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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ＰＯＩ 数据的沈阳城市生活服务设施
空间格局研究

石铁矛１ꎬ卜英杰１ꎬ石　 羽２

(１.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ꎻ２.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城市生活设施的空间分布与完善情况是测度城市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ꎮ
采用核密度法、Ｇｅｔｉｓ －Ｏｒｄ Ｇｉ∗算法、相关性分析等方法ꎬ以百度地图 ＰＯＩ(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数据为基础对沈阳市区三环范围内的生活服务设施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ꎮ
研究发现ꎬ沈阳市各类生活设施主要集中于老城区范围内ꎬ呈现多中心分布、多主

干发展的分布格局ꎮ 通过对各类生活服务设施核密度的加权叠加ꎬ得到各类生活

服务设施完备程度评价ꎬ发现城区扩张的同时ꎬ城市外围区域生活服务设施存在供

给滞后问题ꎬ在局部地段也出现生活服务设施分布失衡问题ꎮ

关键词:ＰＯＩꎻ空间格局ꎻ生活服务设施ꎻ沈阳市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　 　 　 文献标志码:Ａ

　 　 随着城市发展逐渐由增量时代向存量

规划转变ꎬ如何提升城市空间的品质与宜居

程度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议题[１] ꎮ 生

活服务设施作为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空

间要素ꎬ其空间格局与集聚形态是评价城市

宜居性的重要指标ꎮ 如何对城市生活服务

设施分布进行全面合理的评价ꎬ已成为挖掘

城市空间价值、指导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

问题ꎮ
随着地理空间大数据与数字化参数化技

术研究的深入ꎬ从研究方法、数据获取与处理

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城市规划学科的研究ꎮ
ＰＯＩ 是“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的缩写ꎬ是一种包括

地理实体经纬度、类别、地址等多种属性的点

状地理空间要素[２]ꎬ通常可以通过网络地图

获取城市中各类 ＰＯＩ 数据ꎮ 与传统城市统

计数据相比ꎬ其具有覆盖范围广、数据准确、

时效性强、获取途径广泛等优势ꎮ 当前 ＰＯＩ
数据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ꎮ 龙瀛

等[３]构建了街道活力定量评价的指标体系ꎬ
基于 ＰＯＩ 数据对成都市街道活力开展了定

量探索ꎻ崔真真等[４] 构建了城市生活便利度

指标评价体系ꎬ并利用 ＰＯＩ 等开放数据对北

京、天津、上海、广州的城市生活便利度指数

进行了对比分析ꎻ郭洁等[５] 通过 ＰＯＩ 数据识

别了北京城市主次中心与不同产业的聚集情

况ꎻ陈蔚珊等[２]通过 ＰＯＩ 数据对广州市现有

零售商业中心的聚集特征进行了探讨ꎻ贾晓

婷等[６]基于 ＰＯＩ 数据ꎬ运用 Ｒｉｐｌｅｙ′ｓ Ｋ 函数、
最近邻层次聚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ꎬ对乌

鲁木齐市公共休闲设施空间布局进行了研

究ꎬ总结城市休闲空间的格局特征ꎬ进而探

究休闲空间的影响因素ꎻ徐高峰等[７] 采用

数据挖掘与开放数据应用相结合的方式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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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进行了探讨ꎮ
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方面ꎬＰＯＩ 数据凭借

其独有的优势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ꎮ
本研究利用沈阳城区的百度地图 ＰＯＩ

数据ꎬ 运 用 核 密 度 分 析 与 局 部 Ｇｅｔｉｓ －
Ｏｒｄ Ｇｉ∗指数的分析方法ꎬ选择 ５００ ｍ 网格

作为研究的尺度ꎬ从生活圈尺度出发ꎬ在更精

细的格网单元上ꎬ对沈阳市的生活服务设施

分布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ꎬ同时对购物餐饮、
医疗保健、休闲娱乐、商务办公、便民服务及

金融服务 ６ 类服务设施的热点区域进行统计

识别ꎮ 最后对沈阳城区整体的生活服务设施

的完善程度进行评价ꎮ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研究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沈阳市地处辽宁省中部ꎬ是辽宁省省会

