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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长春市朝阳区集贸市场的实地调研 ,分析研究影响集贸市场空间分布的因素 , 主要包括 : 人口分布因素、空间的接近性、竞
争因素、经营者的素质和政策因素。通过对朝阳区8 个街道的集贸市场进行实证分析 , 得出集贸市场可分成3 种类型: 商业圈型集贸市
场、市区型集贸市场和郊区型集贸市场, 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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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ctors of affecti ng the spatial distri bution of terminal markets were analyzed and studied throughthe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onthe ter-
minal markets in Chaoyang district of Changchun city . They mainly incl ude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 spatial proxi mity , competition, diathesis of opera-
tors and policy . Through the demonstration analysis onthe terminal markets of 8 streets of Chaoyang district ,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terminal markets
could be classified i nto 3 types of commercial circles type of terminal market , urban type of termi nal market and suburbantype of terminal market ,and
their spatial distri bution characters and evolutiontrends were analyz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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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贸市场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 是必备的公共设

施, 它的布局合理与否, 一方面关系到居民购物的方便与

否, 另一方面也关系到经营者的获利 , 从而影响到城市商业

网点的运作与布局。集贸市场的空间布局 , 不仅具有地理

特征 , 而且具有社会经济特征和消费者的社会心理特征[ 1] 。

因此 , 分析影响集贸市场的空间布局的因素, 对集贸市场合

理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鉴此 , 笔者通过对长春市朝阳区

集贸市场的空间分布的研究 , 揭示集贸市场空间分布的影

响因素及其演变趋势。

1  研究范围及方法

1 .1 研究区选择  研究选取长春市朝阳区作为实例进行

研究的出发点: 一是朝阳区是长春市政治经济与科技文化

商贸中心 , 商贸流通发达, 基础设施完善 , 工业基础雄厚 , 基

本可以代表城市市区的状况 ; 二是朝阳区的基本形状为长

条形 , 横跨长春市中心区、市区、郊区 , 其区域范围内集贸市

场的规模及种类齐全,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三是与其他的区

相比, 在收集朝阳区的集贸市场的数据方面比较容易。具

体研究区域为 : 东起人民大街 , 西至中长铁路 , 南起卫星路、

靖宇路、飞跃路, 北至新发路、北安路( 图1) 。

1 .2  研究方法 集贸市场的空间布局, 既要考虑到地理特

征, 又要考虑社会经济特征和消费者的社会心理特征。因

此, 采取调查问卷法、访谈法及实地调研法 , 归纳总结集贸

市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其演变趋势。

2  长春市朝阳区集贸市场空间分布及特征

2 .1  空间分布状况 集贸市场的布局特征类似于零售业 ,

尽量接近消费者[ 2] , 长春市区以居住、工业为主体功能 , 并

围绕城市呈明显的环状分布[ 3] , 研究将朝阳区分为3 个圈

层: 解放大路以北 , 长春站以南, 中长铁路以东, 人民大街以

西的区域为第1 圈层; 解放大路以南, 南湖大路以北, 中长

铁路以东, 人民大街以西的区域为第2 圈层; 南湖大路以

南, 卫星路、飞跃路、靖宇路以北, 人民大街以西, 中长铁路

以东的市区边缘为第3 圈层( 表1) 。第1 圈层内, 分布7 个

集贸市场 , 占全区的28 % ; 第2 圈层内, 分布12 个综合集贸

市场 , 占全区的48 % ; 第3 圈层内, 分布6 个综合集贸市场 ,

占全区的24 % 。

  表1  2005 年长春市朝阳区各圈层所属街道的集贸市场

商业圈 街道 集  贸 市 场

第1 圈层 重庆街道 1 . 锦华副食商城(1997) ,2 . 新华副食( 2001) ,
3 . 重庆农贸综合市场( 2000)

清和街道 4 .建设菜市场( 1994) , 5 . 西朝阳综合市场
( 1996) ,6 . 西中华农贸综合市场( 2001) ,7 . 财
源综合市场( 2001)

第2 圈层 永昌街道 8 .永昌综合市场( 1997) ,9 . 百汇综合市场
( 2000) ,10 . 新疆街综合市场(2003)

