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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迈入新发展阶段，服务业在经济和就业中“稳定器作用”将愈发凸显，但是经济的负

面冲击加速了服务业数字化的进程，使得人们认为城市服务业不再依赖于人口密度。 利用饿了么消费大数据，
证实本地即时电商等数字平台与人口密度存在互补作用，城市生活服务业能够借助于平台实现规模性、多样性、
便利性以及适配性。 具体而言：平台经济扩大城市内人口密度对于生活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在本地市场上实现

规模化；生活服务业在平台上供给内容的拓展，提高低密度地区居民的消费选择，缩小城市内消费选择的差异，
带来福利的改进；生活服务业数字化给予消费者更合意的消费选择，提升了居民的生活便利度；更加精准的投放

服务带来消费适配性的提高，同时人口密度能放大消费服务生产与需求的匹配效率，降低了消费的距离和出行

成本。 通过以上 ４ 个机制，线上平台经济赋能于生活服务业，推动城市实现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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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ＧＮＩ）已达

到 １２ ６０８ 美元，距离世界银行在 ２０２２ 年公布的高

收入国家标准（１３ ２０５ 美元）仅有一步之遥。 在

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样一个新发展阶段，
不仅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发生转变，人民的需求内

容也在不断变化。 中国跟其他国家一样，随着经

济发展阶段提高，服务业在 ＧＤＰ 和就业中所占比

重越来越高。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每一个发展

阶段，中国服务业的总量占比又都偏低［１］ 。 随着

中国生产力水平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服务

业作为保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稳定器”作用

将愈发凸显，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促

进服务业的发展。 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通过

“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扩大

服务业有效供给，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构
建优质高效、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服务产业新

体系”等方式，实现“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的任

务，而且针对服务业也提出“加快品质化发展”的
要求。

然而，随着服务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其的认

知也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误区之一是，认为服务

业会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削弱制造业，抑制劳动生

产率的增长，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

是实际上，制造业越强大，其附加值越可能来自于

服务业。 更容易被忽视的是，生活性服务业（以下

简称“生活服务业”）实际上也促进了社会的分工，
提高了整个城市、包括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间

接地促进了制造业和经济的发展。 误区之二是，
虽然认同消费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

动，但是忽略了服务消费对于生产的影响，并往往

认为生活服务业是低技术含量的。 然而，近年来

平台经济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变了城市居民对

于生活服务业的消费习惯，使得消费者能够借助

线上途径进行消费，一些线上生活服务业企业实

际上是“高科技企业”。
本文认为，城市服务业发展有两个底层逻辑。

第一，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不变的。 当经

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
居民会更多地通过服务消费提高生活品质。 第

二，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发展的空间格局不会发

生根本性变化，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城市（特别是收

入高且密度大的大城市）集聚是社会发展的大趋

势。 但有观点认为，经济的负面冲击加速了服务

业线上化进程，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对于服

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 这种观点是否成

立，核心在于，线上平台经济赋能于生活服务业的

过程中，是替代了线下的人口密度，还是与人口密

度发挥着互补的作用？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借助于“饿了么”平

台的消费大数据，分析平台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生

活服务业，并以此展现城市人口密度的重要性。
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使用代表性的平台经济消

费大数据，刻画在不同类型的城市人口密度与生

活服务业消费之间的关系，并比较城市规模大小

对于生活服务业的影响。 其次，本文通过数据和

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总结了在平台经济

作用下城市生活服务业的 ４ 个特征，即规模性、多
样性、便利性以及适配性。 最后，本文通过生活服

务业的线上消费数据的特征事实，说明即使在数

字技术的作用下，人口密度依然是城市经济活动

的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证实，线上平台经济赋能

于生活服务业的过程中，与人口密度发挥着互补

的作用，这对于 “线上经济可以消解人口密度的重

要性”的流行观点给出了正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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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节讨论本

地即时电商赋能城市生活服务业的理论逻辑以及

数据简介；在第二至四节，利用“饿了么”大数据，
展现基于平台的生活服务业在规模性、多样性、便
利性以及适配性的表现，以及其在经济负面冲击

下的演化，并从中揭示出生活服务业中线上平台

经济与线下人口密度的互补性；第五节是本文的

总结与政策建议。
一、本地即时电商赋能城市生活服务业

近 ２０ 年来，城市经济学家注意到，城市已经越

来越注重生活品质。 于是一个新的名词诞生

了———消费型城市［２］。 消费型城市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购物天堂，而是城市各种服务业的综合品质。
对于大城市来说，提升生活品质———即有着更加

