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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重庆主城九区为研究对象,
 

运用大众点评网、
 

艺龙网、
 

高德地图等网络资源数据,
 

借助ArcGIS,GeoDa空

间分析软件定量分析跨国餐厅的分布特征.
 

跨国餐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
 

空间可接近和品质生活追求是

影响其分布的重要因素.
 

以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的城市商务中心是跨国餐厅集聚的极核,
 

渝北区、
 

江北区、
 

渝中区

是跨国餐厅梯级分布的极核区域.
 

商业综合体等级及商圈规模直接影响着跨国餐厅的空间分布,
 

是造成跨国餐厅

不均衡分布的主要影响要素.
 

高星级酒店、
 

高校和旅游目的地是跨国餐厅空间布局的主要节点.
 

整体上,
 

重庆主城

的跨国餐厅呈现分散化、
 

破碎化的空间形态,
 

空间自相关度不高.
 

重庆主城特殊的山地城市空间形态塑造了破碎

化、
 

组团式的人文要素分布格局,
 

这是重庆跨国餐厅空间分布不同于其他东南沿海城市和平原城市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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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
 

跨国要素持续进入中国各等级规模的城市,
 

并对城市

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1].
 

随着城市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跨国要素的类型已从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要素发

展到以跨国餐厅、
 

国际社区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生活要素[2-3].
 

以西餐厅为代表的跨国餐厅是最为典型

的一类跨国社会文化要素,
 

它反映了跨国文化、
 

跨国生活要素在中国城市的传播和扩散[4].
 

在城市全球化

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层面的过程中,
 

跨国餐厅在城市内部空间的扩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表征要素[5].
对跨国餐厅空间分布展开研究可以揭示城市内部全球化作用密集区域的社会学特征,

 

同时也是城市生

活视角下城市全球化发展程度的外在表现.
 

国外跨国餐厅的研究集中在文化特征[6]、
 

消费者行为[7]及跨国

餐厅与地方习俗、
 

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8],
 

案例地多集中于欧美城市.
 

国内在城市生活的餐饮研究领域,
 

已有针对西安[9]、
 

南京[10]、
 

厦门[11]等城市的餐饮业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要素研究,
 

揭示了区域经济水平、
 

人口密度、
 

交通便捷度和城市形态是餐饮业布局的重要因素[12].
 

此外,
 

有学者指出文化传统、
 

旅游活动、
 

商圈级别与规模是影响城市高档餐饮布局的因素[13].
 

然而,
 

这些研究未结合城市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跨国要

素聚合的城市餐饮业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要素分析,
 

对中国城市的跨国餐厅发展和空间格局有待进一步充

实与丰富.
 

因此,
 

本文从跨国饮食空间的视角,
 

研究跨国餐厅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要素,
 

以揭示跨国餐

厅在城市内部空间如何分布.
 

换言之,
 

社会生活领域的跨国要素会首先选择城市的哪些区位,
 

而这些区位

的经济、
 

社会、
 

文化特征又是怎样的? 以此为研究问题,
 

本文选取重庆市主城九区,
 

结合大众点评网、
 

高德

地图等研究工具和手段,
 

探索跨国餐厅的空间布局特征和影响因素,
 

试图揭示全球化背景下内陆城市社会

生活全球化的空间表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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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
 

数据获取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重庆辖38个区县(自治县),
 

总面积8.24万km2,
 

是典型的中国特大城市.
 

重庆是中国重要的内

陆中心城市,
 

现今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Y形”连接点城市.
 

在城市全球

化发展过程中,
 

重庆具有典范意义.
 

一是其内陆城市的地理区位和山地城市形态,
 

二是其独特的城市

发展历史和城市地位.
 

因此,
 

选取重庆作为案例城市,
 

研究城市社会生活全球化的空间表现可以揭示

出与东南沿海城市不同的发展特征.
 

重庆主城九区即重庆城乡总体规划中的都市区,
 

是重庆市人口最

为集中,
 

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14-15].
 

