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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有效构建城市社区生活圈及优化服务设施布局，基于百度地图 ＡＰＩ生成１５分钟社区生活
圈，结合餐饮、购物、医疗、教育等八类服务设施ＰＯＩ数据，运用可达性分析、多样性分析、叠加分析
和近邻分析等ＧＩＳ空间分析方法，对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便利度与匹配度进行评估。
结果表明：（１）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可达性
最高的社区主要位于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三区交界处周边４ｋｍ范围内，可达性水平由此中
心向主城区外围呈圈层递减趋势；（２）交通设施、医疗设施、餐饮设施及教育设施的可达性相对较
好，而休闲娱乐设施、金融设施、超市商场和公园广场的可达性相对较差；（３）服务设施多样性水平
整体上较高，服务设施多样性较差的社区主要分布在郑州市主城区外围；（４）区域人口密度越高，
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和多样性也倾向于越高，但仍存在服务设施配给与人口分布不匹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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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居民越来越注重日
常生活品质，高质量城市公共空间的构建愈来

愈受到重视。城市公共空间是提升城市生活品

质的先决条件，也是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１］。社区作为构成城市公共空间、提供

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和开展社会治理的基本单

元，其功能日趋复合化和多元化［２－３］。以社区

为核心推动城市基本生活单元更新改造，打造

高品质“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是完善社区服务
设施、改善社区生活环境、健全社区治理机制的

重要举措，是实现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具有“宜业、

宜居、宜游、宜养、宜学”等多元功能的社区生活

圈成为学术界和城市规划领域研究的热点。

社区生活圈的概念起源于日本，随后在韩

国与欧美国家得到进一步应用，是指在适宜的

日常步行范围内，满足城乡居民全生命周期工

作与生活等各类需求的基本单元［４－５］。国外生

活圈的研究和实践覆盖了区域、城市和社区等

多个层面，并被赋予了各种发展内涵。其中，日

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更加注重宏观层面的生活

圈分层理念［６－７］，而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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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则重点着眼于微观层面社区生活圈内部

的结构发展［８－１０］。我国学者对社区生活圈理

论和实践的探索兴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

近年来居民对生活品质和社区服务设施配置要

求的提高，关于社区生活圈的研究快速增多，主

要侧重于社区生活圈空间结构或体系构建研

究［１１－１３］、社区生活圈范围测度和建成环境评

价［１４－１６］、社区生活圈的落实与治理机制研

究［１７－１９］等方面。然而，相关研究中生活圈范围

多以一定距离的圆形缓冲区进行划定，忽略了

道路、建筑物、水面等实地环境的影响。此外，

社区生活圈便利度评价多从可达性这一单一指

标上开展，缺乏结合设施丰富程度的多样性评

价，难以全面地表征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是

否能够得到满足。加之，研究多集中于北京、广

州、上海、南京、成都等城市，对中部正在崛起的

中心城市关注尚且不足。

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国

家中心城市郑州为例，在通过百度地图 ＡＰ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应用程序接

口）计算社区１５分钟步行等时圈的基础上，基

于其主城区餐饮设施、超市商场、医疗设施、教

育设施、公园广场、交通设施、金融设施、休闲娱

乐设施八大类服务设施 ＰＯＩ数据，运用设施可

达性分析、多样性分析与叠加分析和近邻分析

等ＧＩＳ空间分析方法，对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

社区生活圈便利度作出评价，并对服务设施与

人口分布的空间匹配度进行分析，以期为城市

社区生活圈的有效构建与服务设施的布局优化

提供参考。

　　一、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研究区域概况

郑州是河南省省会，国务院批复确定的我

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截至２０２３年９月，郑州市下辖

６个行政区、１个县、代管５个县级市，总面积约

７５６７ｋｍ２。本文选取郑州市主城区作为具体的

研究区域，包括中原区、惠济区、二七区、金水

区、管城回族区５个市辖区，约占郑州市总面积

的１３．４％。由于上街区面积较小且不与其他５

个区相连，因而未将其包括在内。根据第七次

人口普查数据，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中原区、惠

济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常住人口分

别约为 ９６．３万人、５５．５万人、１０６．１万人、

１６１．８万人、８１．９万人，约占郑州市总人口的

３９．８％；２０２０年地区生产总值约６７１０亿元，约

占郑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的５５．９％［２０］。主城区

城市建设相对成熟，开展社区生活圈便利度评

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２．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与处理情况如下：郑州市行