丰富的生活服务业供给体系———是提升城市竞争

力的重要途径。 以前，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是通

过“以事业留人”，而未来更重要的是“以生活留

人” ［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

的应用，制造业技术得到改善，促进了城市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４］，同时城市生活服务业的业态、场景

和模式也在不断被创新和突破，从而为城市居民

带来了更丰富的生活服务业供给，为社会带来了

福利的改善［５］，特别是以本地即时电商为代表的

平台经济，促进消费者与生产者链接贯通，在赋能

城市生活服务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６ － ７］。
平台经济之所以能够加速生产与消费的有效对

接，提高生产效率，缩短流通时间，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大发展［８］，是因为平台主体可以将类似的经

济活动汇集在相关的数字平台上，摊薄固定投入

成本，带来供给方的规模效应，同时依托平台使用

者网络影响形成网络效应，促使平台用户支付意

愿随着用户规模而增长，从而产生需求规模效

应［９］。 此外，传统生活服务行业具有长尾、本地化

特征，而数字技术却使得这些“小众” “冷僻”的需

求得以实现，因此数字技术对于生活服务业的的

改造赋能效果显著［１０］。
生活服务业在本地即时电商的作用下，实现

了消费的规模性、多样性、便利性以及适配性等特

征，本质上是生活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双方借助于

平台实现了更高效的匹配。 第一，规模性。 本地

即时电商加快了城市生活服务业的数字化进程，
使得生活服务消费的供给者与消费者能够更有效

地对接，生活服务的市场价值得以实现，促使供给

方有更强的动力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区域中扩大

服务规模。 第二，多样性。 因为平台上经济活动

的相似性，消费服务存在同质化，在供给侧市场存

在很强的垄断竞争，从而激励服务供给者提供个

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服务。 第三，便利性。 集聚往

往伴随着分工，平台经济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交易成本，甚至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专业化的

服务岗位，从而给消费者带来更便利的生活服

务。 第四，适配性。 在规模效应和多样化服务的

基础上，平台能够累积大量的消费数据，再通过

先进的算法为生产者刻画出消费者的群体画像，
实现商品（服务）精准匹配，实现消费服务的供需

适配。
上述 ４ 个特征是同时发生且相互作用的，因为

平台在大量数据要素的基础上，能够通过算法促

进生活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的高效匹配，更好地

实现消费者的需求，特别是那些小众、长尾的需

求。 同时，平台帮助消费者获取 ３ ～ ５ ｋｍ 半径范围

内的生活服务，消费者所触达的服务多样性增强。
同时平台带来适配性、便利性能在人口密度高区

域产生更大的效果，因为消费端的活跃给供给端

带来了正反馈机制。 一方面，商家进驻高密度街

区虽面临更强的竞争，但平台经济所带来的需求

规模更大；另一方面，作为消费服务中间环节的外

卖员也可在高密度街区更高效地配送订单，从而

更好地实现交易的达成，最终给予生活服务业生

产者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本文将选取了上海、苏州以及嘉兴（以下简称

“沪苏嘉”）３ 座城市作为我们的分析对象，选择这

３ 座城市的原因在于：一是上海市作为本地即时电

商平台———饿了么总部所在城市，饿了么在上海

以及周边的城市有着较高的市场份额，因此本文

的数据和结论更具有代表性。 二是沪苏嘉三市在

人口规模上依次递减，能让我们更好地对比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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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市规模下，人口密度与生活服务业消费的关

系。 为了更好地分析生活服务业消费与人口密度

的关系，本文将沪苏嘉市域范围共划分成 ７. ４ 万个

５００ ｍ ×５００ ｍ 网格，并根据生活服务业商铺所在

网格进行数据汇总，最终获得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饿了么外卖平台上各细分消费品类

