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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网上购物因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已经成为 ICT应用的核心领域之一。网上

购物指的是通过互联网搜索或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活动，网上购物作为一种新的购物渠道和媒介，与城市传统零售

业在竞争的同时又相互补充，重新塑造人们的购物行为和零售业运行模式，进而改变着城市传统零售业布局和土

地利用格局。本文重点梳理国内外近20年来地理学界关于网上购物、出行和城市零售空间的研究内容。网上购

物和出行的关系包括替代、补充、修正、中立4个方面。网上购物对城市零售空间的影响包括：①扩大化和碎片化

活动空间；②不同等级零售空间受网购影响差异显著，向虚实融合的零售空间转化；③线上线下零售活动向与其他

空间渗透和融合，促进传统零售空间转型。研究结论可为消费者出行优化和城市传统零售业发展转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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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ICT(Infor-

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已经成为正在改

变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驱动力(Farag et al, 2006)。

它使人类可以摆脱时空制约完成工作、学习、生活

等日常活动。20世纪 50年代开始，零售业模式发

生显著变化(Orlikowski et al, 2001)，经历了从传统

(百货公司、shopping mall)到虚拟零售活动(目录购

物、电话购物、网络购物)的转变(Wang et al, 2006)。

网上购物(e-commerce、online shopping、e-shopping)

指的是通过互联网搜索或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活动

(Mokhtarian, 2004)，与传统购物方式相比更方便灵

活，节省时间和金钱；在减少时空约束的同时，对整

个购物过程进行破碎化与重新组合 (Mokhtarian,

2004)。

网上购物提供了购物的新渠道，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 (Smith,

2004)，目前已成为许多国家的一种主要城市现象

(Rotem-Mindali, 2010)。据市场调研公司 eMarketer

统计显示，2012年全球B2C电子商务销售额突破 1

万亿美元，较 2011 年增长了 21.1%，全球网购人数

接近 10亿。快速增长的网上购物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经济前景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人们的购物习

惯和行为。随着网上购物的日渐普及，它具有替代

传统购物的潜力，尤其是远期对特定类型商品(例

如电子类、图书类产品)的购买上，从而改变居民的

消费偏好和日常生活出行方式，对减少个人出行、

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减少环境污染带来重大影

响。同时，网上购物作为一种新的快速发展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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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在与传统零售业竞争的同时也与之形成互补

效应，对传统零售业运行模式和空间组织产生关联

效应。

本文通过对近 20年来国内外地理学界关于网

上购物、个人出行和城市零售空间三者关系研究的

梳理，试图回答网上购物如何影响出行行为，以及

城市零售业在运行模式和空间组织上如何响应网

上购物的挑战等问题；揭示信息技术发展对城市实

体空间的影响，以期为当前信息化与城市空间重构

并举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居民个人出行与传统零售

业空间研究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2 网上购物对个人出行的影响

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最先察觉网上购物

的经济增值及其对城市传统零售业的长期效应，并

开始识别与网购相比传统购物的优劣势、网购者的

特征以及影响人们使用网上购物的因素，涌现出了

一系列实证研究。例如，Chang 等(2005)将影响人

们网购行为的因素分成 3类：作为销售渠道的网站

设计特征、网购者自身的特征(包括动机、社会经济

属性、态度行为等)、供应商和商品的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交通运输规划学者加入

到对网购的研究阵营中，从网上购物和出行两者关

系着手研究。统计显示，传统购物出行占据每日交

通出行总量的 21%左右(Hu et al, 2004; Santos et al,

2011)。如果网上购物能够取代或者减少传统购物

出行次数，尤其是每日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出行次

数，将会对城市交通和环境产生直接的正效应，同

时会对城市传统零售业提出挑战。在已有的 ICT

和出行关系领域研究基础上，学者们普遍认为网购

对人们出行的作用方式存在以下4种方式，即替代、

补充、修正和中立(Salomon, 1986; Mokhtarian, 1990;

