接形成椭圆状区域及

李沧区南部，呈连片分布。2) 青岛市餐饮业空间异质性主要受人口、经济、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旅游资源五

类要素影响，人口规模越大、交通越便捷、城市基础设施越好，餐饮业的分布越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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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是旅游业的重要支撑，也是旅游城市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餐饮业的发展状况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旅游者能否将旅游动机转化为实际行

动，是城市旅游业发展的竞争优势所在［1］。进入

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居民的收入

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餐饮消费需求呈现逐渐

增长的态势，餐饮营业额近年来逐步攀升，这使得

餐饮业一跃成为我国近几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行

业之一。据青岛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621. 5 亿元，较前年

增长 16. 6%，2020 年青岛市住宿和餐饮业收入达

到 519. 8 亿元，下降 5. 7%; 2021 年青岛市住宿和

餐饮业收入达到 632 亿元，增长 21. 6%; 从青岛市

近几年餐饮收入额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受新冠

疫情影响，餐饮业在收入额增速上存在小范围的

波动，2021 年后餐饮收入额增速有明显回暖迹

象，餐饮行业市场潜力巨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

景。青岛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其餐饮业发展受到

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支

持，成为城市规划和管理的主要对象。

随着大数据的兴起，新兴数据逐渐被应用到

空间分布研究中，如 POI ( point of interest) 数据、
云数据、区块链数据等。POI 数据由于其信息量

大、覆盖面广等特点使得其应用广泛。POI 即“兴

趣点”或“信息点”，指在线地图中与人们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的地标建筑和地理实体的点数据，如

美食、酒店、景点、医院、商超等。它是电子地图中

的最主要表达形式，其描述了地理实体的经纬度、
空间位置和属性特征。而餐饮 POI 通常位于在

线地图搜索第一推荐位，其对于现代生活的重要

程度可见一斑。基于 POI 数据研究青岛市餐饮

业空间分布情况，通过对餐饮供给空间异质性研

究及对其影响因子的分析，有助于合理安排城市

空间结构，正确指导城市规划建设，为实现城市快

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餐饮是城市旅游的核心要素之一，其空间分

布模式、集聚状态及主要驱动因素一直被国内外

学者所关注。国外学者早期多以饭店和酒店为研

究对象，探究其空间分布情况，上世纪八十年代，

学者发现饭店集中分布在自然条件优越［2］、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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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便利的地区［3］，而度假酒店遍布城区和郊

区［4］。后来，学者的研究对象转向快餐厅，发现

快餐厅集中分布在学校周边［5］、CBD 地区［6］。在

研究内容上，除餐饮业空间分布备受关注外，影响

其分布的因素也是国外研究热点。学者发现，餐

饮业分布与管理能力、经济水平［7］、人口密度、距
离可达性［8］、人均消费、地价等［9］有密切关系。

国内学者对餐饮业空间分布研究起步较晚，

早期学者主要从菜肴类型、地域结构［10—11］、饮食

文化［12］等方面对餐饮业空间分布进行定性研究，

随着 城 市 的 发 展，有 学 者 开 始 从 游 憩［13］、旅

游［14—15］的角度对饭店、酒店进行研究，且空间分

布的影响因素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学者探讨了西

安市［16］、南昌市［17］、北京市［18］、南京市［19］、厦门

市［20］等不同城市的餐饮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城市餐饮业空间分布受经济发展程度、
人口密度、交通等因素的影响。目前，网络大数据

的兴起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研究者开

始基于百度地图、大众点评、兴趣点等网络开源数

据，利用 ArcGIS、DBSCAN 空间聚类算法等分析

方 法，对 南 京 市［21—22］、北 京 市［23—24］、广 州

市［25—26］、武汉 市［27］、上 海 市［28—29］、中 国 地 级 城

市［30］、山地城市［31］餐饮业空间分布与集聚情况

进行探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综上，国内外相关研究日益丰富，从研究内容

看，早期以饮食文化、菜系、饮食习惯为主，后逐步

转变为研究餐饮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从计量地理学到社会统计

学再到 ArcGIS 等软件的应用，从定性到定量研究

的转变; 在研究数据上，逐渐从传统的统计数据转

向网络大数据。但基于 POI 数据对旅游城市不

同餐饮业异质性分析不多，在空间格局影响分析

中定量研究成果也较为匮乏。鉴于此，本文以青

岛市区为研究对象，基于 POI 数据，运用 ArcGIS
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方法，进行不同类

