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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文摘要首页用纸 

毕业论文题目：   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对                   

                 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                       

  土地资源管理  专业  2020  级硕士生姓名：      徐菲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钟太洋 教授               

摘 要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相关企业的积极参与下，中国的新零售行业迅速增长，

并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之一。新零售模式与生鲜零售行业的结合催生了生

鲜新零售这种新的食品购买方式，对居民的食物消费行为和习惯产生了重要影

响。近年来，中国居民家庭膳食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追求数量转变为

追求高质量、健康、营养和口感的食品。在此背景下，探究生鲜新零售网点的

空间分布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南京市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 POI 兴趣点数据，分析了盒马鲜

生、叮咚买菜和苏果超市三类代表性生鲜新零售网点品牌空间分布对城市居民

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呈现出

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分布结构。主要聚集在建邺、鼓楼、玄武和秦淮等城区，

其他行政区网点分布较稀疏。受历史商业发展和人口聚集的影响，密度高的区

域主要位于长江以南。总体而言，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沿着长江两岸南北向

垂直发展。盒马鲜生、叮咚买菜和苏果超市的网点集聚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苏

果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在与居民小区的分布关系方面，生鲜新零售的分

布与南京市小区密度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反映出居民小区位置是生鲜新零售网

点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其次，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对丰富家庭膳食多样

性具有积极作用。相比不使用新零售购买的家庭，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的

家庭膳食多样性较高。经历过临时封控管理措施的家庭更有可能使用生鲜新零

售购买食物。生鲜新零售线上下单后线下配送到家的购买模式在日常生活中为

消费者提供便利的服务，有助于丰富家庭的食物消费多样性。最后，不同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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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新零售网点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贡献大于网点数量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

响。本文还探索性分析了家庭膳食多样性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不同

家庭的膳食多样性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正自相关关系。 

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总体上呈现出

由中心向四周递减式分布的“向心圈层”结构特征，但不同品牌类型的生鲜新零

售网点在空间上同时表现出共同性和异质性分布特征。第二，社区中生鲜新零

售网点分布对丰富居民家庭膳食多样性具有积极作用，且在食物应急情形下的

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其内在逻辑遵循“是否有——是否用——是否丰富膳食多样

性”的传导链条。第三，不同品类生鲜新零售提供的产品具有差异化特征，组合

搭配更利于丰富膳食多样性。第四，不同家庭的膳食多样性水平在空间上具有

一定的空间依赖性。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生鲜新零售网点在城市中的分布提出以下政策建

议：第一，建议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进行商业用地规划时，综合考虑社

区中网点分布的均等性和社区居民与零售网点之间的物理可及性。特别的，加

入新零售线上服务区范围的考虑。第二，建议新零售相关企业在进行商业零售

网点选址时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商业环境分析，充分发挥不同品类生鲜新零

售网点组合搭配对膳食多样性促进作用的综合效应。第三，建议政府有关部门

实施配套政策，采取多种形式的激励手段鼓励、支持、引导生鲜新零售行业发

展，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另一方面，联合社区等对城市居民加大宣传力度，

促进居民对生鲜新零售的了解与使用。 

 

关键词：新零售；空间分布；城市住户；家庭膳食多样性；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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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英文摘要首页用纸 

THESIS：The Impact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for “New Retail” Fresh 

Food Outlets on Household Dietary Diversity  

SPECIALIZATION: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POSTGRADUATE:  Xu Fei 

MENTOR:                  Professor Zhong Taiyang 

Abstract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relevant 

enterprises, China’s new retail industry has grown rapidly and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retail markets in the worl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new retail model and the 

fresh retail industry has given birth to a new way of purchasing fresh food, which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residents' food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habits. In recent 

years, the dietary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Chinese residents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the pursuit of quantity to the pursuit of high-quality, healthy, 

nutritious and tasty food. In this contex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resh retail outlets on family dietary diversity. 

Taking Nanjing as an example,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and POI point 

of interest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br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new fresh retail outlets, Hema Xiansheng, Dingdong Maicai and Suguo 

Supermarket, on the dietary diversity of urban residents. Influ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new fresh retail outlets in Nanjing present a distribution 

structure that decreases from the center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They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urban areas such as Jianye, Gulou, Xuanwu and Qinhuai,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outlets in other administrative areas is relatively sparse. Affected by 

historical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reas with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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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are mainly located east of the Yangtze River. Generally speaking, the new 

retail outlets of fresh food in Nanjing develop vertically along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along the bank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outlet concentration of Hema 

Xiansheng, Dingdong Maicai and Suguo Supermarket in descending order is Suguo 

Supermarket > Hema Xiansheng > Dingdong Maicai. In terms of the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with residential quarters, the distribution of new fresh retail outlets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trend of residential quarters in 

Nanjing, reflecting that the location of residential quarters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the location of new fresh retail outlets. Second, using new fresh 

retail to buy foo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nriching family dietary diversity. 

Compared with households that do not use new retail to purchase, households that use 

new retail to buy fresh food have higher dietary diversity. Families who have 

experienced temporary lockdown management measure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new 

fresh retail to buy food. The purchase mode of fresh retail online ordering and offline 

delivery provides consumers with convenient services in daily life and helps enrich 

the diversity of food consumption in families. Finally, th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fresh retail outlets to household dietary diversity is greater than the 

impact of the number of outlets on household dietary diversity. This paper also 

exploratoryly analyzed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level of family dietary 

diversity,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etary diversity of different families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utocorrelation in space. 

This paper mainly draw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First, the new fresh 

retail outlets in Nanjing generally present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entripetal circle’ that is distributed from the center to the surroundings, but the new 

fresh retail outlets of different brand types are different in space. It shows both 

common and heterogeneou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Second, the distribution of 

new fresh retail outlets in the commun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nriching the dietary 

diversity of residents’ families, and its role in safeguarding food emergencies is more 

prominent. Diversity" conduction chain. Third, the products provided by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fresh retail products have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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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and matching are more conducive to enriching dietary diversity. Fourth, 

the level of dietary diversity in different households has a certain spatial dependence 

on space.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new fresh retail outlets in 

cities: First, it is suggested that urban planners and policy maker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equality and distribution of outlets in the community 

when planning commercial land use. Physical accessibility between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retail outlets. In particular, consider the scope of the new retail online 

service area. Secon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new retail-related companies do a good 

job of market research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alysis when selecting locations for 

commercial retail outle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new retail outlet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n promoting dietary 

diversity. Thir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mplement 

supporting policies, adopt various forms of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support,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fresh retail industry, and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market play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ted Community and others have stepped up 

publicity efforts for urban residents to promote residents’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new fresh retail. 

 

Key words: New Retail; spatial distribution; urban households; household dietary 

diversity; Nanjing city  



                                                       2023 年硕士学位论文                                                        

VI 
 

目 录 

摘 要 ................................................................................................................................................. I 

Abstract ........................................................................................................................................... III 

图目录 ......................................................................................................................................... VIII 

表目录 ............................................................................................................................................ IX 

第 1 章 绪论 ...................................................................................................................................... 1 

1.1 研究背景 ............................................................................................................................. 1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2 

1.2.1 研究目的 .................................................................................................................. 2 

1.2.2 研究意义 .................................................................................................................. 3 

1.3 研究内容 ............................................................................................................................. 3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4 

1.4.1 研究方法 .................................................................................................................. 4 

1.4.2 技术路线 .................................................................................................................. 5 

1.5 章节组织安排 ..................................................................................................................... 7 

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进展 .............................................................................................. 8 

2.1 相关概念内涵 ..................................................................................................................... 8 

2.1.1 新零售 ...................................................................................................................... 8 

2.1.2 生鲜新零售与生鲜新零售网点 ............................................................................ 10 

2.1.3 家庭膳食多样性 .................................................................................................... 11 

2.2 理论基础 ........................................................................................................................... 13 

2.2.1 中心地系统理论 .................................................................................................... 13 

2.2.2 区域发展理论 ........................................................................................................ 13 

2.2.3 环境供给理论 ........................................................................................................ 14 

2.3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述评 ................................................................................................... 15 

2.3.1 膳食多样性研究 .................................................................................................... 15 

2.3.2 商业零售网点空间分布研究 ................................................................................ 18 

2.3.3 综合述评 ................................................................................................................ 19 

第 3 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21 

3.1 研究区概况 ....................................................................................................................... 21 

3.1.1 南京市自然与社会经济概况 ................................................................................ 21 

3.1.2 南京市新零售产业发展情况 ................................................................................ 22 

3.1.3 南京市居民食物消费情况 .................................................................................... 26 

3.2 研究范围和对象说明 ....................................................................................................... 29 

3.2.1 研究范围说明 ........................................................................................................ 29 



                                                       2023 年硕士学位论文                                                        

VII 
 

3.2.2 研究对象说明 ........................................................................................................ 29 

3.3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 30 

3.3.1 统计数据 ................................................................................................................ 30 

3.3.2 问卷调查数据 ........................................................................................................ 30 

3.3.3 空间属性数据 ........................................................................................................ 32 

第 4 章 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分析 ............................................................................ 35 

4.1 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格局定性分析 ............................................................................... 35 

4.1.1 生鲜新零售网点总体空间格局 ............................................................................ 35 

4.1.2 不同类型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格局 .................................................................... 37 

4.1.3 生鲜新零售网点与社区的关系 ............................................................................ 39 

4.2 生鲜新零售网点集聚特征定量分析 ............................................................................... 41 

第 5 章 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实证分析 ........................ 43 

5.1 变量选择 ........................................................................................................................... 43 

5.2 模型构建 ........................................................................................................................... 47 

5.2.1 泊松回归模型 ........................................................................................................ 47 

5.2.2 空间误差模型 ........................................................................................................ 48 

5.3 变量描述性统计 ............................................................................................................... 49 

5.4 模型估计结果 ................................................................................................................... 51 

5.4.1 泊松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 51 

5.4.2 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 ........................................................................................ 53 

5.5 稳健性检验 ....................................................................................................................... 56 

5.5.1 模型替换法 ............................................................................................................ 56 

5.5.2 改变样本容量法 .................................................................................................... 57 

5.6 结果讨论 ........................................................................................................................... 58 

5.6.1 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对家庭膳食多样性促进作用的讨论 ................................ 58 

5.6.2 家庭膳食多样性空间依赖性探索性讨论 ............................................................ 64 

第 6 章 结论与展望 ........................................................................................................................ 66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6 

6.2 政策启示 ........................................................................................................................... 69 

6.3 不足与展望 ....................................................................................................................... 70 

参考文献......................................................................................................................................... 72 

致 谢 ............................................................................................................................................... 84 

攻读硕士期间主要科研情况 ......................................................................................................... 86 

 

  



                                                       2023 年硕士学位论文                                                        

VIII 
 

图目录 

图 1-1 技术路线图 ........................................................................................................ 6 

图 2-1 生鲜新零售及其分类 ...................................................................................... 11 

图 3-1 南京市行政区划图 .......................................................................................... 21 

图 3-2 2021 年我国主要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23 

图 3-3 2021 年全国、江苏省与我国主要城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23 

图 3-4 2005 年—2021 年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24 

图 3-5 生鲜新零售网点一般运作流程 ...................................................................... 26 

图 3-6 2013—2022 年南京市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27 

图 3-7 2021 年南京市全体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上一年为 100） ...................... 27 

图 3-8 江苏省 2021 年主要食物人均消费量 ............................................................ 28 

图 4-1 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核密度值 .................................................................. 36 

图 4-2 不同品牌生鲜新零售网点核密度值与标准差椭圆结果 .............................. 38 

图 4-3 不同品牌生鲜新零售网点与南京市居民小区核密度结果 .......................... 40 

 

 

 

 

 

 

 

  



                                                       2023 年硕士学位论文                                                        

IX 
 

表目录 

表 2-1 新零售与传统零售区别比较 ............................................................................ 9 

表 2-2 部分学者对新零售的定义 .............................................................................. 10 

表 2-3 两种家庭膳食多样性指标测算方法对比 ...................................................... 12 

表 3-1 南京市行政区划与土地面积情况 .................................................................. 22 

表 3-2 南京市主要生鲜新零售概况一览 .................................................................. 25 

表 3-3 拟抽样单元及样本量 ...................................................................................... 30 

表 3-4 南京市生鲜新零售品牌典型案例 .................................................................. 34 

表 4-1 南京市各类生鲜新零售网点平均最近邻结果 .............................................. 42 

表 5-1 家庭膳食多样性得分（HDDS）指标测算方法 ........................................... 43 

表 5-2 各变量定义及说明 .......................................................................................... 46 

表 5-3 因变量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频率分布表 ...................................................... 48 

表 5-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50 

表 5-5 泊松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 52 

表 5-6 家庭膳食多样性得分（HDDS）的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 ....................... 53 

表 5-7 样本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检验 .......................................................................... 54 

表 5-8 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 .................................................................................. 55 

表 5-9 多元有序逻辑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 57 

表 5-10 扩充样本容量的泊松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 57 

表 5-11 不同类型家庭的膳食多样性情况 ................................................................ 58 

表 5-12 是否使用生鲜新零售的不同家庭膳食多样性情况 .................................... 59 

表 5-13 是否使用新零售自提方式的不同家庭膳食多样性情况 ............................ 60 

表 5-14 是否使用新零售配送方式的不同家庭膳食多样性情况 ............................ 61 

表 5-15 经历封控措施家庭是否使用生鲜新零售情况 ............................................ 62 

表 5-16 经历住所封控管理家庭的膳食多样性情况 ................................................ 63 

 

 

  



                           2023 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1 章 绪论 

1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我国新零售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相关企业的积极参与下，我国新零售行

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截至 2021 年，我国已连续 8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

零售市场[1]。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国办

发〔2016〕78 号）[2]明确指出“在新的消费理念下，新的零售时代下，新的生

态系统中，实体零售企业应当创新转型。”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新零售市场

规模达到 1.8 万亿元人民币。有市场分析预测，未来几年新零售将保持年复合

增长率超过 100%的速度高速增长[3]，显示出中国新零售行业的巨大潜力和活力。 

新零售行业的迅速发展是技术创新、电子商务、消费者需求升级等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技术创新在中国新零售行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不断提升了零售业务的效率和用户

体验。智能货架、无人商店、人脸识别支付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零售

模式，加速了新零售行业的转型升级。电子商务是中国新零售行业的重要推动

力量，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支付手段的便利化进一步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快速发

展。同时，线上平台和线下实体门店的融合也成为中国新零售行业的重要趋势，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便捷、多样化的购物选择。消费者需求的升级也推动了中国

新零售行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消费者对商

品品质、服务质量和购物体验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更

加注重个性化、健康和绿色环保[4]。新零售行业通过个性化定制、精准营销和

高品质服务等手段，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2）居民家庭膳食消费重点从关注数量转向兼顾数量与质量 

中国居民家庭膳食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过去，人们更加注重饭菜

的数量，以填饱肚子为主要目标。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

变，居民家庭膳食消费逐渐从简单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健康、营养和口感的高

质量食品。近年来高质量食品的销售额逐年增长，表明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关

注度提高。居民家庭膳食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消费者对于新鲜、有机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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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人们更倾向于购买高品质的农产品和进口食品，以满

足对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需求。综上所述，中国居民家庭膳食消费重点从关注数

量转向兼顾数量与质量。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营养和口感的要求日益提高，间

接对高品质食品市场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新冠疫情对全球食物供应和消费体系造成的强烈负面冲击尚未恢复 

自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全球食物系统造成了巨大破坏[5]。

为了控制疫情，许多国家实施了居家和限制流动等措施。这些措施一方面有效

缓解了新冠肺炎的传播，但另一方面，食物供应链中断和大规模失业对全球食

物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新冠肺炎危机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进展，

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2——“零饥饿”目标。新冠疫情大大增加了世界上饥饿

人口的数量。2020 年，世界上有 7.2 亿至 8.11 亿人面临饥饿，与 2019 年相比增

加了 1.61 亿。2020 年有 23.7 亿人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6]。此外，这一流行病导

致了多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的发生。在 2014 年至 2019 年几乎保持不变后，营养

不良发生率（Prevalence of Undernourishment，PoU）在 2019 年至 2020 年间从

8.4%上升到 9.9%左右[7]，这与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衰退和冲突密切相关。虽然

目前随着新冠疫情严峻形势发生变化，世界各国都调整和放宽了疫情防控政策，

但新冠疫情对全球食物系统的负面影响却难以随疫情形势变化而快速得到缓解

[8]，疫情对全球食物系统的负面影响具有较大的时间滞后性。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数字化技术创新和冷链、物流等相关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使得食品购买渠道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线下实体店或传统电子商务，新零售商业模式的出现与发展

使食品购买方式逐渐多元化。新零售商业模式对于企业而言，有利于企业创新

商业模式，升级产业链供应链，依托互联网技术降低运营成本。对居民而言，

新零售购买方式改变了以往的食物消费习惯，极大的节约了食品购买时间成本。

在新冠疫情封控管理期间，新零售在保障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中扮演着极

其重要的角色。在居民膳食多样化需求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迅速发展壮大的“线上配送+线下自提”生鲜新零售模式并未随着疫情向平稳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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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消失，而是作为一种新型食品购买方式保留下来，继续对人们的食物选择与

消费行为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因此，有理由相信新零售对于家庭食物保障具

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例如新冠疫情等突发的食物应急情境下，有时甚至起决

定性作用。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以南京为案例地，探究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空间

分布对城市居民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基于此目的，本文提出了两个主要的

研究问题：一是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现状是什么？是否存在某种

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二是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分布对南京市家庭的膳食多样性

是否有影响？具体影响是什么？ 

1.2.2 研究意义 

生鲜食物是人们赖以生存和保障身体健康的生活必需品。相比于其他品类

的生活物资，生鲜食物具有需求大、频率高、需求稳定的特征，这种特征使生

鲜新零售和居民的联系更加紧密。使用新零售方式购买食物在突发的食物应急

情形中对于居民家庭食物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生鲜新零售网点线上配送服务有一定的区域范围，网点和配送服务