的需求、供给、评价以及配送等维度在网格层面的

月度汇总数据。 为了防止极端值的干扰，后续使

用数据时我们对其做了前后 １％ 的缩尾处理。 接

下来，本文利用平台消费大数据，通过构造不同的

指标，展现基于平台的生活服务业在规模性、多样

性、便利性以及适配性与城市内部人口密度关系。
二、生活服务业的规模性

①　人口密度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网格数据集（２０１８）。

②　右图中人口密度与店均订单量之间呈现出二次型曲线的关系，店均订单量可能随人口密度增长而出现饱和现象，这可能是受制于

店家的供给能力。 本文主要呈现的是二者的正相关，因此图中仅刻画了线性关系。

　 　 研究发现，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会显

著影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对于本地生活服务业

来说，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生活服务业在面对个

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时，也需要借助于人口的集

聚，在本地市场上实现规模化［１１］。 此外，服务消费

在时空上不能分离，使得绝大多数的服务业必须在

同一个时间下面对面的空间交流过程中完成生产和

消费，所以服务业需要人口密度和人流［１１ －１２］。 同

时，人口密度会影响服务的供给和消费的成交成本，
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服务生产和消费结合的成本

就低，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且生活服务业的大部

分商品都是以本地消费的为主，因此生活服务业的

生存与发展特别依赖于城市的规模经济［１３］。 与此

同时，随着平台经济的出现，弱化生活服务对于标

准化的要求，导致规模经济的实现更加依赖于城

市的规模，从而实现生活服务业的规模性。
（一）在平台经济作用下，人口密度强化了对

于生活服务业的集聚效应

服务业规模经济依赖于城市人口的集聚，同
样的，在城市内部生活服务业的发展也依赖于本

地人口的规模。 图 １ 显示沪苏嘉 ３ 座城市的店均

订单量的时间变化趋势以及和人口密度间①的关

系。 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嘉兴和苏州的订单

规模有着更快的增长速率，但是不同城市间订单

量差距仍然是超过人口规模差距。 如 ２０２１ 年上海

与嘉兴的生活服务业的相对规模为 ９. ９４ 倍，远大

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６ 倍和 ２０２１ 年 ４. ５ 倍的常住人口相

关规模。 此外，城市内部的不同街区，存在着随着

人口密度增加消费规模不断地提高的规律。 在

２０１９ 年，城市内部的人口密度每上升 １％ ，街区网

格消费需求总规模上升 ０. ６６％ ，街区网格店均消

费规模上升 ０. ３２％ ；２０２１ 年，城市内部的人口密度

每上升 １％ ， 街区 网 格 消 费 需 求 总 规 模 上 升

０. ６８％ ，街区网格店均消费规模上升 ０. ３４％ ，说明

负面冲击虽然加速了生活服务业数字化进程，但
并没有消除人口密度对于服务业规模经济的影

响，反而强化人口密度的效应。

图 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沪苏嘉三市店均订单量的时间变化趋势以及与人口密度间的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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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生活服务业在面对规模化和个性化的

需求，需要借助于人口集中而实现，因此消费规模

提高伴随着服务业就业的集中，从而进一步促进

人口与消费的集聚，这就导致了经济和人口的空

间分布持续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 以外卖配

送行业为例，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以后，因为本地线上消费兴起引致配

送需求大量增加，一方面活跃骑手数量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于外卖员需求，常驻型的骑手

数量也不断增加。 同时，对比人口密度与骑手规

模的关系，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密度与

骑手规模的拟合线变得更为陡峭，说明消费规模

提高伴随着就业集中的规律，在人口规模较大、人
口密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

图 ２　 沪苏嘉三市外卖骑手规模的时间变化趋势（２０１８ 年 ０１ 月—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二）人口密度有利于提升服务消费质量