型餐饮供给空间异质性研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1 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青岛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滨海旅游度

假城市，是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

规划》中所建设的重点旅游城市之一，2021 年接

待游 客 8 198．9 万 人 次，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1411
亿［32］，位居全省第一，也是“一带一路”的综合枢

纽城市。随着历史的发展，青岛市辖域几经变化，

现青岛市区包括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
青岛西海岸新区、城阳区、即墨区，共 97 个街道

( 县 ) ，总 面 积 为 5226 km2，占 全 市 总 面 积 的

46. 3%。青岛市是山东省人口第二大城市［33］，市

区常住人口 799. 65 万人，占全市 77. 32%［32］。
根据 GB /T 4754—2017《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34］，餐饮业分为正餐服务、快餐服务、饮料及

冷饮服务、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和其他服务

业 5 个种类。其中，正餐服务包括中餐及西餐。
本文的研究范畴为餐饮业中的正餐服务和快餐服

务，即中餐厅、外国餐厅、快餐厅。

1．2 研究数据与处理

本研究基于高德 POI 数据，获取 2022 年青岛

市餐饮店的名称、地址、坐标、类型等信息。经过

数据清洗后，筛选得到 8434 条( 表 1) 不同类型餐

饮业数据，中餐厅、外国餐厅、快餐厅 POI 点分别

为 5902、1213、1319 个( 图 1) ，通过转换将其统一

为 WGS1984 坐标系。在此基础上，根据《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青岛市统计年鉴》、高德地图等

获取相关数据，构造 10 个指标来探究影响因素。

表 1 研究区餐饮 POI 分布概况
Tab．1 Overview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atering POI

in the study area
个

行政区 中餐厅 外国餐厅 快餐厅

市南区 682 206 212
市北区 944 186 201
李沧区 704 110 208
崂山区 573 93 188
黄岛区 1188 214 187
城阳区 965 286 175
即墨区 846 118 148

1．3 研究方法

借鉴相关研究对餐饮业集聚分布的判别与刻

画方法，选择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指数、皮尔

逊( Pearson) 相关系数，对青岛市餐饮业的空间集

聚格局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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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岛市餐厅 POI 点的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restaurant
POI points in Qingdao City

注: 本地图根据山东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下载的审

图号为鲁 SG( 2023) 026 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1．3．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被广泛

应用于空间聚集分析中，以每个待计算格网点为

中心，进行圆形区域搜索，以计算每个格网点的密

度值，核密度值越高则发生概率越大，聚集形态越

密集，反之则越分散，计算式［35］为:

f x( ) = 1
sh∑

s

i = 1
k

x － xi

h( ) ， ( 1)

其中: f( x) 为研究区域某点 x 的核密度值，h 为搜

索半径; s 为搜索半径内的点数; k 表示空间权重

函数。本公式几何意义为密度值在每个核心要素

xi 处最大，且在远离 xi 过程中不断降低，直至与核

心要素 xi 的距离达到阈值 h 时核密度值变为 0。
1．3．2 平均最近邻指数

平均 最 邻 近 指 数 ( nearest neighbor index，

NNI) 。通过计算出每个要素点与最邻近要素点

之间的平均距离和假设随机分布下的平均距离的

比值，从而判断点要素空间分布相互临近程度。
其计算公式如下［36］:

ＲNNI =
r1
rE

， ( 2)

rE = 1
2■A /n

， ( 3)