城市、沈阳都市圈核心城市、东北地区中心城

市ꎮ «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提出形成“一主ꎬ四副”的城市空间结

构ꎬ其中ꎬ“一主”指三环内用地以及浑南新

城ꎮ 笔者主要对沈阳三环范围内的生活服务

设施空间格局进行研究ꎮ
研究数据来自 ２０１８ 年百度地图沈阳

ＰＯＩ 数据ꎬ通过百度地图 ＡＰＩ 工具进行采集ꎬ
采集的主要数据包括名称、设施类别以及经

纬度等信息ꎮ 参考相关研究[７]ꎬ挑选与居民

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种类ꎬ经过数据的筛选、
坐标纠偏等处理ꎬ最终将已获取数据按不同

属性信息划分为如表 １ 所示的 ６ 类ꎮ
２.研究方法

对生活设施 ＰＯＩ 数据的分布模式、分布

密度进行分析ꎬ在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基础设

施规划选址中具有重要的意义[８ － １０]ꎮ 本研

究通过核密度估算、Ｇｅｔｉｓ －Ｏｒｄ Ｇｉ∗指数、相
关性分析等方法对沈阳城区生活设施 ＰＯＩ
数据进行分析ꎮ

表 １　 各类设施兴趣点分类详情

ＰＯＩ 大类 小类 数量 占比 / ％

购物餐饮
中餐店、外国餐厅、小吃快餐店、蛋糕甜品店、咖啡厅、茶座、酒吧、购物中心、百货商
场、超市、便利店、家居建材、家电数码、商铺、集市等

３３ ５０４ ３４. ３２

商务办公 写字楼、公司、园区 ２２ ２１５ ２２. ７５
金融服务 银行、ＡＴＭ、信用社、投资理财、典当行 ４ ４７４ ４. ５８

便民服务
通讯营业厅、邮局、物流公司、售票处、洗衣店、图文快印店、照相馆、公用事业、维修
点、家政服务、宠物服务、报刊亭、公共厕所等

１６ ８５７ １７. ２７

休闲娱乐 度假村、农家院、电影院、ＫＴＶ、剧院、歌舞厅、网吧、游戏场所、洗浴按摩、休闲广场等 ７ ５１１ ７. ６９
医疗保健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诊所、药店、体检机构、疗养院、急救中心等 １３ ０６８ １３. ３９

　 　 (１)核密度法

核密度估算法(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因其能

清晰明确地描述某个地理事件的空间分布特

征ꎬ故被作为点模式分析中常常选取的方法

之一ꎬ符合城市设施服务对周边位置影响的

扩散特点[１１ － １２]ꎮ 以市民 ５００ ｍ 基础生活圈

范围为标准ꎬ设定像元大小为 ５０ ｍꎮ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沈阳中心城区

的购物餐饮、医疗保健、休闲娱乐、商务办公、
便民服务及金融服务 ６ 类服务设施 ＰＯＩ 数据

进行计算ꎮ
(２)Ｇｅｔｉｓ －Ｏｒｄ Ｇｉ∗指数

Ｇｅｔｉｓ －Ｏｒｄ Ｇｉ∗指数是描述局部空间自

相关现象的指数之一ꎬ能够评价 ＰＯＩ 数据在

局部空间的聚集程度ꎬ根据局部空间是否存

在相关性ꎬ识别数据空间聚集的热点与冷点

区域[１３]ꎮ 将沈阳城区划分为 ５００ ｍ × ５００ ｍ
的单元网格ꎬ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空间连接工具ꎬ
统计各类设施 ＰＯＩ 点的密度ꎬ再通过热点分

析(Ｇｅｔｉｓ － Ｏｒｄ Ｇｉ∗) 工具进行各网格的

Ｇｉ∗指数运算ꎮ
(３)相关性分析

通过计算不同类型的公共设施点之间核

密度值的相关性系数ꎬ对各类设施在空间分

布上 的 相 关 程 度 进 行 判 断ꎮ 相 关 系 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能够有效反映各变

量之间的相关性ꎬ各要素核密度图层的协方

差和标准差的比值即为相关系数ꎬ其取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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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 １ ~ － １ꎮ 相关系数绝对值越大ꎬ则相关