主城九区是重庆城市发展的核心地带,
 

也是城市全球化水平最

高的区域,
 

范围包括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南岸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北碚区、
 

渝北区和巴

南区,
 

面积5
 

472.68
 

km2(图1).

图1 重庆主城、
 

城市核心地带与城市拓展地带

1.2 数据获取

通过大众点评网、
 

艺龙网获取跨国餐厅的基本数

据.
 

具体为在大众点评网内定位重庆市,
 

根据“热门

标签”之“西餐”,
 

按行政区分别对重庆市主城九区跨

国餐厅进行统计.
 

在艺龙网内定位重庆市,
 

按行政区

分别对重庆市主城九区的西餐厅进行统计.
 

共获取

869家标签为“西餐”的跨国餐厅,
 

剔除由于地址信息

不全导致无法定位的10家跨国餐厅,
 

获得有效数据

为859家.
 

之后,
 

利用高德地图数据管理平台建立重

庆市主城九区跨国餐厅空间数据库并导出数据,
 

再导

入ArcGIS,
 

生成地图.

1.3 研究方法

1)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的基本思想是地理事件在空间点密

度大的区域发生的概率大,
 

在空间点密度低的区域发

生的概率低[16],
 

表达式如下:

P(x)=
1
nh∑

n

i=1
K

d(x,
 

xi)
h





 




  

式中:
 

n 为距离尺度范围内所包含的研究对象的数量;
 

K(·)为核密度函数;
 

h 为距离阈值,
 

即核密度估计

法的尺度;
 

d(x,
 

xi)为两点之间的欧式距离.

2)
 

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分析是对一组地理要素按照设定的距离条件,
 

在其周围形成具有一定宽度范围的多边形区域,
 

分析区内的空间数据以获取数据在二维空间的扩展信息[17].
 

地物Oo 的缓冲区定义如下:

Bo ={p:
 

d(p,
 

Oo)≤R}

亦即Oo 的半径R 的缓冲区是全部距Oo 的距离d 小于等于R 的点的集合.
为求证主城九区跨国餐厅的空间分布与地铁站的关系,

 

以现有区域CBD或地铁站为原点,
 

设置半

径为2
 

km,
 

进行缓冲区分析,
 

以分析区内跨国餐厅的密集程度.

3)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种统计检验方式,
 

可以测量空间事物的分布是否具有相关性[18],
 

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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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s=
n(xi-x)∑

j
 

wij
(xj -x)

∑
i

 

(Xi-x)2

Zi=
Ii-E(Ii)

VAR(Ii)

  借助空间分析软件GeoDa,
 

研究重庆市跨国餐厅在空间上的集聚与离散特征.
 

首先,
 

采用基于邻

接规则的权重矩阵,
 

通过999次随机检验,
 

伪显著水平达到
 

5%(p≤0.05)
 

时,
 

得到研究对象的全局

自相关 Morans
 

Ii 指数值和检验值Zi;
 

然后,
 

通过LISA显著性局部自相关分析,
 

得到研究对象的

LISA分布特征图.

2 跨国餐厅影响要素的相关性分析

2.1 指标构建与解释

根据现有关于餐饮业空间分布的一般影响要素[11],
 

选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密度及商圈规模进行

相关性分析,
 

具体指标包括GDP、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口密度和商圈零售

总额(表1),
 

探索跨国餐厅数量特征因素的相关性程度.
表1 跨国餐厅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变量选取及解释

影响因素 解   释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V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V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V3)

人口 人口密度(V4)

商圈规模 商圈零售总额(V5)

2.2 数量与类型分布

重庆主城九区的跨国餐厅以西餐厅为主,
 

具体可分为西式正餐、
 

西式快餐两种类型.
 

通过数量统计发

现:
 

渝北区跨国餐厅数量最多,
 

为176家,
 

占比20.49%,
 

其次为江北区、
 

渝中区、
 

沙坪坝区,
 

大渡口区、
 

北

碚区和巴南区数量较少(图2).
 

在跨国餐厅类型方面,
 

主城九区共有281家西式正餐店和578家西式快餐

店,
 

占比分别为32.71%和67.29%.
 

