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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OI数据的南京主城区夜间餐饮业时空特征研究

吴 涛 钱才云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1816

摘 要：本文基于POI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了南京主城区夜间时段餐饮业的时间波动和

空间分布特征。结果发现，南京主城区夜间时段餐饮业时间维度特征表现为“高—降—低”的波动模式，可拆分为

“数量高峰”、“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和“稳定低值”4个阶段；餐饮业态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

随时间变化集聚特征逐渐减弱，主要可分为“单中心，多点式”和“多中心，多点式”两类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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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引言 *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通讯、照明等技

术的革新，夜晚已成为人群集会交往的重要时段，夜生

活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夜间经济

显著影响了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目前国内学术界

认为夜间经济一般是指从当日下午6点至次日凌晨6点之

间，以当地常驻居民和外来游客为消费主体，以购物、

休闲、文化旅游、健身、餐饮等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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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经济模式[1][2][3]。

餐饮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城市

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研究餐饮业的时空格局和分布特

征，能为城市商业网点的选址、规划及布局提供一定的

参考借鉴。有学者从人口分布、交通站点[4]、周边用地功

能、城市空间[5]等多角度探讨了餐饮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

素。还有学者借助大数据，通过核密度分析[6]、标准差椭

圆[7]、莫兰指数[8]等方法对餐饮业的空间格局或聚类特征

进行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白天时段城市餐饮设

施的时空分布格局，但夜间经济与白天时段存在较大差

异，尤其是店铺设施数量具有随时间变化而剧烈波动的

特征。因而，对夜间商业进行空间特征研究时，需考虑

业态在夜间的时间波动性。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利用高德POI数据中的餐饮

设施数据，运用ArcGIS平台的核密度分析等空间分析方

法，分析南京主城区夜间时段餐饮业的时间波动和空间

分布特征，对餐饮业时空格局和夜间经济的相关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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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补充，为城市合理规划餐饮空间提供参鉴。

2 数据与方法

研究区域

南京作为全国特大城市及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截至

2020年，全市下辖11个区，总面积6587.02平方千米，常

住人口约931.47万人。参照《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

2020）》,南京主城区范围东至绕城公路，南至秦淮新河，

西、北至长江，总规划用地面积约281平方公里。南京主

城区拥有南京市域范围内优越的基础设施条件、集中的服

务设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强大的综合服务能力，是南京

提供区域性服务和承担中心城市职能的核心地区。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城市空间数据是以南京市域范围的矢量地形图资

料为基础确立研究范围，绘制带有地理信息的南京主

城区范围。按照空间网格法将主城区划分为1862个

400m×400m的正方形网格，由于主城区边界的不规则

性，边界网格呈现为多边形网格。每个网格内均包含地

理信息和网格面积大小，并将其从1到1862依次编号，一

个网格即代表一个空间单元。

POI全称是“ ”，是指地图中具有现

实世界意义的点，POI数据包含的地址，经纬度，类别等

属性及精度高、数量大的特征提高了城市相关研究深度。

本文基于高德地图API接口，利用Python等软件，获取了高

德地图2021年餐饮业POI数据。结合ArcGIS和EXCEL软件

筛选出位于南京主城区内且在夜间时段营业的POI数据，

经过数据清洗后，共得到13381条餐饮业设施数据。依据

每个POI营业时间，统计出18点至次日6点间13个时刻对应

的POI数量，然后通过ArcGIS软件中空间关联等方法，统

计出各空间单元内的POI数量并计算POI密度（表1）。

表1 夜间各时段餐饮业数量与密度统计表

时间
空间单元内POI数量（个）

空间单元内POI密度

（个/km2）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18:00 203 0 7.19 1268.75 0 45.02

19:00 203 0 6.90 1268.75 0 43.24

20:00 198 0 6.22 1237.50 0 38.95

21:00 148 0 4.62 925.00 0 28.91

22:00 60 0 2.31 375.00 0 14.47

23:00 32 0 1.55 200.00 0 9.72

24:00 23 0 1.04 143.75 0 6.49

1:00 23 0 0.87 143.75 0 5.44

2:00 18 0 0.47 112.50 0 2.97

3:00 14 0 0.26 87.50 0 1.62

4:00 8 0 0.17 50.00 0 1.08

续表：

时间
空间单元内POI数量（个）

空间单元内POI密度

（个/km2）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5:00 6 0 0.15 37.50 0 0.97

6:00 5 0 0.15 31.25 0 0.92

表格来源：笔者自制

研究方法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常用于某要素的空间分布研究中，通过核

函数的估计模拟点要素和线要素所在空间及周围邻域中的

密度分布状况，输出结果中每个栅格像元的值[9]。本文采

用ArcGIS平台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POI数据进行运算，

生成核密度分布图，反应餐饮业POI的空间分布特征。

莫兰指数

本文使用莫兰指数（Moran’ ）评价餐饮业的空间

聚类模式为集聚、离散或随机分布[10]。公式为：

其中，Wij为空间权重函数，Xi、Xj分别为X在i、j位置

的属性值， 为所有i、j属性值的平均值，n表示南京主

城区内的空间网格数。若莫兰指数大于0，表明空间正相

关，变量表现为集聚状态，数值越大空间集聚相关性越明

显；若莫兰指数小于0，则表明空间负相关，变量表现为

离散状态，数值越小空间离散程度越明显；若莫兰指数等

于0，则表明变量在空间上随机分布。基于莫兰指数分析

所返回的Z值和P值，判断空间随机性的置信度（表2）。

表2 常见的不同置信度下临界P值和Z值

Z值 P值 置信度（%）

或 90

或 95

或 99

表格来源：笔者自制

3 餐饮业态时空特征研究

餐饮业时间波动特征

南京主城区夜间时段餐饮业数量随时间变化呈现一

直下降的态势，具有极大的时间波动性，表现为“高—

降—低”的波动模式（图1），具体可拆分为“数量高

峰”、“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和“稳定低值”4

个阶段。餐饮业店铺数量随时间变化呈现一直下降的态

势，其中18:00时数量最多，为13381个，18:00—20:00为

高峰稳定态势，20:00—22:00店铺数量剧烈下降，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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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缓慢下降，4:00之后表现为低谷稳定态势，6:00时店