范围覆盖不到的区域无法使用新零售模式提供的食品配送到家服务，可能会对

家庭膳食质量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新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

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进行研究。 

该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研究意义。理论意义方面，探究生鲜新

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模式有助于验证传统的城市零售网点分布理论是否适用于

新零售这一具有自身特殊性的新型零售网点，为商业网点分布研究相关理论的

发展与完善提供实证研究案例。实践意义方面，通过探究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

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鼓励、支持、引导和规范我国

新零售行业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为城市规划者在考虑商业网点的规

划分布时提供参考；对相关企业进行新零售网点选址提供思路借鉴；为城市居

民扩展食品获取渠道提供选择，以期更好的提升家庭膳食消费质量。 

1.3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关注城市中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以及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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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首先，对南京市代表性的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

分布特征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生鲜零售网点在社区中

的分布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具体可以分为三方面的研究内容。 

（1）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 

本研究在全面分析南京市生鲜新零售行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品牌类型、

运营模式、企业特征等方面综合考虑，选定了三类具有代表性的生鲜新零售网

点品牌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选定的三类代表性新零售网点，分别利用核密度分

析法、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叠加分析法和平均最近邻法四种地理学研究中常见

的点要素分析方法对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2）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对城市居民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 

通过家庭食物保障情况调查获取了南京市城市居民家庭的食物消费情况数

据。基于问卷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采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家庭膳食多样性评

分指标测度了南京市城市居民的家庭膳食多样性。然后基于测算得到的数据，

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社区中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分布情况对家庭膳食多样

性的影响。 

（3）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和家庭膳食多样性的空间依赖性 

本研究还探索性的分析了生鲜新零售网点与家庭膳食多样性在空间上的依

赖性。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别建立广义“相邻”空间权重矩阵和地理反

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探索性分析了住户间的家庭膳食多样性在空间上的相关性，

并对呈现该特征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4.1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一种学术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旨在通过系统地收集、整理、

评估和综合已有的相关文献，梳理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从而整体把握研究问

题、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演变，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9]。本研究

涉及经济地理学、商业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多个领域。通过梳理国内外商业

零售网点与居民膳食多样性相关研究资料，总结当前商业网点空间分布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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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多样性影响因素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分析方法和研究尺度，尝试找出目

前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的内容。 

（2）问卷调查法 

调查研究法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一手数据描述人群、组织或社会现象的

研究方法[10]。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实地调查获取的一手数据资料。

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方法，实地考察南京市代表性生鲜零售网点，采用电

子调查问卷入户调查，了解南京市城市住户家庭膳食消费情况，收集住户微观

尺度的一手数据。 

（3）案例研究法 

本研究以南京市为例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对多个因素综合考虑，选择了南

京市三类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生鲜新零售网点作为网点空间分布的研究对象，

探究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特征和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对南京市居民家庭膳

食多样性的影响。 

（4）空间分析法 

空间分析法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地理学、城市规划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它通

过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和统计分析等工具，对地理数据进行收

集、整理和分析，揭示地理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变化和相互作用[11]。本研究

采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叠加分析、平均最近邻分析等地理学常用的空

间分析方法对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5）计量模型法 

本文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定量分析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对家庭膳食多样性

的影响。针对生鲜新零售网点在社区中是否分布、网点的种类数和数量三类不

同的解释变量分别构建泊松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4.2 技术路线 

围绕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设计了如下技术路线图（图 1-1）。首先，

使用文献研究法进行理论分析。具体包括对新零售、家庭膳食多样性等概念进

行内涵界定，分析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以及对国内外既有研究进行系统

梳理与研究现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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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研究问题展开实证研究。使用空间分析法探究南京市生鲜新零售

网点的空间分布情况。数据获取方面借助百度地图、高德地图 API 服务接口获

取南京市代表性生鲜新零售网点和南京住宅小区的经纬度座位。基于获取的

POI 数据对新零售网点进行空间分析，具体包括使用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法

定性识别网点的空间格局，使用叠加分析法探究新零售网点与南京市住宅小区

的分布关系，使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法研究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空间集聚特征。使

用调查研究法开展“南京市家庭食物保障情况”住户调查。问卷调查整体包括问

卷内容设计、抽样方案设计和开展入户调查三个方面。基于问卷调查获取的一

手数据进行住户家庭膳食多样性和其他因素的统计分析。在空间分析和问卷调

查的基础上，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对家庭膳食

多样性的影响，具体包括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选择和模型

设定两方面。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两种空间权重矩阵进一步对网点分

布和家庭膳食多样性的空间依赖性进行探索性分析。 

最后，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主要结论和政策

启示。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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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章节组织安排 

根据上述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全文章节安排包括以下六个部

分。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阐述本文的主要

研究内容、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进展。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与解释，阐述

与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梳理和分析国内外研究进展，并从中提出可能存在的

研究空白，总结现有研究对本研究的启示。 

第三章为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介绍南京市区位概况、新零售产业发展

情况、居民食物消费状况，说明本研究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阐述数据获取

方法和预处理方式。 

第四章为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分析。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分

别展开，分析新零售网点总体空间格局、不同类型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格局、

生鲜零售网点与南京市小区的关系以及生鲜新零售网点的集聚特征。 

第五章为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实证分

析。选择变量、设定模型进行模型构建，对模型变量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事

前模型适用性检验，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并采用模型替换法和改变样本

量容量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第六章为结论与展望。在结果与讨论的基础上总结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

根据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启示，分析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展

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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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进展 

2.1 相关概念内涵 

2.1.1 新零售 

“新零售”这一概念由商业零售界发展而来的，其内涵的产生与中国零售业

态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是商业零售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结果。按照消费场

所和支持技术的不同，我国的商业零售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百货

时期、超市时期、电商时期和新零售时期[12]：（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

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以百货商场为主的零售行业开始起步。尽

管消费需求趋于多元化，但受限于成本高、供应链长等原因，商品品种依旧较

为单一，难以满足消费者日常所需。（2）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加。商品种类多、价格适合、服务更好的类超级市场业态开始兴起。以连

锁为销售模式的超市，可为附近居民提供服务体验更优、价格更低的商品，满

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3）中国加入 WTO 后，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率提高，

消费者对商品价格、质量和购买路径等产生新诉求。供应链的完善、支付手段

的便捷化等为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电商模式的兴起改变了原

有分销体系，降低分销成本的同时，提高了零售规模。（4）随着居民消费需求

更加多元，零售行业进入新零售时期。线上线下融合、注重消费者诉求、数据

驱动业务增长等逐渐成为了零售行业的新特征。在零售商供给、消费者需求、

新技术更新、相关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等多方因素的驱动下，新零售模式得以出

现和发展。 

新零售与传统零售具有多方面的不同之处（表 2-1）。传统零售可以具体细

分为传统的线下零售和传统的电子商务两种类型。在供应链方面，传统零售供

应链条长、中间环节较多，对市场的反应速度较慢。新零售则从设计、生产到

采购各环节实现统一，提升商品供应效率。在消费场所方面，传统零售通过线

下门店为消费者提供直接的购物体验，传统的电子商务则依托互联网平台通过

在线方式提供信息。新零售以线上数字化技术联动线下，兼顾了线上消费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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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和线下实体店消费的体验性。在物流体系方面，传统零售通过面对面的体

验消费使消费者即刻便能获得商品，传统的电子商务借助快递物流系统使消费

者实现跨地区的消费。新零售模式则在传统的物流体系中融入数字化技术，提

高物流体系效率。在商业形态方面，传统零售采用以超市、商场等网点为代表

的中心化卖场模式，传统电子商务采用以线上平台为入口的中心化模式。而新

零售网点则采用去中心化模式，以便更好的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在商品

供应方面，传统零售和传统电子商务均提供大众化的商品与服务，无法精确的

满足不同个体的消费需求。新零售方式提供定制化的商品与服务，更加注重消

费者体验。在消费者商品关系方面，传统零售业与传统电子商务均为“人找货”，

前者中消费者进行实体门店场所寻找需要的商品，后者消费者通过线上平台搜

索需要的商品。而新零售模式则为“货找人”，即新零售企业通过大数据信息主

动寻找潜在的目标客户。 

 

表 2-1 新零售与传统零售区别比较 

不同之处 新零售 传统零售 

传统线下零售 传统电子商务 

供应链 各环节统一 链条长，中间环节多 

消费场所 线上线下联动 线下门店 互联网平台 

物流体系 数字化物流体系 当面交易 快递物流 

商业形态 去中心化 门店中心化卖场 线上平台中心化 

商品供应 定制化 大众化 

消费者-商品关系 货找人 人找货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36 氪研究院《2021 年中国零售 OMO 研究报告》整理得到。 

 

新零售的概念仍然在不断发展和演变中，商业界和学术界尚不存在定型成

熟的定义。各界普遍认为 2016 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首次提出了新零售的

概念，特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形成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新型零售模

式[13]。 

在学术界，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侧重点对此概念进行了界定，因此对

于新零售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表 2-2）。王娟等学者将“新零售”界定为是以信

息技术为依托、以物流为支撑、融合线上线下全渠道、以需求数据指导供给的

零售模式，是对传统零售业供销模式、服务方式的改良与创新[14]。赵树梅等学

者认为“新零售”不仅仅是线上线下联动和物流的简单融合，同时还是融入创新

技术的全渠道产业生产链平台[15]。张英浩等人认为新零售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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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借助互联网的手段改造并赋能传统商业运作模式，通过“线下+线上”的最

佳融合，达到产品价格和便利程度的最优均衡[16]。周永务和李斐认为新零售是

“以消费者为中心，依托互联网和物联网，为消费者提供数字化连接与多维度

体验，通过线上、线下和物流的协调与整合，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

技术，最终实现消费者需求定制化、更好地让利于消费者并提升全社会‘资源

使用效率’的一种零售新业态”[17]。综合以上不同学者的概念界定，本研究将

新零售界定为借助现代数字化技术促进零售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型零售商

业模式。 

 

表 2-2 部分学者对新零售的定义 

学者 年份 新零售定义 

赵树梅, 徐晓红[15] 2017 年 “新零售”不仅仅是线上线下联动和物流的简单融合，

同时还是融入创新技术的全渠道产业生产链平台。 

张英浩，汪明峰[16] 2021 年 新零售模式可以借助互联网的手段改造并赋能传统商

业运作模式，通过“线下+线上”的最佳融合，达到产品

价格和便利程度的最优均衡。 

王娟，丁宣文[14] 2022 年 以信息技术为依托、以物流为支撑、融合线上线下全

渠道、以需求数据指导供给的零售模式，是对传统零

售业供销模式、服务方式的改良与创新。 

周永务,李斐[17] 2022 年 以消费者为中心，依托互联网和物联网，为消费者提

供数字化连接与多维度体验，通过线上、线下和物流

的协调与整合，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最终实现消费者需求定制化、更好地让利于消费

者并提升全社会“资源使用效率”的零售新业态。 

 

2.1.2 生鲜新零售与生鲜新零售网点 

基于以上对新零售概念内涵的分析与界定，本研究对生鲜新零售进行概念

界定。生鲜新零售以生鲜类产品为主要经营对象，例如新鲜水果、蔬菜、禽肉、

蛋奶类。目前常见的生鲜电商、社区团购、即时零售等概念都属于生鲜新零售

这一概念范畴。作为新零售中的主要类型，生鲜新零售在本研究中被定义为：

以生鲜食材为主要销售品类，基于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技术为消费者提供生鲜

类产品和相关服务的新零售模式。 

依据不同经营渠道，可以对生鲜新零售进行进一步细分（图 2-1）。由于生

鲜新零售在融入数字化创新技术的基础上融合了线上和线下渠道，依据这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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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以将生鲜新零售划分为线上渠道——生鲜新零售平台和线下渠道——生

鲜新零售网点。在本研究中，生鲜新零售平台专指通过互联网媒介为消费者提

供在线下单服务的平台，通常以手机应用程序（App）、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

号等形式展现。生鲜新零售网点指向消费者提供生鲜产品的线下渠道。以是否

能够进行消费体验为依据，可以将生鲜新零售网点划分为生鲜新零售门店和生

鲜新零售仓库。生鲜新零售门店指在线下具有一定的场地面积，为消费者提供

多种商品选购服务，使消费者能够进行亲身消费体验的场所，通常以实体门店

为展现形式；生鲜新零售仓库专指具有冷链保鲜设备，暂时储备生鲜产品以供

商家提供配送服务和消费者线上下单后自提的场所。在生鲜新零售仓库中，不

提供商品挑选服务，消费者无法进行消费体验，生鲜新零售仓库更多的是起到

临时储存生鲜产品“储物间”的作用。 

 

 

图 2-1 生鲜新零售及其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总结绘制 

 

2.1.3 家庭膳食多样性 

家庭膳食多样性是指家庭在日常膳食中所摄入食物的种类和多样性程度[18]。

它反映了一个家庭在膳食方面的选择和摄入的食物种类的广泛程度。膳食多样

性是微观尺度下衡量食物保障程度的重要维度。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第

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定义，食物保障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

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

活的膳食需求以及食物偏好”的状态[19]。当前，国内外关于食物保障的研究正逐

步由侧重关注食物摄入数量转向兼顾关注膳食数量、膳食结构以及膳食多样性

和膳食营养均衡等膳食质量方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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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常见的膳食多样性测量指标主要包括两种。一是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WFP）采用的食物消费评分法（Food Consumption Score，FCS），二

是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采用的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Household 

Dietary Diversity Score，HDDS，）[20]。两种指标的测算方法如表 2-3 所示。食

物消费评分法（FCS）将全部食物划分为谷物和块茎类、豆类、蔬菜、水果、

肉和鱼、牛奶、糖、食用油 8 大类，并按照重要性对不同种类的食物赋予不同

权重。其中，谷物和块茎类权重为２；豆类权重为３；蔬菜、水果权重均为１；

肉类、水产品、奶类三类食物权重为４；糖和食用油权重为 0.5。根据家庭过去

７天膳食回顾法，调查受访家庭 7 天内各种食物的消费频次，将各种食物的权

重乘以频次后求和计算出总得分，FCS 总分最大值为 112 分。家庭膳食多样性

评分法（HDDS）依据 FAO 对食物的分类将所有食物划分为谷物，根和块茎，

蔬菜，水果，肉、家禽、内脏，蛋类，鱼和海鲜，豆类、坚果，奶和奶制品，

油、脂肪，糖、蜂蜜以及其他共 12 大类。被调查家庭在过去的 24 小时中每消

费一种食物，就记 1 分，同类食物消费不重复计算分值。因此，该指标的得分

范围在 0 到 12 之间，数值越大表示家庭的食物消费多样性程度越大。 

 

表 2-3 两种家庭膳食多样性指标测算方法对比 

特征 食物消费评分（FCS） 家庭膳食多样性得分（HDDS） 

食物组分类 8 种：谷物和块茎类、豆类、

蔬菜、水果、肉和鱼、牛奶、

糖、食用油 

12 种：根和块茎，蔬菜，水果，

肉、家禽、内脏，蛋类，鱼和海

鲜，豆类、坚果，奶和奶制品，

油、脂肪，糖、蜂蜜 

食物组权重 食物组权重从 0.5——4 不等 每个食物组的权重为 1 

计算方法 每个食物组的消费频次乘以相

应权重后求和 

每消费一种食物类型记 1 分，对消

费的食物组种类求和 

 

食物回顾周期 过去 7 天 过去 24 小时 

评判标准 ＜21: 食物消费不安全型 

21——35: 食物消费边缘型 

＞35: 食物消费安全型 

得分范围为 0——12，分数越高表明

家庭膳食多样性丰富程度越高 

指标来源 联合国世界食物计划署(WFP)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食 

品和营养技术援助(FANTA)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20]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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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中心地系统理论 

中心地系统理论是由德国地理学家 Christaller 于 1933 年提出的，是中心地

理论的核心分支[21]。该理论通过对中心地与其周边地区之间的空间关系和层次

结构进行研究，揭示了中心地分布的规律和中心地在区域经济中的功能。根据

中心地系统理论，中心地是指在特定区域内，具有较高级别的经济和社会功能、

能够提供多种产品和服务、吸引周边人口前来交易和获取资源的场所。中心地

通过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满足周边地区居民的需求，实现资源的集聚和配置。

不同层级的中心地具有不同的功能，从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到高级的特殊产品，

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中心地通常具有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层级地位，因

此在一个中心地系统中，中心地之间的距离和层级关系存在一定的规律。高级

别的中心地较少但覆盖范围较广，低级别的中心地较多但覆盖范围较小。中心

地系统理论对城市和区域规划、商业发展、交通规划等方面的应用具有十分重

要的指导意义。它为解释中心地的形成和分布、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商业

设施的分布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促进经济活动的合理分布和资源优化配置具

有指导意义。 

基于中心地系统理论，生鲜新零售网点可以被视为城市中的中心地。不同

品牌、不同业态的生鲜新零售网点具有不同的配送范围。例如，相较于社区超

市或便利店，大型购物广场通常具有更大的商业辐射范围，其可以提供“线上

下单—线下配送”的服务面积更广。因此在一定的区域范围中，大型生鲜新零

售网点分布较少而社区超市、便利店形式的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更加密集。 

2.2.2 区域发展理论 

区域发展理论是城市中心地理论的一个主要理论分支。该理论研究中心地

与周边地区之间的联系、合作和竞争等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关系，旨在实现区

域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22]。区域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主要涉及中心地的作

用、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政策规划干预四个方面。中心地

的作用方面，区域发展理论认为中心地作为区域经济的核心，承担着集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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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服务和资源的功能。中心地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动和

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心地与周边地区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心

地提供市场、就业和服务等资源，吸引人口和资本流入，同时周边地区提供原

材料、劳动力和产业分工等资源，形成互补和协调的区域经济网络。区域经济

的均衡发展方面，该理论认为通过促进中心地和周边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和合

作，优化资源配置、减少经济差距，能够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基于以上原理内涵，区域发展理论强调区域规划和政策的重要性，认为制