重庆主城跨国餐厅中,
 

西式快餐的数量比西式正餐多,
 

其中二者差别

较大的为沙坪坝区、
 

渝北区等(图3).

图2 主城九区跨国餐厅的数量结构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跨国餐厅空间布局数量特征与地区生产总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性

最大(表2),
 

分别为0.813
 

9,0.769
 

2,
 

再次为各区商圈规模,
 

相关性系数为0.663
 

2,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人口密度对跨国餐厅空间布局影响效果较差,
 

相关性系数均低于0.5,
 

分别为0.339
 

8,

0.165
 

8.
 

跨国餐厅类型特征方面,
 

影响西式快餐与西式正餐相关性的因素表现出大体相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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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地区生产总值、
 

商圈规模是影响西式正餐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
 

相关性程度分

别为0.848
 

4,0.800
 

5,0.792
 

4,
 

人口密度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其影响较小,
 

相关性低于

0.6.
 

而地区生产总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商圈规模对西式快餐的空间布局影响较大,
 

相关性程

度均高于0.5,
 

分别为0.779
 

3,0.686
 

0,0.558
 

0.

图3 主城九区跨国餐厅的类型结构

表2 跨国餐厅分布相关性分析结果

跨国餐厅数量 V1 V2 V3 V4 V5

跨国餐厅数量 1

V1 0.813
 

9 1

V2 0.769
 

2 0.941
 

8 1

V3 0.339
 

8 0.161
 

2 0.410
 

8 1

V4 0.165
 

8 0.273
 

3 0.518
 

7 0.709
 

6 1

V5 0.663
 

2 0.585
 

4 0.761
 

8 0.772
 

4 0.714
 

6 1

  注:
 

表格中的相关性分析是以V1,V2,V3,V4,V5为自变量,
 

各区跨国餐厅数量为因变量.

综上所述,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跨国餐厅空间布局特征的主要原因,
 

其中地区GDP、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与各区跨国餐厅数量呈正相关关系.
 

作为主城九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城市核心地带是跨国餐厅

空间分布最集中的一个区域,
 

跨国餐厅的数量高达600家,
 

占比为69.85%.
 

城市核心地带的跨国餐厅数量

和密度都远远高于城市拓展地带.
具体来说,

 

GDP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
 

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
 

投资吸引力和居民

消费购买力.
 

主城九区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时也是跨国餐厅数量众多,
 

分布密集的地区.
 

从跨国餐厅分布核

密度图中可以看出,
 

跨国餐厅分布密集的渝中区、
 

江北区、
 

渝北区、
 

沙坪坝区等,
 

2017年GDP均超过500
亿元人民币,

 

GDP最高的渝北区跨国餐厅数量也最多,
 

为176家.
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反映地区消费水平和人口流量.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的地区———渝中区、
 

渝

北区、
 

九龙坡区、
 

江北区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了400亿元人民币,
 

同时也是跨国餐厅数量最多分

布最密集的地区.
 

而巴南区、
 

北碚区、
 

大渡口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低于300亿元人民币,
 

跨国餐厅数

量也较少,
 

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低的大渡口区,
 

跨国餐厅仅为17家.
商圈是城市商业中心,

 

集聚了各种商业类型,
 

是城市商业增长极核和消费极核,
 

吸引着大量消费者.
 

商圈零售总额则反映着城市商业吸引力和发展水平,
 

商圈零售总额越大,
 

说明城市商业经济越发达,
 

居民

消费购买力越大.
 

跨国餐厅作为一种餐饮业,
 

是商圈主要餐饮类型之一.
 

商圈零售总额最大的渝中区、
 

沙

坪坝区、
 

江北区,
 

同时也是跨国餐厅数量最多,
 

核密度最大的区域.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西式正餐空间布局影响程度较大,

 

对西式快餐空间布局影响却较小.
 

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直接决定居民消费水平高低的因素,
 

西式正餐由于其消费价格高,
 

一次性消费支出

相对于西式快餐更高等原因,
 

形成了消费门槛,
 

对消费者有市场挤出效应.
 