性越强ꎮ 数值为正时呈正相关ꎬ数值为负则

为负相关ꎮ

二、各类生活服务设施空间格局分析

１.生活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沈阳

中心城区的购物、餐饮、医疗保健、休闲娱乐、
便民服务及金融服务 ６ 类生活服务设施 ＰＯＩ
数据进行计算ꎬ各类设施 ＰＯＩ 空间分布如图

１ 所示ꎮ
购物以及餐饮类设施的高密度区域主要

集中于沈阳站片区、沈阳北站 －太原街片区、
中街片区ꎮ 从整体上看ꎬ沈阳三环范围内的

购物及餐饮类设施分布主要集中于一环路

内ꎮ 便民服务类设施的高密度区域集中在地

铁一号线沿线ꎬ呈现出带状分布的特点ꎬ主要

集中于铁西兴顺街 － 兴工街、南市场 － 风雨

坛路以及中街片区ꎮ 其他的密度中心在昆山

路 －北行、东北大学、奥体中心、浑南中路等

区域ꎮ 从整体上看ꎬ一环内生活服务设施密

集程度远大于二环、三环ꎮ 金融服务设施的

高密度区域主要集中在沈阳北站 －金融中心

区域ꎬ以沈阳北站为中心向外环状扩散ꎬ另
外ꎬ以中华路 － 十一纬路为中线形成一条带

状高密度区域ꎮ 医疗保健类设施主要集中于

沈阳市内的各大医院周围ꎬ一环、二环内分布

较为均匀ꎬ二环外分布明显减少ꎮ 休闲娱乐

类设施以中街、太原街、三好街 ３ 个片区最为

集中ꎬ其次为铁西广场、长江街、奥体中心片

区ꎮ 在一环内呈现出多点聚集趋势ꎬ一环外

则相对分散ꎬ形成多个中心ꎮ



２２０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３ 卷

图 １　 各类设施兴趣点空间分布核密度图

　 　 从各类生活服务设施在各个行政区的分

布来看(见图 ２)ꎬ除金融服务设施外ꎬ铁西区

各类服务设施占比均高于其他行政区ꎮ 其次

为沈河区ꎬ金融服务类设施占比远高于其他

区域ꎮ 大东区、和平区、皇姑区及于洪区则在

各类设施占比上相差不多ꎬ只有浑南区在各

类设施数量对比中均低于其他区域ꎮ 这是由

于沈阳市跨河发展较晚ꎬ浑南区发展时间较

短ꎬ仍有大面积待开发用地存在ꎮ

图 ２　 各类设施行政区级分布占比

２.生活服务设施分布热点与相关性分析

利用 Ｇｅｔｉｓ － Ｏｒｄ Ｇｉ∗指数能够定量计

算 ＰＯＩ 分布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特性ꎬ判断出

各类公共设施空间分布的热点地区ꎮ 其中计

算得出的 Ｇｉ∗值即为统计学意义上的 ｚ 得

分ꎬ一般选取显著性检验水平为 ５％ ꎬ通过得

出 ｚ 得分的绝对值判断相关性大小ꎬ绝对值

越大ꎬ则表明二者之间相关性越大ꎬ反之亦

然ꎮ 当 ｚ 值为正时ꎬ二者间存在正相关ꎻ当 ｚ
值为负时ꎬ二者间存在负相关ꎮ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的热点分析(Ｇｅｔｉｓ － Ｏｒｄ Ｇｉ∗)工具分

别对 ６ 类生活服务设施点进行分析ꎬ得到的

热点区域如图 ３ 所示ꎮ
各类设施兴趣点分布的热点区域ꎬ即可

视为各类市民活动最为频繁的空间ꎬ同时也

是城市生活的重要节点ꎮ 沈阳城区内购物餐

饮、便民服务与休闲娱乐 ３ 类设施热点区域

分布较为一致ꎬ大部分区域集聚在传统的城

市商圈附近ꎬ包括铁西广场、太原街、长江街、
中街、三好街等区域ꎬ呈现向外辐射的态势ꎬ
由点向面拓展ꎮ 这表明购物餐饮、便民服务、
休闲娱乐设施的分布相关性较强ꎬ在城市发