随着生活服务业需求不断扩大，商户在供给

消费服务时面临着数量和质量的权衡，可能会因

量而损质，但商户之间因为消费选择范围的重叠

程度提高，竞争不断加剧，却有利于提升服务品

质。 因为在数据中无法直接观察到消费的质量情

况，所以采用消费者事后对于商户的评价来衡量

生活服务业的质量。 图 ３ 展示不同城市以及城市

内部不同人口密度区域的本地生活服务业质量的

变化情况，其中右图的横轴表示沪苏嘉三市各自

的人口密度分位数，１０ 表示城市内人口密度最高

的区域。 首先通过横向比较，高人口密度地区有

着更高的生活服务业质量，人口密度每上升 １％ ，

生活服务业的差评减少 ０. １４％ 。 虽然随着时间推

移，线上服务的总体质量有所下降，但值得注意的

是，高密度街区的服务差评率显著更低，而且差评

率上升幅度较小，说明人口密度在提高生活服务

业质量时依旧发挥作用。
此外，通过对比不同城市，我们可以发现，上

海的差评率是远低于其他的城市，而且城市内人口

密度与差评率的负相关关系也是上海表现最明显。
具体来说，人口密度每上升 １％，上海、苏州和嘉兴

的差评率分别下降 ０. １９％、０. ０８％ 以及 ０. １０％，说
明人口规模带来集聚效应和垄断竞争导致的产品质

量提升，需要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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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生活服务业的服务质量与人口密度间的关系

三、生活服务业的多样性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消
费者不再追求服务的消费数量，而是更加注重生

活服务业的消费质量和多样性。 已有研究发现，
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对于城市内生活服务

业的多样性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１４ － １５］。 此

外，大城市的规模经济不仅在制造业中外溢效应，
对于服务业同样有着类似的作用，人口集聚带来

的需求多样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创新与发展，从而

在大城市产生更丰富的服务消费多样性。
（一）人口集聚带来需求多样化

人口集聚带来的需求多样化促进产生更丰富

的服务供给。 根据每个街区网格内不同行业线上

商户的数量，利用式（１）计算得到每个网格的服务

多样性指数 Ｄ。 其中， Ｍ 表示网格的服务品类总数；
ｓｊ 表示网格中 ｊ 品类的商户数量占全部商户比例。

Ｄ ＝ ∑
Ｍ

ｊ ＝ １
ｓ ｊ（１ － ｓ ｊ） （１）

图 ４ 展示了沪苏嘉三市本地生活服务业的种

类及多样性的变化情况，随着本地即时电商的不

断推广，生活服务业供给内容不断拓展，生活服务

业的消费品类数与多样性指数也在不断上升。 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这 ３ 座城市的多样性指数都是呈现

缓慢上升趋势，品类数保持在区间波动，但是 ２０２０
年初，因为春节假期叠加超预期因素的意外冲击，
导致生活服务业的多样性和品类数的骤然减少。
冲击之后，上海在短期内经济活动的恢复水平较

快，同时人们对于线上消费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
促使平台提供更多的服务种类，大量商户开始开

通线上服务，因此上海的多样性和品类数显著增

长。 然而，苏州和嘉兴的多样性和品类数并未有

类似表现，说明相比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反应时间

更长，适应周期更久，表明大城市经受外部负面冲

击后，本地即时电商对其生活服务业的赋能效果

更好。

图 ４　 沪苏嘉三市生活服务业多样性、类别的时间变化趋势（２０１８ 年 ０１ 月—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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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城市内不同区域的生活服务业的多

样性也是存在差异的。 图 ５ 展示了沪苏嘉三市不

同人口密度分位数下的网格内生活服务业品类

数、多样性的分布情况，其中横轴表示网格人口密

度的十分位数，可以发现随着人口密度增加和时

间的推移，街区网格内的品类数与服务多样性是

不断上升的，人口密度与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活

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对比人

口密度与生活服务业多样程度的梯度关系，可以

发现，上海的这一梯度大于苏州和嘉兴，说明在

城市内部人口密度的相同分位数下，上海有着更

高的商户多样性和更多的消费品类数，人口集聚

对于本地服务多样性的正向影响，在大城市更

显著。

图 ５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沪苏嘉三市生活服务业的多样性、类别与人口密度的关系