而西式快餐由于其大众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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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消费价格低廉,
 

消费市场广阔,
 

所以对其空间布局影响程度较弱.
另外,

 

高校在校生人数和各区人口年龄结构与跨国餐厅空间布局也有一定相关性.
 

根据重庆市统计年

鉴(2017),
 

重庆市2017年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109.28万,
 

全市义务教育及以上在校生人数为516.55万,
 

学生尤其是大学生作为西餐的重要消费群体,
 

影响着跨国餐厅的空间布局,
 

如大学生数量众多的沙坪坝区

和北碚区,
 

各大学内部或周边跨国餐厅空间分布核密度大.
 

人口年龄结构方面,
 

18~35岁占比最大的是渝

中区(28.52%),
 

其跨国餐厅数量最多(176家),
 

其次为九龙坡区,
 

分别为19.73%,
 

102家,
 

18~35岁人口

占比超过15%的沙坪坝区、
 

巴南区、
 

南岸区,
 

跨国餐厅数量也都超过了100家,
 

原因可能是18~35岁人口

主要为大学生消费群体和白领阶层,
 

其学习工作节奏快,
 

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强,
 

对西餐文化接受度也更高.

3 基于核密度估计法的跨国餐厅空间布局特征

3.1 以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的梯级分布

重庆市主城九区跨国餐厅空间分布呈现“一个核心,
 

多个次核心”的空间集聚特征,
 

且主要集中在城市

核心地带,
 

呈现以江北区观音桥为核心,
 

附近次核心围绕其布局的特点(图4).
 

这些核心及次核心空间布

局最大的共性为都紧临区域重要轨道交通站点.
 

跨国餐厅空间核密度核心为观音桥地铁站,
 

次核心之一为

位于解放碑南部的较场口地铁站和北部的临江门地铁站;
 

另一个次核心为沙坪坝三峡广场,
 

以沙坪坝地铁

站为中心.
 

其他行政区跨国餐厅核密度核心也紧临地铁站,
 

大学城、
 

九龙坡、
 

南岸、
 

北碚、
 

大渡口、
 

巴南分

别以大学城地铁站、
 

杨家坪地铁站、
 

南坪地铁站、
 

天生地铁站、
 

新山村地铁站、
 

金竹地铁站为核心,
 

跨国餐

厅集中分布于以这些地铁站为中心的2
 

km范围内(图5).

图4 跨国餐厅分布核密度 图5 缓冲区内跨国餐厅空间布局图

  西式正餐空间核密度和西式快餐空间核密度有着大体一致的分布格局,
 

空间核密度以核密度极核为中

心向外逐渐递减,
 

表现出多个中心的特征.
 

从西式正餐来看,
 

其表现为“两核多心”的岛状空间分布格局,
 

以解放碑、
 

观音桥为两核,
 

以沙坪坝三峡广场为次核心,
 

以九龙坡杨家坪、
 

南岸南坪、
 

沙坪坝大学城、
 

渝中

石油路地铁站为中心,
 

核密度向外递减(图6).
 

在城市核心地带内,
 

主要分布在北部,
 

南部由于城市开发建

设尚不成熟而几乎没有跨国餐厅分布.
 

在城市拓展地带内,
 

形成了沙坪坝大学城、
 

北碚区、
 

渝北金渝地铁

站和机场路沿线、
 

巴南金竹地铁站,
 

绕主城核密度聚集区“众星拱月”式分布.
 

西式正餐在解放碑和观音桥

形成了两个极核,
 

二者都有便捷的地铁和道路交通,
 

都聚集了大量大型购物广场,
 

也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从西式快餐来看,
 

其空间核密度分布格局总特征为“一核多心”,
 

以观音桥为核密度极核,
 

以解放碑、
 

沙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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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三峡广场和大学城、
 

南岸南坪、
 

九龙坡杨家坪、
 

渝北金渝等为中心,
 

向外连续递减发散(图7).
 