展过程中ꎬ３ 类设施的功能相互依存ꎮ 其中ꎬ
购物餐饮类设施的分布最为广泛ꎬ形成了连

片的热点区域带ꎬ其他两类设施则尚未形成

热点连片区ꎬ在一环、二环区域以点状聚集ꎮ
金融服务类设施的热点区域则主要集中于沈

阳北站片区和三好街片区ꎬ与其他设施分布

的热点区域相比ꎬ金融服务类设施的热点区

域覆盖面积较小ꎬ核心也相对单一ꎬ而在热点

区域外部的多数位置金融服务设施的分布较

为均匀ꎬ未产生大面积集聚ꎮ 商务办公类设

施的热点区域分布最为广泛ꎬ在一环中心区

域呈现十字交叉的空间格局ꎬ东西向主要沿

地铁二号线延伸ꎬ南北向沿“金廊”商圈扩

展ꎬ有向浑南延伸的趋势ꎬ能够覆盖一环、二
环内大部分区域以及奥体中心附近ꎮ 医疗

保健类设施主要在市内的大型综合医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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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类设施兴趣点分布的热点区域

集聚ꎬ热点呈现多极分布的空间格局ꎮ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的波段集统计工具对

归一化的各类设施核密度图像进行相关性分

析ꎬ得到餐饮购物、休闲娱乐、商务办公、医疗

保健、金融服务、便民服务各设施兴趣点之间

的相关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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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各类设施分布的相关性矩阵可以看

出ꎬ沈阳城区各类公共设施整体的相关性水

平很高ꎬ特别是餐饮购物设施与便民服务设

施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０. ９２９ ３０ꎮ 休闲娱

乐设施与便民服务设施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８７１ ６７ꎬ商务办公设施与金融服务设施之

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７２４ ０７ꎬ医疗保健设施与

便民服务设施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８７６ ４６ꎮ
由此可见: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便民服务设

施类偏重于生活服务的设施之间的相关系数

均大于 ０. ８ꎬ属于强相关ꎻ而金融服务、商业办

公设施类偏重于工作生产的服务设施之间的

相关系数则在 ０. ５ ~ ０. ８ꎬ属于中相关ꎮ 这说

明城市的各类公共设施的混合程度整体较高ꎬ
但各类服务设施的功能之间的布局相互影响ꎮ
一般来说ꎬ设施点密集程度越高ꎬ其空间相关

性越强ꎬ城市整体的生活便利程度越高ꎮ
３.城区设施完善度综合评价

根据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生活便利度的

重要性排序ꎬ以购物餐饮服务、医疗保健配

备、休闲娱乐设施、商务办公条件、金融服务

设施、便民服务设施的核密度指数作为城区

公共设施完善程度的评价指标ꎮ 根据已有的

相关文献确定各因子的权重[４](见表 ２)ꎮ
表 ２　 各类因子权重

评价因子 餐饮购物 医疗保健 便民服务 金融服务 休闲娱乐 商务办公

因子权重 ０. ３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０ ０. ２０ ０. ０５

　 　 首先ꎬ为消除各个评价因子因 ＰＯＩ 数量

不同而产生的数值差异ꎬ对各单因子核密度

值进行归一化处理ꎬ 消除量纲ꎮ 再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的重分类功能对各因子的数值等级

进行重新划分ꎬ分为 ５ 个等级ꎬ最后通过叠加

分析工具将各类设施的归一化核密度图层按

权重进行叠加ꎮ 研究结果按照自然间断法划

分为 ５ 个等级ꎬ得分由低到高依次为不完善、
一般完善、完善、很完善及非常完善(见图 ４)ꎮ

城区内公共设施特别完善的区域主要有

铁西广场区域、沈阳站 －太原街片区、中街片

区以及三好街区域ꎬ位置集中于一环、二环内

部ꎬ呈现出多点聚集向外圈层式辐射的形态ꎮ
从城区结构来看ꎬ公共设施较为完善的区域

东西方向沿地铁二号线分布ꎬ南北方向则顺

应“金廊”走势由黄河北大街延伸至奥体中

心ꎬ两条轴线形成“十字形”公共设施带ꎮ
整体来看ꎬ公共服务的完善等级由一环、

二环、三环依次减弱ꎮ 一环内集中了多数公

共服务核心ꎬ形成了较大面积的集聚区域ꎬ配

图 ４　 沈阳三环内生活设施空间配套完善程度评价

套完善程度较高ꎮ 二环虽然没有一环内设施

完善程度高ꎬ但整体的水平不低ꎬ呈现出多点

分布的态势ꎮ 而三环由于开发程度与人口聚

集程度整体较低ꎬ所以并未形成大面积的公

共服务设施特别完善的区域ꎬ只在奥体中心、
浑南中路、长白岛、于洪广场、北陵公园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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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口聚集程度相对较高的区域分布ꎬ形成

