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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A Case Study of Typical Communities in Wuhan

社区生活圈的线上线下化特征、差异和规划策略*

——以武汉市典型社区为例

牛  强   夏彬鑫   钟雨妮   张正琦   李  县    NIU Qiang, XIA Binxin, ZHONG Yuni, ZHANG Zhengqi, LI Xian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迅速推动了社区服务设施的线上化，线上和线下生活服务相互补充融合，促使线上线下社区生活

圈逐步形成。然而，社区之间的线上化程度和服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对武汉市8个典型社区进行访谈、问卷调研，

构建回归模型，发现其原因主要与社区的居民年龄、建成年代、地理区位和设施完备度相关，据此分为郊区新建、郊区传

统、中心区新建、中心区传统4类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新建社区生活圈由于年龄结构年轻化，有

更强的线上设施使用意愿；传统社区生活圈因中老年人居多而更倾向于使用实体设施；中心区社区生活圈的配套设施

较为完善，线上生活占比主要受居民使用意愿影响；而郊区社区生活圈地处城市外围，建成年代和设施完备程度不一，

居民线上生活占比与个人信息化水平及社区建成年代关联性较大。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apidly promotes online community service facilities. Online and offline service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and service level of online services among communities. Throug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on eight typical 

communities in Wuha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regression model and finds out that the level of online community service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age of residents, year of completion,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facility completeness of the community. 

Based on this,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new suburban living circles, 

traditional suburban living circles, new downtown living circles, and traditional downtown living circles. Aft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in new-built living circles, due to the younger age structure, there is a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use 

online facilities, while middle-aged and elder residents in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tend to use physical facilities. In downtown 

living circles, as the supporting facilities are well equipped, the proportion of online service usage is mainly affected by 

residents' willingness. However, in suburban living circles, because of different completion years and facility completeness, the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online service usa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completion year of 

communities.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特征差异；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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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居民对生

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线上平台与线下设

施相结合的服务供给模式逐渐成为主流，在

配送和物流运输业大发展的支撑下，服务的

获取不再受限于地理区位，服务范围明显扩

大，利用率显著提高，灵活的服务供给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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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位置偏远社区普遍存

在的设施配套不足等问题，满足了居民日益

增长的多样化生活需求。“线上线下社区生活

圈”应运而生，牛强等[1]84将其定义为线上服

务与线下实体设施有机融合的、可灵活高效

地满足居民日常需求的社区生活空间。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生活受到严

重影响的情况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设施服

务形式成为保障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必要手

段，在线就诊、生鲜网购、网课教育等线上服

务发挥巨大作用，充分展现了其灵活、安全的

服务优势和在非常规秩序下的服务能力，进

一步推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设施服务形式

与居民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此外， 2020年

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

生活服务的意见》（建房〔2020〕99号）提出

融合线上线下服务，以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

台为支撑，将为社区生活圈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奠定良好的平台基础。

目前国内外关于生活圈服务设施配套的

研究相对丰富，且仍在不断完善，主要趋势是

从单一的空间导向转变为复合的时空导向，

从空间可达性变为分布公平性[2]，但具体到线

上线下生活圈服务设施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相对缺乏。线上线下生活圈服务设施的研究