与西式正

餐相比,
 

西式快餐空间分布有3个较为显著的特征,
 

一是西式快餐空间分布更为连续,
 

在城市内部渗透得

更深更远,
 

二是西式快餐在机场路分布比西式正餐更为集中,
 

三是西式快餐先于西式正餐扩散至主城以外

的小城镇(图7).

图6 西式正餐分布核密度 图7 西式快餐分布核密度

  影响跨国餐厅布局于轨道交通站点的因素主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准入门槛.
 

跨国餐厅集聚的

轨道交通站点与各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极核区域在空间上重合,
 

跨国餐厅空间核密度核心的观音桥地铁

站位于江北区经济极核观音桥,
 

次核心之一的较场口地铁站和临江门地铁站是渝中区经济极核解放碑

CBD;
 

另一个次核心沙坪坝地铁站,
 

是沙坪坝区经济极核三峡广场.
 

其他地铁站如大学城地铁站、
 

杨家坪

地铁站、
 

南坪地铁站、
 

天生地铁站、
 

新山村地铁站、
 

金竹地铁站均为所属行政区经济极核.
 

跨国餐厅区位的

选择受市场准入门槛的制约,
 

跨国餐厅进入市场需要满足有一定数量的消费者.
 

轨道交通站点便捷的交

通、
 

繁荣的商业吸引了大量人流,
 

是人流量空间集聚的极核区域.
3.2 以商业综合体及商圈规模为基础的等级分布

重庆市主城九区跨国餐厅集中分布在各大型商业综合体、
 

大型购物广场或高级商场.
 

如渝中区解放

碑的八一广场、
 

王府井百货、
 

日月光中心广场;
 

江北区的茂业天地、
 

龙湖北城天街、
 

重庆百货江北商场;
 

南岸区的协信星光时代广场、
 

万达广场、
 

上海城购物中心;
 

九龙坡区的龙湖西城天街、
 

万象城;
 

沙坪坝

三峡广场的凯德广场、
 

王府井百货、
 

炫地购物中心、
 

新纪元购物广场等.
 

其他行政区的跨国餐厅也同样

布局在大小不等的商业综合体内.
 

此外,
 

邻近超市及百货大楼、
 

购物中心内部也是跨国餐厅分布的重要

区位.
 

商业综合体内部垂直分布方面,
 

西式正餐倾向于较高楼层,
 

快餐倾向于布局在较低楼层.
 

西式正

餐对进餐环境、
 

氛围有着较高的要求,
 

高楼层环境清幽,
 

风景较好,
 

而西式快餐追求快节奏,
 

更趋于布

局在人流量大的低楼层.
商圈规模是影响跨国餐厅空间布局特征的重要因素,

 

商圈规模越大,
 

等级越高,
 

跨国餐厅数量越多,
 

分布越密集.
 

各区大型商业综合体均位于该区商圈内,
 

根据表2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
 

跨国餐厅空间布局

特征与商圈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相关性系数为0.564
 

3.
 

结合空间核密度分析可知,
 

作为重庆市顶级商圈,
 

辐射整个西南地区的解放碑商圈和观音桥商圈,
 

跨国餐厅空间分布最为密集.
 

2015年解放碑商圈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为472.3亿元,
 

观音桥商圈为341.3亿元.
 

渝中区(解放碑商圈)、
 

江北区(观音桥商圈)跨国餐

厅数量分别116,
 

126家,
 

分别是跨国餐厅数量最多的3个区之一.
 

市级商圈三峡广场商圈、
 

南坪商圈、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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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坪商圈等,
 

跨国餐厅空间分布密度仅次于解放碑和观音桥,
 

是跨国餐厅空间集聚的次核心,
 

其他规模较

小的市级或区级商圈,
 

如北碚区天生商圈,
 

跨国餐厅空间分布密度小,
 

且数量较少.

3.3 以高星级酒店、
 

高校和旅游目的地为节点的集中分布

高星级酒店是西式正餐分布的节点区域.
 

主要分布在城市核心地带内,
 

除大渡口区外,
 

其他8区均

有酒店西餐厅,
 

其中以南岸、
 

江北、
 

渝北三者最多,
 

分布最为密集的是江北观音桥和渝北交界处.
 