政区划、道路、水系与水域等矢量数据来源于

ＢＩＧＥＭＡＰ地图下载器，２０２０年人口密度栅格

数据来源于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ｐｏｐ．

ｏｒｇ／），统一投影方式为ＷＧＳ＿１９８４＿ＵＴＭ＿Ｚｏｎｅ＿

４９Ｎ；郑州市主城区社区点位数据（共计 ３３８７

个社区）来源于百度地图，基于社区中心点数

据，通过 ＱＧＩＳ、八爪鱼软件，构建起点、终点点

阵，并通过百度地图ＡＰＩ获取路径耗时，进而生

成时间点矩阵，最终筛选出社区１５分钟的步行

范围；主城区餐饮设施、超市商场、医疗设施、教

育设施、公园广场、交通设施、金融设施、休闲娱

乐设施八大类服务设施ＰＯＩ数据主要来源于百

度地图（见表１），对各类ＰＯＩ数据进行检查、去

重、删除错误记录等处理；郑州市人口、经济与

产业发展等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南省和郑州

市历年统计年鉴，以及郑州市历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３．研究方法

（１）设施可达性分析

本文采用机会累积法，以ＰＯＩ的可达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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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服务设施ＰＯＩ分类

ＰＯＩ大类 二级分类 数量／个
餐饮设施 快餐厅、糕饼店、甜品店等 ４８５５
超市商场 市场、商场、超市等 ８８１８
医疗设施 药店、诊所、医院等 １２４５
教育设施 幼儿园、小学、中学等 ２１４３
公园广场 公园、城市广场等 ２３５
交通设施 地铁站、公交站等 ６４３５
金融设施 银行、自动取款机等 ２１１５