主要涉及设施服务模式、社区设施规划和线

上化成因等方面：

（1）设施服务模式方面主要从设施自身

角度出发，探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等因素

对实体设施使用效能的提升以及向线上线下

转型模式[3-5]，或者从消费者需求层面探讨线上

线下设施服务模式的短板与不足[6]，并就设施

的智能化、线上渠道的技术提升和线下渠道的

环境建设[7]等信息化发展提出改良策略。

（2）社区设施规划方面，肖飞宇等[8]通过

比较分析传统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情况

与线上线下使用频率，从科技、管理、空间设

计和设施内涵4个层面提出设施配置优化策

略；牛强等[1]84-85基于问卷访谈调查了不同服

务设施的线上线下供需情况，构建了社区线上

线下设施的配套体系和理想布局模式。

（3）线上化成因方面，有学者发现商业

服务线上化主要受经济社会属性、网络使用

情况、区位等要素影响[9-10]；居民购物消费行

为线上化主要受消费者个人及家庭属性因

素、购物活动情况、空间变量以及消费者认知

与偏好等4个层次影响[11]；居民交通出行主要

受信息技术影响[12]，其中信息化水平与社会

经济属性为主要影响因素。

可见，当前社区线上线下服务已开始成

为生活圈研究的重要领域，与其发展方向完

全一致，对于提升设施的时空可达性和服务

的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但研究才刚刚起步，

比较缺乏从社区生活圈层面系统剖析服务设

施线上化特征、影响因素，以及线上化形成机

制的研究。因此，本文选取湖北省武汉市典型

社区，从其线上化程度和服务水平的差异入

手，分析这些典型社区生活圈线上线下化特

征、影响因素和造成差异的原因，并有针对性

地提出差异化规划建议，以引导新模式的有

序建设和健康发展。本文所指的线上线下服

务形式包括线上服务和线上线下服务①，将服

务从实体设施转向线上或线上线下的过程简

称为线上化或线上线下化。

1    数据获取和处理

1.1   研究对象和数据获取

武汉市是位于我国中部的国家中心城

市，其数字化程度相对较高，社区生活圈的线

上线下服务发展较快，社区类型全，具有代表

性。本文在调研社区选取上，考虑到中心区与

郊区、配套相对成熟的传统社区与配套不够

完善的新建社区的生活圈线上线下服务有较

大差异，遂将以上因素两两组合，得到4种社

区类型，并各取两个社区作为调研对象。通过

分析武汉市社区情况，最后挑选出8个武汉典

型社区，包括中心传统社区：竹苑小区、安顺

家园；中心新建社区：鹏程蕙园、复地悦城；郊

区传统社区：龙发颐馨园、妇联小区；郊区新

建社区：水墨江郡、北辰优加（见图1）。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

在上述社区进行拦截式随机抽样问卷调查

获取的数据，问卷调查开展于2019年4月20

日—5月15日，共在上述8个社区发放问卷

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37份，问卷有效率达

到96.3%。问卷内容包括居民基本经济社会

属性（见表1），各类服务设施线上线下使用

情况、使用原因、对未来的期望等。

调查涉及的服务设施主要与居民日常生

活习惯和生活需求有关，且可同时通过线上

线下获取服务的设施，其中，食品酒水、服饰

家电、日用品、书籍等方面，线上购物能有效

降低出行成本，增加商品选择范围，突破时空

限制；餐饮方面，外卖的快速发展为年轻人享

受美食、解决三餐等提供了便捷的方式；交通

出行方面，在传统交通方式基础上，网约车、

共享单车等使出行方式更为丰富；医疗方面，

图1  调查对象区位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survey objec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 线上服务（online service）指居民只需要通过上网方式就可以直接获取的服务，包括网购、外卖、网课等服务；实体服务指不借助网络、直接面对面进行交流沟通

的服务，包括公共交通、菜市场等服务；线上线下服务（online to offline，简称O2O）指既需要网上操作，也需要线下实体设施供给的服务，包括网约车、生鲜O2O、医

院预约等。

注释：

表1  样本总体特征
Tab.1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样本属性 频数 有效百分比 /%

性别 男 132 39.2
女 205 60.8

年龄 / 岁
<40 232 68.8

40—60 71 21.1
≥ 60 34 10.1

家庭结构

独居 40 11.9
和他人合租 48 14.2
和家人或恋

人同住 249 73.9

家庭月收入
/ 元

<10 000 132 39.2
10 000—
20 000 130 38.6

20 000—
30 000 50 14.8

≥ 30 000 25 7.4
样本总数 33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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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问诊能有效地进行前期排查，提前挂号