定合理的规划和政策是引导中心地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重要措施。 

针对生鲜新零售网点而言，不同规模等级的网点所支持的配送范围、提供

的食物种类不尽相同。消费者在选择食物购买途径时，如果单个渠道难以满足

居民家庭食物消费需求，可选择组合使用不同的生鲜新零售网点，以最大化丰

富家庭膳食多样性水平。因此，生鲜新零售网点在商品供应和配送范围方面形

成互相补充和协调的机制，共同促进区域中居民家庭的膳食多样性水平。 

2.2.3 环境供给理论 

环境供给理论关注人们如何利用周围环境中的资源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

由经济地理学家哈罗德·霍特（Harold Hotelling）于 1929 年提出[23]。该理论旨

在解释环境对个体行为和选择的影响，特别是资源的供给和利用方面。环境供

给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个体的行为和选择受到周围环境中可用资源的限制和影响，

强调外接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资源的空间分布如何影

响个体的选择和行为。环境供给资源要素包括物质资源（如食物、水源）和非

物质资源（如社交网络、文化设施），这些资源在空间上分布不均，从而影响环

境中人们的行为。 

在家庭膳食消费领域，环境供给理论将商业网点视为提供食物的重要环境

供给点。商业网点的分布、种类和定位可以影响消费者的食物选择和消费习惯，

从而对食物消费多样性产生影响。例如，如果商业零售网点提供的食物种类较

为单一，食物选择有限，可能会限制消费者的多样化膳食选择。相反，如果商

业网点提供多种食物选择，将刺激消费者进行多样化的食物消费。商业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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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和便利性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例如就近性和方便性会影响他们在哪里

购买食物以及购买的频率等。 

2.3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述评 

2.3.1 膳食多样性研究 

国内关于膳食多样性的研究整体来说比较少，现有研究大多为医学学科体

系中，食品营养学领域下的具体分支，且以微观研究尺度为主。从研究角度来

看，主要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类：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膳食多样性对其

他因素的影响研究、膳食多样性评价指标构建与多样性测度研究。 

大多数研究聚焦于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因素分析，讨论经济社会影响、个体

特征等因素对膳食多样性的影响。有研究使用在中国三个省调研的农户数据研

究了收入水平和膳食知识对农户食物消费的影响，认为收入、膳食知识对农村

居民的膳食多样性具有正面影响[24]。黄泽颖、孙君茂等人分析了中国 3 省农民

的农业生产多样性与膳食多样性以及营养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农民

生产多样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膳食多样性[25]。余颖雅、毕洁颖等学者采用膳食

多样性评分（DDS）和食物消费评分（FCS）两个指标测算了中国 3 个省农户

的膳食多样性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认为家里有婴幼儿、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

限、家庭人均年收入、家里养殖牲畜对农户膳食多样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6]。

李晓云和张晓娇则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与农业生产类型和营养的关系，研究表

明农村居民总收入对膳食多样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7]。周莹、谢清心等人使

用农村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江苏省农村家庭的各类食物消

费数量与膳食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受疫情影响，农户总体膳食多样性水

平显著下降[28]。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认为特定居住环境是导致我国不同地区居

民膳食结构不均衡的重要原因[29,30]，提出膳食消费结构因地区饮食习惯等居住

环境差异而在空间上表现出不同的聚类特征。部分研究讨论了食物可获取性对

膳食多样性的影响。例如谢清心、王辉等人使用中国 9 省开展的中国营养与健

康调查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化对于个体膳食多样性和食物可获得性的影响。使

用食物种类和膳食多样性评分 DDS 作为衡量膳食多样性的指标，但在计算 DDS

时同时考虑了各类食物组的摄入量是否达到门槛值。研究结论表明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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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食物可获得性越高，个体的饮食多样性越丰富[31]。王兴稳、樊胜根等学

者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贫困山区道路、季节性饮用水缺乏对贵州省农户营养、

健康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以及农户的收入水平对其膳食

多样性有显著影响。该研究特别指出居住地离集贸市场越近，农户收入越高，

则其膳食多样性水平越高[32]。 

一些研究关注膳食多样性与人体营养健康的相关性。例如，陶畅等使用中

国 5 个省份的截面数据研究了农村学生膳食多样性对其营养状况的影响，研究

表明提高膳食多样性有利于降低农村户籍学生的营养不足率和降低肥胖超重风

险[33]。王睿乾等学者研究了四川省多民族农村地区儿童的膳食多样性以及与儿

童生长发育情况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儿童膳食多样性评分与发育状况呈正相

关关系[34]。丁心悦等人认为膳食模式与儿童营养不足发生风险有关，使用利用

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膳食模式对儿童营养健康问题发生风险的影响，并据

此得出传统类膳食模式会导致营养不足风险增加，西式类和营养均衡类膳食模

式可能会降低儿童营养不足风险的结论[35]。陈燕容等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讨论了青少年膳食种类中钙、奶、奶制品摄入情况与超重肥胖现象的关系，认

为钙、奶及奶制品摄入量与超重肥胖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在不同性别和年龄的

青少年群体中有所差异[36]。 

在膳食多样性评价指标构建与多样性测度方面，现有研究多结合研究主题

与研究地实际情况构建了差异化的评价指标。有研究使用中国多地区面板数据

分析了农村户籍学生的膳食多样性和膳食构成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样本农村学

生的膳食多样性得分（DDS）为（7.39±1.95），处于较高水平[37]。朱珍妮等人

则在以往研究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用于识别微量元素摄入不足的膳食多样

性评价指标 FVS（food variety score），并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调查成年人的膳食

多样性[38]。焦莹莹等人使用 2018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通过计算日

平均膳食营养素摄入量这一指标识别了我国 15 个省的膳食模式，得出 15 个省

的膳食模式可以划分为北方模式、沿海地区模式和南方模式 3 大类的结论[39]。

裘美娟等人则通过计算中国成年人各类食物的平均摄入量，认为依据区域性分

布特征，我国成年居民的膳食模式可以聚类为“长江流域”、“黄河上游”、“南

部沿海”、“北部地区”等八大区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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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膳食多样性的研究体系较为成熟，研究内容涉及膳食多样性与营

养健康的关系、膳食多样性影响因素分析、膳食多样性指标测度等多个方面。 

许多研究探讨了膳食多样性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健

康状况与膳食多样性情况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的作用方向并

不完全一致[41]。一些研究表明，膳食多样性与较低的慢性病风险以及更好的营

养摄入有关[42]。一些研究认为膳食多样性与营养不良和不健康膳食模式之间存

在负相关关系[43]。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儿童膳食多样性评分（DDS）与其营养充

足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44]。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探讨了青少年的饮食质量与心

理健康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饮食质量较高的青少年通常具有更低的心理健康

问题概率[45]。 

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因素分析长久以来一直是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一些研

究关注膳食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包括收入水平、教育

程度、职业、社会地位等。一项美国的研究使用国家饮食调查数据分析了美国

人饮食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不同人群之间存在明显的饮食质量差异，

年龄、性别、种族/民族、收入和教育水平等因素与饮食质量之间存在相关性。

导致这些差异可能的原因包括个人偏好、经济因素、文化影响和饮食知识等因

素的作用[46]。有研究发现，高收入、高教育水平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个体往往具

有更高的膳食多样性[47]。文化和环境因素对膳食多样性的影响也受到广泛关注。

研究表明，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食品供应链和环境可及性等因素都可以影响

个体和群体的膳食多样性水平。例如，地理位置、城市规划和社区设施等环境

因素与膳食多样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48]。 

在膳食多样性的测量与评价方面，国外学者致力于研究和改进膳食多样性

的测量方法。常用的测量工具主要包括食物频率问卷（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FFQ）[49,50]、膳食日志（Dietary Record）[51]、食物多样性得分

（Food Diversity Score，FDS）和膳食多样性评分（Dietary Diversity Score，

DDS）[52]等。近年来，一些研究提出了新的测量方法。有研究讨论了使用传感

器技术测量膳食多样性的可行性，例如通过使用手机和智能手表、健康追踪器

等可穿戴设备监测身体活动水平和能量消耗，结合其他数据（如体重变化、睡

眠质量等）记录个体的膳食多样性和整体的健康状况[53]。另外一些研究提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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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交媒体数据评估膳食多样性，即通过分析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发布的照片、

菜谱等饮食信息来评估个体的膳食多样性[54]。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探索分析了

通过对个体食谱中的食材和配方进行分析，计算膳食多样性指数[55]。基于多种

多样的膳食多样性指标，部分研究进行了膳食多样性测度的实证研究。有学者

使用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数据详细分析了美国不同人群的膳食多样性和各食物组的摄入情况

[56]，研究结论表明美国人的膳食多样性和食物摄入量存在很大的差异。另一项

来自美国的研究使用全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评估了美国人的膳食习惯与联邦

膳食建议之间的一致性。研究发现，大多数美国人的膳食习惯与联邦膳食建议

存在较大差异，膳食摄入普遍存在水果和蔬菜、全谷物和纤维摄入不足、钠和

饱和脂肪摄入过高的问题[57]。 

2.3.2 商业零售网点空间分布研究 

国外关于商业零售网点分布的研究体系较为成熟，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

都已经具有大量研究成果。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长期关注商业零售网点的

选址影响因素，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商业网点分布理论框架。最早的商业区

位论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由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于 1909 年提出[58]，韦伯认为交通成本、劳动力成本、中心地理位置和

商品类型是影响商业企业分布选址的主要因素。1933 年，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

托泰勒（Christaller）提出了中心地理论，对经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9]。中心地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和市场区域。中心

地是指商业或行政中心，通常位于城市或城镇中心。市场区域是指围绕着中心

地的一系列区域，在此区域中的居民或顾客通常会到中心地购买商品和接受服

务。中心地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中心地可以根据其规模、功能和服务范围的不同

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等级；中心地间的距离会受到交通成本、通信成本和地理

因素等条件的限制；随着距离的增加，市场区域的影响力逐渐减弱。1944 年，

德国地理学家廖什对 Christaller 的中心地理论进行了深化和扩展，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城市区位理论，也被称为廖什模型[60]。城市区位论主要关注城市的分布

和区位选择认为，廖什认为城市作为服务和商品的提供中心，其分布和区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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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受到市场需求、区域资源、交通网络和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此外，交通网络

在城市的空间分布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实证研究方面，空间分析方法与地理信息系统工具在商业零售网点分布研

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许多研究者使用 GIS 技术进行空间分析，探索不同商业网

点的空间分布、竞争关系和区域差异[61]。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商业网点分

布对可持续性和社区发展的影响[62]，研究如何通过合理的网点分布来提高交通

效益、减少环境影响，并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国内相关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多采用地理学研究方法对网点分布进行空

间分析。多数研究聚焦于商业零售网点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例如王帅

等学者以广州市华润万家超市、好又多超市为例，分析了不同品牌、不同业态

下连锁超市的空间格局与分布影响因素[63]。甘依霖等人以菜市场为基础，采用

空间计量和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武汉市菜市场体系的形成过程与影响因素[64]。

浩飞龙和王士君运用区位熵分析、空间密度分析、最近邻距离等研究方法探讨

了长春市中心城区大型零售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理[65]。何伟纯

等人运用实地调研数据，探讨开封市零售商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66]。 

近年来随着新零售的出现和迅速发展，这一新的零售网点类型受到了商业

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研究者的关注。汪凡等人对比分析了上海市传统零售与新

零售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同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两者在区位选择因

素上的差异[67]。林玥希和汪明峰基于演化理论视角，对中国新零售的总体分布

格局与区位选择机制展开系统性研究[68]。于悦等人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研究了

这一社区新零售网点在成都市的空间分布、区位选址与影响因素[69]。张英浩等

人以上海市三家咖啡连锁公司门店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统计方法和实地调研

方法分析了三者之间的空间关联特征[70]。 

2.3.3 综合述评 

针对膳食多样性的相关研究，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后可知，

研究角度方面，大多研究聚焦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因素分析，部分研究关注膳食

多样性指标的创新性构建，指标间的对比和评价。膳食多样性对其他事物的影

响分析研究较少。研究方法方面，以定量研究为主，主要使用计量模型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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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定性分析较少。研究尺度方面，国内现有关于膳食多样性的研究多

关注微观尺度。相应的，在研究单元方面多聚焦个体，一些研究关注家庭整体

的膳食多样性。研究区域方面，大多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农村的膳食多样性问题，

对城市的关注不足。研究指标方面，既有研究多采用国际上通用的 DDS 和 FCS

指标，其中以 DDS 居多。部分研究根据自己的研究主题在借鉴相关指标的基础

上进行了创新构建。 

综合国内外商业零售网点分布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现有研究在理论

和实践领域都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研究视角涉及分布理论框架建立、现有

理论验证、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网点选址优化等多个方

面。研究尺度方面，现有研究多采用城市层面的中观尺度，部分学者以国家、

地区层面的宏观尺度开展研究。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以定量分析居多，空

间分析法和 GIS 是常用的分析工具，少部分研究以定性分析为研究方法。虽然

现有商业零售网点分布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以新零售这一新型的商业模式网

点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仍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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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3.1.1 南京市自然与社会经济概况 

南京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东部、江苏省西南部，地理位置介于北纬

31°14′至 32°37′、东经 118°22′至 119°14′之间（图 3-1）。2022 年，南京市地区生

产总值为 16907.85 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2.1%。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分别较上年增长 3.4%、1.7%和 2.2%。截止 2022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949.11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825.80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87.01%[71]。 

 

 

图 3-1 南京市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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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江苏省省会，南京市是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副省级城市，是南京

都市圈核心城市、长三角地区第二大城市，全市总面积 6587.04km2。截止 2021

年末，全市下辖六合、浦口、栖霞、鼓楼、秦淮、玄武、建邺、雨花台、江宁、

溧水、高淳 11 个区，95 个街道办事处，6 个镇人民政府、906 个社区居委会和

325 个村民委员会（表 3-1）。为便于说明，余下全文中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

府、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分别简称为街道、镇、社区和村。 

 

表 3-1 南京市行政区划与土地面积情况 

行政区 
街道办事

处（个） 

社区居民 

委员会（个） 

镇人民政府

（个） 

村民委员会

（个） 

行政区土地面积

（km2） 

全市 95 906 6 325 6587.04 

玄武区 7 59 0 0 75.46 

秦淮区 12 104 0 0 49.11 

建邺区 6 64 0 0 81.75 

鼓楼区 13 120 0 0 54.18 

浦口区 9 93 0 27 910.49 

栖霞区 9 97 0 29 395.44 

雨花台区 7 64 0 0 132.39 

江宁区 10 128 0 73 1563.33 

六合区 11 91 1 55 1471.00 

溧水区 5 74 3 37 1063.67 

高淳区 6 12 2 104 790.22 

数据来源：《南京统计年鉴 2022》。 

 

3.1.2 南京市新零售产业发展情况 

南京市历史文化悠久，商业体系发达，是全国十大商业城市之一[72]。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

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常

用来衡量某地区消费品零售市场中总需求和总供给间的相对变化情况。以行政

级别为依据划分的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定位方面具

有较为相似的特征，因而更具有可比较性与可参考性。对 2021 年我国 4 个直辖

市和 15 个副省级城市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比较可得（图 3-2），南京市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7899.4 亿元，在全部 19 个城市中位居第七。除去

排名前三位的上海、北京、重庆，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其余直辖市和

副省级城市中列居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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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21 年我国主要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从人均情况来看，南京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具有

较高排名（图 3-3）。2021 年，南京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 8.43 万元/人，

在全部 19 个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中位居第一，且远高于 2021 年全国平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3.12 万元/人和江苏省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5.03 万元/人，体

现出南京市健全完善的商业体系建设和雄厚的供给消费实力。 

 

 

图 3-3 2021 年全国、江苏省与我国主要城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计算得到。 

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常住人口，其中年平均常住人口

＝（年初常住人口数+年底常住人口数）/2。 

 

从时间序列纵向对比来看，2005 年—2021 年 16 年间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连续逐年递增（图 3-4）。2020 年环比增长率仅为 0.9%，主要原因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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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冠疫情初期的负面冲击较大。2022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年下降

0.8 个百分点，可能的原因一是 2022 年消费品零售市场仍然受新冠疫情限制的

影响较大，二是 2022 年南京统计年鉴数据尚未发布，现有数据源自南京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初步核算，与最终数值可能存在一定差

异。 

 

 
图 3-4 2005 年—2021 年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南京是全国较早开始探索和发展新零售商业模式的城市之一，其分布等级

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列第三[73,74]。新零售模式涵盖多个行业，现有主要发展

领域为服饰、医药、家具生活和食品生鲜四类。相比于其他领域，生鲜行业具

有消费频率高、消费需求稳定、运输损耗率高、供应品种多样化的特点[12]。将

新零售方式与生鲜行业结合起来，有利于生鲜产品降低运输损耗、减少从农场

到餐桌的流通环节，保障居民家庭食物消费，因此生鲜新零售是目前最主流的

新零售品类之一。 

南京市现有的生鲜新零售平台主要有 7 种（表 3-2）。按照运营模式划分，

主要可以分为前置仓模式、社区团购模式和仓店一体模式三种。前置仓模式依

托社区中建立的微型仓库，为所在地区周边三公里范围内的社区提供服务。在

南京，每日优鲜和叮咚买菜是该种模式的主要生鲜新零售平台。叮咚买菜以提

供配送到家服务为主，兼顾小部分到点自提。每日优鲜则在取消了配送到家服

务后以消费者到点自提为唯一购买方式。社区团购模式是生鲜新零售中较为主

流的模式，主要依托线下现有店铺设立自提点，提供配送到家和到点/到店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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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代表性平台有钱大妈、美团优选和多多买菜。仓店一体模式整合了仓库