总量

为43家高星级酒店西餐厅,
 

其中有6家外企、
 

2家合资企业,
 

其余35家本土企业.
 

跨国餐厅也表现出在

旅游目的地、
 

高校周边聚集的趋势.
 

解放碑、
 

观音桥洪崖洞、
 

照母山公园、
 

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沙坪公园

等旅游目的地是西式快餐的重要分布区域.
 

跨国餐厅呈现沿大学周边线状分布.
 

西南政法大学沙坪坝校

区跨国餐厅沿校外壮志路分布;
 

重庆大学虎溪校区、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紧临跨国

餐厅集中分布在连接大学城南路、
 

北路及三校的景苑路,
 

以及大学城北路的龙湖U城天街;
 

北碚区西南

大学跨国餐厅沿天生路线状分布;
 

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跨国餐厅主要聚集在宝圣大道.
 

其他高校如四

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等,
 

跨国餐厅也有类似的空间布局特征.
 

跨国餐厅是市场指向型产业,
 

高

校作为大学生消费者集中分布的场所,
 

吸引了跨国餐厅区位选择.
 

一方面,
 

作为当今大学生主力军的90
后深受西方饮食文化的的影响,

 

且其追求快节奏的生活,
 

西餐已经成了90后大学生日常饮食消费的一

部分;
 

另一方面,
 

大学附近是科研机构,
 

科技产业集中的区域,
 

人员以年轻人为主,
 

生活节奏快,
 

这也是

跨国餐厅布局在高校及其附近的因素.

4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的跨国餐厅空间布局特征

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重庆市主城九区跨国餐厅的LISA图(图8),
 

结果显示:
 

高高集聚区,
 

表示本

道路格网内跨国餐厅数量较多,
 

同时相邻道路格网内跨国餐厅数量也较多,
 

此区域集中在城市核心地带

内,
 

在空间上连续,
 

主要位于由渝中区长江滨江路、
 

嘉陵江滨江路、
 

南岸区南滨路,
 

江北区北滨路、
 

嘉鸿大

道、
 

红黄路、
 

红石路、
 

建新北路、
 

建新南路,
 

嘉州路、
 

余松路等围合而成的街区内,
 

解放碑CBD位于此区

域,
 

该区域是城市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低高集聚区,
 

表示本道路格网内跨国餐厅数量较少,
 

但相邻道路

格网内跨国餐厅数量较多,
 

空间上较分散,
 

分为3块,
 

其一位于渝北区,
 

红黄路、
 

嘉州路、
 

新溉大道、
 

渝鲁

大道围合的街区内.
 

其二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
 

南区路、
 

菜袁路、
 

李子坝正街、
 

黄杨路围合的街区,
 

经纬

大道、
 

石新路、
 

渝州路围合的街区内.
 

其三位于九龙坡区,
 

金建路、
 

陈庹路、
 

渝昆高速围合的街区内,
 

该区

位于城市核心地带边缘,
 

大体上位于高高集聚区的外围;
 

高低集聚区,
 

表示该道路格网内跨国餐厅数量较

多,
 

但相邻道路格网内数量较少,
 

这样的道路格网只有一个,
 

位于大学城,
 

由319国道、
 

西双大道、
 

成渝环

线高速、
 

高龙大道、
 

重庆绕城高速围合成的街区内,
 

该道路格网内分布有重庆大学(虎溪校区)、
 

四川美术

学院(虎溪校区)、
 

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
 

重庆科技大学等高校;
 

低低集聚区,
 

表示该道路格网内跨

国餐厅数量少,
 

且相邻道路格网内数量也少,
 

主要分布于主城区边缘.
 

不显著区,
 

表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
 

该类型区面积大,
 

分布连续,
 

既包括部分城市核心地带内区域,
 

也包括广大的城市拓展地带.
 