其中，ＲNNI 为平均最近邻指数，r1 为每个要素与其

最邻近要素之间的观测平均距离; rE 为随机模式

下期望平均距离; n 为样本点的数量; A 为研究区

域的面积。当 ＲNNI ＞ 1 时，表示餐厅在空间上分

散分布; ＲNNI ＜ 1 时，表示餐厅在空间上集聚分

布，指数越小，表示越集聚; ＲNNI = 1 时，表示餐厅

在空间上随机分布。
1．3．3 皮尔逊( Pearson) 相关系数

Pearson 相关系数是指两个定距变量之间协

方差和标准差的比值，通常用来反映两个变量之

间的紧密程度，其值介于［－1，1］，同时，为防止自

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存在共线性，引入方差膨胀因

子( VIF) 。VIF 是衡量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共线

性严重程度的一种度量，当 VIF＜10，表明变量之

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当 VIF＞10，表明变量间存

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Pearson 相关系数计算公

式如下［37］:

r =
∑

n

i = 1
( Xi － �X) ( Yi － �Y)

∑
n

i = 1
Xi － �X( )■

2 ∑
n

i = 1
Yi － �Y( )■

2

， ( 4)

其中: r 表示 Pearson相关系数值; Xi 表示第 i 个青

岛市餐饮业的影响因素数据; Yi 表示第 i 个青岛

市餐饮业数量; �X 和 �Y 分别表示青岛市餐饮业的

影响因素数据和青岛市餐饮业数量的平均数; n
表示影响因素个数。

2 青岛市餐饮供给异质性分析

2．1 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定量分析青岛市中餐厅、外国餐厅、快餐

的空间分布类型，引入平均最近邻指数，结果显示

( 表 2) ，中餐厅、外国餐厅、快餐厅的平均最近邻

指数均小于 1，说明三者在空间上都呈现聚集分

布，且都符合核心———边缘模式。

表 2 各类餐厅平均最近邻指数
Tab．2 Average nearest neighbours for each type of restaurant

餐厅类型 Z 值 平均最近邻指数 P 值 分布特征

中餐厅 －117．315 0．202 0．000 集聚

外国餐厅 －52．997 0．205 0．000 集聚

快餐厅 －52．056 0．251 0．000 集聚

2．2 空间分布密度特征

2．2．1 总体空间密度特征

利用 ArcGIS10．7 的空间分析工具对青岛市餐

饮业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结果如下(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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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来看，青岛市餐饮业空间分布存在发

展不均衡现象，中心城区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呈现

连片分布，外围城区呈点状分布，高密度区集中在

市南区东部、市北区南部、李沧区南部、城阳区北

部、黄岛区东北部和即墨区南部，形成“一主四

副”的多中心发展格局。
2) 具体来看，市南区香港中路街道、金湖路

街道、八大湖街道、金门路街道，市北区镇江路街

道敦化路街道、台东街道连片形成的西北东南走

向的椭圆区域聚集程度最高，该区域是青岛市的

中心区域，多旅游风景区、高校、商业区、写字楼，

是青岛市生活服务活力最强的区域，集中了许多

高档餐厅、连锁餐饮品牌和国际餐饮品牌。李沧

区李村街道、浮山路街道，城阳区城阳街道、黄岛

区长江路街道、即墨区通济街道也为高密度区，这

些城区内主要集中于商业购物中心、高校、旅游风

景区等街道。
3) 从空间分布来看，青岛市餐饮业对青岛地

铁高度依赖，高度集中区均在地铁线路上，且地铁

线路越密集，餐饮业核密度值越高。

图 2 青岛市总体餐厅核密度估计

Fig．2 Kernel density estimates of overall
restaurant in Qingdao City

注: 本地图根据山东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下载的审

图号为鲁 SG( 2023) 026 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2．2 中餐厅空间分布特征