能减少等待时间；家政方面，网上预约专业家

政服务可解决部分家庭因工作繁忙等原因无

暇处理家务的问题，便捷高效、时间可控；学

习教育方面，线上教育具有时间、地点自由，

优质教育资源丰富等特点。因此，本文调查的

设施主要包括日常生活涉及的食品酒水、餐

饮、交通出行、服饰家电、日用品、书籍、医疗、

家政、学习教育9大类。表2统计了样本社区各

类设施的线上、实体使用频次，可以看到餐饮

类最高，食品酒水、交通出行类次之，家政类

和医疗类则远低于其他服务类。

另一部分数据反映所选社区建成环境，

主要来源于百度地图和现场调研，涉及社区

范围、道路、各类设施等，并以此为基础统计

分析得到生活圈范围、实体服务设施完备度

等指标。

1.2   数据处理

为方便综合分析，将上述9类服务设施的

个人线上、实体使用频次转换成社区居民个

人线上生活占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i为某居民个人线上生活占比；fn为

某居民每月使用某类线上公共服务设施的次

数；f'n为某居民每月使用某类实体公共服务

设施的次数。据此求得样本社区的平均个人

线上生活占比为38.5%。

此外，采用以下方法来计算社区实体服

务设施完备度（以下简称“设施完备度”），

综合反映各社区实体设施的配套情况。首先，

以百度道路数据为基础，通过ArcGIS路径缓

冲区方法，按步行5 min、10 min、15 min分

别计算得到各生活圈层的范围；然后，以百度

地图上搜集的公共服务设施POI数据为基础，

汇总各生活圈层内各类实体服务设施数量

（受数据限制，本文选取农贸菜场、超市、便利

店、公交站点、服饰家电、医疗卫生、家政等设

施进行分析）；最后按公式（2）计算各社区

实体服务设施完备指数，并按min-max法将

结果换算为百分制，得到各社区实体设施完

备度（见表3）。

            

式中：Fi为某社区的实体服务设施完备指

数；xn、yn、zn分别为某社区5分钟、10分钟、

15分钟生活圈内的某类实体服务设施总量。

2   影响线上线下生活的关键因素分析

本文以社区居民个人线上生活占比为因

变量，以社区距市中心距离、建成年代、设施

完备度等社区属性，以及居民的性别、年龄、

家庭结构、家庭月收入等居民个人属性为自

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该模型的R2达到0.447，

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其中，年龄、建成年代、

设施完备度、社区距市中心距离4个变量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它们对居民线上服务使

用频率有显著影响。

为简化研究，本文将“年龄”“建成年

代”“设施完备度”3个相关性强的因素合并

为“社区新旧”因素，分为“新建社区”和

“老旧社区”两类。将“社区距市中心距离”

因素概括为“社区区位”因素，分为“中心

区”和“郊区”两类，“中心区”代表武汉

市三环以内的地区，“郊区”代表三环以外

的地区。

据此，本文划分出4类线上线下社区生活

圈，即郊区新建社区生活圈、郊区传统社区生

活圈、中心区新建社区生活圈、中心区传统社

区生活圈。分别统计它们的线上线下特征，从

中可以看出该分类较好地区分了不同线上线

下生活圈的典型特征（见表5）。

（1）

服务设施类别 食品酒水 餐饮 交通出行 服饰家电 日用品 书籍 医疗 家政 学习教育
线上使用频次 /（次 / 月） 5.51 6.36 5.37 1.55 1.59 0.68 0.25 0.18 1.85
实体使用频次 /（次 / 月） 12.01 9.42 10.81 1.17 1.55 0.44 0.86 0.29 0.81

表2  各类服务设施线上、实体使用频次

Tab.2 Frequency of online and offline use of various service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