和门店，依托实体门店提供配送到家和到店自提服务，以大型互联网企业阿里

巴巴旗下的盒马鲜生和传统商超转型升级而来的大润发为代表性平台。 

 

表 3-2 南京市主要生鲜新零售概况一览 

品牌 购买渠道 购买方式 网点数量（个） 运营模式 

每日优鲜 专属 App 到点自提 22 前置仓 

叮咚买菜 专属 App/微信小程序 配送到家 20 前置仓 

钱大妈 
微信小程序 

 

配送到家 

到店自提 
25 社团团购 

美团优选 专属 App/微信小程序 
配送到家 

到点自提 

依托现有店铺， 

不做统计 
社区团购 

多多买菜 微信小程序 到点自提 
依托现有店铺， 

不做统计 
社区团购 

盒马鲜生 专属 App 
配送到家 

到店自提 
26 仓店一体 

大润发 专属 App/微信小程序 
配送到家 

到店自提 
8 仓店一体 

注：1.本表列举了南京现有主要生鲜新零售品牌，未覆盖全部； 

2.到店自提与到点自提的区别：前者为可以提供线下购物的实体场所，后者仅为自提

点而无法选购商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品牌官方 App/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整理而成。 

 

不同品牌生鲜新零售模式有所不同，但通常而言，其模式具有一定的共性

特点。生鲜新零售网点的运营模式如图 3-5 所示。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

择到店、到店或到家购买方式。到店包括了直接在线下实体店选购和线上下单

后在线下门店自提两种具体方式。到点和到家方式以线上下单作为先决条件。

到点自提的场所通常是经营各类生意的现有商铺，少部分地区会在社区、小区

中设有生鲜自提柜。为减少中间环节，节约成本，生鲜新零售通常采用农产品

产地直采的方式将生鲜食品运输到仓库中进行冷链储存。仓库通常有城市中心

仓、社区前置仓和店仓一体式仓库。消费者在线下单后，订单会通过数字化技

术分配到仓库，仓库分拣人员根据消费者选定的到店自提/到点自提/配送到家等

不同方式将食品进行分拣、打包并由专门的物流链配货到线下门店、配单到自

提点（柜）或配送到指定收货地点。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的结合，借助物流系

统解决从店铺到餐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2023 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3 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6 

 

 

图 3-5 生鲜新零售网点一般运作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总结绘制。 

 

3.1.3 南京市居民食物消费情况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额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常用来衡量生活质量，反

映贫穷与富裕的程度[75,76]。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越大，生活越贫穷，生活质

量越低。反之，恩格尔系数越小，生活越富裕，生活质量越高。近十年，南京

市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局面（图 3-6），表

明南京居民家庭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加富裕。2022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恩格尔

系数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恩格尔系数，但系数绝对值较往年较大，城镇和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25.5 和 29.8。可能的原因是 2022 年南京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限制的负面影响较大，对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质量都产生了不同

程度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2013 年起，国家统计局改革了我国长期分开进行

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制度，开始改用相同的标准调查城乡住户，城乡范围划

分和调查口径发生了变化，因而与 2014 年及之后的年份不具有可比性。2020

年城乡恩格尔系数较上年均有所增长，分别增长 0.9 个百分点和 1.2 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受到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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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2013—2022 年南京市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数据来源：《南京统计年鉴 2014-2022》；《南京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tjj.nanjing.gov.cn/bmfw/njsj/202303/t20230324_3871176.html。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品价格水平随时间变动的相对数，

反映居民家庭购买的消费品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2021 年南京市主要的 6 种食

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图 3-7），除畜肉价格低于上一年，粮食、鲜菜、水产

品、蛋、鲜果价格总指数均高于上一年同类，价格分别较 2020 年上涨 3.3%、

4.7%、14.6%、13.0%和 3.6%，水产品和蛋类价格涨幅较大。 

 

 

图 3-7 2021 年南京市全体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上一年为 100） 

数据来源：《南京统计年鉴》（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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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2021 年主要食物种类人均消费量情况如图 3-8 所示。由于南京市分

种类食物人均消费量数据无法获取，因此使用江苏省人均消费量数据从整体上

考察全省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情况。总体来看，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量由大到小排在前四位的食物类型分别是粮食、蔬菜及菜制品、干鲜

瓜果和肉类，且各类别间的消费量差异较大。对比城镇和农村人均消费量可以

得知，在列出的 9 个食品大类中，仅有粮食、油脂两类食物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量大于城镇居民，其中，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比城镇人均粮食消费量多四分之

一。其余蔬菜及菜制品、肉类、禽类、水产品、蛋类及蛋制品、奶和奶制品、

干鲜瓜果类等 7 个大类食物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均大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

具体细分小类来看，江苏省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稻谷数量均多于小麦数量，

2021 年城乡居民人均稻谷消费量分别比小麦消费量多 27.3 千克和 34.3 千克，这

与江苏整体位于我国南方地区，形成了以米饭为主要主食的膳食习惯的显示情

况相符合。在具体肉类中，猪肉是全体居民主要的肉类消费来源，猪肉人均年

消费量几乎是牛肉消费量的 10 倍、羊肉消费量的 25 倍，肉类种类间的消费量

差异十分明显。 

 

 

图 3-8 江苏省 2021 年主要食物人均消费量 

数据来源：《江苏统计年鉴 2022》。 

注:*表示为前一大类食物下的代表性小类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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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新零售发展状况还是居民食物消费状况，南京市都具有明显的特征。

综上所述，以南京市作为案例地区研究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对家庭膳食多样性

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3.2 研究范围和对象说明 

3.2.1 研究范围说明 

本文的研究范围是统计意义①上的南京市城区，具体包括各行政区下辖街道，

不包括行政区下辖的镇或城镇以外的乡村地区。按照《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

（国函〔2008〕60 号）所明确的内涵，我国的地域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镇和乡村。

其中，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

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

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

而“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区域”。以南京市城区作为研究范围的原

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考虑到现阶段新零售模式仍处于探索发展中，生鲜新零售

网点多分布在大城市中的中心地带，二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食物保障问题

的关注更侧重于乡村地区，探讨农村生产端的食物供应问题[77]，对城市食物供

应体系和消费问题的关注不足。 

3.2.2 研究对象说明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南京市城区范围内的家庭户，不包括集体户，也不包括

传统意义上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即不包含居住在老家或其他地方的家庭成

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定义，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

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78]。以家庭户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是家庭户中

的个体成员具有密切的生活联系，表现出共同的家庭特征。在这种背景下讨论

家庭尺度下的食物消费问题更加具有实际意义。集体户或传统“家庭”概念下的

成员个体在食物消费方面不具备共性特征，个体的问卷调查回答也无法体现整

个家庭的整体情况。 

 
①《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函〔2008〕60 号）指出“本规定作为统计上划分城乡的依据，不改变现

有的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管理权限和机构编制，以及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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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3.3.1 统计数据 

本研究以南京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后续问卷调查抽样方案设计

的基础。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流程，向南京市 11 个行政区统计局申请获取南

京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街道数据，包括分街道家庭户和集体户。 

3.3.2 问卷调查数据 

（1）抽样方案设计 

拟抽取样本量为 1300 户，抽样比例约为南京市家庭户总户数的 0.41‰①。

抽样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与我国住户调查普遍采用的抽样方法相一

致[79-81]。抽样行政单元方面，拟抽样行政区覆盖南京市全部 11 个区。为便于后

续研究对比分析，拟抽样的街道和社区尽可能与课题组 2015 年进行的城市家庭

（住户）食物保障调查所选取的街道和社区名单保持一致。2015 年问卷调查采

用的抽样策略同本次抽样一致，同为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因此可以认为选取

的街道和社区能够代表南京市家庭户的整体情况。因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因而无

法匹配的少部分街道和社区采用随机抽样方式进行替换，最终得到 2022 年南京

城市家庭食物保障调查拟抽样的各区街道和社区名单。抽样单元样本量方面，

首先根据各行政区家庭户数据按比例计算出各区拟抽取样本量；其次，按照南

京市第七次人口普查分街道家庭户数据分层计算出各拟抽样街道的样本量；最

后，根据前一步骤中确定的拟抽样街道样本量，对街道下对应的拟抽样社区平

均分配样本量。综上所述，得到南京市 11 个行政区 30 个街道、共 100 个社区

名单及相应拟抽样份数（表 3-3）。 

 

表 3-3 拟抽样单元及样本量 

区划 拟抽样街道 
拟抽取样

本总量 
拟抽取社区数 

每个社区拟抽

取样本量 

高淳 淳溪街道 36 4 9 

高淳 古柏街道 38 1 38 

鼓楼 挹江门街道 36 3 12 

 

①根据南京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公布的数据，全市共有家庭户 3138775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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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 热河南路街道 42 3 14 

鼓楼 中央门街道 45 3 15 

鼓楼 宁海路街道 66 3 22 

建邺 沙洲街道 63 3 21 

建邺 南苑街道 132 3 44 

江宁 汤山街道 12 2 6 

江宁 谷里街道 50 5 10 

江宁 麒麟街道 54 2 27 

溧水 石湫街道 22 2 11 

溧水 永阳街道 35 5 7 

六合 大厂街道（江北新区统一管理） 44 11 4 

六合 雄州街道 40 5 8 

六合 龙池街道 58 2 29 

浦口 汤泉街道 12 4 3 

浦口 顶山街道（江北新区统一管理） 30 3 10 

浦口 星甸街道 30 3 10 

浦口 江浦街道 42 3 14 

栖霞 栖霞街道 12 4 3 

栖霞 西岗街道 26 2 13 

栖霞 尧化街道 40 4 10 

秦淮 洪武路街道 33 3 11 

秦淮 大光路街道 44 2 22 

秦淮 秦虹街道 63 3 21 

玄武 锁金村街道 26 2 13 

玄武 新街口街道 64 2 32 

雨花台 西善桥街道 45 3 15 

雨花台 雨花街道 60 5 12 

 

（2）调查问卷设计 

问卷名称为“南京家庭食物保障调查问卷”，主要调查南京城区范围的家庭

户食物保障状况。问卷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食物消费情况，调查住户

食物消费指标、食物消费不足的原因、食品购买渠道及频率等；二是家庭信息，

调查住户家庭成员结构、户籍和常住地情况、主要收入和支出情况等；三是食

物安全调查，采集住户对食物安全的认知与食物消费行为数据；四是基本信息，

包括问卷状态、调研员姓名、住户所在街道、社区和地理位置信息。 

（3）实地问卷调查 

调研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0 日——2022 年 6 月 25 日。课题组从学校内外招

募共 75 位同学组成调研组，并对调研员进行了统一的问卷调查培训，以保障数

据采集质量的可靠性。培训重点强调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明确问卷调查待

收集的经纬度坐标为家庭住所所在位置而非调研发生地所在位置，二是明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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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以 18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为问卷调查对象。采集住户所在调研通过手机“问

卷星”app 中电子问卷录入的形式展开。调研路线的安排考虑了时间成本，因而

选择以行政区为单元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依次进行问卷调查。原则上拟对 11 个

行政区家庭进行问卷调查，但是在实际调研后期，由于新冠疫情严峻形势变化

以及学校疫情管控政策调整等多方面的限制，问卷调查被迫暂停，因此江宁、

溧水和高淳区未能进行实际的问卷调查。按照计划 11 个区拟抽样共 1300 份问

卷，实际采集到的问卷为除上述 3 个区以外的 8 个行政区共 1299 份。尽管出于

非主观因素的限制暂时中止了调研，但根据课题组于 2020 年初和 2015 年在南

京开展的相似主题问卷调查经验来看，不同区域的计量结果较为稳健，原则上

不会出现因为增加不同行政区的样本量而导致分析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况。因此

有理由相信个别行政单元问卷样本暂缺对整体研究不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目

前，未完成调研的 3 个行政区问卷调查工作正在逐步进行中，以便后续研究开

展更为全面完整的分析。 

在采集到的 1299 份问卷中，剔除 28 份无效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量 1271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97.84%。无效问卷剔除规则主要有两条：一是去除个别 IP

地址为非南京的问卷（3 份）；二是原则上认为成年人对家庭的食物消费情况具

有全面客观的认知，尽管这一原则已在事前调研培训时进行了强调，但仍无法

完全避免存在该情况，因此去除受访者年龄小于 18 岁的问卷（25 份）。 

3.3.3 空间属性数据 

（1）底图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南京市行政区和主要河流等矢量底图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官方网站，数字高程数据

（DEM）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官方网站。 

（2）POI（point of interest）兴趣点数据 

本文使用的 POI 数据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调研住户所在位置数据。调查

问卷利用问卷星软件的高德地图定位功能采集了住户所在位置的经纬度坐标。

使用 Qgis 软将高德地图经纬度坐标使用的火星坐标系（gcj02 坐标系）转换为

WGS1984 坐标系，再导入 Arcgis 软件中进行坐标点矢量化处理，得到住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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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空间数据。 

第二类是南京市小区所在位置数据。使用“八爪鱼”网络爬虫软件通过“贝壳

找房”网站尽可能全面的收集了南京市小区名称，然后利用百度地图 API 接口服

务获取小区对应坐标并进行矢量化处理，建立了南京市小区位置信息数据库。

最终得到小区空间位置数据 1970 条。 

第三类是代表性生鲜新零售网点数据。针对代表性生鲜新零售网点数据，

综合考虑概念相符性、南京普及性、类型多样性和数据可获取性，最终选择了

3 种南京市具有代表性的生鲜新零售品牌作为本文研究的典型案例（表 3-4）。

盒马鲜生一直是生鲜新零售领域的开拓和领先企业，且在南京发展迅速，选择

盒马鲜生十分具有代表性。叮咚买菜是疫情期间快速发展的生鲜新零售品牌，

采用独特的社区前置仓模式储存食品，使消费者能够更加快速的享受配送到家

服务。苏果超市是江苏省老牌的传统商超，2021 年南京市零售业销售额三十强

企业中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位列第二[82]。苏果超市在发展过程中确立了“生鲜带动

人气，食品作答规模”的经营理念，其 70%的经营商品是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

[83]。近年来苏果超市进行业态升级转型，逐步向新零售模式发展。综上所示，

选择这三种生鲜新零售网点进行案例分析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利用高德地图 API、百度地图 API 服务获取各网点的经纬度坐标。南京市

盒马鲜生门店详细地址通过盒马鲜生 App 中的门店信息获取，叮咚买菜站点通

过高德地图搜索获取，苏果超市各门店地址采用“八爪鱼”网络爬虫软件抓取官

网上的门店信息。利用地图软件 API 服务，根据详细地址反向查询经纬度获得

各网点的经纬度坐标。借助美团网、大众点评网等对各网点进行进一步清洗，

剔除已经闭店、暂停营业的网点，并使用 Qgis 软件将经纬度坐标转换为统一的

WGS1984 坐标系用于后续空间分析章节。最终得到的盒马鲜生、叮咚买菜、苏

果超市网点个数分别为 26、20 和 530。获取南京市 3 类生鲜新零售品牌网点详

细地址后，使用“邮编库”网站查询网点所属行政区、街道和社区，对其中明显

识别有误的街道和社区进行修正，以便后续计量分析章节基于此处理生成核心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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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南京市生鲜新零售品牌典型案例 

品牌 盒马鲜生① 叮咚买菜② 苏果超市③ 

运营模式 店仓一体式 前置仓式 传统商超转型升级式 

线上平台 盒马鲜生 App 
叮咚买菜微信小程序； 

叮咚买菜 App 

苏 果 优 选 微 信 小 程

序； 

万家 App 

线下网点 盒马鲜生 社区前置仓 苏果超市 

配送方式 到店+到家+到点 1 到点+到家 到店+到家+到点 2 

配送范围 

以门店为中心，盒马鲜

生门店服务周边 3 公里

区域；盒马 X 会员店

服务周边 5 公里区域 

以前置仓为中心辐射周

边 3 公里区域 

 

以门店为中心辐射周

边 3 公里区域 

所属集团 阿里巴巴 
上海壹佰米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华润万家 

注：1.盒马“到点”服务由同品牌社区自提点盒马邻里提供，目前南京市盒马邻里全部关

闭； 

2.少量苏果超市设有小区自提点，出于数据获取限制在本文中不做讨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品牌官网信息整理所得。 

 

 

 

 

① 盒马鲜生官方网址 https://www.freshippo.com/ 

② 叮咚买菜官方网址 https://www.100.me/home/index 

③ 苏果超市官方网址 https://www.sugu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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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分析  

城市中的企业可以视为空间中的一系列点要素[84]。在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

探究相关文献中，常采用点模式分析方法[85,86]，因此采用点模式分析方法对南

京市代表性的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分析。 

4.1 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格局定性分析 

4.1.1 生鲜新零售网点总体空间格局 

核密度分析法是点要素空间格局特征探究常用的定性分析方法[87]。该方法

根据空间中的点要素估计周边地区一定面积内的点要素密度，从而形成一个连

续的平滑密度表面。核密度分析方法最大的优点是能够直观的反映点要素在空

间中的集聚情况，整体识别要素的高密度分布区域。核密度估计的一般形式为： 

λ
^

h(p) =∑
1

h2
k(

p−pi

h
)

n

i=1
     （1） 

式（1）中，λ
^

h(p)为 p 点密度值；k 为权重函数；p − pi是点 p 到位置pi的

距离；h 为搜索半径，即带宽，其值的选择会影响密度估计的平滑程度。 

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常用来研究一组点要素在空间中的分布方向和发展趋

势，在空间格局现状分析、特定事件发生规律预测、城市规划选址参考等方面

有着广泛的实际引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SDEx =
√∑ (xi−X)

2
n

i=1

n
     （2） 

SDEy =
√∑ (yi−Y)

2
n

i=1

n
     （3） 

式中，SDEx，SDEy分别表示标准差椭圆的 x 轴、y 轴方向上的轴长。xi与yi

分别是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经纬度坐标。X、Y为网点之间的平均距离。n 表示网