中餐厅的空间分布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现

象，结果显示( 图 3) ，中餐厅高度集中分布于市南

区、市北区及其交界处，呈现连片分布的特点，其

他高密度区位于李沧区南部、城阳区北部、黄岛区

东北部沿海地带、即墨区南部，具体如下。
1) 中餐厅高度集中于市南区八大湖街道、香

港中路街道、金湖路街道、金门路街道，市北区敦

化路街道、镇江路街道、台东街道、宁夏路街道、登
州路街道、阜新路街道，形成西北东南走向的椭圆

区域。该街道多为旅游景区和集中分布的住宅

区，人口密集、客流量大，分布了大量的中餐厅，通

常以海鲜和青岛本地特色菜为主打，满足游客和

当地人对于美食的需求。
2) 李沧区李村街道、浮山路街道为中餐厅分

布高密度区。该区域是青岛市最大的地铁换乘中

心，地铁线路四通八达，客流量巨大，同时大型购

物中心集中分布，形成乐客城商圈，中餐厅分布

密集。
3) 城阳区城阳街道，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即

墨区通济、潮海、环秀三街道交界处为中密度区，

其余地区为零星分布的低密度区。
4) 总体形成以市南区、市北区连片的椭圆区

域及李沧区为核心，以地铁 2 号线、3 号线为轴线

的点轴格局，符合核心———边缘模式。

图 3 青岛市中餐厅核密度估计

Fig．3 Kernel density estimates of chinese
restaurants in Qingdao City

注: 本地图根据山东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下载的审

图号为鲁 SG( 2023) 026 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2．3 外国餐厅空间分布特征

青岛是一个沿海开放城市，也是一个旅游城

市，吸引外国人来此工作、学习和旅游，青岛市外

国餐厅数量多、种类齐全，通过对其进行核密度估

计，结果显示( 图 4) ，外国餐厅高度集中分布于市

南区东部、城阳区北部，呈现连片分布现象，李沧

区李村商圈、黄岛区井冈山路、即墨区宝龙商圈也

为高密度区，总体形成“两主三副”的空间发展格

局，具体的空间分布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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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国餐厅高度集中分布于市南区香港中

路街道、八大湖街道、金门路街道、珠海路街道。
该区域是青岛市的市中心，不少旅游景区和高校

分布于此，吸引了外国游客和留学生，提供各种国

际菜系。同时该区域也是青岛商业区和高档住宅

区，外国餐厅环境优美、菜品精致、服务水准高、可
提供多样化的餐饮体验，可满足商务人士和高收

入人群的就餐需求。此外，外国餐厅也高度集中

于城阳区城阳街道，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原因，大

量外国人迁移定居于此，外国企业众多，因此城阳

区的外国餐厅密集分布。
2) 市南区金湖路街道、市北区敦化路街道、

镇江路街道、宁夏路街道为中密度区，崂山区金家

岭街道、李沧区李沧街道、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即
墨区通济、潮海、环秀三街道交界处为低密度区，

其余地区存在小规模集聚现象。
3) 外国餐厅形成以市南区、城阳区为核心，

以地铁 1 号线、2 号线、3 号线为轴线的点轴格局。

图 4 青岛市外国餐厅核密度估计

Fig．4 Kernel density estimates of foreign
restaurants in Qingdao City

注: 本地图根据山东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下载的审

图号为鲁 SG( 2023) 026 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2．4 快餐厅空间分布特征