设施类型 生活圈层 /min 水墨江郡 北辰优加 龙发颐馨园 妇联小区 鹏程蕙园 复地悦城 竹苑小区 安顺家园

农贸菜场
/ 个

5 0 0 1 1 0 0 2 0
10 4 0 2 1 3 1 3 7
15 0 0 4 5 4 2 10 7

超市 / 个
5 0 0 0 0 1 0 0 1

10 1 0 0 0 2 0 1 1
15 0 0 0 2 4 1 4 2

便利店
/ 个

5 5 1 1 2 2 0 2 2
10 3 1 8 18 7 1 13 20
15 5 0 18 18 12 6 27 22

公交站点
/ 个

5 0 0 0 1 0 0 0 0
10 3 1 3 5 0 0 1 2
15 0 1 16 6 2 1 3 5

服饰家电
/ 个

5 3 0 1 2 1 1 0 1
10 1 0 20 23 11 6 7 30
15 36 0 16 10 40 13 27 16

医疗卫生
/ 个

5 2 0 3 0 0 1 3 3
10 3 0 7 5 1 5 9 15
15 7 2 10 10 2 9 22 18

家政 / 个
5 0 0 0 0 0 0 1 0

10 0 0 3 4 7 0 2 3
15 0 0 4 10 18 1 4 9

设施完备度 /% 40 0 66 74 59 22 74 100

表3  各社区实体服务设施完备度
Tab.3 Completeness of physical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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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类社区生活圈的线上线下化特征和

成因

3.1   郊区新建社区生活圈

3.1.1    现状特征 

设施配套完善程度方面，该类生活圈内

多为封闭式社区，内部极少配套商业服务设

施（见图2），同时由于近期建成且入住率低

等原因导致没有足够的消费力来支撑周边配

套设施的盈利和周转，因此无论是小型商业

服务设施还是大型购物中心均尚未配备或较

少配备，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不成熟。

但相对而言，郊区新建生活圈平均线上

生活占比最高达43.61%。居民大量使用线上

服务来弥补实体设施的不足，线上线下服务

使用情况主要呈现如下特征（见图3）：①线

上采购食品类频次高，网络配送生鲜服务需

求大；②线上预约叫车频次高，相较于中心区

线上约车需求更大；③线上使用学习类软件

或网站频次高，线上自学需求大；④线上和实

体家政类服务频次均相对较高，线上线下家

政服务需求较大。

3.1.2    成因分析

（1）周边商业服务设施匮乏，可购买食

品种类少，导致线上采购食品需求大。郊区

新建生活圈的各类设施数量远少于其他生活

圈，无法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线上服务

成为最佳补充来源。该类生活圈的线上生活

占比最高，尤其在食品方面最为突出，因生

鲜店、便利店、超市等设施布点极少，居民难

以在实体店购买到种类丰富的食品、蔬果、

肉类和生活用品，大多需要通过线上预定、

购买等方式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例如，生

鲜可选择“知花知果”生鲜配送服务或社区

微信群订购，生活用品则在天猫等各大网购

平台上采购。

（2）公共交通设施不完善，导致线上预

约叫车频率高。郊区新建生活圈一般地处城

市外围新开发地段，公共交通尚未成网覆盖，

公交站点少、使用不便，导致居民线上约车出

行比例高达50%，远超其他生活圈。

（3）年轻居民占比较大，因此线上学习

以及线上、实体家政服务频率高。郊区生活圈

居民的年龄结构明显年轻化，40岁以下居民

占比高达92%，以独居或合租为主，一般尚未

抚养小孩，核心家庭占比少。一方面，由于平

日工作繁忙，缺少父母帮衬，无暇处理家务，

年轻居民往往对家政服务需求大。另一方面，

居民多为年轻的工薪阶层，学习充电和自我

提升的需求大，加之对网络接受程度高，往往

更青睐于无时间、地点限制的线上学习方式，

自变量 系数 显著性 Sig VIF
（常量） -0.748 0.0058 —

性别 0.013 0.4333 1.034
年龄 -0.007 0.0000 14.645

家庭结构 0.019 0.0504 2.128
家庭月收入 0.008 0.3368 1.049

社区距市中心距离 0.090 0.0010 1.261
建成年代 0.296 0.0000 25.345

设施完备度 0.013 0.0001 31.754

表4  个人平均线上生活占比与特征因子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average online service percentage of individuals and characteristic fact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社区生活圈
类型

社区
样本

平均设施
完备度 /%

年龄
结构

平均线上生活
占比 /%

郊区新建社区生活圈 水墨江郡、北辰优加 20.0 高度年轻化 43.61
郊区传统社区生活圈 龙发颐馨园、妇联小区 70.0 高度老龄化 17.50

中心区新建社区生活圈 鹏程蕙园、复地悦城 40.5 轻度年轻化 32.93
中心区传统社区生活圈 竹苑小区、安顺家园 87.0 老龄化 23.94

表5  4类社区生活圈现状特征比较

Tab.5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types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2  北辰优加5、10、15分钟生活圈设施分布情况
Fig.2 Distribution of facilities in Beichen Youjia's 
5-min, 10-min, and 15-min living cir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郊区新建生活圈设施线上线下使用频次