Pendyala et al,1991; Choo et al, 2008)(表1)。

最先提出讨论的是替代效应，即是因网购导致

的出行次数和和出行距离减少。Cubukcu(2001)研

究美国大都市区购物出行次数时发现网络渗透率

越高的区域，购物出行相对越低。Dixon等(2002)指

出几乎2/3的网上购买者表示一定程度上网购取代

了原本可能会在城市中心的购物行为。Bhat 等

(2003)调查德国居民在 ICT影响下的非日常性商品

的购物活动，发现78%的网络使用者较非网络使用

者减少了购物出行。Cairns等(2004)分析 538个英

国互联网使用者(英国电信抽取)样本，指出 80%的

受访者因为网购节省了至少 1次的汽车购物出行。

Weltevreden等(2007)发现超过20%的荷兰调查者表

表1 网上购物与出行关系的实证研究

Tab.1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shopping and personal travel

文 献

Casas et al, 2001

Cubukcu, 2001

Dixon et al, 2002

Sim et al, 2002

Bhat et al, 2003

Ferrell, 2004

Farag et al, 2005

Ferrell, 2005

Farag et al, 2006

Farag et al, 2007

Cao, 2012

样本(年份；方法)

美国大萨克拉门托加州地区9132个

居民 (1999；D)

40个美国大都市区(1995；R)

450个在英国东南部城镇的购物者

175个新加坡购物者(—；D)

255个德国卡尔斯鲁厄和哈雷公寓

居民(1999；HM)

14563户旧金山湾区域家庭 (2000；R)

826个荷兰四个城市互联网使用者(2003；

PA)

18026个美国旧金山湾区域居民(2000；SEM)

634个荷兰乌得勒支市3个社区互联

网使用者(2001；R)

823个居住在荷兰四个城市互联网

使用者(2003；SEM)

539个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大

都市区互联网使用者(2003；SEM)

内容

购物出行占个人出行百分比

一个大都市区总的平均购物出行次数

城市中心购买频率

实体店购物频率

非日常性商品购物持续时间

购物出行距离和购物出行频率

实体店购物频率

购物出行时间，出行距离和频率

工作日与非工作日实体店购物出行

的数量和时间长短

实体店购物频率和实体购物出行时

间长短

网购购买、网络搜索和实体店购买

频率

关系

N

S

S

S，N(以N为主)

S，E(以S为主)

E(次数)，M(距离)

E

S(频率)，M(时间和

距离)

M(持续时间)，

E(数量)

M(持续时间)，

E(频率)

S，E(以E为主)

注：D—描述性分析，R—回归分析，PA—路径分析，SEM—结构方程模型；S—替代效应，E—补充效应，M—修正效应，N—中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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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减少了去城市中心购物的次数。替代效应通常