青岛市快餐厅总体上分布不均衡，高密度区

集中于市南区与市北区连接形成椭圆状区域及李

沧区南部，呈连片分布，城阳区北部、即墨区南部

及黄岛区井冈山路也相对集中，具体的空间分布

特点如下，见图 5。
1) 快餐厅高度集中分布于市南区香港中路

街道、八大湖街道、金湖路街道、金门路街道。这

些街道是青岛市中心商业区，商业区和写字楼群

集中分布，人流量大，同时这些街道也是青岛本地

居民集中分布地区，人口密集，住宅区周围除了国

际知名的快餐品牌外，还有一些本地的快餐连锁

店或小型快餐店。
2) 李沧区李村街道、浮山路街道外国餐厅为

高密度区。李沧区李村街道是地铁换乘中心，是

多数上班族通勤的必经之路，人流量较大且稳定，

快餐厅多集中分布于此。
3) 市南区中山路街道，市北区敦化路街道、

镇江路街道、台东街道、宁夏路街道、珠海路街道，

崂山区金家岭街道为中密度区，其余地区为零星

分布的低密度区。
4) 快餐厅形成以市南区、李沧区为核心，以

地铁 2 号线、3 号线为轴线的点轴格局。

图 5 青岛市快餐厅核密度估计

Fig．5 Kernel density estimates of fast
restaurants in Qingdao City

注: 本地图根据山东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下载的审

图号为鲁 SG( 2023) 026 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3 青岛市餐厅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3．1 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餐饮业的空间布局会受到

各个方面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这种空间分

布格局的因素，本文缩小研究尺度，以街道范围为

研究单位，结合前人研究成果［16，19—20］并结合青岛

市实际情况，对相关因素的评价指标、示例进行适

当调整。选取经济因素、人口因素、交通因素并进

一步提出可能的解释变量( 表 3) 。
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导入 SPSS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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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因变量为各县( 市、区)

总体及不同类型餐厅的密度，自变量为 2020 年青

岛市 GDP、人口密度、公交站点密度、地铁密度、
公园密度、写字楼密度、A 级景区密度、高校密度。
探究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餐厅空间分布的影

响程度，根据拟合参数可知，每个变量的 VIF 值均

小于 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变量间的相关

性可以接受，分析结果见表 4。表中 Pearson 相关

性的数值大小代表各因素在同等显著性水平时的

相关性相对强弱。

表 3 餐厅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指标
Tab．3 Indicator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taurants
因素类别 影响因素 指标因子( 单位)

经济水平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街道生产总值( 亿元)

人口分布 人口密度 常住人口密度( 万人·km－2 )

交通条件

地铁站密度 地铁站点数量( 个·km－2 )

公交站密度 公交站点数量( 个·km－2 )

停车场密度 停车场数量( 个·km－2 )

公共设施

高校密度 专科及以上高校数量( 个·km－2 )

公园密度 公园数量( 个·km－2 )

住宅区密度 住宅区数量( 个·km－2 )

写字楼密度 写字楼数量( 个·km－2 )

旅游资源 A 级景区密度 A 级景区数量( 个·km－2 )

表 4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4 Ｒ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 所有餐厅 中餐厅 外国餐厅 快餐厅 VIF
GDP 0．375＊＊ 0．371＊＊ 0．333＊＊ 0．386＊＊ 1．825

人口密度 0．777＊＊ 0．805＊＊ 0．642＊＊ 0．640＊＊ 3．443
地铁站 0．471＊＊ 0．457＊＊ 0．364＊＊ 0．556＊＊ 1．837
公交站 0．621＊＊ 0．653＊＊ 0．510＊＊ 0．477＊＊ 3．516
停车场 0．920＊＊ 0．892＊＊ 0．836＊＊ 0．887＊＊ 8．509

高校 0．477＊＊ 0．445＊＊ 0．399＊＊ 0．589＊＊ 1．800
公园 0．629＊＊ 0．639＊＊ 0．520＊＊ 0．574＊＊ 1．907

住宅区 0．879＊＊ 0．889＊＊ 0．751＊＊ 0．773＊＊ 7．385
写字楼 0．799＊＊ 0．785＊＊ 0．701＊＊ 0．774＊＊ 2．674
A 级景区 0．400＊＊ 0．352＊＊ 0．425＊＊ 0．437＊＊ 1．568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上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双尾) 。

3．2 总体餐饮空间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从总体来看，停车场、
住宅区、常住人口密度、写字楼对青岛市总体餐饮

空间的分布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公交站、公园、
地铁站、高校有较显著的影响，A 级景区、GDP 对