红旗街道 11 . 红旗商城(1998)
桂林街道 12 . 桂林 市 场( 1991) , 13 . 滨 湖综 合 市 场

( 2000) ,14 . 兴海综合农贸市场( 2002)
湖西街道 15 . 松辉市场(1997) ,16 . 湖西路市场(2001) ,

17 . 祥和综合市场(2002)
18 . 鑫城农贸市场( 2002) ,19 . 巾�开运综合
市场( 2003)

第3 圈层 南湖街道 20 . 湖波路综合市场( 1998) ,21 . 大通花园综
合市场(2000) ,22 . 南湖佳庆农贸市场( 2001) ,
23 . 南湖农贸市场(2002)

南站街道 24 . 华宇综合市场( 2002) ,25 . 孟家农贸市场
( 2000)

 注: 资料来源于2005 年朝阳区政府市场办的统计资料以及实际调

研, 括号内为集贸市场建设时间。

2 .2 集贸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2005 年长春市朝阳

区政府市场办的统计资料以及实际调研。纵观其布局情

况, 可以概括出其分布的主要特征 : 集贸市场集中分布于市

区中心, 市场密度从市区中心向边缘区逐渐变小; 集贸市场

多分布在居民区中 , 多分布在交通便捷的街道区和交叉路

口附近 ; 新老市场并存, 老市场( 20 世纪90 年代建成) 数量

少, 共有8 个, 占全部市场的32 % , 新市场数量多, 共有 17

个, 占全部市场的68 % 。

3  集贸市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3 .1  人口分布因素  集贸市场的区位最大特点是消费者

指向, 其布局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满足最小限度消费者的范

围, 即需求门槛。换言之 , 集贸市场的布局与人口分布息息

相关[ 4] 。一般来说, 人口数量多, 人口密度大, 需要消费的

商品数量就越多 , 市场分布密度也越大。从朝阳区集贸市

场的人口密度和市场密度可以看出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

第1 圈层人口密度为34 021 人/ km2 , 市场密度为1 .82 个/ km2 ;

第2 圈层人口密度为33 809 人/ km2 , 市场密度为1.12 个/ km2 ;

第3 圈层人口密度为14 628 人/ km2 , 市场密度为0 .83 个/ km2

( 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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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5 年长春市朝阳区集贸市场空间分布