休闲娱乐设施 影剧院、娱乐场所等 ４５１９

平代表社区生活便利程度。机会累积法是指在

指定时间或成本范围内，从某地点出发可达的

机会数量总和［２１－２２］。将每个 ＰＯＩ均作为一个

设施数量，按照获取的ＰＯＩ数量衡量其可达性。

依据设施性质、可替代性、使用频率、人们接受

的最远步行时间等，选取八大类ＰＯＩ设施类别，

并将１５分钟步行可达区域作为社区生活圈的

范围，设施可达性定义如下：

Ａｋｉ＝∑
ｎ

ｊ＝１
ｆ（Ｃｋｊ） ①

ｆ（Ｃｋｊ）＝
１ Ｃｋｊ≤Ｓｉ
０ Ｃｋｊ＞Ｓ

{
ｉ

②

式①中，Ａｋｉ表示社区ｋ第ｉ类设施的便利

程度，ｎ表示该ｉ类设施的数量，ｊ表示第ｊ个ｉ类

设施；式②中，ｆ（Ｃｋｊ）表示社区ｋ到设施ｊ距离

Ｃｋｊ的函数，Ｓｉ表示第ｉ类设施的生活圈范围。

（２）设施多样性分析

设施多样性能够从丰富度层面评价某社区

的生活便利程度，服务设施多样性越好，表明居

民各类日常生活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越高［２３］。

服务设施多样性定义为某一社区１５分钟生活

圈范围内可达的设施种类数，种类为本文所使

用的八类ＰＯＩ设施类别。计算公式如下：

Ｖｋ ＝∑
ｉ

ｉ＝１
ｆ（Ｃｋｊ） ③

ｆ（Ｃｋｊ）＝
１ ｉ∈Ｉ，Ｃｋｊ≤Ｓｉ
０ ｉ∈Ｉ，Ｃｋｊ＞Ｓ

{
ｉ

④

式③中，Ｖｋ表示社区Ｋ的设施多样性，ｉ表

示第ｉ类设施；式④中，ｆ（Ｃｋｊ）表示社区ｋ与ｉ类

设施的关系Ｃｋｊ的函数，Ｉ表示第ｉ类设施构成的

集合，Ｓｉ表示第ｉ类设施的生活圈范围。

（３）叠置分析和近邻分析

叠置分析是对空间上的两组或多组对象的

空间特征与属性关系进行叠合分析，分析对象

之间应具有一定关联性。多层数据的叠置分

析，不仅可以产生新的空间关系，还可以产生新

的属性关系，能够发现多层数据间的差异、联系

与变化等特征。近邻分析则是发生在两个集合

之间，一个集合为分析对象，另一个集合是邻近

对象，分析过程是在邻近的对象中为分析对象

搜集要素，并计算两个对象之间的距离。使用

近邻分析来统计不同社区１５分钟生活圈服务

设施的可达性与多样性水平，使用叠置分析统

计不同行政区单元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设

施的可达性与多样性水平，并进行服务设施与

人口分布的匹配度分析。

　　二、社区生活圈便利度评价

　　１．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分析

对郑州市主城区社区周边八大类生活服务

设施分别进行可达性分析，各类服务设施的可

达性与综合可达性结果如图１和表２所示。由

此可知，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

设施综合可达性水平区域差异性明显，可达性

最高的社区主要位于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

区三区交界处周边４ｋｍ范围内，占所有社区数

量的５．２６％，整体综合可达性水平由此中心向

主城区外围呈圈层递减的趋势。服务设施综合

可达性较高的社区占所有社区数量的１６．３６％，

主要位于中原区东南部、二七区东北部、金水区

西南部和管城回族区西北部，且前两者和后两

者之间分别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形成连片。服

务设施综合可达性处于中间水平的社区占所有

社区数量的３０．４４％，其空间分布与较高可达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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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

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分布图

表２　各区不同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

等级的社区数量分布情况

行政区
等级

低 较低 中 较高 高
总计

二七区 ６６ １２６ ２７８ １５４ ８ ６３２
管城回族区 １６３ １６９ １２６ ６６ ６６ ５９０
惠济区 ９０ ４４ — — —　 １３４
金水区 ２０４ ４１５ ３６８ ２８６ １０４ １３７７
中原区 ２１７ １３０ ２５９ ４８ —　 ６５４
总计 ７４０ ８８４ １０３１ ５５４ １７８ ３３８７

　　注：等级划分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下同

性社区范围类似，位于后者的周围，主要分布在

金水区西部、中原区和二七区南北向交界处

３ｋｍ范围内。综合可达性较低的社区主要位
于金水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三区交界点方圆

８ｋｍ范围内，处于综合可达性水平为中等及以
上社区的外围，占所有社区数量的２６．１％。服
务设施综合可达性为低的社区主要位于金水区、

二七区、管城回族区三区交界点方圆８ｋｍ之外，
分布范围较广，占所有社区数量的２１．８５％。
２．服务设施分类可达性分析
从郑州市主城区不同类型服务设施可达性

分析结果来看，各类设施可达性在空间分布上

的格局多与综合可达性格局类似，即从市中心

向外呈圈层递减的分布趋势。而公园广场可达

性的空间分布格局有着自身的特点，距离市中

心较远的一些社区亦有可达性等级较高且分布

集中的情况，郊区的社区相较市中心差距不明

显，没有明显的圈层递减趋势。这与公园广场

所需绿地面积较大、对自然环境本底条件依赖

较高有关，同时也表明各社区周边合理地布置

了公园广场。整体上社区交通设施、医疗设施、

餐饮设施与教育设施的可达性相对较好，而休

闲娱乐设施、金融设施、超市商场和公园广场的

可达性相对较差。不同辖区的社区在各类设施

可达性方面的表现不同（见图２）。从整体上来
看，金水区、管城回族区和二七区的表现相对较

好，中原区和惠济区的表现相对较差。

具体来看，郑州市主城区２２．３８％的社区
餐饮设施可达性属于较高及以上水平，其中，金

水区３３．９９％的社区餐饮设施可达性属于较高
或高等级，而惠济区社区餐饮设施可达性均为

较低或低水平。主城区仅有１１．６３％的社区超

市商场可达性等级属于较高及以上，其可达性

提升空间较大。主城区２５．２１％的社区医疗设

施可达性等级为较高及以上，其中，管城回族区

３０．６８％的社区医疗设施可达性等级为较高或

高水平，中原区这一比例仅为１１．４７％，而惠济

区医疗设施可达性普遍偏低。主城区２０．９６％

的社区教育设施可达性等级为较高及以上，其

中，中原区社区教育设施可达性最高。主城区

仅有９．７４％的公园广场可达性等级为较高及

以上，其中，管城回族区社区公园广场可达性最

高，惠济区最低。主城区社区交通设施可达性

等级为较高及以上的比例为２９．５８％，可达性相

对其他几类设施而言较高。主城区社区金融设

施可达性等级为较高及以上的比例为１３．８８％，

其中，金水区社区金融设施可达性最高，惠济区

最低。主城区休闲娱乐设施可达性等级为较高

及以上的比例为１６．２１％，其中，二七区社区休

闲娱乐设施可达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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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郑州市主城区各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各类服务设施不同可达性等级占比