Fig.3 Frequency of online and offline use of newly-
built living circle facilities in suburb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而较少选择实体培训班，因此线上学习频率

较高。

3.1.3    规划建议

建议该类生活圈社区与线上食品类配

送平台充分衔接，打通仓储配送供应链，为居

民供应有质量保障且品种丰富的食物和日用

品；进一步完善线上交通预约，比如探索线上

公交预约模式，方便居民公交出行；在基本教

育设施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当代年轻人的文

化教育需求，有效衔接高品质线上教育机构

和平台；构建社区家政服务平台，提供保洁、

家装、维修等相关服务，充分满足年轻居民的

生活需求。

3.2    郊区传统社区生活圈

3.2.1    现状特征

 该类生活圈实体设施较完善，社区多为

开放式小区，路网密度高、可达性强，周边小

型生活服务设施相对齐全，如便利店、菜市场

等，且有小摊贩等流动业态加以补充，生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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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浓厚，实体设施基本可以满足居民日常生

活需求。但由于地处城市边缘，大型商业设施

配套较少，尤其是大型超市和商场（见图4）。

该类生活圈线上生活占比较低，平均水

平只有17.50%，线上线下服务使用情况主要

呈现如下特征（见图5）：①实体店购买食品

类商品频次高，多在品种丰富、价格实惠的菜

市场购买；②线下购买日用品类商品频次高，

多在超市和便利店购买；③线上使用预约叫

车服务频次低，主要使用传统交通；④线上线

下学习类服务使用频次低，对教育类服务需

求较少。

3.2.2    成因分析

（1）小型商业设施完备度高，因此实体

店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类频次高。该类生活圈

大型超市和商场少，而便利店和菜市场多，居

民生活需求基本可得到满足，因此实体服务

设施使用频次高。一方面，由于居民日常所需

的蔬菜、水果、禽肉蛋奶等食品能在菜市场或

便利店购买，因此该类生活圈的实体食品类

设施使用频次最高。另一方面，由于该类生活

圈周边便利店多，且居民家庭成员多为3人及

以上，对日用品需求大，而日用品便于少量多

次购买，因此实体购买日用品频次高。

（2）居民以老年人居多，接触网络少，因

此线上叫车服务和线上线下学习类服务使用

频次低。该类生活圈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特

征，40岁以上居民占比达49%，该类生活圈

社区老年人相对于中心区的老人更少接触交

通、学习类等线上服务。一方面，年龄较大的

居民几乎不会使用线上预约叫车服务，加之

线上约车较公交出行花费更多，因此居民使

用线上叫车服务极少。另一方面，因老年居民

占比高，对新的学习资源需求较少，导致线上

和实体学习的频次都很低。

3.2.3    规划建议

建议该类生活圈保留并升级现有便民

服务设施，尤其是增加菜市场等亲民设施的

可达性，并因其管理难度较大，需加强管理力

度，以期达到便民而干净整洁的效果，进一步

提升社区整体风貌和居民满意度。此外，建

议该类社区适当引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便利

店、生鲜店、药店等，让社区老年人尤其是行

动不便者及时获得多样化的服务，并在线上

服务逐渐普及的大环境下逐步适应社区智慧

养老的发展趋势。

3.3   中心区新建社区生活圈

3.3.1    现状特征

 在设施配套完善程度方面，该类生活圈

以封闭式高层住宅社区为主，内部商业设施

少，且小商贩无法进入（见图6），此外社区占

地面积普遍较大，外围可布置商业服务点的

空间有限，导致小型生活服务设施缺乏。社区

虽毗邻商圈，且周边大型商业服务设施较多，

但步行距离相对较远。该类生活圈线上生活

占比较高，平均水平达到32.93%，接近1/3。

居民往往使用线上服务来弥补实体小型生活

服务设施的不足，线上线下服务使用情况（见

图7）主要呈现如下特征：①线上、实体点餐

频次均很高，居民选择点外卖或在餐馆就餐

的次数均较高；②线上求医、买药频次高，部

分居民生病时会首先咨询网络医生；③线上

购买书籍频次高，居民线上为自己或孩子买

书需求大。

3.3.2    成因分析

（1）居民以熟悉网络的年轻人为主，因