点状中心区域ꎮ
将三环内各行政区生活设施空间配套完

善程度进行统计(见图 ５)ꎬ得到各行政区设

施完善综合评分排序依次为铁西区、和平区、
沈河区、皇姑区、大东区、于洪区、浑南区ꎮ 从

数值分布上看ꎬ铁西、和平、沈河 ３ 区生活服

务设施较为完善ꎬ而于洪区与浑南区则仍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图 ５　 各行政区生活空间配套完善程度

三、结　 论

基于沈阳市区的 ＰＯＩ 数据信息ꎬ对城市

生活服务相关设施 ＰＯＩ 数据进行梳理和校

正ꎮ 在 Ｇ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中对各类生活服务设施进行核密度分析ꎬ并
通过 Ｇｅｔｉｓ － Ｏｒｄ Ｇｉ∗指数法识别市区内各

类服务设施的热点聚集地区ꎮ 最后对沈阳市

区整体的城市生活服务设施分布完善程度进

行评价和分析研究ꎬ得到如下结论:
(１)根据核密度估计法提取的各类生活

服务设施密度与其所在城市开发、发展水平

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ꎮ 城区间各类服务

设施的核密度与其距城市中心的距离呈显著

负相关ꎬ即随着其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

不断弱化ꎬ空间上表现为以中心圈层为核心

逐渐向外扩散的形式ꎬ与客观事实相符ꎮ
(２)以 ５００ ｍ 网格为统计单元ꎬ对各类

设施密度进行热点分析聚类模式计算ꎬ结果

发现ꎬ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铁西区、和平区与

沈河区ꎮ 其中ꎬ铁西广场区域、太原街、中街

和三好街区域成为生活服务设施最为完善的

区域ꎮ 热点分析结果表明ꎬ沈阳市由多核心

公共服务中心向公共服务设施带演化的空间

格局基本形成ꎮ
(３)沈阳中心城区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区

域ꎬ也是城市传统生活服务功能的聚集区ꎬ在
人口分布、交通可达性、人文环境等方面利于

生活服务设施的集聚ꎮ 通过对各类生活服务

设施核密度的加权叠加ꎬ得到各类生活设施

空间配套完善程度评价ꎬ可以看出各类服务

设施完备程度排序依次为铁西区 > 和平区 >
沈河区 > 皇姑区 > 大东区 > 于洪区 > 浑南

区ꎮ 目前ꎬ沈阳市的生活服务设施依旧集中

于老城区内ꎬ这里集中了大部分的传统商业

街区、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资源ꎬ生活便利

程度远高于城市外围ꎮ 这也反映出公共服务

设施分布的不均衡ꎬ从各类设施 ＰＯＩ 分布的

热点区域分析中可以看出各类设施的热点聚

集区都集中在一环内ꎬ次一级的聚集区围绕

着中心区向二环扩散ꎬ而外围城区则主要依

托于地铁站、车站等大型交通枢纽区域ꎬ聚集

规模偏小ꎬ未能形成连片的服务中心ꎬ大量的

居住功能组团未能形成日常生活服务核心ꎬ城
市居民的生活便利度也相应下降ꎮ

总体来看ꎬ沈阳市各类生活服务设施均

集中于城市老城区范围内ꎬ由多个不同核心

向外辐射ꎻ餐饮购物类和休闲娱乐类热点区

域分布最广ꎬ但城市新区未能形成密度较高

的公共服务聚集中心ꎮ 研究区内各类设施的

空间相关性非常高ꎬ相互融合度高ꎬ配套情况

较为完善ꎮ
基于 ＰＯＩ 数据的城市生活服务配套设

施的分析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辅助未来城市

发展规划的编制ꎬ为城市功能区划、公共设施

选址等提供依据ꎬ对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完善

城市服务功能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ꎮ 本研究

的不足体现在仅以生活服务设施兴趣点一个

截面数据分析城市内部公共设施的聚集情

况ꎬ未能结合更多、更全面的数据ꎬ如人口分

布、交通条件、设施规模大小等信息ꎮ 在未来

的 ＰＯＩ 数据应用中ꎬ多源数据的融合将是研

究的重要方向ꎬ如何利用 ＰＯＩ 数据探讨城市

公共设施空间集聚模式与时空演变等问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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