　　３．服务设施多样性分析

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设

施多样性分布如图３所示，设施多样性≤６的

社区分布情况如表３所示。由此可知，郑州市

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服务设施多样性

水平整体上比较高，８３．０５％（２８１３个）的社区

１５分钟生活圈内拥有８种服务设施，即居住在

这些社区的居民的八大类服务需求在１５分钟

生活圈内均可以得到满足；９６．８１％（３２７９个）

的社区在１５分钟生活圈内的服务设施多样性

在７种以上（≥７）。服务设施多样性≤６的社

区有１０８个，仅占社区总数的３．１９％。服务设

施多样性较差的社区主要分布在郑州市主城区

外围。惠济区社区服务设施多样性相对较差，多

样性≤６的社区主要集中在该区西北部；二七区

的社区服务设施多样性水平虽整体较高，但城区

东部仍有部分社区多样性不足７种；管城回族区

服务设施多样性水平较低的社区主要集中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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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和中部；中原区西部靠近主城区外围，其部

分社区未有多样的服务设施供给；金水区服务设

施多样性水平较低的社区主要集中在城区东部。

总的来说，郑州市主城区的外围因地理位置、交

通条件、建设时间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

影响，社区的服务设施多样性水平相对较低。

　　三、服务设施与人口分布的匹配度

分析

　　１．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与人口分布匹配度

人口分布是决定服务设施空间需求的主要

因素。将郑州市２０２０年人口密度栅格数据转

换为大小相同的矢量型均匀格网，将人口密度

图３　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

生活圈服务设施多样性分布图

表３　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

设施多样性≤６的社区分布情况

行政区
服务设施多样性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计

二七区 — — — — １ ４ １２ １７
管城回族区 — １ — ５ ５ ９ ７ ２７
惠济区 １ — ２ — ２ ６ ８ １９
金水区 — １ ３ ５ １ ８ １０ ２８
中原区 — — １ １ ２ ３ １０ １７
总计 １ ２ ６ １１ １１ ３０ ４７ １０８

按照从小到大依次划分为低、较低、中、较高、高

５个等级，通过空间统计方法计算不同人口密

度范围内不同综合可达性社区的数量分布情

况，结果见表４。首先，随着人口密度增加，不

同综合可达性等级的社区数量变化趋势不同。

综合可达性等级为低的社区的数量逐渐减少；

综合可达性等级为较低、中、较高和高的社区的

数量呈现先增多后减少的趋势。其次，在各人

口密度等级下，不同综合可达性等级的社区数

量特征有着明显差异，整体上人口密度越高，社

区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倾向于越高。具体来

看，人口密度等级为低及较低时，社区服务设施

综合可达性等级以低和较低为主，分别占其总

量的９３．４６％和７０．９１％。人口密度等级为中、

较高及高时，社区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等级在

中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６７．９７％、６７．７８％和

９１．５３％。然而，亦存在人口密度等级为中及以

下时，社区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等级为较高或

高水平，而人口密度等级为较高或高时，社区服

务设施综合可达性等级为较低甚至是低水平。

由此可见，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服

务设施配给与人口分布在空间上存在不匹配现

象，一些人口密度较大的社区未能配置足够多

的服务设施，而一些人口密度较低的社区却存

在着服务设施供给过多的问题。

２．服务设施多样性与人口分布匹配度

统计不同人口密度范围内不同服务设施多

样性社区的数量分布情况，结果见表５。首先，

表４　不同人口密度范围内不同服务设施

综合可达性的社区数量分布

人口密度
可达性

低 较低 中 较高 高
总计

低 ３４１ １６ ２１ １ ３ ３８２
较低 ３０３ ３８２ ２２５ ５６ — ９６６
中 ６８ ２８５ ４１７ ２４９ ８３ １１０２
较高 ２８ １７５ ２３９ １４０ ４８ ６３０
高 — ２６ １２９ １０８ ４４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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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人口密度范围内不同服务

设施多样性的社区数量分布

人口密度
多样性

低（０～４） 中（５～７） 高（８）
总计

低 ２６ １５３ ２０３ ３８２
较低 ５ １３９ ８２２ ９６６
中 — ８１ １０２１ １１０２
较高 — ８８ ５４２ ６３０
高 — ８２ ２２５ ３０７
总计 ３１ ５４３ ２８１３ ３３８７