点的数量。 

南京市代表性生鲜新零售网点的核密度与标准差椭圆如图 4-1 所示。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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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呈现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式集聚的向心圈层特征。

由于南京市没有官方界定明确的中心城区、主城区和郊区概念划分，为便于说

明，本文借鉴肖琛等人[72]的划分方法将南京市 11 个区划分为中心城区、主城区

和郊区。可以看出生鲜新零售网点的集聚程度为中心城区>主城区>郊区。南京

市生鲜新零售网点主要聚集在建邺、鼓楼、玄武、秦淮等中心城区，其余行政

区密度较低。网点集聚程度整体上呈现出从中心向外围圈层式递减的规律。密

度高值区大部分位于长江以东。这主要是因为长江以东区域是南京的老城区，

商业发展历史悠久，人口多，所以零售网点也较为密集。河西新城的六合和浦

口也有部分网点较为集聚，且呈现出组团状的分散分布特点。主要原因是河西

江北新区的设立带来了相应片区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集聚，从而使得该区域的

生鲜网点相比于河西片区其他地方要更加密集。六合、溧水和高淳各有一个密

度较高的区域，且在行政区内的分布较为离散。可能的原因是这三个区域是原

来行政区划调整前六合、溧水和高淳县的中心城镇区，商业和人口比周边区域

发展基础好，所以有三个独立的团状密度聚集区。考察三类代表性生鲜新零售

网点的总体标准差椭圆可以看出，整体而言南京生鲜新零售分布方向呈现西北

—东南走势，与穿城而过的长江近似垂直，反映出生鲜零售网点沿着长江两岸

南北向垂直发展的特点。 

 

图 4-1 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核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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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不同类型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格局 

南京市盒马鲜生的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如图 4-2（a）所示。截至 2023 年 3

月，南京市共有 26 家盒马鲜生，除了六合区、溧水区和高淳区以外，其他区均

有分布。盒马鲜生网点主要聚集在江南老城区，在江南地区有大范围的密度高

值区。26 家盒马鲜生中，仅有 4 家在河西新城，其余 22 家盒马鲜生门店都在江

南地区。集聚程度四周低，中心高。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均呈现倒 U 形。

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仍然是市中心地区，但东南部的江宁区也存在一个较为独立

的网点集聚高值区。主要原因是该区域位为江宁区百家湖商圈一带，虽然距离

主城区较远，但在区内处于商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引用金安楠

社区化新零售的分布选址与优化发展研究）。分布形态方面，盒马的标准差椭圆

虽然整体仍然与总体特征一样呈现西北——东南走势，但是倾斜角度小，且长

轴和短轴距离相差不大，标准差椭圆可以近似的看成一个圆形。这表示盒马鲜

生在南京的分布整体比较均匀，沿轴分布的趋势不明显 

叮咚买菜网点在南京市的空间分布如图 4-2（b）。截至 2023 年 3 月，共有

20 家叮咚买菜网点。其中，六合区有 3 家，溧水区有 1 家，其余网点分布在以

秦淮区和玄武区为中心的区域及周边行政区。密度最高值区大部分位于玄武区，

小部分位于秦淮区北部。在江南地区，叮咚买菜的密度呈现出以玄武、秦淮高

密度值区为中心的半环形分布带，聚集程度由中心向四周递减。六合区的八卦

洲西北角存在一个密度中值区，主要原因是该区域属于国家级新区——江北新

区的直管区，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迅速，商业环境较好。分布范围方面，叮咚

买菜站点的标准差椭圆为细长扁平状，表明网点在西北——东南方向上较为分

散，而在西南——东北方向比较集中，这主要是因为叮咚买菜新零售平台采用

前置仓模式，将储货仓库设在社区附近，每个仓库服务所在社区及周边一定范

围的居民，因此西南——东北方向上网点较为集中且分布均匀。 

南京市苏果超市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结果如图 4-2（c）所示。截至 2023 年

3 月，南京共有苏果超市 530 家。根据苏果超市官方网站上的业态划分统计，

大卖场、社区店和便利店门店数量分别为 38、58 和 384 家，三种不同业态的苏

果超市在空间上组合搭配分布。网点密度呈现出由中心向四周圆环式递减的分

布特征，以玄武区、秦淮区的大部分区域为密度最高值区。主要原因是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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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南京市最核心的新街口、夫子庙两大商圈，人流量巨大，商业十分发达，因

此苏果超市在该区域大量密集分布。 

  

                             （a）                                                                        （b）  

          

                               （c）       

图 4-2 不同品牌生鲜新零售网点核密度值与标准差椭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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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三类生鲜新零售网点的标准差椭圆长轴可以看出，长轴长度从小到大

依次为盒马鲜生、苏果超市和叮咚买菜，表明相比于苏果超市和叮咚买菜，盒

马鲜生的分布面积较小，网点集中分布于主城区和郊区的核心商圈地带，其他

较为偏远的地区没有涉猎。主要原因是盒马鲜生以具有中高收入、追求高品质

生活的城市百龄人群为目标消费者，在分布时考虑这一点因为大多数盒马鲜生

都分在相应区域的商圈中。以八卦洲为参照对比三类生鲜新零售网点的标准差

椭圆可知，盒马鲜生、苏果超市和叮咚买菜的标准差椭圆长轴依次向东北方向

移动，表明盒马鲜生和苏果超市的网点分布重心更靠近市中心，而叮咚买菜网

点的分布重心较前二者更加偏东。这主要与叮咚买菜作为初创型生鲜公司，为

避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达到迅速占有市场份额的目的而开展的差别化分布竞争

策略有密切关系。 

4.1.3 生鲜新零售网点与社区的关系 

近年来，生鲜新零售行业常以“社区化新零售”概念作为发展和分布方向，

社区分布是微观层面影响零售网点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88]。因此对三类新零售

网点和南京市住宅小区核密度值进行叠加分析（图 4-3），探究生鲜新零售网点

分布与小区的关系。 

各类型生鲜新零售网点均分布在南京市小区聚集区附近地区，但存在差异

化特征（图 4-3）。盒马鲜生和苏果超市分布与南京市小区密度分布趋势基本一

致，小区密度高值区同时是新零售网点密布的区域，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围递减

的趋势。该特征反映出生鲜零售网点分布以居民小区的位置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叮咚买菜网点仅有两家分布在居民小区最高值密度值区，大部分网点分布在居

民小区中低密度值地区，反映出叮咚买菜在南京的分布策略主要为覆盖大型竞

争企业辐射不到或服务网点较少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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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4-3 不同品牌生鲜新零售网点与南京市居民小区核密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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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鲜新零售网点集聚特征定量分析 

核密度分析与标准椭圆差可以从整体上定性地建立空间集聚特征感知，但

却无法具体量化空间要素的集聚程度。平均最近邻分析通过计算最近邻比率

（ANN），能够定量地反映网点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大小。因此使用平均最近

邻方法对南京市三类代表性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其

计算公式为： 

ANN =
DO

DE
      （1） 

DO =
∑ din
i=1

n
     （2） 

DE =
0.5

√n/A
      （3） 

（1）式中 ANN 是最近邻比率，由平均观测距离（DO）和预期平均距离

（DE）之比计算而来。（2）式中 n 表示网点的数量，di 表示任意网点与其最邻

近的网点之间的距离。（3）式中所有网点的包络线面积。ANN>1，表明网点在

空间上分散分布，ANN=1 表示随机分布，ANN<1 表示网点具有集聚特征。 

不同类型生鲜新零售网点在南京都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表 4-1）。总体

而言，生鲜新零售网点 ANN=0.325，相应 p 值为 0.000，表明目前该类网点的

分布在南京市较为集聚，与上述定量分析部分得到的结论相一致。分类型来看，

盒马鲜生、叮咚买菜和苏果超市网点的 ANN 均<1，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拒

绝没有集聚分布的原假设。三类网点的集聚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苏果超市>盒马

鲜生>叮咚买菜。其中，苏果超市的集聚程度最高，ANN 值为 0.301。苏果超市

是江苏省老牌商超企业，在南京发展基础好、数量众多。苏果超市进一步细分

为购物广场、社区生活超市和社区便利店，在定位和分布上组合搭配。苏果便

利店和好的便利店门店面积大多较小，在南京市密集分布；社区生活超市主要

面向社区居民，因此集聚特征相比于其他两类更加显著。其次是盒马鲜生，

ANN 值为 0.339，集聚程度略低于苏果超市。盒马鲜生通常位于城市中的购物

商圈地带。门店面积一般比较大，线上配送范围为以门店为中心覆盖周边 3km

到 5km 区域。相比于苏果超市辐射范围更广，服务半径更大，因此集聚程度稍

低于苏果超市。叮咚买菜站点的 ANN 值为 0.594，虽然仍然具有集聚特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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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类网点中的集聚程度最低。主要原因是相比盒马鲜生和苏果超市依托的大

型综合企业阿里巴巴和华润集团，叮咚买菜所有企业 2017 年成立于上海，是一

家的专门提供生鲜线上购买配送服务的初创公司，成立和入驻南京的时间较晚

[89]。目前在南京的发展尚处于逐步探索阶段，因此在空间上的聚集性不如前两

者大。 

 

表 4-1 南京市各类生鲜新零售网点平均最近邻结果 

指标 生鲜新零售网点 盒马鲜生 叮咚买菜 苏果超市 

平均观测距离（米） 483.058 2371.074 4746.354 466.354 

预期平均距离（米） 1487.798 7002.747 7984.360 1551.019 

最邻近比率（ANN） 0.325 0.339 0.594 0.301 

Z 得分 -31.006 -6.452 -3.470 -30.800 

P 值 0.000*** 0.000*** 0.001*** 0.000*** 

注：1.***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2.最近邻分析对研究区域面积十分敏感，本文各类网点使用相同的处理区域进行计算，

保证指标间的可比性； 

3.距离采用欧氏距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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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对家庭膳食多

样性的影响实证分析 

5.1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选择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HDDS）衡量南京城市居民家庭的

膳食多样性状况。该指标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家庭膳食多样性测度[90,91]。

家庭膳食多样性得分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在第二章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因此

在这里不再赘述（表 5-1）。HDDS 的得分取值范围为 0—12，分数越高，表示

家庭食物消费种类越丰富。 

 

表 5-1 家庭膳食多样性得分（HDDS）指标测算方法 

特征 家庭膳食多样性得分（Household Dietary Diversity Score, HDDS） 

食物组分类 12 种：（1）谷物（2）根和块茎（3）蔬菜（4）水果（5）肉、家

禽、内脏（6）蛋类（7）鱼和海鲜（8）豆类、坚果（9）奶和奶制

品（10）油、脂肪（11）糖、蜂蜜（12）其他 

食物组权重 每个食物组的权重为 1 

计算方法 每消费一种食物类型记 1 分，对消费的食物组种类求和 

食物回顾周期 过去 24 小时 

评判标准 得分范围为 0—12，分数越高表明家庭膳食多样性丰富程度越高 

指标来源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食品和营养技术援助(FANTA)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20]整理而成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选择三个住户社区层面的生鲜新零售网点变量表征南京市生

鲜新零售网点的分布情况。一是住户所在社区中是否有代表性的生鲜新零售网

点（retail）。该变量为二值选择虚拟变量，根据数据预处理部分整理的住户所

在社区和三类生鲜新零售网点所在社区数据匹配得到。若住户所在社区至少有

三类新零售网点中的一个，则该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通常而言，如果

社区中有生鲜食品购买场所，则家庭购买食品越便利，膳食多样性程度越高。

因此，该变量的预期符号为正。 

二是住户所在社区中代表性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种类数（r_kind）。该变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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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计数变量，住户所在社区中有几类代表性生鲜新零售网点就计数为几，取

值范围为 0—3。不同品牌的生鲜新零售网点在提供的商品种类方面有所差异，

因此合理认为住户所在社区中的生鲜新零售网点种类越丰富，家庭的膳食多样

性程度越大。综上所述，该变量的预期符号为正。 

三是住户所在社区中代表性生鲜新零售网点的数量（r_numb）。该变量同

样为离散技术变量，住户所在社区中有几个代表性生鲜新零售网点就计数为几。

除了不同品牌种类的新零售网点会影响消费者的食物消费多样性，同种品牌网

点在社区中分布数量不同，也可能通过影响消费者的食物购买选择进而影响家

庭膳食多样性的丰富程度。附近可达的网点数量越多，意味着潜在的商品挑选

机会越多，家庭消费的食物种类数更多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该变量的预期符

号为正。 

（3）控制变量 

过去 6 个月出于价格原因舍弃的食物种类数（h_foods）用于表征家庭食物

消费行为。食物种类划分与计算被解释变量 HDDS 的分类一致，共划分为十二

大类。该变量为离散计数变量，取值范围为 0——12。过去 6 个月中由于价格

过高原因放弃消费的食物种类越多，家庭膳食多样性程度越低，因此该变量的

预期符号为负。 

家庭成员收入减少（income）表征家庭食物消费的经济因素。大量研究都

表明收入是影响家庭食物保障的重要因素[92]。在问卷调查中收集了受访住户的

家庭收入信息，但出于隐私保护顾虑等方面的限制，收入数据的精确度较低。

因此使用替代变量家庭成员收入减少反映收入因素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

如果过去 6 个月家庭存在成员收入减少的情况，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该变

量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符号预期为负。 

使用新冠疫情影响家庭食物消费（COVID-19）变量反映家庭获取食物的可

达性。问卷调查时期我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尚未发生实质性转变，新冠疫情对家

庭食物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本研究中将疫情影响纳入模型考虑。如果住

户存在新冠疫情导致家庭食物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该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

值为 0。新冠疫情限制会极大的影响家庭获取食物的可达性[93]，因此该变量的

预期符号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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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食物主要购买渠道表征家庭主要的食物消费途径，具体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从菜场获取食物（f_market），二是从超市获取食物（f_super），三是从团购

群获取食物（f_group）。问卷中询问了过去一年家庭获取食物的详细渠道，如

果家庭通过菜场、超市和团购群购买食物，则该变量赋值为 1，负责赋值为 0。

在中国，菜市场和超市是我国居民最经常使用的传统食物购买渠道[94]，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通过社交软件团购群购买食物的新型购买方式得到迅速发展[95]，

因此本研究重点考虑这三种主要的食物购买渠道。以上三种食物购买渠道对家

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预期符号均为正。 

家庭规模变量（h_numb）使用人口数表征住户的家庭特征。家庭规模越大，

消费的食物种类越多[96]，因此该变量预期符号为正。在问卷中，询问了住户家

庭的人口数量，其数量从 1 到 10 不等，存在离散趋势。虽然存在现实情况即是

如此的可能性，但综合既有研究和调研经验来看，造成数据出现离散趋势更大

可能的原因是受访对象误将该问题中统计意义上的“家庭”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

“家”，即包括了具有血缘关系而不居住在同一处的家庭成员。虽然课题组在问

卷调查时强调了二者的区别，但仍不排除这种误差存在的可能性。为了尽可能

避免数据过度离散对模型结果的影响，以有效问卷中 92.68%的家庭为五口之家

及以下规模为依据对该变量进行截尾处理。 

户主的个人特征往往对家庭食物保障情况具有显著作用[97]。本文使用性别

和年龄两个方面的户主个人信息表征住户家庭特征。一是户主性别（gender）。

该变量为二值选择虚拟变量，如果户主为女性，则赋值为 1，户主为男性则赋

值为 0。一些研究表明户主的性别能够显著影响家庭食物保障情况[98]，但其影

响同时存在两种方向的讨论[99]。因此户主性别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符号暂

不确定。二是户主年龄（age）。在问卷中，收集了家庭户主的年龄信息。户主

年龄最小为 17 岁，最大为 95 岁，年龄跨度较大导致数据存在过度分散的趋势。

为了消除数据过度离散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参考相关文献的分类方法[100-102]以

45 岁为界对户主年龄进行二分类处理。如果户主年龄为 45 岁及以下，该变量

赋值为 1，户主年龄在 45 岁以上则赋值为 0。户主年龄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

响符号暂不确定。 

房屋产权（h_property）用来表征住户的家庭特征。如果家庭居住的房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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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为自有住房，则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居住在自有产权房屋中的家庭

通常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103]，所以预计该变量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为正向

的。 

封控措施（lockdown）用来表征家庭食物获取可达性。疫情期间实行的临

时出行管控措施会增加居民的出行难度，从而对家庭食物获取产生一定影响

[104,105]。问卷询问了自 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住户是否经历过住所实施临时性封

控管理措施。如果实行过小区封控，该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预计该变

量的系数符号为负。 

综上所述，在进行变量选择时综合考虑了理论依据、既有研究、数理计算

等多个方面。在 1271 份有效问卷基础上剔除错误值、极端值和空缺值后，最终

得到用于本文计量模型分析的样本量为 1063 份。各变量定义情况见表 5-2。 

 

表 5-2 各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系数预期符号 

被解释变量 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 HDDS 家庭膳食多样性

评分，取值范围

0—12 

/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有新零售网点 retail 若住户所在社区

有新零售网点，

retail=1；否则
retail=0 

+ 

新零售网点种类数 r_kind 住户所在社区的

新零售网点种类

数 

+ 

新零售网点数量 r_numb 住户所在社区的

新零售网点数量 

+ 

控制变量 放弃的食物种类数 h_foods 住户过去 6 个月

由于价格太高放

弃的食物种类

数，取值范围 0

—12 

- 

家庭收入减少 income 若家庭成员收入

减少，

income=1；否则
income=0 

- 

新冠疫情是否影响家

庭食物消费 

COVID-19 若新冠疫情影响

家庭食物消费，

covid-19=1；否则
covid-19=0 

- 

是否从菜场获取食物 f_market 若家庭从菜场获

取食物，

f_market=1；否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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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_market=0 