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购物的每一个步骤均在家

完成，个人出行将被更有效率的点到点的货物运输

所取代；二是人们通过网络搜索海量商品信息，纵

向比较，准确定位商品，从而减少往复出行寻找商

品的次数(时间)和距离。

然而，有学者指出，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来看，

因网上购物节省的时间又被重新分配到购买其他

商品的出行上(Mokhtarian et al, 2007)。因此，网购

带来的并非替代效应而是补充效应。即网上购物

激发了新的购物出行欲望或者增加了购物出行距

离。Zmud等(2001)把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

1999年接受家庭出行调查的受访者分成网购和非

网购者两组，发现网购者总的出行率要比非网购者

高。Farag 等(2005, 2006, 2007)对荷兰 826 个样本

的研究发现，荷兰互联网使用者因为网络信息搜索

产生更多的非工作日购物出行，指出网购和出行之

间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补充关系。

修正和中立效应指的是网购对出行作用有限

或者几乎没有作用。Casas等(2001)研究显示，网上

购物者和非网上购物者在购物出行数量和总的个

人出行上没有明显区别。Sim等(2002)发现大部分

新加坡购物者并没有因为网上购物而减少实体购

物出行次数。Mokhtarian(2004)指出购物活动是出

行链中的一环，如上下班途中的购物等等，这些“顺

便”的活动不会对人们总的出行频率和距离产生太

大的影响。

购物活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目的的活动，是满足

人们维持性、娱乐性和社会交往的多目的活动。且

整个购物过程可以采用多种交易渠道完成，每种方

式都会对出行产生不同影响，有的时候多种影响同

时存在，相互作用。近年来一些学者指出，不能简

单地用替代还是补充来表达网上购物和出行的关

系，认为网上购物和出行之间不是单一关系，而是

替代和补充的混合效应(Cao, 2009)。Cao(2012)获

取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大都市区539名成年

互联网使用者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网上购

物和出行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互联网作为一个创

新的购物渠道，对实体店购物有混合补充的效应。

总之，网上购物和出行的关系远比看起来要复

杂得多。Ferrell(2004)使用2000年旧金山湾区出行

调查数据来研究家庭购物(电脑、商品目录、电视购

物)和出行的相互关系，得出家庭购物活动的数量

和购物出行频率存在正相关，两者之间是补充关

系。2005年，Ferrell使用同样的数据研究却得出截

然相反的结论，指出家庭购物者减少了购物出行次

数，缩短购物距离，两者是替代关系。上述矛盾的

研究结果主要是因为购物本身的多目的性与复杂

性，网上购物对购物过程的不同阶段影响不一致，

很多时候几种影响同时存在，很难区分；其次是由

于研究区域(美国还是欧洲)、研究方法(Weltevreden

et al, 2007)、样本大小、数据采集方式(购物调查还

是活动日志)、分析方法、研究单位(家庭还是个人)、

选取变量上的不同。目前研究还集中在网上购物

对个人购物出行频率的影响上，测量出行替代程

度，对购物出行以外的活动出行和出行的其他维

度，如出行方式、目的地、出行时长等方面的影响关

注较少。此外，较少考虑空间变量，即商店的空间

可达性和网购的关系，而事实上城市中商店的空间

分布对塑造人们的网购行为起着重要作用。

实证研究方面，汪明峰等（2012）以上海高校学

生购买书籍为样本，指出网上购物对消费者传统购

物出行的影响并不显著，还只是作为消费者购物出

行的一种补充方式。随后，其又根据这一样本数

据，分析居住在城市不同区位的消费者的网上购物

行为及其与传统购物出行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结

论：市区消费者比郊区消费者更倾向于网上购物，

在现阶段，郊区传统购物出行的不便并没有在很大

程度上造成网上购物频率的增加。上述研究都是

针对高校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购买书籍的出行影

响，样本具有同质性，推广意义有待进一步论证。

3 网上购物对城市零售空间的影响

ICT使用带来的地理空间变化始终是地理学界

关注的焦点。地理空间因素对于传统零售业的发

展布局十分关键；不仅如此，无论是解释消费者如

何接受网上购物，还是分析新的购物方式如何影响

传统商业，空间要素都不可忽视(汪明峰等, 2010)。

网上购物形成的虚拟零售空间，相较于实体零售空

间辐射范围广，渗透性、重叠性、动态变化增强（余

金艳等, 2013），改变着城市传统的零售空间。

3.1 扩大化和碎片化人们活动空间

活动空间是行为地理学在分析“人—环境”关

系载体时所用的概念。张艳等（2013）指出，活动空

间在通俗意义上就是指个体为满足其自身工作、学

习、生活、休闲、购物等需求而在城市空间中开展各

种活动，以及活动之间的移动所包含的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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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jst（2004）研究显示，网上购物作为另一种购物媒

介，使得人们的活动空间得到大大扩展。Steinfield

等(2001)指出，人们利用网络工具在购买前进行商

品信息的搜索，掌握了以往不了解的离家远的购物

场所信息和电子宣传、促销等信息，这些都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人们出行的次数和距离。因此，人们