　 　 （二）平台经济缩小了城市内不同区位的消费

选择差异

本地即时电商的出现，为本地居民提供了生

活服务业的消费渠道，提高低密度地区居民的消

费可达性。 上节对生活服务业多样性的度量主要

是供给侧出发，仅考虑网格内部商户分布数量，但
这并不是消费者实际享受的多样性。 因为本地即

时电商拓宽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消费者不仅可

以选择本网格区域内的商品品类，同时还可以消

费附近其他区域的商品。 根据美团、饿了么等外

卖服务平台对于商户配送距离的推荐———维持在

店、仓、餐饮商家周围 ３ ～ ５ ｋｍ 内，因此对于消费者

来说，本地即时电商使消费者的消费范围不再局

限自己家附近的区域，而是能够触及周边 ３ ～ ５ ｋｍ
范围内的所有线上商户数。 因此，本文在消费侧，
重新定义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数 Ｎｕｍｉｎｓｔａｎｔ

ｉｊｔ 。 其中，
Ｎｕｍｉｊｔ 表示对于 ｉ 网格 ｔ 月中 ｊ 分类下的商户总数；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ｋ 表示 ｉ 网格和 ｋ 网格质心间的平均距离

（ｋｍ）； Ｉ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ｋ ＜ Ｌ 表示 ｉ 网格和 ｋ 网格的距离小于

Ｌ ｋｍ时为 １，反之为 ０。 此外，在定义消费选择数时

以不同网格间的距离作为权重，因为平台虽然拓

宽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消费者仍然会偏好选择

距离更近的同类型商户，所以不同距离的同类型

商户依然是不同质的。

Ｎｕｍｉｎｓｔａｎｔ
ｉｊｔ ＝ ∑

Ｎ

ｋ ＝１

１
１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ｋ

æ
è
ç ·Ｎｕｍｉｊｔ·Ｉ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ｋ ＜Ｌ）

（２）
根据式（２）得到网格的消费选择数，按照式（１）

重新计算城市内不同网格的消费选择多样性指数。
图 ６ 展示了沪苏嘉三市不同人口密度分位数下的网

格内 ３ ｋｍ 和 ５ ｋｍ 距离范围内消费选择多样性指数

分布情况，其中横轴表示网格人口密度的十分位数。
由此可以发现，当消费范围为 ３ ｋｍ 的时候，在上海、
嘉兴和苏州均显著呈现出人口密度与消费选择多样

性的正相关，同时上海梯度变化仍是大于其他两个

城市。 考虑 ５ ｋｍ 的消费选择多样性与人口密度关

系时，可以发现嘉兴和苏州市内部的消费选择多样

性开始变得平缓，即不同人口密度的区位所能享受

的多样性开始趋同，而这一趋势在上海并未呈现，这
表明对于中小城市来说，本地即时电商能够有效缓

解城市内部商业分布带来消费差异，为那些未居住

在市中心的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消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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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沪苏嘉三市 ３ ｋｍ、５ ｋｍ 消费选择多样性与人口密度的关系

　 　 （三）平台经济加速生活服务业数字化，带来

了更多的消费选择

随着本地线上消费的兴起和平台的助力，服
务业多样性和消费选择多样性在不断提高，但是

究竟是因为什么导致了生活服务业多样性的增

长，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生活服务业在本

地即时电商中，可被分为餐饮类和非餐饮类两大

类，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消费者对于本地线上消费服务

的印象（观感）主要是外卖服务，特别是餐饮类的

外卖服务。 随着进行非餐饮类的线上消费需求的

出现，本地线上消费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非餐饮类的生活服务种类在城市街区网格中的平

均占比在逐步提升。
从多样性指数的角度，本文在文献［１６］ 提出

的人口多样性分解方法的基础上，将其拓展为 ｎ 个

子分类，并将式（１）分解为组间多样性和组内多

样性：

Ｄ ＝ ∑
Ｍ

ｉ ＝ １
ｓｉ １ － ｓｉ( ) ＝ 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Ｄｗｉｔｈｉｎ （３）