是否从超市获取食物 f_super 若家庭从超市获

取食物，

f_super=1；否则
f_super=0 

+ 

是否从团购群获取食

物 

f_group 若家庭从团购群

获取食物，

f_group=1；否则
f_group=0 

+ 

家庭规模 h_numb 住户家庭人口规

模 

+ 

户主性别 gender 若家庭户主为女

性，gender=1；

否则 gender=0 

+/- 

户主年龄 age 若家庭户主年龄

为 45 岁及以下，

age=1；否则
age=0 

+/- 

家庭房屋产权 h_property 若家庭房屋产权

为自有，

h_property；否则
h_property 

+ 

是否有过封控措施 lockdown 若家庭住所有过

封控管控措施，

lockdown=1；否

则 lockdown=0 

- 

 

5.2 模型构建 

5.2.1 泊松回归模型 

被解释变量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HDDS）可以视为是对食物种类的离散

计数变量，取值为非负整数（表 5-3）。考察因变量的频数分布图可以初步判断

Y 服从泊松分布，因此本文选择泊松回归模型作为主模型进行估计[106]。假设第

i 个家庭的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HDDS）Yi 服从参数为λi 的泊松分布。根据泊

松分布概率密度函数，住户的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Yi的概率为： 

P(Yi = yi|xi) =
e−λiλ

i

yi

yi!
     （1） 

（1）式中，参数λi为泊松到达率，表示事件发生的平均次数。泊松分布假

设期望与方差相等，都等于泊松到达率，即： 

E(Yi) = Va r(Yi) = λi (yi = 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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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因变量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频率分布表 

HDDS 频数 占比/% 累计占比/% 

1 8  0.75         0.75 

2 10  0.94         1.69 

3 29  2.73         4.42 

4 81 7.62        12.04 

5 106 9.97        22.01 

6 149 14.02        36.03 

7 155  14.58        50.61 

8 159   14.96        65.57 

9 128  12.04        77.61 

10 106  9.97        87.58 

11 62   5.83        93.41 

12 70  6.59       100.00 

总计 1063 100.00  

 

针对住户所在社区中是否有生鲜新零售网点（retail）、社区中生鲜新零售

网点的种类数（r_kind）、社区中生鲜新零售网点的数量（r_numb）三个核心解

释变量分别设立模型（1）（2）（3）进行结果估计。尽管泊松回归模型没有同方

差假设，但为使 T 检验、F 检验更加有效，仍使用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107]。由

于泊松回归模型不是线性回归模型，因此模型系数并非边际效应[108]。为便于解

释模型系数，同时输出各自变量的几率比参数 

对泊松回归模型的适用性进行经济学检验。泊松回归模型适用的假设前提

是均值等于方差，若因变量存在过度离散的趋势，则应当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

[109]。因此在进行模型估计前首先对泊松回归模型的适用性进行检验。被解释变

量 HDDS 的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7.48 和 6.05,。方差略小于均值，初步表明因变量

不存在过度离散的情况。进一步使用负二项回归参数 α 进行检验，发现 α=1.000，

不拒绝 α=0 的原假设，因此有理由相信使用泊松回归模型即是合理的。 

5.2.2 空间误差模型 

一般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假设个体研究对象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没有考虑不

同个体之间在某些属性方面存在空间关联性。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任何事物

都与其他事物相关，且相近的事物关联性更加紧密”[110]，考虑到家庭膳食多样

性水平不仅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受到邻近区域家庭膳食多

样性空间溢出作用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对家庭膳食多

样性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为三个步



 2023 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5 章 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对 

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实证分析 

49 

 

骤：一是构建空间权重矩阵，二是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三是通过参数检验选

择适用的空间计量模型。 

合理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是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111]，最常见的空间权

重矩阵包括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出于空间计量模型对

空间权重矩阵 W 敏感性的考虑[112]，本研究参照相关研究的做法[113,114]，引入广

义“邻接”空间权重矩阵 W1 和地理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建立 W1 的基本思路是根据住户所在的街道计算权重：若住户小区处于相

同的街道中，空间权重值设为 1，否则设为 0。该种设置方法假设街道中的个体

联系密切，而和街道外的个体没有发生关联。虽然假设较为强烈，但是依据此

思路设置空间权重矩阵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街道是我国五级行政体系中最

小的行政单元，引导和支持社区工作[115]。许多疫情防控政策在执行层面上，街

道内部具有相似性，例如发放蔬菜爱心包、统筹街道内各社区居民疫情防控。

因此以是否具有相同街道为依据对建立广义“邻接”空间权重矩阵 W1。 

W2 的建立以住户所在小区间的距离为基础。其合理性在于 W1 可以定性的

认为街道内的样本具有空间相关性，和街道外的样本没有关联，但却无法量化

相关程度的大小。地理反距离空间矩阵可以定量的表示不同个体之间关系的紧

密程度。个体间的地理距离越近，表示二者之间的联系越紧密[116]。建立的两种

矩阵 W1 和 W2 都为 1063*1063 的非标准化矩阵。 

莫兰指数（Moran's I）是空间自相关检验常用的指标[117]。本文使用全局

Moran's I。依据不同的空间相关效应来源，空间计量模型可分为空间滞后模型

（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118]。根据后续检验

结果，本文最终选择空间误差模型。 

同样，针对住户所在社区中是否有生鲜新零售网点（retail）、社区中生鲜

新零售网点的种类数（r_kind）、社区中生鲜新零售网点的数量（r_numb）三个

核心解释变量，使用 W1 矩阵分别设立模型（4）—（6），使用 W2 矩阵分别设

立模型（7）—（9）进行结果估计。为避免异方差问题，模型中使用异方差稳

健的标准误。 

5.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5-4 所示。计入模型的总样本量为 106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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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所有的住户样本中，家庭膳食多样性平均得分为 7.48，最小值和最大值分

别为 1 和 12，标准差为 2.50，表明不同住户间的膳食多样性差异较大。对于新

零售网点分布情况而言，在全部家庭中，有 381 个家庭所在社区有代表性生鲜

新零售网点，占所有样本量的 35.84%。对于住户社区有几种类型的新零售网点，

1063 个家庭所在社区平均有 0.42 种类型的生鲜新零售网点，网点种类数最小值

和最大值分别为 0 和 2 种。样本住户所在社区平均有 0.75 个生鲜新零售网点。

标准差为 1.17，表明各个家庭所在社区的新零售网点数量分布差异较大，社区

中最多有 4 个新零售网点。 

因价格原因导致食物消费受影响种类数方面，1063 个家庭的平均受影响种

类数为 0.52 种，家庭由于价格太高最多放弃 8 种类型的食物。标准差为 0.99，

其值较大表明家庭之间在食物消费行为方面对价格的反映程度明显不同。收入

方面，家庭成员收入减少的住户有 165 户，占样本总量的 15.52%，大多数家庭

在调研期间没有经历家庭成员收入减少。新冠疫情对家庭食物消费具有一定的

负面影响。有 12.51%的家庭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家庭食物消费需求无法满足。

食品购买渠道方面的数据表明菜场、超市仍然是南京市住户主要的食物购买渠

道，这与既有研究结果相一致[119,120]。1063 户家庭中分别有 957 户和 714 户家

庭以菜场和超市作为主要的食物购买渠道，占比分别为 90.03%和 67.17%。相

比较而言，使用团购方式购买食物的家庭较少，占比仅为 6.02%。可能的原因

是调研期间南京市疫情情况整体较为平稳，未发生大规模的疫情，因此居民出

行受到疫情限制的影响较小。在所有的样本中，家庭平均有 3 口成员，但家庭

规模从 1 到 5 口人不等，家庭规模差异较为明显。户主个人特征方面，女性户

主家庭有 240 户，占比为 22.58%。大部分家庭户主年龄大于 45 岁，户主年龄

为 45 岁及以下年龄的家庭占比 36.69%。房屋产权方面，大多数家庭表示现有

住所为自有房屋，占比为全部样本住户的 83.25%。而对于住所自疫情发生以来

是否采取过封控措施，一半以上的家庭表示曾经经历过至少一次住所封控，但

总体来说经历过封控为从未经历过封控的家庭数量相差不大。 

 

表 5-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均值/频数 标准差/百分比 最小值 最大值 

HDDS 7.483 2.459 1 12 

retail 381 35.84 0 1 

r_kind 0.416 0.598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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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_numb 0.754 1.174 0 4 

h_foods 0.522 0.987 0 8 

income 165 15.52  0 1 

covid-19 133 12.51 0 1 

f_market 957 90.03  0 1 

f_super 714 67.17   0 1 

f_group 64 6.02 0 1 

h_numb 3.198 1.229 1 5 

gender 240 22.58 0 1 

age 390 36.69  0 1 

h_property 885 83.25  0 1 

lockdown 603 56.73  0 1 

注：1. 连续变量输出均值和标准差；离散变量输出频数和百分比； 

2. 样本量 n = 1063。 

 

5.4 模型估计结果 

5.4.1 泊松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1）—（3）的回归结果都表明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对家庭膳食多样

性具有显著的影响（表 5-5）。在模型（1）中，住户所在社区中是否有生鲜新零

售网点变量的系数大约是 0.067，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p=0.001），表明社区

中有新零售网点存在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提高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几率比为

1.070，表明在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社区中有新零售网点的家庭比没有新零

售网点家庭的平均家庭膳食多样性丰富 6.97%。由于价格过高放弃的食物种类

数系数为负，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p=0.078），说明家庭放弃购买的

食品种类数越多，家庭膳食多样性的丰富程度越低。家庭成员收入减少的系数

为-0.091，在 1%的水平上显著（p=0.001），这表明其他变量一定，家庭成员收

入减少会显著的减少膳食消费种类数。几率比为 0.9127，表明成员收入减少会

使得平均家庭膳食丰富程度下降 8.73%。新冠疫情影响家庭食物消费需求方面，

该变量的系数是-0.065，接近在 5%的水平上显著（p=0.057），说明疫情对家庭

膳食多样性具有负面影响。在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疫情影响食物消费的家

庭膳食多样性平均比未遭遇疫情影响食物消费的家庭低 6.32%。从菜场获取食

物变量同样在 5%的水平上显著（p=0.032），系数为 0.081，表明在其他变量一

定的情况下，去菜场购买食物会显著提升家庭膳食的丰富性。使用团购购买食

物的系数符号为正，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p=0.000），这表明使用团购这种疫

情期间兴起的新型食物购买方式会极大的提升家庭膳食多样性。给定其变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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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菜场和团购为主要渠道购买食品的家庭膳食丰富程度分别是不使用菜场和团

购家庭的 1.08 倍和 1.15 倍。家庭规模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p=0.041），表

明家庭中的人口越多，家庭膳食越丰富。房屋产权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系

数为正，几率比值为 1.063，表明相比于其他家庭，自有住房的家庭膳食多样性

丰富程度更高，平均消费膳食种类数比其他家庭丰富 6.33%。在疫情发生以来

住所是否有过封控管理措施方面，给定其他变量，有过封控措施的家庭比从未

经历住所封控管理的家庭平均膳食丰富程度低 4.40%。 

其余两个模型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在模型（2）和模型（3）中，核心

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都为正，p 值均小于 0.001，表明住户所在社区中生鲜新零

售网点的种类数和网点数量越多，对家庭膳食多样性丰富程度的积极影响越大。

社区是否有新零售网点、社区中新零售网点的种类数和社区中新零售网点的数

量变量的几率比分别为 1.070、1.068 和 1.031，且都在 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

对比三者的几率比可知，对于家庭膳食多样性而言，虽然社区中有生鲜新零售

网点、网点种类数和数量越多，家庭膳食多样性越丰富，但是否有网点对家庭

膳食丰富程度的影响最大，分别比网点种类数和数量对膳食丰富度的影响高

0.19%和 3.83%。网点数量对膳食多样性的贡献度低于是否有网点和网点种类数

对丰富家庭膳食多样性的贡献。主要原因是不同品牌的生鲜新零售网点可供消

费者选择的食物种类存在较大的差异化特征，而同种品牌下的网点所能提供的

食物种类趋于相似。综合以上三个模型的结果，可以认为生鲜新零售网点在是

否有网点、网点种类和数量方面的分布差异会导致家庭膳食多样性的不同。 

 

表 5-5 泊松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系数 几率比 系数 几率比 系数 几率比 

retail 0.067*** 1.070***     

 （0.020） （0.022）     

r_kind   0.066*** 1.068***   

   （0.015） （0.017）   

r_numb     0.031*** 1.031*** 

     （0.008） （0.008） 

h_foods -0.021* 0.979* -0.020* 0.980* -0.020* 0.980*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income -0.091*** 0.913*** -0.090*** 0.914*** -0.090*** 0.914*** 

 （0.028） （0.025） （0.028） （0.026） （0.028） （0.025） 

COVID-19 -0.065* 0.937* -0.067** 0.935** -0.065* 0.937* 

 （0.034） （0.032） （0.034） （0.032） （0.034） （0.032） 

f_market 0.081** 1.084** 0.084** 1.088** 0.084**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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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8） （0.041） （0.038） （0.041） （0.038） （0.041） 

f_super 0.012 1.012 0.012 1.012 0.013 1.013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f_group 0.143*** 1.154*** 0.144*** 1.155*** 0.140*** 1.151*** 

 （0.036） （0.041） （0.035） （0.041） （0.036） （0.041） 

h_numb 0.017** 1.017** 0.017** 1.017** 0.016* 1.016*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gender 0.029 1.030 0.030 1.030 0.032 1.032 

 （0.024） （0.024） （0.023） （0.024） （0.023） （0.024） 

age 0.030 1.030 0.030 1.031 0.030 1.031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h_property 0.061** 1.063** 0.062** 1.064** 0.063** 1.065** 

 （0.029） （0.031） （0.029） （0.031） （0.029） （0.031） 

lockdown -0.045** 0.960** -0.049** 0.952** -0.047** 0.954** 

 （ 0.020 

）  

（0.019） （0.019） （0.018） （0.019） （0.019） 

常数项 1.831*** 6.240*** 1.825*** 6.205*** 1.830*** 6.236*** 

 （0.047） （0.296） （0.047） （0.293） （0.047） （0.295） 

样本量 1063 1063 1063 1063 1063 1063 

Pseudo R2 0.013 0.013 0.014 0.014 0.014 0.014 

注：1.括号中的值表示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 

2.*，**，***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5.4.2 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 

在两种不同权重设定方式下计算的全局莫兰指数如表 5-6 所示。基于邻接

空间权重矩阵 W1 和地理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计算的 HDDS 全局莫兰指数 I

分别为 0.055 和 0.283，且都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同住户的家

庭膳食多样性之间确实存在空间相关性，两种矩阵设定下均显示 I>0，表明空

间相关性表现为正自相关性，即南京市家庭膳食多样性在空间上表现出“高值

——高值集聚”和“低值——低值集聚”的特征。 

 

表 5-6 家庭膳食多样性得分（HDDS）的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 

权重 Moran's I 均值 标准差 Z 值 

W1 0.055*** -0.001 0.005 10.509 

W2 0.283*** -0.001 0.050 5.636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使用拉格朗日乘子（LM）及其稳健性（Robust LM）检验对核心解释变量

为住户所在社区中是否有生鲜新零售网点（retail）的空间计量模具体形式进行

选择（表 5-7）。无论是 W1 还是 W2 设定，空间误差模型（SEM）的 LM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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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健的 LM 参数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空间滞后模型（SLM）相关参数均

不显著，表明在 SLM 和 SEM 中选择 SEM 是合理的。空间杜宾模型（SDM）

是否可以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的 Wald 检验结果显示，在 W1 和

W2 设定下，Wald（SLM）和 Wald（SEM）均不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不拒绝

将模型设为空间误差模型的原假设。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本文选择空间误差模

型（SEM）是合理的。以社区中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种类数（r_kind）、社区中生

鲜新零售网点的数量（r_numb）为核心解释变量模型的模型选择检验情况与上

述结果一致，因此省略该部分。 

 

表 5-7 样本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检验 

 W1 下各参数值 W2 下各参数值 

LM－error 38.378*** 22.703*** 

Robust LM－error 36.980*** 21.416*** 

LM-lag 1.948 1.352 

Robust LM－lag 0.550 0.066 

Wald(SLM) 1.997 1.116 

Wald(SEM) 2.071 1.378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两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的空间误差模型（SEM）估计结果如表 5-8 所示。

空间误差模型主要关注邻近地区未被观测到的因素对本地区膳食多样性的影响。

模型（4）、模型（5）、模型（7）和模型（8）的自相关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均

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不同家庭的家庭膳食多样性存在正向的空间

集聚现象和空间依赖性，这种空间依赖性是由随机扰动项的空间相关性引起的。

家庭的膳食多样性不仅受其自身因素影响，而且还会因随机扰动项的存在受到

邻近区域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 

模型（4）和模型（7）的结果显示，retail 的系数分别为 0.468 和 0.497，且

都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如果住户所在社区中有生鲜新零售网点，

家庭的膳食多样性丰富程度分别提高 46.8%和 49.7%，表明社区中有生鲜新零

售网点分布对丰富家庭膳食多样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模型（5）和模型（8）

的结果显示，r_kind 的系数分别为 0.476 和 0.494，二者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住户所在社区中生鲜新零售网点种类越多，家庭膳食多样性越丰富，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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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丰富程度分别提高 47.6%和 49.4%，再次表明社区中生鲜新零售网点种

类对家庭膳食多样性具有正面影响。模型（6）和模型（9）的结果显示，

r_numb 的系数分别为 0.221 和 0.232，且都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

住户所在社区中生鲜新零售网点的数量每增加一种，家庭的膳食多样性丰富程

度分别提高 22.1%和 23.2%，表明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数量对丰富家庭膳食多

样性起到积极作用。对比模型（5）与模型（6）、模型（8）与模型（9）的系数

大小可知，r_kind 系数是 r_numb 系数的两倍多，表明相比于生鲜新零售在社区

中分布的数量多少，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的种类对家庭膳食多样性促进作用的

贡献度更大。 

综合以上多个模型结果可以得知，各个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在不

同模型间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是合理的，估计结果较为

可信。由于控制变量对家庭膳食多样性得分的影响不是本研究考察的重点，且

相似的结果已经在 5.4.1 节的主模型泊松回归结果中进行了详细汇报，因此此处

不再进行相关描述。 

 