受重庆市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
 

主城九区位于川东平行岭谷区,
 

北有缙云山,
 

中有中梁山,
 

南有铜锣山,
 

嘉陵江

和长江穿山而过,
 

这种特殊的地形条件造成重庆城市的发展只能沿着三山两水之间的谷地发展,
 

使得城市

呈组团状分区分块发展,
 

城市空间形态破碎,
 

也造成道路网的不规则,
 

这直接导致跨国餐厅空间布局的破

碎和分散化,
 

使得空间自相关水平无统计学意义.

5 结论与讨论

跨国餐厅是一种跨国化生活方式的体现,
 

其数量、
 

类型及空间分布可以说明城市内部外生要素集聚、
 

扩散的区位特征.
 

基于重庆主城的实证研究发现:
 

1)
 

西式快餐与西式正餐是跨国餐厅的两种重要类型,
 

渝

北、
 

江北、
 

渝中是跨国餐厅集中分布区,
 

数量方面西式快餐占据主导;
 

2)
 

跨国餐厅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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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跨国餐厅LISA图

轨道交通站指向、
 

商业综合体指向、
 

高星级酒店指

向以及高校和旅游目的地指向,
 

说明跨国餐厅作

为一种生活方式,
 

空间可接近和品质生活追求是

影响其分布的重要因素;
 

3)
 

重庆主城特殊的山地

城市自然环境塑造了破碎化、
 

组团式的人文要素

形态,
 

外生的跨国餐厅空间分布同样受此环境影

响,
 

这是重庆跨国餐厅空间集聚和扩散不同于其

他东南沿海城市、
 

平原城市的重要特征;
 

4)
 

轨道

交通站点、
 

商业综合体等级与商圈规模、
 

高星级酒

店、
 

高校、
 

旅游目的地是影响重庆主城跨国餐厅分

布的重要因素.
跨国餐厅在中国城市的扩展是城市全球化在

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表现.
 

以西餐厅为代表的跨

国社会生活要素的集聚是城市空间重构的外生动

力,
 

在“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引下,
 

来自国

外的社会生活要素会陆续进入中国城市.
 

城市传统发展中心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是西餐厅布局的重要区域,
 

说明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空间扩展方向对西餐厅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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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Dianping.
 

com,
 

Elong.
 

com,
 

Amap.
 

com
 

and
 

some
 

other
 

web
 

resourc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ransnational
 

restaurants
 

in
 

the
 

nine
 

districts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with
 

the
 

help
 

of
 

the
 

spatial
 

analysis
 

softwares
 

Arcgis
 

and
 

GeoDa.
 

As
 

restaurants
 

serve
 

as
 

a
 

reflection
 

of
 

modern
 

lifestyle,
 

their
 

distribu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ir
 

spatial
 

accessibility
 

and
 

peoples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quality.
 

The
 

CBDs
 

(Central
 

Business
 

Dis-

tricts)
 

with
 

the
 

rail
 

transit
 

stations
 

as
 

the
 

center
 

are
 

the
 

core
 

of
 

the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of
 

the
 

transnational
 

restaurants,
 

and
 

Yubei
 

district,
 

Jiangbei
 

district
 

and
 

Yuzhong
 

district
 

are
 

the
 

core
 

areas
 

of
 

the
 

transnational
 

restauran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ransnational
 

restaurants
 

is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level
 

of
 

the
 

complexes
 

and
 

the
 

size
 

of
 

the
 

commercial
 

areas,
 

which
 

are
 

the
 

main
 

factors
 

for
 

the
 

une-

ven
 

distribution
 

of
 

the
 

transnational
 

restaurants.
 

High-star
 

hotels,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node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ransnational
 

restaurants.
 

Generally,
 

the
 

transnational
 

restaurants
 

of
 

Chongqing
 

city
 

show
 

a
 

spatial
 

morphology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and
 

the
 

degree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re
 

not
 

high.
 

The
 

unique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results
 

in
 

a
 

fragmental
 

and
 

clustered
 

distribution
 

of
 

its
 

humanity
 

elements
 

and,
 

there-

fo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ransnational
 

restaurants
 

in
 

Chongqing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cities
 

of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the
 

plain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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