餐厅的空间分布有显著性影响，但相关性不高。
在显著影响要素中，停车场与餐厅的 Pearson

相关性为 0. 92，与餐饮分布的相关性最强，表明

停车场分布密集区域对餐饮带动性强。交通条件

中公交站和地铁站的分布同样与餐厅的分布有着

较强的相关性，可达性高的地区能够吸引更多餐

厅空间集聚。停车场、地铁站、公交站通常是人们

出行的重要节点，集中分布在这些地方的餐厅可

以为出行的人们提供便利的用餐选择。无论是自

驾车、乘坐地铁还是公交车，人们可以在停车场或

车站附近方便地找到餐厅，满足他们的用餐需求。
交通条件便捷，人流量相对较大，尤其是在繁忙的

商业区或交通枢纽附近，餐厅的客流量可见一斑。
停车场、地铁站、公交站周边通常会有其他商业设

施和服务设施，如购物中心、办公楼、医院等。餐

厅与这些商业配套设施相邻可以相互影响，吸引

更多的顾客前来用餐。顾客在自驾或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后方便地在附近的餐厅就餐，提升了餐厅

的客流量和收入。
其次住宅区和人口密度相关性排在第 2、3

位，表明餐厅的空间分布对人口数量有较强的依

赖性。餐厅集中分布在住宅区可以为居民提供便

利的用餐选择，居民可以步行或短时间内到达附

近的餐厅。餐厅选择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开设，可

以获得更多的潜在顾客，增加客流量和更大的市

场规模，人口集中分布地区通常经济活力较强，人

们的消费能力相对较高，可以吸引更多消费的顾

客，且人口密集区也有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商业配

套设施，为餐厅提供更多的合作和发展机会。
而 A 级景区与所有餐厅的相关系数为 0. 4、

GDP 与所有餐厅的相关系数为 0. 375，二者处于

较低水平。青岛是一座海滨旅游城市，其 A 级景

区多沿海岸线分布，部分景区为保护自然环境和

景观，限制了在景区内建设餐厅的数量和规模，且

部分景区地理条件比较特殊，如山区、峡谷等，海

拔高、空间有限，难以容纳大量的餐厅，在场地受

限的情况下，餐厅分布就相对较少。景区内的餐

厅经营成本通常会相对较高。由于景区人流有

限，经营者需要面对季节性游客流动和相对较高

的租金，餐厅消费也会提升，这使得很多商家不愿

意在景区内开设餐厅，游客也不愿意在景区内就

餐。与此同时，景区附近有便利的交通，并且与市

区相对较近，因此游客更倾向于在景区外就餐，周

边市区的餐饮设施不断发展壮大，为游客提供了

更多选择，因此在景区周边餐饮业分布较少，但各

个景点周边通常都有许多餐厅和小吃摊位，以满

足游客的需求。所以，A 级景区与餐饮业相关系

数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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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拥有众多的工业企业和制造业园区，