的活动空间相较于使用网上购物前更加扩大化。

借助互联网，网上购物有效规避了商店营业时

间和场所对购物活动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把整个购

物活动分割成次活动片段，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

内存在，购物活动和工作活动、家务活动、交通出行

活动等其他类型活动界限模糊化，如在地铁中上网

购物。网购对空间的依赖性更小，购物活动向其他

活动渗透和融入的趋势更加明显，人们的活动空间

日趋碎片化（Mokhtarian, 2004），尤其是随着智能手

机的快速渗透（据艾瑞咨询(2013)预计，2016年移动

购物市场交易规模占网购交易额比例超过50%）。

3.2 不同等级零售空间受网购影响差异显著，向虚

实融合的零售空间转化

网上购物对城市零售空间的影响依据不同区

位、等级、规模的购物场所而存在差异(Forman et

al, 2005)。首先是因为不同地区的人采用网上购物

模式的意愿不一致。Farag等(2006)使用1996-2001

年荷兰互联网使用者和网购者的数据库，将研究区

域按照城市化水平高低分成 5种类型，发现城市中

心的人口网上购物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新技术通常

在城市中心开始酝酿扩散。Ren等(2009)运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美国俄亥俄州 393 个互联网

使用者数据，指出居住在郊区和商店可达性较差区

域的人因为更多的便利和选择以及消除出行成本，

更倾向于网上购物模式。孙智群等(2009)以深圳市

民网上购物行为问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发

现居民网上购物活跃度与距离商业中心的远近有

关，购物花费空间差异明显。汪明峰等(2013)指出

市区消费者比郊区消费者更倾向于网上购物，在现

阶段，郊区传统购物出行的不便并没有在很大程度

上造成网上购物频率的增加。席广亮等(2014)以南

京为例，分析南京市居民网络消费的影响因素及空

间特征，发现南京内外城、郊区等不同圈层居民的

网络消费构成呈现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同时支

持了Anderson等(2003)提出的空间变量对网上购物

影响的创新扩散和效率假说。

其次，购物过程本身的多重价值和购物场所不

可无差别复制的符号意义，使得网上购物对低端零

售空间冲击较大，而对多渠道、多功能复合的体验

型高端零售空间冲击较小。Weltevreden 等(2007)

指出，至少在短期内网上购物是不可能取代城市中

心零售空间购物的。Weltevreden 等(2009)识别了

评价城市中心魅力的3个要素，即购物过程吸引力、

娱乐休闲吸引力和通达性吸引力，分析荷兰网上购

物对城市不同等级购物中心的影响。该研究指出

城市中心作为多元化休闲娱乐购物场所，抑制了网

上购物对其的冲击。社区和便利中心也能够从网

上购物中获利，因为邻近居住区的区位优势，使得

这些地点可以方便的成为网上订单收集点。相比

城市中心，城市片区中心因缺乏多样性，规模小，种

类功能单一，受到网上购物的负面影响最大。面对

网上购物的挑战，零售商纷纷转向信息技术，不同

程度的采取虚实结合销售模式(如苏宁电器提出

O2O模式)，即实体销售活动部分虚拟化，虚拟活动部

分实体化，由单一空间向虚实结合空间转化。

3.3 线上线下零售活动向其他空间渗透和融合，促

进传统零售空间转型

ICT在弱化了原有意义上地理空间要素重要性

的同时，又赋予了空间新的含义。一方面面对网上

购物导致的零售业绩下滑，零售商通过把传统的富

有历史底蕴的居住社区直接改造成线上线下结合

的零售空间，重视挖掘场所空间背后的符号价值，

带给消费者真实的、定制化的购物体验和排他性的

商品。Parker等(2013)以芝加哥为例，研究 eBay对

城市二手零售市场的影响，发现二手零售市场经常

选址在芝加哥城市里风格独特的、已完成或者正在

进行着绅士化的居住社区，强调从独特的区位文化历

史价值中提升商品价值，抑制了 eBay对其的冲击。

另一方面，线下零售活动向居区住以及商业、商务

楼宇办公空间延伸，拉动周边商业发展的同时促进

传统零售空间转型。路紫等(2013)以石家庄为例，

基于网络数据挖掘，探讨一种新型电子商业业态

——体验性网络团购对城市商业空间组织的影

响。研究发现，电子商业模式作用下的商业网点空

间分布仍然具有很强的区位特征，给周边商业网点

带来新的商机。

在网上购物背景下，商业链供应模式和物流网

络结构发生变化(曾思敏等, 2013)。传统的“工厂—

配送中心—零售场所—消费者”的供应链模式转向

“工厂—配送中心—消费者”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终

端模式，即“去中介化”，产生更多的点到点的货物

运输流。在新的供应链模式中，配送中心数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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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且其区位的选择对时间和空间更加敏感。为

