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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背景下，社区生活圈规划强调立足居民视角，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配置水平。基于兴趣点POI、

开源地图OSM、腾讯宜出行等多源数据，从供需关系视角出发，分析浙江省宁波市中心城区居住区生活圈内商业、教育、

文体、医疗、交通、养老等6类设施与现状人口匹配程度。研究发现，生活圈内服务设施总数与人口活动强度呈现明显正

相关，其中商业设施与人口相关系数最强，医疗、养老设施与人口相关系数较弱。根据供需关系建立生活圈设施人口匹

配模型，发现当前大部分生活圈内设施与人口基本匹配，但存在部分供需错配的居住区生活圈。最后分析设施超配和失

配的生活圈位置分布与潜在原因，提出生活圈视角下服务设施配置策略。

In the context of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planning emphasizes improving the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pace allocation based on residents' perspectives. According to multi-source data such as POI, OSM and TUD dat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tching degree of six types of facilities and populations in the living circles of Ningbo Downtown, including business, education, 

culture and sports, medical treatment, transportation, and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tal number of service facilities and the intensity of population activities in the living circle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paper establishes the model of facility population matching in the living circle.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living circle facilities match the population, but there are some living circles in which supply and demand are mismatched.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locations and potential causes of facilities of matching and mismatching living circles, and puts 

forward service facilities alloc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ving circle.

多源数据；生活圈；服务设施；人口；供需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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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服务设施的规划配置是城市规划和建设

中的重要内容。在“以人为本”的目标下，城

市发展逐渐关注服务设施的配置效率和公平

均衡[1]。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转变

城市发展方式，建设宜居和现代化的城市，推

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新常态下城市发展转型

指明方向[2]。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下，

服务设施需要普惠广大市民，结合区域均衡与

人口规模进行配置布局，在配置方法上形成了

基于“千人指标”和基于“用地（空间）”两

种技术路线[3]。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

意见》首次提出“构建15分钟生活圈”的要

求。社区生活圈理论强调以人的需求为中心配

置服务设施，更新了社区层面的规划方法，在

应对社会异质化需求、实现公共资源精准分

配、增强社区归属感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4]94。

服务设施是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产品和

服务的空间载体，一般包括教育、医疗、文体、

商业、市政等社会性基础设施[5]。良好的服务设

施水平能够提升城市宜居水平、改善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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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提高居民幸福感。国内外学者对于服务设

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位分布[6-9]、优化布局[10-12]