其对青岛 GDP 贡献大，但由于工厂企业占地面积

大，周边居民点较少、人口密度低，因此餐厅分布

稀疏，导致 GDP 与餐饮业相关系数不高。随着私

家车拥有量的增加以及城市的扩张，城市边缘或

郊区的可达性增加，也能聚集大量的餐厅。

3．3 分类型餐饮空间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别的餐饮业之间的空间

分布差异，选择中餐厅、外国餐厅、快餐厅三类，对

其空间分布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见表 4。结果

发现，中餐厅、外国餐厅、快餐厅三类餐饮企业的

选址具有相似性。具体看，中餐厅、外国餐厅、快

餐厅均受到人口密度、交通便捷性、城市基础设施

等影响。同时，不同类别的餐饮业分布具有差异

性。中餐厅较外国餐厅、快餐厅而言，与人口密度

呈强相关，中餐厅在本地人居住密集的街道分布

多。地铁站和高校对于中餐厅、快餐厅具有较强

相关性，外国餐厅则相关性弱，地铁站人员流动

大，通勤人群多，更倾向于快捷方便的快餐厅，高

校学生人数多，学生消费水平低，且中餐厅更符合

中国人口味，因此地铁站和高校附近中餐厅、快餐

厅分布广泛。A 级景区与外国餐厅和快餐厅有较

强的相关性，与中餐厅则相关性弱，景区附近环境

优美，地价高，游客多，很多高档的外国餐厅分布

于此，快餐厅多为连锁快餐店，如肯德基、麦当劳

等，为游客游玩时提供便利，因此，景区附近外国

餐厅和快餐厅密集分布。

4 讨论与结论

本文基于 POI 数据，定量研究了青岛市餐饮

供给空间异质性，分析了人口、经济、交通、高校、
休闲场所、旅游资源等因素对于餐饮业空间格局

的影响，所得结论如下。
1) 青岛市餐饮业空间分布存在发展不均衡

现象，中心城区连片分布，外围城区呈点状分布，

高密度区集中在市南区东部、市北区南部、李沧区

南部、城阳区北部、黄岛区东北部和即墨区南部，

形成“一主四副”的多中心发展格局。
2) 关于餐饮业内部的异质性，中餐厅高度集

中分布于市南区、市北区及其交界处，呈现连片分

布的特点，其他高密度区位于李沧区南部、城阳区

北部、黄岛区东北部沿海地带、即墨区南部。外国

餐厅高度集中分布于市南区东部、城阳区北部，呈

现连片分布现象，李沧区李村商圈、黄岛区井冈山

路、即墨区宝龙商圈也为高密度区，总体形成“两

主三副”的空间发展格局。快餐厅高密度区集中

于市南区与市北区连接形成椭圆状区域及李沧区

南部，呈连片分布，城阳区北部、即墨区南部及黄

岛区井冈山路也相对集中。
3) 人口、经济、交通、高校、休闲场馆、旅游资

源均会对餐饮业分布产生重要影响。人口集中，

交通便捷，高校、休闲场馆、旅游资源越集中，餐厅

分布越集中。停车场和公交站点对餐饮业分布具

有显著性影响，而地铁由于线路少，站点分散，对

餐饮业影响显著性较弱。此外，本文分析和比较

了中餐厅、外国餐厅、快餐厅三类餐饮业的影响因

素，人口密度、停车场分布、住宅区分布、写字楼分

布均对三类餐厅分布有显著影响。中餐厅较外国

餐厅、快餐厅而言，对人口分布有更高的要求。地

铁站和高校对于中餐厅、快餐厅具有较强相关性，

外国餐厅则相关性弱。旅游活动对中餐厅影响不

大，对外国餐厅和快餐厅有较显著影响。
本文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青岛市街道人

口密度大，地价差别大，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式衡量

地价，因此在对进行餐饮业影响因子选择时没有

将微观经营性因素如店铺租金、房价、同类餐饮业

竞争性等纳入到指标体系，未来研究中将在更小

研究尺度中探讨这些指标对餐饮业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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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Urban Food and Beverage Supply
Based on POI: Taking Qingdao City as an Example

WANG Weiqi，WANG Tie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Qufu Normal University，Ｒizhao 276826，China)

Abstract: Catering is one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urban tourism．Based on the data of Qingdao’s catering POI，
population density，and transportation stations，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agglomeration status of Qing-
dao’s catering industry were explored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by applying analytical methods such as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an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and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for its spatial heterogeneity
were explored．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catering facilities in
Qingdao is not balanced，presenting a block-like aggregation and multi-center development pattern，and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is more prominent．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rends of differ-
ent types of catering facilities: Chinese restaurants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in the streets of Shinan District，Shi-
bei District，where local residents live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located; foreign restaurants are mainly
located in commercial centers of Shinan District，Shibei District，A-level scenic spots and Chengyang Street of
Chengyang District; and fast food restaurants are mainly clustered in the office buildings of Shinan District，the
periphery of some scenic spots and the subway hubs of Licang District． 2)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Qingd-
ao’s catering industry is mainly affected by five types of factors: population，economy，transportation，urban in-
frastructure，and tourism resources; the larger the population size，the more convenient the transportation，and
the better the urban infrastructure，the denser the distribution of catering industry．
Keywords: POI; catering industry; Qingdao Ci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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