Ｄｗｉｔ？ｉｎ ＝ ∑
Ｔ

ｊ ＝ １
Ｄ ｊｐ ｊ２ （４）

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 ∑
Ｔ

ｊ ＝ １
ｐ ｊ １ － ｐ ｊ( ) （５）

其中， Ｍ 表示品类数； Ｎ 表示样本总量； Ｎｉ 表

示 ｉ 品类的样本量； ｓｉ ＝
Ｎｉ

Ｎ 表示 ｉ 品类的样本占

比。 在原有Ｍ品类的分类基础上，向上整合得到 Ｔ
个子分类，子类 ｊ 包含的品类数为 Ｍ ｊ、 样本总量为

Ｑ ｊ ，子分类 ｊ 的样本占比为 ｐ ｊ ＝
Ｑ ｊ

Ｎ ， Ｄ ｊ 为子类 ｊ 内

部的多样性。 数据中，生活服务业可分为为餐饮

和非餐饮两个子类。 其中，餐饮子类，共有 ２９ 个基

本品类；非餐饮子类，共有 ２１ 个基本品类。
因此，在本文的多样性可以被分解成式（６）的

形式。 其中， 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表示餐饮与非餐饮的组间多样

性； Ｄｗｉｔｈｉｎ
ｒｅｓ 表示餐饮子类的组内多样性； Ｄｗｉｔｈｉｎ

ｎｏｎ－ｒｅｓ

表示非餐饮子类的组内多样性。
Ｄ ＝ 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Ｄｗｉｔｈｉｎ

ｒｅｓ ＋ Ｄｗｉｔｈｉｎ
ｎｏｎ－ｒｅｓ （６）

通过分解多样性的构成，可以发现生活服务

业多样性提高的来源主要由于非餐饮类的组内多

样性增长和和餐饮非餐饮的组间多样性提高。 图

７ 展示生活服务业的多样性和 ３ ｋｍ 范围内消费选

择多样性等指数分解的时间变化趋势，其中曲线

表示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左上和左下描绘的是组间多样

性的变化情况，中上和中下分别展示了餐饮类的

组内多样性的变化情况，右上和右下分别展示了

非餐饮类的组内多样性的变化情况。 说明饿了么

等本地即时电商在为消费者提供餐饮类服务的时

候，吸引了其他非餐饮类的生活服务业商户的进

入，给予城市居民更多的生活服务消费选择，增加

居民的福利。
四、生活服务业的便利性与适配性

城市便利理论认为，正是因为城市，特别是大

城市，有着更丰富的服务业和良好的生活便利性，
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高质量人才集聚在城市，进
而在人力资本的集聚作用下促进城市更好的发

展［１７ － １８］，因此消费服务的便利性已然成为城市发

展的新动力［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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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沪苏嘉三市生活服务业多样性和 ３ ｋｍ 消费选择多样性分解情况（２０１８ 年 ０１ 月—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一）平台经济通过人口密度能够强化消费服

务的便利程度

线上技术促使供给和需求进行更高效的匹

配，提升了消费者的便利度。 预约式消费是指消

费者在商品（服务）未生产前，就可以明确商品的

消费时间和地点，表示消费者不需要再额外花费

其他精力或时间来进行选择，因此预约式消费相

对规模可以作为消费服务便利的代理变量，与区

域网格的生活便利度显著正相关。 图 ８ 展示了沪

苏嘉三市在线上消费预约率的时间趋势和与人口

密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左图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

推移，本地即时电商平台上的预约服务需求不断

提升。 预约式消费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平台

经济对于传统生活服务业的改造赋能作用，使得

生活服务业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和生动，从而消

费者能够通过平台提前完成消费决策，促进城市

内分工，从而提高了消费者的生活便利度。 右图

的横轴表示网格人口密度的十分位数，数据显示

人口密度越高的区域，预约服务比例越高，而且这

一特征事实在上海市尤其突出。 本文认为，造成

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高密度地区的生活服务需

求更旺盛，而且在本地即时电商等平台经济的中

介机制作用下，高密度地区的生活服务业的供需

匹配更加精准和高效，从而导致如果消费者选择

不预约，在想要消费时，会更有可能遇到没有供给

或者长时间等待的情况，于是高密度地区的消费

者更愿意选择预约式消费，进而保证其能够按时、
不需要等待就可以得到服务。

图 ８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沪苏嘉三市线上消费预约率的时间趋势以及与人口密度的关系

　 　 （二）平台经济带来更好消费适配性，放大消

费生产与需求的匹配效率

消费者在本地线上消费的历史数据能够被平

台获取保留，使得商家能够更加详尽地刻画消费

者的群体画像，从而能够更加精准的投放服务，带
来消费适配性的提高。 图 ９ 展示了沪苏嘉三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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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费的平均配送距离随着时间变化的情况，表
明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本地线上消费的半径是存