了实现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的点到点配送，新的配

送中心往往选址在城市大量高需求目标客户的附

近(Murphy, 2007)，即大型居住生活区外围。

4 对后续研究的启示

总体而言，网上购物的研究在西方地理学界尚

处于发展期，且由于网上购物的发展是在基于空间

发展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早期研究对空间要素的关

注仍然不够。最近20年来，国内外地理学者开始聚

焦网上购物对城市传统零售空间的改变以及城市

传统零售空间的响应，展开了网上购物对个人出行

和城市空间领域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的探索，但目前

的研究结论仍存在一系列冲突的观点和不确定性，

由此网络购物、个人出行和零售空间的相互关系远

比看起来要复杂的很多。

随着信息消费时代的来临，中国的网上购物发

展势头异常迅猛。据艾瑞咨询统计，2012年中国网

上购物市场交易规模已达到 13040亿元，较往年增

长 66.2%，网络交易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从 2010年的 3.2%增至当前的 6.2%(引自(艾瑞

咨询, 2013)。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稳步快

速推进，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内部空间重构并行。

因此，在当前国内信息化与城市空间重构并举的大

背景下，网购发展极具特殊性，网上购物对中国城

市居民出行和城市土地利用，特别是零售业空间的

重组均与欧美等国不同，值得深入探讨。

(1) 在网上购物对出行影响研究方面，数据搜

集是基于微观个体行为的 ICT影响研究的关键(申

悦等, 2011)。未来首先要整合现有的购物调查和活

动日志两种传统数据收集方法，借助大数据，从宏

观和微观两种时间尺度上研究网络购物对出行的

影响；其次，要区分样本的社会经济属性。购物活

动是具有生存维持性和娱乐的多功能活动，当购物

作为生存维持性活动，即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时，

一般是在家庭层面上，由负责家庭日常生活的成员

完成的，因此可考虑在今后的研究中赋以不同的权

重；区分购物过程包括商品信息搜索、交易和配送3

个阶段(Mokhtarian, 2004)，量化购物过程所有阶段

的相互作用；最后，关注出行的不同维度，包括出行

方式、目的地和逗留时间等。

(2) 在网购对城市零售空间影响方面，首先要

涵盖不同的区域类型，在加强对一线城市如上海、

深圳研究的同时，关注网购对二三线城市、中西部、

农村地区零售空间的影响；其次要密切关注一些新

的零售趋势，如新型的楼宇商业形态的发展(路紫

等, 2013)，城市边缘地带零售业复兴；最后，选取城

市内部不同居住环境和商店可达性的居民进行比

较研究，从而更加深入地研究网上购物对不同类型

城市空间的影响程度，理解信息时代城市零售空间

演变，为未来城市零售空间转型指明方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仅仅从效率的角度来探讨

网络购物对实体零售空间的影响还远远不够，更需

要从文化传统、社会习惯、生活方式等更宽的社会

文化视角来剖析 ICT 影响下的城市生活和空间格

局的变化，不应仅局限在自身研究框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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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online shopping impact on personal travel
and urban retail space and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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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use of the Internet, online shopping, which is defined as

an activity to search or purchase services or goods via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new shopping media and meth-

od. Online shopping competes with traditional retailing and thes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it reshapes

people's shopping behavior and retail operation mode, thus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retail layout and land us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of geography in recent 20 years on online shopping, personal travel, and retail

space and points out that online shopping is a substitution, supplement, or correction of personal travel on shop-

ping trips. There are three effects of online shopping on retail space: (1) expans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activity

space; (2) the retail space changes from a single physical space to a combination of cyber and physical spaces;

(3) online retail activities infiltrate and mix with other spaces and stimul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re-

tail space. These changes provide a basis for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ditional retail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mmercial space planning, consumer travel optimization, and ur-

ban traditional retai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online shopping; traditional shopping; personal travel; urban retail space;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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