随着人口密度增加，不同服务设施多样性等级

的社区数量呈现不同的变化情况。服务设施多

样性等级为低和中的社区，其数量随着人口密

度等级的提高而减少。而多样性等级为高的社

区，其数量则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

其次，在各人口密度等级下，社区数量随着服务

设施多样性等级的不断提升而快速增加。各人

口密度等级内的社区服务设施多样性均以高等

级为主。然而，较高和高人口密度范围内仍有

部分社区服务设施多样性为中间等级。低和较

低人口密度范围内亦有较多社区服务设施多样

性以高等级为主，这些社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

区的周边，同时距主城区边缘又有一定的距离，

是未来人口集聚的重要区域。但这些区域中社

区的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并不高（见图４），因

此应在保障服务设施多样性的前提下，进一步

提升其综合可达性水平，进而促进人口向此聚

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心城区的人口过度集

中和服务设施供给压力。

　　四、结论与启示

　　１．结论

基于郑州市主城区社区分布数据和八大类

服务设施ＰＯＩ数据，通过百度地图 ＡＰＩ构建１５

分钟社区生活圈，综合运用可达性分析、多样性

分析与叠加分析和近邻分析等ＧＩＳ空间分析方

法，对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便利度

进行评价，并对服务设施与人口空间分布的匹

图４　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为低或较低

且多样性为高的社区分布情况

配性进行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服

务设施综合可达性水平区域差异性明显，可达

性最高的社区主要位于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

族区三区交界处周边４ｋｍ范围内，占所有社区

数量的５．２６％，整体上综合可达性水平由此中

心向主城区外围呈圈层递减的趋势。

其二，交通设施、医疗设施、餐饮设施和教

育设施的可达性相对较好，而休闲娱乐设施、金

融设施、超市商场和公园广场的可达性相对较

差。除公园广场外，其他７类设施可达性在空

间分布上的格局与综合可达性格局类似，在公

园广场可达性方面，郊区相较市中心差距不明

显，不存在明显的圈层递减趋势。

其三，郑州市主城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的

服务设施多样性水平整体较高，９６．８１％的社区

在１５分钟生活圈内的服务设施多样性在７种

及以上。郑州市主城区的外围因地理位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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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条件、建设时间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

社区的服务设施多样性水平相对主城区中心区

域而言较低。

其四，整体上人口密度越高，社区服务设施

综合可达性和多样性也倾向于越高。但服务设

施配给与人口分布在空间上仍存在不匹配现

象。一些人口密度较大的社区未能配置数量充

足和类型丰富的服务设施，而一些人口密度较

低的社区却存在着服务设施供给过多的问题。

２．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郑州市可以通过以下

途径来优化和提升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的便利

度水平。

首先，促进区域服务设施均衡发展。在郑

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各市辖区之间与城市核

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的社区服务设施可达性和多

样性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三环以内的老城区

由于发展起步早、交通区位优势等原因，吸引了

大量服务设施和人口集聚，在加剧区域服务差

异性的同时也加大了老城区的人口、资源和环

境压力。因此，应统筹考虑城市各区域之间的

服务设施配置差异，缩小区域间服务设施配置

差距。例如，老城区的服务设施可适当向其他

供给不足的地区转移，加大惠济区、中原区服务

设施的建设投入力度。

其次，设施配套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郑州

市主城区不同辖区与辖区内部社区的各类服务

设施可达性水平和多样性水平不同，应根据各

区域实际发展短板有针对性地完善其服务设施

建设。此外，社区服务设施的配置应充分考虑

人口密度和人口组成情况，兼顾设施服务和居

住环境两个方面，确定适宜的人口密度和开发

强度，避免资源在某些区域不合理地过度集中，

而在另一些区域又明显短缺，促进服务设施整

体效益最大化。

再次，兼顾服务设施可达性和多样性。一

些社区虽然服务设施多样性水平较高，但综合

可达性不高，或者存在相反的情况，造成某些类

别的服务设施过度集中于一些区域，如医疗设

施和教育设施过度集中于管城回族区和中原

区。因此，应兼顾社区服务设施的数量和种类，

建设便捷可达、类型丰富、功能复合的社区服务

设施。此外，可以通过增强社区步行网络的连

续性，来提高服务设施的可达范围。

受社区规模、设施规模等数据可得性的限

制，本文单纯将社区１５分钟生活圈获取的 ＰＯＩ

数量和种类作为衡量其便利度的指标。今后随

着网络大数据的进一步公开和共享，一方面应

考虑社区之间的具体差异，如产权性质、规模大

小、人口组成等；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整合包含更

多信息的设施ＰＯＩ数据与城市交通、环境、土地

利用等数据，从而对社区生活圈便利度做出更

加深入和细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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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研究，２０２０（１２）：１２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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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Ｄ１００２Ｘ／５０３２３１４．ｊ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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