表 5-8 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 

 W1   W2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retail 0.468***   0.497***   

 （0.162）   （0.157）   

r_kind  0.476***   0.494***  

  （0.123）   （0.120）  

r_numb   0.221***   0.232*** 

   （0.064）   （0.061） 

h_foods -0.146* -0.140* -0.144* -0.146* -0.140* -0.141* 

 （0.083） （0.083） （0.083） （0.085） （0.085） （0.085） 

income -0.661*** -0.657*** -0.652*** -0.648*** -0.642*** -0.640*** 

 （0.194） （0.194） （0.193） （0.193） （0.193） （0.192） 

covid-19 -0.481** -0.495** -0.472** -0.468** -0.481** -0.464** 

 （0.238） （0.238） （0.237） （0.239） （0.239） （0.238） 

f_market 0.584** 0.609** 0.607** 0.585** 0.612** 0.612** 

 （0.260） （0.260） （0.262） （0.262） （0.262） （0.263） 

f_super 0.098 0.095 0.104 0.082 0.078 0.089 

 （0.162） （0.161） （0.161） （0.161） （0.161） （0.161） 

f_group 1.133*** 1.142*** 1.114*** 1.152*** 1.161*** 1.127*** 

 （0.300） （0.230） （0.301） （0.299） （0.298） （0.301） 

h_numb 0.120** 0.120** 0.114* 0.131** 0.131** 0.122* 

 （0.063） （0.062） （0.063） （0.062） （0.062） （0.062） 

gender 0.238 0.243 0.253 0.243 0.249 0.262 

 （0.179） （0.178） （0.179） （0.181） （0.180） （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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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0.226 0.232 0.229 0.219 0.225 0.226 

 （0.163） （0.162） （0.162） （0.163） （0.163） （0.163） 

h_property 0.454** 0.457** 0.454** 0.435** 0.440** 0.442** 

 （0.230） （0.208） （0.210） （0.210） （0.209） （0.210） 

lockdown -0.347** -0.372*** -0.361** -0.332** -0.359** -0.348** 

 （0.147）  （0.146） （0.147） （0.148）  （0.147） （0.147） 

常数项 6.005*** 5.951*** 6.069*** 6.094*** 6.044*** 6.092*** 

 （0.352） （0.350） （0.354） （0.348） （0.347） （0.347） 

样本量 1063 1063 1063 1063 1063 1063 

lambda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1.括号中的值表示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 

2.*，**，***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5.5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使估计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本

节分别采用模型替换法和改变样本容量法这两种常见的方法，以主模型泊松回

归作为基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稳健性检验关注的重点是核心解释变

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稳健性，因此只汇报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几率比以及显著

性水平，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参数在本节中进行省略。此外，泊松回归模型和

空间误差模型分别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自变量衡量社区中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分布

情况，其自身即可被视为使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法和模型替换法进行稳健性检

验。 

5.5.1 模型替换法 

被解释变量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HDDS）是取值范围为 0 到 12 的计数变

量。更一般的，可以将其视为普通离散变量。由于因变量的不同取值自带顺序，

即取值越大，表示家庭的膳食丰富程度越大，因此使用多元有序逻辑回归模型

对变量进行估计（表 5-9）。回归结果显示住户社区是否有生鲜新零售网点、社

区中新零售网点的种类数和社区中新零售网点的数量三个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与泊松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相似，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估计

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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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多元有序逻辑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系数 系数 系数 

retail 0.425***   

 （0.118）   

r_kind  0.409***  

  （0.092）  

r_numb   0.185*** 

   （0.045） 

样本量 1063 1063 1063 

皮尔逊 R2 0.018 0.019 0.018 

注：1.括号中的值表示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 

2.*，**，***分别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5.5.2 改变样本容量法 

在主模型中，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家庭规模和户主年龄数据过度离散而对

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对家庭规模变量进行了截尾处理，对户主年龄进行了

虚拟变量设置划分。在本节的稳健性检验中，不对家庭规模进行截尾处理而使

用原数据，同时户主年龄变量改用原数据进行泊松回归估计，得到的结果如表

5-10 所示。还原被截尾处理的家庭规模变量后，样本容量由主模型中的 1063 扩

充为 1145。估计结果显示不同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分别为 0.066，0.062 和

0.029，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与主模型泊松回归的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不同稳健性检验方法下模型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水平较为相似，

因此有理由认为 5.4 节中得到的估计结果具有可靠性。 

 

表 5-10 扩充样本容量的泊松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系数 系数 系数 

retail 0.066***   

 （0.020）   

r_kind  0.062***  

  （0.015）  

r_numb   0.029*** 

   （0.007） 

样本量 1145 1145 1145 

皮尔逊 R2 0.013 0.014 0.014 

注：1.括号中的值表示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 

2.*，**，***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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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结果讨论 

5.6.1 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对家庭膳食多样性促进作用的讨论 

（1）主要遵循“是否有——是否用——是否丰富膳食多样性”的传导链条 

模型（1）、模型（4）和模型（7）的估计结果均表明住户所在社区中存在

生鲜新零售网点对家庭膳食多样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常而言，区域中的

食物可获取性提升，即一定区域内可供选择的食物购买场所增加，则可以更好

的满足家庭的食物消费需求[121,122]。对模型样本中的家庭是否使用新零售方式

购买生鲜食物和平均家庭膳食多样性做交叉分析可知（表 5-11），在 1063 个家

庭中，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的家庭有 405 户，家庭平均膳食多样性得分为

7.60；不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的家庭共有 658 户，该部分家庭的平均膳食

多样性得分为 7.41。对比可知，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的家庭膳食多样性丰

富程度高于不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的家庭，表明总体而言，使用新零售方

式对家庭膳食多样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传统的

菜市场仍然是中国居民日常购买食物的主要渠道，与既有研究结论相同[123]，但

这并不意味着弱化生鲜新零售在保障家庭膳食多样性方面的作用。新零售方式

有其自身特有的优点，这种优越性是传统的菜市场和超市购买方式不可替代的。

线上下单后线下配送到家的购买模式在日常生活中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服务，

使居民足不出户仍然可以获取多样化的新鲜食材。 

 

表 5-11 不同类型家庭的膳食多样性情况 

 家庭户数 平 均 家 庭 膳 食 多 样 性 得 分

（HDDS） 

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 405 7.60 

不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 658 7.41 

小计 1063 7.48 

 

具备食物购买场所可获取性是影响消费者途径选择的前提条件[124]。为了探

究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影响家庭膳食多样性的传导链条，进一步在社区具有生

鲜新零售网点的前提下，分析不同使用新零售选择家庭的膳食多样性情况，具

体分为是否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表 5-12）、使用新零售自提方式购买生鲜

食物（表 5-13）和使用新零售配送方式购买生鲜食物（表 5-14）三方面。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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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型样本中，住户所在社区有新零售网点的家庭为 381 户。从使用新零售购

买生鲜食物总体来看，在 381 户社区有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家庭中，使用新零售

购买生鲜食物的家庭是 151 户，不用的是 230 户。151 户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

物家庭的平均膳食多样性得分为 7.91，230 户不使用新零售家庭的平均膳食多

样性得分为 7.77。在社区中具有新零售网点的基础上，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

物家庭的膳食多样性丰富程度高于不使用新零售家庭的膳食多样性丰富程度。

从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的具体取值来看，使用新零售和不使用新零售家庭的膳

食多样性得分为 8 分及以上的占比分别为 59.6%和 55.65%，前者高于后者 4 个

百分点。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区中是否存在生鲜新零售网点通过作用

于居民食物购买渠道选择影响家庭膳食多样性。 

 

表 5-12 是否使用生鲜新零售的不同家庭膳食多样性情况 

 使用生鲜新零售的家庭 不使用生鲜新零售的家庭 

平均 HDDS 7.91 （2.54）  7.77 （2.45）  

HDDS 分类 频数（户） 组内占比

（%） 

累 计 占

比

（%） 

频数（户） 组 内 占

比

（%） 

累计占

比

（%） 

1 1 0.66 0.66 3 1.30 1.30 
2 2 1.32 1.99 2 0.87 2.17 
3 4 2.65 4.64 6 2.61 4.78 
4 8 5.30 9.93 13 5.65 10.43 
5 15 9.93 19.87 16 6.96 17.39 
6 15 9.93 29.80 30 13.04 30.43 
7 16 10.60 40.40 32 13.91 44.35 
8 21 13.91 54.30 29 12.61 56.96 
9 26 17.22 71.52 36 15.65 72.61 
10 21 13.91 85.43 33 14.35 86.96 
11 8 5.30 90.73 19 8.26 95.22 
12 14 9.27 100.00 11 4.78 100.00 

小计 151 100.00 / 230 100.00 /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平均 HDDS 的标准差。 

 

按照购买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使用新零售分为使用新零售自提和使用新零

售配送两种方式。从使用新零售自提方式购买生鲜食物来看（表 5-13），在 381

户社区有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家庭中，使用新零售自提方式购买生鲜食物的家庭

是 118 户，不使用新零售自提的是 263 户。118 户使用生新零售自提方式购买生

鲜食物家庭的平均膳食多样性得分为 8.06，263 户不使用新零售自提家庭的平

均膳食多样性得分为 7.72。在社区中具有新零售网点的基础上，使用新零售自



 2023 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5 章 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对 

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实证分析 

60 

 

提方式购买生鲜食物家庭的膳食多样性丰富程度高于不使用新零售自提的家庭。

从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的具体取值来看，使用新零售自提方式和不使用新零售

自提方式家庭的膳食多样性得分为 8 分及以上的占比分别为 62.71%和 54.75%，

前者比后者高出 7.96%。因此，有理由相信使用自提方式从生鲜新零售网点购

买食物会对丰富家庭膳食多样性起到促进作用。 

 

表 5-13 是否使用新零售自提方式的不同家庭膳食多样性情况 

 使 用 新 零 售 自 提 方 式 的 家 庭

（n=118） 

不使用新零售自提方式的家庭

（n=263） 

平均 HDDS 8.06 （2.49）  7.72 （2.48）  

HDDS 分类 频数（户） 组 内 占 比

（%） 

累 计 占

比

（%） 

频数（户） 组 内 占

比

（%） 

累计占

比

（%） 

1 0 0.00 0.00 4 1.52 1.52 
2 1 0.85 0.85 3 1.14 2.66 
3 3 2.54 3.39 7 2.66 5.32 
4 7 5.93 9.32 14 5.32 10.65 
5 12 10.17 19.49 19 7.22 17.87 
6 11 9.32 28.81 34 12.93 30.80 
7 10 8.47 37.29 38 14.45 45.25 
8 17 14.41 51.69 33 12.55 57.79 
9 20 16.95 68.64 42 15.97 73.76 
10 19 16.10 84.75 35 13.31 87.07 
11 6 5.08 89.83 21 7.98 95.06 
12 12 10.17 100.00 13 4.94 100.00 

小计 118 100.00 / 263 100.00 /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平均 HDDS 的标准差。 

 

从使用新零售配送方式购买生鲜食物来看（表 5-14），在 381 户社区有生鲜

新零售网点的家庭中，使用新零售配送方式购买生鲜食物的家庭仅有 85 户，不

使用新零售配送方式购买食物的是 296 户。使用新零售购买 85 户使用新零售配

送方式购买生鲜食物家庭的平均膳食多样性得分为 7.89，稍高于不使用新零售

配送的家庭，后者的平均膳食多样性得分为 7.81。从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的具

体取值来看，使用新零售配送方式和不使用新零售配送方式家庭的膳食多样性

得分为 8 分及以上的比例相似，前者略多于后者，占比分别是 57.65%和

57.09%。尽管“线上平台下单——配送到家”是生鲜新零售网点区别于其他食品

购买方式的特色之处，但是在社区中存在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前提下，使用配送

到家方式从生鲜新零售网点获取食物的家庭较少，而使用新零售配送和不使用

新零售配送方式购买生鲜食物的家庭在家庭膳食多样性方面没有较大差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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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作为一种新冠疫情期间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的新型食物购买途径，

生鲜新零售在居民中的使用尚未得到普及。居民消费习惯常常难以改变，尤其

针对生鲜食物类商品，虽然可供选择的食品购买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但传统的

菜市场、超市等仍然是中国人用于购买日常所需食物的主要途径[125-127]。当家

庭的日常食物消费需求在习惯使用的传统菜市场、超市等途径中可以得到很好

的满足时，居民通常难以及时改变消费行为和购买场所，转而通过新零售网点

购买生鲜食物。对比使用自提和配送方式的家庭可知，“线上平台下单——线下

网点自提”是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家庭的主要偏好方式。相比于配送到家，

线上下单后线下自提更加快捷高效，且人工服务成本较低。本研究的数据在进

行问卷调查期间，南京市整体新冠疫情形式较为平稳，除个别有阳性病例的小

范围区域采取了临时管控措施，大部分居民的出行未受限。在出行没有受到限

制和食物消费需求不紧急的情况下，通过自提方式购买食物已经成为使用生鲜

新零售途径的主要方式。 

 

表 5-14 是否使用新零售配送方式的不同家庭膳食多样性情况 

 使用新零售配送的家庭（n=85） 不 使 用 新 零 售 配 送 的 家 庭

（n=296） 

平均 HDDS 7.89 （2.80）  7.81 （2.39）  

HDDS 分类 频数（户） 组内占比

（%） 

累 计 占

比

（%） 

频数（户） 组 内 占

比

（%） 

累计占

比

（%） 

1 1 1.18 1.18 3 1.01 1.01 
2 2 2.35 3.53 2 0.68 1.69 
3 2 2.35 5.88 8 2.70  4.39 
4 6 7.06 12.94 15 5.07 9.46 
5 8 9.41 22.35 23 7.77 17.23 
6 8 9.41 31.76 37 12.50 29.73 
7 9 10.59 42.35 39 13.18 42.91 
8 10 11.76 54.12 40 13.51 56.42 
9 13 15.29 69.41 49 16.55 72.97 
10 9 10.59 80.00 45 15.20 88.18 
11 6 7.06 87.06 21 7.09 95.27 
12 11 12.94 100.00 14 4.73 100.00 

小计 85 100.00 / 296 100.00 /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平均 HDDS 的标准差。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在住户所在社区中具有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基础上，无

论是总体是否使用新零售方式购买生鲜食物、是否使用新零售自提方式或者是

否使用新零售配送到家方式，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家庭的膳食多样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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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不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的家庭，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区中

是否存在生鲜新零售网点通过作用于居民食物购买渠道选择影响家庭膳食多样

性。综上所述，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主要遵循“是否有

——是否用——是否丰富膳食多样性”的传导链条。 

（2）食物应急情形下新零售方式的保障作用更加凸显 

经历过临时封控管理措施的家庭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的可能性更大。

对是否使用过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和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住所是否经历过封控

管理措施做交叉分析（表 5-15）可知，用于本文分析的全部 1063 个样本中，有

460 个家庭自 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从未经历过住所封控，603 个家庭曾经

至少经历过一次小区或住所采取临时封控管理措施。603 户曾经至少经历过一

次住所封控管理的家庭中使用生鲜新零售方式购买食物的家庭有 236 户，占比

为 39.14%；460 户从未经历封控的家庭中，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的家庭有

169 户，在未经历封控家庭中的比例是 36.74%。对比二者可知经历过封控管理

的家庭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的比例更高，表明相比于从未经历封控的家庭，

有过住所封控的家庭有更大的可能性选择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几乎一半

的家庭从未经历过封控管理，该部分家庭很大程度上缺乏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

食物的契机，习惯于继续通过以往常用的食物购买渠道满足家庭食物消费需求。

在经历了封控管理措施后，居民家庭切身实际体验到生鲜新零售在食物应急情

形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更加愿意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 

 

表 5-15 经历封控措施家庭是否使用生鲜新零售情况 

 经历过住所封控管理

（户） 

从未经历过住所封控

管理（户） 

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户） 236 169 

不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户） 367 291 

小计 603 460 

 

在经历过住所临时封控管理措施的前提条件下，使用生鲜新零售途径购买

食物对丰富家庭膳食多样性具有促进作用。使用生鲜新零售途径具体可分为使

用新零售自提和使用新零售配送两种方式。是否使用新零售途径以及具体使用

两种不同方式下家庭膳食多样性得分情况如表 5-16 所示。总体来看，在 603 户

经历过疫情封控管理的家庭中，使用和不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的家庭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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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多样性得分分别为 7.43 和 7.19，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例如疫情封控管理等食

物应急情形中，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对家庭膳食多样性具有正向意义。从

使用生鲜新零售的具体方式来看，使用和不使用“线上下单——线下自提”方式

购买生鲜食物家庭的平均膳食多样性得分相差 0.03；而使用和不使用“线上下单

——配送到家”家庭的平均膳食多样性得分相差 0.34，后者大于前者。在出行因

疫情管理措施而受到暂时限制的情况下，居民无法像往常一样自由选择农贸市

场或超市购买生鲜食物。新零售途径通过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商业模式向消费者

提供线上下单配送到家服务，从而尽可能满足家庭食物消费种类需求。2022 年

初，随着上海疫情形式的急剧严峻和全域采取静态管理的防控措施升级，“买菜

难”和“买菜焦虑”问题日益凸显。美团买菜、叮咚买菜、盒马鲜生等生鲜新零售

平台成为了上海居民购买蔬菜、肉等品类食物的主要渠道。上海地区封控期间，

美团买菜每日的蔬菜供应量增长了 50%到 70%，叮咚买菜在浦东地区的城市大

仓日均果蔬吞吐量达到 70 万件。综上所述，在食物应急情形中，使用生鲜新零

售途径对于丰富家庭膳食多样性，满足家庭食物消费需求具有关键性和不可或

缺性。 

 