  表2   2005 年朝阳区各圈层集贸市场分布与人口分布状况

圈层项目
面积
km2

市场数
个

人口数
人

人口密度
人/ km2

市场密度
个/ km2

第1 圈层   3 .84   7 130 641 34 021  1 .82

第2 圈层 10 .65 12 360 073 33 809 1 .12

第3 圈层 7 .26 6 106 206 14 628 0 .83

合计 21 .75 25 596 920 27 444 1 .15

  注: 数据来源于长春市统计年鉴及朝阳区各街道提供数据整理。

3 .2  空间的接近性  空间的接近性一般指购物距离和交

通可达性。消费者克服空间距离的作用所要付出的空间费

用或时间费用是决定消费者选择集贸市场的重要因素之

一。一般随着距购物中心地距离的增加 , 在该中心地购买

的人数会剧减, 特别是消费者日常生活用品表现的更加明

显[ 4] 。通过对长春市消费者购物距离与交通方式情况的抽

样调查( 表3) 以及长春市吸引消费者购买理由( 表4) , 可以

看出, 以“距离住宅近”作为到集贸市场购物理由的 , 占调

查总人数的40 .6 % , 居各种理由的第1 位 ,77 .9 % 的消费

者的购物距离是1 000 m 以下 , 有约9 % 的消费者到 2 000

m 以上的集贸市场购物 ; 以“交通方便”为理由的 , 占5 .7 % ,

居第5 位, 其中 , 步行占79 .4 % , 骑车占11 .4 % , 坐车或开

车仅占7 .4 % 。

  表3 2005 年长春市消费者购物距离及交通情况调查

分类     距离∥m 调查人数∥人 占比例∥人

购物距离 500 以下 126 51 .4

500 ～1 000 65 26 .5
1 000～2 000 32 13 .1
2 000 以上 22 9 .0

交通方式 步行 200 79 .4
骑自行车 28 11 .4
乘公交或开车 24 7 .4

3 .3  竞争因素 零售企业的区位选择与其在同一地域经

营同种类型的零售企业数量和竞争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5] 。

区位间的空间竞争 , 如果属于同业间的竞争, 可能会出现两

  表4  2005 年长春市吸引消费者购买理由

购买理由 调查人数∥人 占比例∥% 排序

距离住宅近 142 40 .6 1
品种齐全 60 17 .1 2
价格便宜 53 15 .1 3
讲究信誉,保证质量 33 9 .4 4
交通方便 20 5 .7 5
服务态度好 20 5 .7 5
购物环境好 12 3 .4 6
其他 10 2 .9 7

种趋势 , 一是相互排斥趋于分散; 二是在竞争中产生联合。

对于消费者来说 , 前者有利于其购买较为廉价的商品 , 而不

利于企业经营; 相反 , 后者有利于企业而不利于消费者。如

果属于不同业种的竞争, 由于彼此存在着互相互补关系 , 对

于多数的消费者是最佳的购物空间选择。同行业的竞争 ,

由于销售领域的争夺 , 使市场分流, 选址不当、经营不善的

集贸市场势必要倒闭。如文化庭院市场的建设就存在这个

问题 , 在方圆不到500 m 内有西中华综合集贸市场和西朝阳

综合集贸市场, 前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最后在开业不到1

年就倒闭了。通过对长春市消费者在集贸市场选购商品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 , 主要商品是农副产品 , 占81 .1 % , 其次是

日常用品, 占9 .9 % , 服装及其他分别占4 .4 % 、4 .6 % , 所以

农副产品是集贸市场最主要的商品。当前, 在农副产品方

面, 对集贸市场产生冲击的零售业主要有超市和路边小摊。

通过对长春市消费者选择农副产品的偏好抽样调查, 结果

显示, 有55 .7 % 消费者选择到集贸市场购买,38 .0 % 的消费

者选择超市, 还有6 .3 % 的消费者会在路边小摊即“马路市

场”购买( 表5) 。

  表5  2005 年长春市消费者选择商品的调查

分类 项目 调查人数∥人 占比例∥%
商品 农副产品 206 81 .1

日常用品 25 9 .9
服装 11 4 .4
其他 12 4 .6

市场 集贸市场 142 55 .7
超市 97 38 .0
路边摊 16 6 .3

3 .4 管理者的素质  行为区位理论中, 史密斯的收益性空

间界限分析认为 :“企业家的经营手段不同可造成区位模型

的变化。假如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水平高, 总费用就会降

低, 否则上升”[ 6] 。管理者如果能够对外把握住市场的变

化, 因势利导 , 做出相应的决策; 对内懂得管理艺术 , 使市场

的商贩全身心投入 , 以顾客为本。这样集贸市场就能够很

好经营。如巾�开运综合市场是2003 年在市妇联、区政府

的支持下开业的 , 开始与附近的其他集贸市场相比并无优

势。但由于宣传做得好 , 管理者管理水平比较高, 使得市场

内各个摊主把市场当成自己的家 , 专心经营。现在该集贸

市场已经成为该区域非常繁华的集贸市场。

3 .5 政策因素  行政管理体制和国家政策、法令对集贸市

场的布局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国务院颁发的《城乡集市

贸易管理办法》, 规定了城乡集贸市场贸易行政管理部门是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 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与其他有关

部门密切配合才能搞好集贸市场的建设。20 世纪90 年代 ,

长春市“马路市场”非常发达 , 集贸市场趋于无管制的盲目

发展 ,“马路市场”的大量存在与长春市作为省会城市的地

位不相符, 而且容易造成交通堵塞, 影响市容。1997 年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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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提出“退路入市”的政策 , 强行拆除“马路市场”, 鼓励