此线上点餐、实体餐饮和线上求医、买药频次

高。该类生活圈的年龄结构偏年轻化，40岁

以下居民占比达73%。居民的年轻化主要影

响了餐饮、医疗类等服务线上线下使用情况。

一方面，居民平日工作繁忙，在家下厨次数相

对较少，加之有便捷的外卖服务和完善的实

体餐饮设施支撑，因此该类生活圈社区点外

卖或在外就餐的频次高。另一方面，考虑到线

图4  妇联小区5、10、15分钟生活圈设施分布情况

Fig.4 Distribution of facilities in Women's Federation 
Community's 5-min, 10-min, and 15-min living cir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郊区传统生活圈设施线上线下使用频次

Fig.5 Frequency of online and offline use of facilities 
in suburban traditional living cir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复地悦城5、10、15分钟生活圈设施分布情况
Fig.6 Distribution of facilities in Forte Yuecheng's 
5-min, 10-min, and 15-min living cir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中心区新建生活圈设施线上线下使用频次
Fig.7 Online and offline use frequency of newly-built 
living circle facilities in the central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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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疗不用排队挂号且可以自主选择医师，

因此22—55岁年龄段的居民更青睐于线上医

疗，多选择线上购买药品或就医。

（2）社区内以有小孩的年轻核心家庭

为主，因此线上购买书籍频次高。该类生活圈

的家庭结构是居民使用线上书籍类服务的重

要影响因素，因居民整体偏年轻，信息化水平

高，有网购书籍的习惯，且大部分有小孩，因

此为辅导孩子学习而选择线上购买书籍的需

求较大。

3.3.3    规划建议

建议该类生活圈在规划时适当控制用地

规模，增加路网密度，为小型商业设施和公交

站点布设提供空间，从而提高5分钟生活圈的

设施丰富度；充分利用居民信息化水平高的

特征，进一步增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设

施，如可远程线上点单的餐饮店、店仓一体的

便利店、蔬果店、药店等，不断优化生活圈内

的物流配送路线，进而建立更加智慧高效的

线上线下模范生活圈。

3.4   中心区传统社区生活圈

3.4.1    现状特征

 该类生活圈社区多为开放式小区，地块

面积小、路网密度高，沿街设有大量便利店、

诊所、药店、餐馆等小型商业服务设施，能满

足居民大量的生活服务需求（见图8）。同时，

该类生活圈位于城市中心区，周边往往有商

圈、医院等大型设施，且距离近、使用便捷，可

见该类社区整体设施配套完善程度非常高。

该类生活圈整体线上生活占比较低，但

也达到23.94%，接近1/4。线上线下服务使用

情况（见图9）主要呈现如下特征：①使用公

交和线上预约车频次均很高；②使用实体医

疗类服务设施频次高，就医需求大；③家政类

服务频次低，居民多选择自己做家务。

3.4.2    现状特征成因分析

（1）公共交通站点等设施相对完善，因

此公交使用频次高。该类生活圈各类实体设

施丰富且布点均匀，使用便利，可满足居民日

常需求，因此居民实体生活占比高，尤其在交

图8  安顺家园5、10、15分钟生活圈设施分布情况
Fig.8 Distribution of facilities in Anshun Homestead's 
5-min, 10-min, and 15-min living cir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中心区传统生活圈设施线上线下使用频次

Fig.9 Frequency of online and offline use of 
traditional living circle facilities in the central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通类设施方面更为明显，除部分年轻群体常