表 5-16 经历住所封控管理家庭的膳食多样性情况 

 家庭户数（户） 平均 HDDS 标准差 

是否使用生鲜新零售    

使用 236 7.43 2.58 

不使用 367 7.19 2.51 

是否使用生鲜新零售自提方式    

使用 174 7.30 2.61 

不使用 429 7.28 2.51 

是否使用生鲜新零售配送方式    

使用 144 7.54 2.71 

不使用 459 7.20 2.48 

 

（3）不同品类生鲜新零售组合搭配更利于丰富膳食多样性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尽管社区中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品类和数量增加均会促进

膳食种类丰富程度，但不同品牌生鲜新零售网点组合搭配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

贡献度更大。主要原因是不同品类的生鲜新零售网点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吸

引稳定的消费者群体，在提供的商品品类方面具有差异化特征。 

库存保有单位（Stock Keeping Unit, SKU）指物理上不可分割的最小存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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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常用来帮助电商品牌识别商品。通俗来讲，可以将 SKU 理解为一款商品,

依据同类产品的不同款式、尺码等划分可以将商品计数为多个 SKU。从商品供

应种类来看，目前盒马鲜生拥有 6000——8000 个 SKU，其中，盒马鲜生主要

经营的水果、蔬菜、肉禽奶蛋、海鲜水产等生鲜产品 SKU 占比为 20%①。除了

通过线下门店和线上平台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基本食材之外，盒马鲜生还在门

店中设置了特色的现场烹饪区和用餐区，以便更好的满足居民的食物消费需求

[128]。叮咚买菜平台设置有超过 1500 种 SKU[129]，针对消费者一日三餐食物消费

的不同特征，推出了“生鲜+调味品”的组合产品，为城市居民食物消费提供多样

化的选择。苏果超市在南京市超市中首先引入了生鲜功能[83]，并在业态创新过

程中对生鲜功能不断强化。以苏果标准超市为例，标准超市中的食品类、生鲜

类、百货类商品种类达到接近 1 万种[83]。“苏果 LIFE”是苏果超市承接华润万家

重点运营的社区新零售模式门店，经营商品涉及各类肉禽、有机果蔬、粮油等

4600 个 SKU，其中生鲜商品种类占比达到 50%②，进一步满足了社区居民多样

化、便利性的生鲜食品购买需求。 

不同品牌的生鲜新零售网点在商品供应方面各具特色。商品供应选择侧重

点有所差异，在多家生鲜新零售网点服务范围覆盖的区域，居民对于多样化食

物品类的可达性更高。因此，对不同品牌的生鲜新零售进行组合搭配使用可以

最大化地丰富家庭膳食多样性。社区中生鲜新零售网点数量较多同样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丰富家庭膳食多样性，但由于目前市场上主要的生鲜新零售网点几乎

都依托于大型互联网电商平台或传统商超企业，相同品牌下的新零售网点多以

连锁店形式存在，因此可以提供的食品品类趋于一致或具有相似性，所以对家

庭膳食丰富程度的贡献度不如不同的生鲜新零售网点种类。 

5.6.2 家庭膳食多样性空间依赖性探索性讨论 

家庭的膳食多样性会影响相邻地区住户的膳食多样性程度，具体表现为食

物消费种类丰富的家庭邻近地区的家庭食物消费种类也较为丰富。可能的原因

 

①网易新闻.盒马鲜生产品分析.[EB/OL].（2022-03-24）[2023-04-20].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37IFSKJ0511805E.html 

②搜狐新闻.首家“苏果 LIFE”亮相南京，4600 个 SKU 生鲜占比 50%.[EB/OL]. （2020-11-12）
[2023-04-20]. https://www.sohu.com/a/431459687_12005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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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家庭膳食多样性存在空间依赖性与疫情防控时期社区

层面统一采取的临时封闭管控政策有关。小区或小区中的个别区域被采取临时

封控管理措施后，通常会为被封控的居民统一提供食品蔬菜包。例如，在南京，

江宁众彩批发市场某蔬菜批发企业向封闭小区提供 2000 份“爱心蔬菜包”，每份

蔬菜包包含包菜、茄子等种类①；成都市组织重点保供企业筹备 11 万份“蔬菜

爱心包”向管控区居民发放②；黑龙江某区社区工作人员为五个封控、管控区

472 户居民免费提供包括黄瓜、辣椒等品种的“爱心蔬菜包”③。有无蔬菜包配送

服务以及蔬菜包中提供的食物种类因批次差异在不同街道、社区中有所不同，

从而对家庭膳食多样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空间上，邻近家庭的膳食多样

性便呈现出集聚特征。其次，生鲜新零售网点辐射范围大于传统的实体零售门

店。生鲜新零售网点通常以网点为中心向周边 3km 范围内的居民提供配送上门

服务，特有的“线上下单——配送到家”购买方式扩大了以往的网点服务范围，

使得居民居住地即使处于网点所在社区之外较远的区域，仍有可能通过配送方

式购买到生鲜新零售网点提供的多种类食物。在居民家庭出行受到主客观因素

限制的情况下，处于同一网点配送范围的居民能够通过区域内的生鲜新零售网

点获取满足家庭食物消费所需食物。由于区域中同一生鲜新零售网点所能提供

的食物种类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一致，因而地理距离邻近的居民家庭膳食多样性

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性特征。最后，小区在空间上的集聚现象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住户间具有某种相似的特征。居住在相同小区或邻近片区的家庭

往往具有相似的经济社会因素，例如相似的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平[130-131]，促使

他们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从而使其家庭食物消费丰富程度在空间

上表现出相关性。 

  

 

①扬子晚报.南京战疫 支援封控小区保障，爱心企业将捐 2000 份爱心蔬菜[EB/OL].（2021-

07-30）[2023-04-2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6714480609525088&wfr=spider&for=pc 

②封面新闻.爱心蔬菜包来了 成都市锦江区为管控居民送上 2.7 万份蔬菜包[EB/OL].（2022-

08-27）[2023-04-2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290386718594772&wfr=spider&for=pc 

③微观尖山.“尖疫”有我 情暖人间——尖山区向封控小区居民派送 “爱心蔬菜包[EB/OL].

（2022-11-27）[2023-04-

20].”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ODA1MzAyMA==&mid=2650912343&idx=2&sn=

202dad91499e86b1b02cee683581f58d&chksm=f0315424c746dd323d3bc2d1de4e8f391a465e9f6

74fd35aec02f4bf446b30623db012868ea8&scen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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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探究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

基于此研究目的，试图回答“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现状是什么？

是否存在某种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分布对南京市家庭的

膳食多样性是否有影响？具体影响是什么？”这两个研究问题。主要得出以下

研究结论： 

（1）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总体上呈现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式分布的“向

心圈层”结构特征。生鲜新零售网点的集聚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中心城区、

主城区、郊区。生鲜新零售网点主要聚集在建邺、鼓楼、玄武、秦淮等中心城

区，其余行政区网点分布密度较低。密度高值区大部分位于长江以东，主要原

因是长江以东区域是南京的老城区，商业发展历史悠久，人口多，所以零售网

点也较为密集。河西新城的六合和浦口也有部分网点较为集聚，且呈现出组团

状的分散分布特点。主要原因是江北新区的设立带来了相应片区经济快速发展

和人口集聚，从而使得该区域的生鲜新零售网点相比于其他地区要更加密集。

六合、溧水和高淳各有一个密度较高的区域，且在行政区内的分布较为离散。

这三个区域为原来县改区前的城镇区，商业和人口发展基础良好，因此呈现出

三个独立的团状密度聚集区。整体而言南京生鲜新零售分布方向呈现西北—东

南走势，与穿城而过的长江近似垂直，反映出生鲜零售网点沿着长江两岸南北

向垂直发展的特点。 

（2）不同品牌类型的生鲜新零售网点在空间上同时表现出共同性和异质性

分布特征。空间格局方面，盒马鲜生网点主要分布于江南老城区，表现出四周

低，中心高的集聚程度。叮咚买菜网点主要分布在以秦淮区和玄武区为中心的

区域及周边行政区。南京市苏果超市网点密度呈现出由中心向四周圆环式递减

的分布特征，以玄武区、秦淮区的大部分区域为密度最高值区。主要原因是该

区域有南京市最核心的新街口、夫子庙两大商圈，人流量巨大，商业十分发达，

因此苏果超市在该区域大量密集分布。集聚特征方面，盒马鲜生、叮咚买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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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果超市三类网点的集聚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苏果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

苏果超市是江苏省老牌商超企业，在南京发展基础好、数量众多。盒马鲜生通

常位于城市中的购物商圈地带，门店面积更大，相比于苏果超市辐射范围更广，

服务半径更大。叮咚买菜站点的集聚特征在三类网点中的集聚程度最低。主要

原因是相比盒马鲜生和苏果超市依托的大型综合企业，叮咚买菜成立和入驻南

京的时间较晚，目前在南京的发展尚处于逐步探索阶段。与居民小区的分布关

系方面，盒马鲜生和苏果超市分布与南京市小区密度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反映

出生鲜零售网点分布以居民小区的位置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叮咚买菜网点仅有

两家分布在居民小区最高值密度值区，大部分网点分布在居民小区中低密度值

地区，反映出叮咚买菜在南京的分布策略主要为覆盖大型竞争企业辐射不到或

服务网点较少的区域。 

（3）社区中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对丰富居民家庭膳食多样性具有积极作用，

且在食物应急情形下的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其内在逻辑遵循“是否有——是否

用——是否丰富膳食多样性”的传导链条。从总体来看，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

食物的家庭膳食多样性丰富程度高于不使用新零售购买生鲜食物的家庭。从具

体方式来看，在住户所在社区中具有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基础上，无论总体是否

使用新零售方式购买生鲜食物、是否使用新零售自提方式或者是否使用新零售

配送到家方式，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家庭的膳食多样性水平均高于不使用

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的家庭，一定程度上说明社区中是否存在生鲜新零售网点

通过作用于居民食物购买渠道选择影响家庭膳食多样性，即生鲜新零售网点分

布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主要遵循“是否有——是否用——是否丰富膳食多

样性”的传导链条。经历过临时封控管理措施的家庭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

的可能性更大。几乎一半的家庭从未经历过封控管理，该部分家庭很大程度上

缺乏使用生鲜新零售购买食物的契机，习惯于继续通过以往常用的食物购买渠

道满足家庭食物消费需求。在经历了封控管理措施后，居民家庭切身实际体验

到生鲜新零售在食物应急情形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更加愿意使用生鲜新

零售购买食物。新零售方式自身特有的优点是传统的菜市场和超市购买方式不

可替代的。线上下单后线下配送到家的购买模式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为消费者

提供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丰富家庭食物消费丰富程度。这一特性的重要性在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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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应急事件背景下得到显著凸显。新零售食品购买方式并未随着疫情过度到平

稳期消失，而是作为城市居民购买食物的一种新型方式得以保留，中国居民的

食品供应体系正在塑造和重构。 

（4）不同品类生鲜新零售提供的产品具有差异化特征，组合搭配更利于丰

富膳食多样性。虽然网点品牌和数量越多，周边地区居民的膳食种类越丰富，

但是数量对丰富度的贡献不如种类。主要的原因是不同品牌的生鲜新零售网点

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吸引稳定的消费者群体，在提供的商品品类方面具有差

异化特征。在多家生鲜新零售网点服务范围否覆盖的区域，居民对于多样化食

物品类的可达性更高。社区中新零售网点数量较多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

家庭膳食多样性，但由于目前市场上主要的生鲜新零售网点几乎都依托于大型

互联网电商平台或传统商超，相同品牌的新零售网点多以连锁店形式存在，因

此可以提供的食品品类趋于一致，对家庭膳食多样性的丰富度影响因而不如不

同品牌下的差异化商品大。 

（5）不同家庭的膳食多样性水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对家庭膳食多样

性的空间效应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家庭的膳食多样性在空间上呈

现出显著的正自相关关系。家庭的膳食多样性会影响相邻地区住户的膳食多样

性程度，具体表现为食物消费种类丰富的家庭邻近地区的家庭食物消费种类也

较为丰富。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家庭膳食多样性存在空间依赖性

与疫情防控时期社区层面统一采取的临时封闭管控政策有关。小区或小区中的

个别区域被采取临时封控管理措施后，通常会为被封控的居民统一提供食品蔬

菜包。有无蔬菜包配送服务以及蔬菜包中提供的食物种类因批次差异在不同街

道、社区中有所不同，从而对家庭膳食多样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原因二是生鲜

新零售网点辐射范围大于传统的实体零售门店。生鲜新零售网点特有的“线上

下单——配送到家”购买方式扩大了以往的网点服务范围，使得居民即使处于

网点所在社区之外，仍能够通过配送方式购买到生鲜新零售网点提供的多种类

食物，因而不同家庭膳食多样性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原因三是

小区在空间上的集聚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住户间具有某种相似的特征。居住

在相同小区或邻近片区的家庭往往具有相似的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平，促使其消

费行为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从而使家庭食物消费丰富程度在空间上表现出相



2023 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6 章 结论与展望 

69 

 

关性。 

6.2 政策启示 

生鲜新零售食品购买方式日益被大众所接受，是城市食物供应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新零售模式商业网点在食物应急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生鲜新零售网点在城市中的分布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城市规划要将社区居民的物理可及性纳入商业规划框架体系中。由于

社区居民是否可以享受生鲜新零售网点服务对丰富家庭膳食多样性具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因此建议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进行商业用地规划时，要综合

考虑社区中网点分布的均等性和社区居民与零售网点之间的物理可及性。特别

的，要根据新零售模式的特征，在原来的线下实体商业网点分布的考虑体系中

加入新零售线上服务区范围的考虑，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合理规划商业用地分

布，最终促进新零售商业的健康发展和居民家庭膳食多样性的丰富。 

（2）新零售相关企业在分布零售网点时优化选址方法。相比于同类网点的

数量，不同类网点种类数对提高家庭膳食多样性的意义更大。因此，相关企业

在新零售网点选址时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商业环境分析。全面考虑社区中

的同业态不同品牌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分布现状，综合不同品类搭配分布，发挥

1+1>2 的综合效应，便于城市居民提高家庭膳食多样性丰富程度。此外，生鲜

新零售企业要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提升，通过冷链

技术、物流环节的升级改造降低运营成本，向消费者提供价格具有市场竞争力、

品质具有安全保障力的生鲜产品。 

（3）政府有关部门实施相关配套政策促进生鲜新零售行业健康发展。生鲜

新零售在社区中的分布对促进家庭膳食多样性，特别在食物应急情形中保障居

民食物消费基本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和政策制定者

可以考虑出台促进生鲜新零售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采取例如补贴、奖金

等形式的激励手段鼓励、支持、引导生鲜电商或有关企业发展生鲜新零售，调

动相关市场主体发展生鲜新零售行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对城市居民加

大宣传力度。一是可以联合社区工作者向社区居民进行生鲜新零售宣传和科普，

二是加大与相关企业的合作力度，联合相关企业开展促销和推介活动，通过例

如发放生鲜新零售平台消费券、举办推介会等形式的活动增强宣传力度，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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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生鲜新零售的了解和使用，逐渐培养消费者使用生鲜新零售等新型食品

购买方式的消费习惯。 

6.3 不足与展望 

本文主要使用空间分析法和计量分析法研究了南京市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

对城市家庭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出于数据获取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限制，主要

存在以下不足和有待改进之处： 

首先，生鲜新零售网点空间分布分析方法未充分体现新零售的特征。本文

对生鲜新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仍然采用核密度法、标准差椭圆、平均最近邻分

析等经典的地理学点要素分析方法，没有体现出新零售模式“线下自提+线上配

送”所彰显的线上配送范围特殊性。虽然有相关研究针对生鲜新零售网点线上配

送的特征对网点配送范围兴趣面进行了空间分布分析，但出于商业秘密保护的

数据限制原因，本文难以获取南京市代表性生鲜新零售网点的具体配送服务区

域面数据。未来相关研究在进行网点空间分布特征分析时应当更加注重与新零

售网点的线上配送特殊性进行结合。 

其次，新零售网点空间位置数据与真实情况存在一定的误差，可能会造成

网点空间分布分析偏差。对于本文选择的三类生鲜新零售网点，使用网点名称

和详细地址查询到的地理坐标存在一定差别，且由于客观原因较难验证与实际

坐标之间的差异情况。为了尽可能提高地理坐标数据的准确性，使用了网点名

称+详细地址组合的方式查询地理坐标，但仍然不免会与真实情况有所出入，影

响空间分析的准确性。通过在线网站识别网点地址所在地街道和社区信息时也

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再次，本文对家庭膳食多样性以及社区生鲜新零售网点分布的空间溢出效

应讨论不够充分。在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时，本文采用了两种虽然被广泛使用但

仍然较为基础的设置方式，出于数据获取性的限制未能更加深入、科学的结合

研究主题设置更加合理的空间权重矩阵，从而未对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升入探究。

未来研究中，可以尝试使用更加复杂的方法更为合理科学的设定空间权重矩阵，

并在此基础上对空间依赖性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最后，本研究使用的问卷调查数据在获取时存在一定的数据准确性误差。

一是抽样误差。虽然在设计抽样方案时，严格使用随机抽样框对于 2015 年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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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不匹配的街道和社区进行了随机抽样，但是在实操层面，由于对调研员的

实际调查过程监督难度较大，对社区居民进行住户调查时并不是严格的随机抽

样。调查员进入小区进行问卷调查时，可能会存在样本来源于同小区而使其具

有类似特征的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二是问卷调查误差。

尽管课题组对参与调查的调研员进行了系统培训，但是也无法完全避免一些问

卷录入、调查者理解偏差等原因导致的问卷数据与真实情况存在差异的情形。

对于被调查者而言，同样存在理解偏差或有意隐瞒真实情况的问题。这些都会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问卷采集数据的质量进而影响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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