室内综合集贸市场的建设。在2000 年前后新建的室内综合

集贸市场, 由于盲目投资以及管理不严等种种客观和主观

因素 , 有不少集贸市场倒闭。现在朝阳区25 家综合集贸市

场中 , 有17 家是2000 年以后建成的。通过与各个集贸市场

的经理面谈 , 多数经理认为长春市集贸市场建设大部分没

有纳入城乡建设规划, 现行集贸市场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因此 , 长春市集贸市场的布局涉及到城市规划、城建、交通、

环卫以及商业等部门, 这些部门的决策和法令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集贸市场的布局。

4  长春市朝阳区集贸市场空间分布的演变分析

4 .1  分类及其特点  根据上述因素对集贸市场空间分布

的影响 , 将3 个圈层的8 个街道办事处25 个集贸市场分成3

种类型: ①商业圈型集贸市场。主要分布于重庆街道、红旗

街道和桂林街道 , 包括重庆农贸综合市场、红旗商城、桂林

市场3 个集贸市场。其主要特点是处于商业圈、人口密度

大( 主要是流动人口) 、市场的服务范围大 , 市场周围的商业

繁华度比较高、市场的经济密度比较高 , 主要竞争对手是大

型的超市以及购物中心。②市区型集贸市场。主要分布于

清和街道、永昌街道和湖西街道, 包括锦华副食商城、新华

副食、建设菜市场、西朝阳综合市场、西中华农贸综合市场、

财源综合市场、永昌综合市场、百汇综合市场、新疆街综合

市场、湖滨综合市场、松辉市场、湖西路市场、祥和综合市

场、鑫城农贸市场、巾�开运综合市场和大通花园综合市场

16 个集贸市场。其主要特点是处于人口密度饱和的居民区

中, 主要顾客是常住居民 , 顾客主要是工薪阶层, 主要竞争

对手是超市和马路市场。③郊区型集贸市场。主要分布于

南湖街道和南站街道, 包括兴海综合农贸市场、湖波路综合

市场、南湖佳庆农贸市场、南湖农贸市场、孟家农贸市场和

华宇综合市场6 个市场。其主要特点是处于人口密度未饱

和的新建居民区中、需求门槛比较低, 主要顾客是常住居

民; 顾客主要是新建小区购房者和当地居民, 主要竞争对手

是马路市场( 图2) 。

4 .2  不同类型集贸市场的演变  3 类集贸市场可以看作集

贸市场不同阶段的不同发育状态, 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 , 而

是随着城市的演变发生变化。一是商业圈型集贸市场属于

最高级的集贸市场 , 它具备集贸市场发展的各个有利条件 ,

其规模大、数量少 , 所处区位是最繁华的商业圈, 然而, 它的

服务功能被大型超市、购物中心所覆盖。此外由于超市和

购物中心保证质量、讲究信誉、有良好的购物环境和优质的

服务 , 因此, 商业圈型集贸市场将向超市化方向发展。二是

市区型集贸市场是典型、就近消费集贸市场, 因其规模与附

近居民人口密度相适应 , 数量与该区域所需相协调, 布局与

居民区临街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段。所以 , 市区型集贸市场

将处于长期动态平衡发展过程。三是郊区型集贸市场是处

于发育过程中的集贸市场 , 由于新建居民区入住人口比较

低、居民收入水平低 , 未达到市区型集贸市场的需求门槛 ,

因而其规模比较小; 随着区域人口的增长而扩大, 布局将类

似市区型集贸市场 , 且处于居民区临街交通比较方便的地

段。因此, 该类型集贸市场的发展趋势是市区型集贸市场。

图2 长春市朝阳区集贸市场类型

5  结论

( 1) 集贸市场主要分布于市区中, 其比较分散、与城市

居民点的布局相符, 主要在居民小区、居民工作地点和小街

区的交叉路口, 其规模大小与居民点人口密度相关。

( 2) 影响城市集贸市场分布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分布、空

间接近性、竞争环境、经营者素质以及政策因素。

( 3) 不同类型的集贸市场 , 其发展变化趋势不一样。随

着城市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 商业圈型集贸市场可能

会向着超市化的方向发展, 市区型集贸市场在动态平衡中

还会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而郊区型集贸市场应该向市区

型集贸市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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