在差异的，可以发现上海市的平均配送距离约为 ２
公里，而苏州和嘉兴的配送距离则是在 ２. １ ｋｍ 至

２. ２ ｋｍ 之间波动。 此外，对比不同城市内的配送

距离的差异可以发现，对于嘉兴和苏州来说，配送

距离与人口密度间并无明显的负向关系，而上海

却表现出配送距离与人口密度负相关的规律。 本

文的解释是，上海有着更为丰富商户多样性和更

为集聚的人口，消费者在较近的区域范围内就能

满足其多样性的需求，原因在于只有在人口密度

足够高的区域，才能充分发挥人口集聚的规模效

应和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使得消费者能够在更

近距离内完成消费。

图 ９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沪苏嘉三市平均配送时长的时间变化趋势以及与人口密度间的关系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本地即时电商在加快了城市

生活服务业的数字化进程的同时，通过与线下城

市实体空间的人口密度紧密互动，促进消费者与

生产者链接贯通，促使生活服务业实现消费规模

性、多样性、便利性以及适配性等特性助力城市发

展，推动城市实现高品质生活。
本地即时电商扩大城市内人口密度对于生活

服务业的集聚效应，产生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需求，
在本地市场上实现规模化。 随着生活服务业需求

不断，商户在供给消费服务面临着数量和质量的

权衡，但是人口密度有利于提升服务消费质量。
随着本地即时电商的不断推广，本地生活服务业

供给内容不断拓展，并且为居民提供了更广泛的

消费内容，提高了低密度地区居民的消费选择，同
时人口集聚带来的需求多样化进一步促进更丰富

的服务供给多样。 随着生活服务业数字化进程的

不断推进，本地即时电商给予消费者更合意的消

费选择和更精准的服务投放，提升了居民的生活

便利度，特别是人口密度高的区域有着更高消费

适配度———即消费者选择距离自己更近商户进行

消费，因为人口密度能放大消费服务生产与需求

的匹配效率，降低了消费距离和出行成本。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

这艘大船将倚重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

式，服务消费成为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重

要动力。 在此背景下，为更好的发展生活服务业，
作者对此提供以下建议。

一是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应该尊重经济规

律，更好发挥平台企业对城市高品质生活的积极

作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了要保持合理的收

入增长速度之外，还伴随着很多新的需求，因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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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关注对生活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和多层次的

需求，重视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活力。 创新平台

经济与生活服务业的结合方式，促使生活服务业发

展精确化和社会分工明确，而分工能够促进个体劳

动生产率提高，进而能够更好地反哺城市经济的发

展。 重视城市内部的人口密度或者人口流量，充分

发挥人口规模、人口流量的集聚优势，降低服务生产

和消费的结合成本，促进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二是强化实体空间与线上平台的互动，重视

线上技术对服务业的互补效应。 实施线上线下消

费服务的差异化发展，提高不同业态、不同目标群

体间的生活服务业的区分度，在线下空间更加强

调服务的体验感和场景的交互性，并利用平台经

济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强化线上服务的便利

性与适配性。 重视由于线上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生

服务需求，完善线上平台经济催生的新兴服务岗

位，充分利用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红利，推动城市

实现高品质生活。
三是加快城市服务数字化转型，赋能小微企

业新业态、新模式。 重视平台经济对于城市服务

业的赋能效应，推动更多的生活服务业开展数字

化，强化线下空间的数字化转型，与基于数字平台

的“线上城市”形成互补。 大力支持小微企业的入

网经营，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

应，帮扶小微企业度过入网“阵痛期”，积极帮助企

业开展新业务、新渠道，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降本

增效的数字化举措，消除平台之间的竞争封锁，促
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四是善待城市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 要看

到，在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基于平台

经济的生活服务业既能够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

质，又能够有利于相关从业人员提升收入，实现共

同富裕。 因此，要改善城市的社会包容度，要持续

推进城市常住多元人口的市民化，降低外来人口

的市民化门槛，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待，尤其

是增加对这一群体的廉租房、公租房和子女教育

供应，协助外来就业人口融入城市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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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９， ５９（３）： ３６９⁃４０８.

（本文责编：润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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