铺数量最少，为271个，仅为18:00的2%。

图1 餐饮业数量波动曲线

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餐饮业空间聚类模式分析

为了解南京主城区夜间时段餐饮业的空间聚类模

式，本文选取18:00、22:00、2:00和6:00这4个时段空间

单元中餐饮POI数量为基础，利用ArcGIS分析计算出这

4个时刻餐饮业的莫兰指数（表3）。从表3可得出，4个

时刻的莫兰指数均大于0，Z得分均大于2.58，P值均小于

0.01，表明这4组数据在99%置信区间内呈名单的集聚特

征，并且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4个时刻中18:00时莫兰

指数最大，6:00时莫兰指数最小，这说明餐饮业的空间分

布总体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18:00时集聚特征最为明

显，但随着时间变化集聚特征逐渐减弱。

表3 莫兰指数汇总表

时间 莫兰指数 Z得分 P值

18:00 0.49 41.84 0.0000

22:00 0.44 37.48 0.0000

2:00 0.29 24.90 0.0000

6:00 0.24 20.17 0.0000

表格来源：笔者自制

餐饮业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解夜间时段餐饮设施的空间分布情况，本文以

各时段空间单元中餐饮业POI密度为基础，利用ArcGIS

中的核密度分析法，挖掘出南京主城区在18点至次日6点

间13个时刻的餐饮业空间分布特征，选取18:00、22:00、

2:00和6:00这4个时段进行可视化表达。

从核密度分析图来看，南京主城区不同时段下热力

峰值和谷值出现的区域基本相同（图2）。餐饮业态主要

分布在南京老城区范围内，以新街口、夫子庙和湖南路

等几个片区最为集中，而钟山风景区、玄武湖、燕子矶

片区、天保片区和大校场片区等片区内在夜间时段几乎

没有餐饮业态的分布。钟山风景区大部分景点18:00之后

暂停营业，燕子矶片区、天保片区大校场片区都处于开

发建设中，玄武湖为大面积水域，因而这几个片区夜间

餐饮业店铺数量均较少。

“单中心，多点式”空间分布特征

餐饮业态在18:00时呈现的“单中心，多点式”空间

分布特征，是以新街口地区为中心，在夫子庙老门东历

史街区、湖南路商圈、元通片区、河西万达金鹰商圈、

龙江片区、油坊桥片区等地段为活力点的空间分布情况

（图2-a）。18:00点时餐饮业态主要为筵席式、甜品饮品

等餐饮类型，主要集中于老城区内部，以新街口和夜游

景区周边为主。此时中心的业态聚集程度远远高于主城

区的其他区域，业态聚集点之间分布分散各自孤立，没

有出现连接或组团的现象。新街口作为南京市城乡中心

体系市级中心，是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区，集聚了

大量商务办公和商业中心，因此餐饮业态高度集中，数

量和类型也众多。

22:00前后，大部分筵席式、甜品饮品餐饮类型停止

营业，夜宵等餐饮类型开始活跃，空间分布特征依然呈

现为“单中心，多点式”（图2-b）。新街口地区餐饮业

POI数量快速减少，餐饮业活力中心面积开始缩减，与其

他经济聚集点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同时，油坊桥片区、

江东门片区、浮桥地铁站片区和湖南路商圈片区等区域

表现出向餐饮业经济中心转变的趋势。

“多中心，多点式”空间分布特征

图2 餐饮业态的空间分布

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2:00时，餐饮业态主要以夜宵类等店铺为主，总体而

言店铺数量已大幅度减少，店铺密集度最高区域从新街口

转移至其他地区，呈现“多中心，多点式”的空间分布特

征（图2-c）。江东门片区、三山街地铁站片区、大行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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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站片区、中山北路沿线片区等区域成为新的餐饮类经济

中心，表明这些片区内集中着相对较多的夜市或夜宵类餐

饮店铺，如位于大行宫地铁站以北的“1912街区”是南京

著名的酒吧一条街，该地段内分布着较多酒吧和通宵营业

的餐饮店铺。与上一时段相比，6:00时段的餐饮业店铺数

量降到最低，主要的业态类型从夜宵类转变成早点类，空

间分布特征依然呈现为“多中心，多点式”（图2-d）。该

时刻新街口地区的业态数量又与其他餐饮业经济中心拉开

差距，但业态聚集点的数量与之前相比明显增多。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高德POI数据分析了南京主城区夜间餐饮

业在时空上的分布和动态演变，反映了夜间经济的动态

性和集聚性。研究表明，南京主城区夜间餐饮业店铺数

量具有极大的时间波动性，表现为“高—降—低”的波

动模式，可拆分为“数量高峰”、“急剧减少”、“缓

慢减少”和“稳定低值”4个阶段；餐饮业的空间分布总

体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但随着时间变化集聚特征逐

渐减弱，空间分布特征又可分为“单中心，多点式”和

“多中心，多点式”两种类型。

考虑到夜间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餐饮业是城市商业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大数据的夜间餐饮业时空特征

研究，丰富了餐饮经济的中微观尺度研究，有助于更好地

厘清餐饮业与城市空间的相互关系。本次研究结论对夜间

经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为后续夜间经济规划与管理、

城市商业网点布局规划等提供数据和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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