和可达性测算[13-16]等方面。在设施优化配置层

面，不仅包括设施的配置策略、配置标准和区

位分配等内容，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人口

与服务资源相关性的研究。Grohmann等[17]利

用Huff模型，对现有数学模型进行修正，计算

城市居民对于服务设施的需求，解决多设施的

选址问题；宋小冬等[18]50以供需关系为主线、以

密度分析为基础，对教育设施更新提出改进建

议。樊立慧等[19]90根据教育医疗设施供需关系，

构建协调发展度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特征进

行研究。杨智威等[20]利用Huff改进模型，分析

医疗资源和人口匹配程度，发现医疗服务水平

匹配度在局部空间有圈层现象。

社区生活圈是居住生活的基本单元，是居

民日常进行购物休闲、医疗教育、就业通勤与

生活服务等活动形成的空间范围[21]。生活圈规

划的重要特点是从居民行为与需求的角度优

化调整设施供给，达到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指

数的目标[22]112。生活圈理论最早始于日本，在

随后几十年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扩散到韩

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其研究与实践的

尺度覆盖从城市到社区的各个层面[23]1701。从

生活圈的发展来看，其概念的提出是更好地用

以人为本理念组织社会生活空间，实现资源的

优化配置，重塑社区活力生活。国内学者对于

生活圈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层面：一是

生活圈层次与划分，如柴彦威等[24-25]、袁家冬

等[26]、熊薇等[27]对于生活圈体系进行职能划分

与构建，并明确了各层次生活圈的职能；二是

生活圈视角下的服务设施优化配置，如孙德芳

等[28]、朱查松等[29]以生活圈为单元，对不同地

区的设施配置进行测度，提出优化配置方式；

三是生活圈的规划实施途径，如廖远涛等[4]94、

李萌[22]111提出生活圈的规划思路和对策，为生

活圈理念的实施提供参考。

新技术与新数据的出现推动服务设施与

生活圈研究发展，许多学者尝试用新技术对设

施配置、城市人口和生活圈进行定量研究。在

服务设施层面，兴趣点（POI）数据被用于分

析业态集聚特征[30]和生活便利度指数[31]27。在

城市人口层面，学者们利用位置服务（LBS）

数据，围绕城市职住平衡状况[32]、城市活力特

征[33]64开展大量研究。在生活圈层面，大数据推

动生活圈研究从定性向定量转变，如孙道胜

等[34]采用个体居民GPS数据，界定社区生活圈

的时空范围，并对案例社区进行社区生活圈层的

划分；赵彦云等[35]通过POI数据对北京市“15分

钟生活圈”覆盖率、达标率，以及与人口的发展

协调性进行空间测度；韩增林等[23]1701使用城市网

络分析工具对大连市内6类公共服务设施分布进

行空间分异分析，并对各个社区进行总体评价。

目前对于服务设施的研究相对全面，但现

有研究尺度多为市、区等行政区划单元，对于

生活圈范围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相对较少，尤

其是对微观尺度下社区生活圈设施与人口的

定量研究不足。在服务设施配置从居住区范围

迈向生活圈范围的背景下，需要新的技术和方

法探索不同规模生活圈的配套设施服务水平差

异，结合居住人口差异进行设施精细化配置。本

文聚焦新时代背景下社区生活圈规划方法，以

浙江省宁波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6类服务

设施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数据分析各类服务

设施与人口分布的匹配关系，探究现状生活圈

的供需失衡问题，为提高服务设施配置效率提

供改进方向。

1   研究范围与数据

1.1   研究范围

本文以宁波市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包括

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镇海区、北仑区，陆域

总面积为2 462 km²，占全市面积的25.1%（见

图1）①。截至2019年底，研究范围聚集了宁波

市47.3%的常住人口，约404万人，区域内人口

密度高、人口结构复杂、服务资源集聚，是研究

设施配置的重点区域。

 

1.2   研究数据

本文利用多源开放数据，对研究范围内

设施与人口分布情况进行研究。数据主要包括

3类：兴趣点（POI）数据、开源地图（OSM）

数据、腾讯宜出行定位数据。笔者对各项数据

进行筛选，经过纠偏和投影后建立ArcGIS空间

地理数据库，以此为基础进行生活圈的统计与

分析。

（1）兴趣点POI数据

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是指电子

地图中的各个地标，包含名称、类别、地区、地

址、经纬度等基础信息，具有获取容易、准确

度高、覆盖面广的特点[31]28。本文通过Python

编程对高德地图开放平台进行数据抓取，获

得所有POI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去重、分类筛

选。首先筛选出研究范围内居住小区POI数据

共2 538个，其次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

标准（GB50180—2018）》（以下简称“《居住

区标准》”），选取商业、教育、医疗、文体、养老、

交通6大类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设施为

研究对象，筛选相应POI数据，筛选后设施分类

和数量如表1所示。

（2）OSM地图道路数据

OSM（OpenStreetMap）是依据开放许

可协议自由使用的世界地图，包含全球城市道

路网络、绿化水体、地标等信息。中国主要城市

的OSM数据质量较稳定，并且该数据已用于

对建成环境的评估研究[36]。本文通过OSM地图

获取宁波市道路交通网络，为构建GIS交通网

络数据集、计算15分钟生活圈、统计各类设施

数量和人口活动强度提供技术支撑。

（3）腾讯宜出行定位数据

腾讯宜出行定位数据是腾讯社交网络

用户的分时段人口密度信息，记录了包括微

信（10.9亿个月活跃账户）、腾讯QQ（8亿个

图1  研究区范围
Fig.1  Scope of study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释：① 本文研究的“中心城区”范围采用《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5年修订）》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不含2016年撤市设区的奉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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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针对评估单元内设施失配/明显失配的社

区，需要重点进行查漏补缺，明确具体设施缺

项情况，结合需求进行动态调整。针对人口数

量多、设施需求旺盛的地区，可以通过增加设

施数量、改扩建现有设施提高服务能级，匹配

居住人口规模。对于医疗、文体、养老等政府主

导的公共设施，需要推动资源均衡布局，结合

城市级、街道级、社区级布局体系，构建科学合

理的设施网络，改善现有设施非均衡状态，保

障社区服务设施覆盖。对于商业设施，可以在

政府规划和引导的同时，结合市场调节机制，

打造便捷全面的商业网点。同时，设施的配置

还要关注人口结构差异，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

需求，重点关注老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22]116。

老龄化特征明显的地区，需要增加养老、医疗

设施覆盖，构建功能完善的养老体系。对于人

口流入、学龄儿童较多的地区，需要增加教育

设施供给，满足学龄儿童的使用需求。

（3）构建便捷畅达的生活圈步行系统

设施超配与失配的生活圈分布一定程度上

与路网密度有关。城市中心地区多采用小街区、

密路网格局，道路网络密集，步行可达性较好，

15分钟可步行范围较大，居民到达服务设施较便

利。而城市近郊与远郊区域街区尺度相对较大，路

网密度较低，15分钟可步行范围较小，居民能够

接触的服务设施较少。针对设施失配/明显失配的

社区，可以适当增加路网密度，构建便捷畅达的步

行系统，减少地物阻隔，扩大生活圈可步行范围，

促进生活圈之间融合与设施共享，能够增加步行

可达的设施数量，提高设施人口匹配指数。

3   结语

本文结合兴趣点POI数据和腾讯宜出行定

位数据，从供需平衡的视角研究生活圈设施服

务水平，为各类设施与人口的空间匹配程度提

出新的研究方法，为设施的优化配置提供技术

支撑。聚焦宁波市中心城区的社区生活圈，研究

方法和成果可在其他城市推广，在生活圈人口

分布、设施服务水平和配置优化等方面具有参

考意义。本文在生活圈评估方面具有一定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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