使用网约车服务外，多数居民以便捷的实体

交通服务为主，而以线上为辅。

（2）社区居民年龄结构老龄化，因此实

体医疗服务使用频次高，线上线下家政类服

务使用频次低。该类生活圈年龄结构呈老龄

化趋势，40岁以上居民约占43%。居民老龄

化主要影响医疗类和家政类服务的线上线下

使用情况。一方面，年龄结构老龄化导致就医

需求增大（50—80岁的居民实体就医频次

超过1次/月），居民多选择自行前往社区附近

的医院就医（偶尔由子女在网上预约挂号），

因此实体医疗类服务使用频次高。另一方面，

由于老年居民一般生活节俭且有做家务的习

惯，因此家政类服务使用频次低。

3.4.3    规划建议

建议该类生活圈依托良好的实体设施基

础，适当推进实体设施线上化，推广O2O商业

模式，增强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对线上化服

务的认识和信任，进一步提高设施服务的效

率和便捷度。比如，针对有一定线上服务使用

基础的老年居民，可采取增设线上下单、线下

取货或配送的药品店等方式，逐步提高其使

用线上服务的熟悉度。

4   总结和展望

本文以武汉市典型社区为例，通过调查

和回归分析，发现社区生活圈的线上线下化

水平主要受居民年龄、建成年代、设施完备

度、社区区位等因素影响，而前三者相关性较

强，可以合并为“社区新旧”因素。因此根据

社区新旧和社区区位，可以划分出郊区新建、

郊区传统、中心区新建和中心区传统4类线上

线下社区生活圈，在对其社区特征和线上线下

化差异作进一步分析后，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受社区居民年龄结构等因素影响，

新建生活圈的线上生活往往占比较高，而传

统社区的线上生活则占比较低，建议重点对

传统社区服务设施进行全面线上化改造升

级。新建社区的年轻居民占比大，信息化程度

高，线上生活服务的使用意愿强。传统社区则

以中老年人为主，信息化水平低，实体消费的

习惯已形成，因此更倾向于使用实体设施，线

上生活占比相对较低。规划建议，对传统社区

的服务设施进行全面线上化改造升级，重点

针对中老年人需求，提高衣食住行、医疗、养

老等设施的智慧化程度和便捷程度，以智慧

物业服务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快传统社区服

务设施线上线下化进程。同时，通过专业知

识进社区的方式开展相关网络知识宣传或培

训，鼓励小区物业通过增设信息化咨询服务

等方式，逐步提升中老年人信息化水平，提高

中老年人线上生活服务使用能力，让中老年

群体也能享受新时代极其便捷的生活服务。

（2）郊区生活圈线上生活占比与社区设

施完善程度负向关联性强，中心区生活圈线

上生活占比与居民个人使用倾向关联性强，

建议重点加强郊区生活圈智慧化服务平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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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郊区生活圈区位相对偏远，不同建成年代

的社区在配套设施完备程度方面差距较大，

早期建成的传统社区具有更加完善的配套设

施，居民实体生活占比较高。新建社区往往由

于人流不足而难以落实配套设施，居民多通

过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来满足日常生活所

需；中心区生活圈设施配套一般较齐全，且往

往有大型商业设施和完善的公共交通提供服

务，线上生活占比主要受居民个人使用倾向

影响。规划建议，近期重点加强传统社区的智

慧物业等信息化平台建设，通过提供便捷的

线上服务来弥补实体设施的不足，包括为年轻

居民提供购物、出行、教育等线上服务，为中老

年居民提供医疗、养老等线上服务。同时，根据

郊区生活圈实际情况，统筹谋划，分期建设完

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区服务设施。

在互联网技术日趋成熟的背景下，社区

生活圈从单一的实体服务向线上线下融合的

联动服务模式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13]，快速

交通、物流体系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会不断

改善服务体验，设施的服务半径或市场范围

扩大、选址更灵活、服务更均等，同时可以减

少设施投入，降低城市建设和运作成本[14]，

最终城市部分地区服务配套难的问题也将迎

刃而解，不同居住区位的居民的多元化生活

服务需求也将得到极大满足。而未来随着5G

技术的普及，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势必成为

城市社区规划与建设的重点考虑内容，相关

研究结果将对城市社区规划建设起到指导作

用，为居民更安全、更智慧、更个性化的生活

体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