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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recent emer‐

gence of online and offline service pro‐

vis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new type

urban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concept of on‐

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y life circle

which integrates online virtual services

and offline physical facilities. It analyz‐

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upply and

demand of various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y services based on eight typ‐

ical communities in Wuhan that are di‐

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raditional

community in central district, new com‐

munity in central district, traditional

community in suburb district, and new

community in suburb district. Accord‐

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vice fa‐

cility configuration system for the on‐

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y life circle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correspond‐

ing layout online and offline service fa‐

cilities. Fi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op‐

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four types

of communities and for a specific case.

Keywords: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

nity life circle; service facilities config‐

uration system; service facilities layou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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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基于线上线下服务模

式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提出了线上虚拟服务与线下实体设施有机融合的线上线下社区

生活圈的新概念，并选取武汉市中心区传统社区、中心区新建社区、郊区传统社区、

郊区新建社区四类八个典型社区进行了社会调查，分析了各类线上线下服务供需影响

因素。据此，提出不同阶段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服务设施配套内容体系，并构想了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服务设施布局模式，最后给出了现状四种类型社区的优化策略

和一个具体社区的优化案例。

关键词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设施配套体系；设施布局模式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线上、线上线下服务广泛地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之

中，使得社区服务的供给方式发生了颠覆性转变，这也给社区生活圈的研究开辟

了新的方向。

线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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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银

行、网络营业厅、远程会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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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无人超市、生鲜O2O、餐饮外卖、

网约车等，它是线上服务的加强版，自2010年在我国出现以来，凭借着互联网与智能

手机的普及，仅用一年时间就迅速席卷中国本地生活型服务业市场（刘欣梅，2014）；

而线下服务则指需要居民前往相应设施获取的服务。为了简化文字，下文中的线上服

务既包括纯线上服务，也包括线上线下服务。

当前线上服务已经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依据统计，我国生

活型线上和线上线下服务业市场规模在2017年已达9 992.1亿元，服务内容覆盖了购

物、餐饮、医疗、教育、交通等居民日常生活的各方各面（杨欣，2018）。因此，在生

活型线上服务广泛应用的当下，挖掘各类线上服务发展对社区生活圈服务模式、设施

构成、设施布局产生的影响，寻求线上服务与社区生活圈的有机结合，探索生活服务

设施规划的新理念与新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相关研究

生活圈理论最早由日本学者石川荣耀提出，随着时代背景、居民生活方式和规划

研究需求的变化，先后诞生了广域生活圈、城市生活圈和社区生活圈等理论（孙道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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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8），但发展至今，仍旧没有产

生成熟的概念体系和相应的概念界定，

生活圈的研究方法、规划应用方法与管

理方法也亟待完善（刘欣梅，2014）。

当前对于社区生活圈的研究，大多

聚焦于实体空间组织、线下设施配置与

空间优化 （程蓉，2018；李萌，2017；

廖远涛，等，2018；魏伟，等，2019），

而少有关注线上服务对社区生活圈组织

与优化的重要作用。而线上服务业的出

现早已使得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

根本性的转变，大量生活型服务都可以通

过“线上购买、线下取货”“线下体验、线

上购买”等方式获取（康巍耀，等，2018；

周丽萍，2019），这不仅降低了实体设

施的使用率（肖飞宇，等，2019），社

区生活圈的概念内涵、服务体系和设施

组织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当前针对社区生活圈线上服务的服

务体系与设施布局的研究较少，大多是

针对单一类型生活设施的线上服务应用

探索。例如商业方面，韩轶强从市场经

济的角度解析了线上商业服务设施的发

展现状与影响因素，并认为生活型线上

服务业必将融入居民生活环节 （韩轶

强，2018）；文化方面，许润原等认为

线上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有助于整合利

用文化资源并强化文化服务输送能力

（许润原，等，2018），尹明章等则基于

微信平台开发了O2O图书共享平台（尹

明章，等，2019）；体育方面，余岚提

出了O2O体育社区的理念，借助线上服

务的宣传、组织和社交功能促进社区公

共体育的发展（余岚，2019）；教育方

面，梅林晨等探索了线上服务对早期教

育服务业的影响，并构想了多种早教

O2O模式（梅林晨，等，2018）。

虽然目前已有较多线上生活型服务

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但仍旧缺乏对

线上社区生活服务的综合性研究，以及

从规划视角出发的设施配置和布局方式

的探索，所以相关研究亟待展开。

2 武汉市社区生活圈线上化现状

2.1 线上服务供给现状

由于政府支持、通信技术发展和在

线支付普及等因素，我国的生活型线上

服务业发展迅猛，并且已经占据多种类

型的生活型服务业市场。在公共管理方

面，综合政务服务平台、政务公众号、

政务APP等线上公共管理服务在政府的

推动下快速发展，已广泛应用于全国各

地，集成了政务公开、信息咨询、事物

办理、信访举报等多项服务内容。通过

使用线上政务服务，居民足不出户就能

满足自身几乎所有类型的日常政务服务

需求。以武汉市的“云端武汉”政务

APP为例，市民可以通过“云端武汉”

的市民卡功能缴纳医保、社保、水电、

手机、宽带等费用，也可以办理事务、

举报投诉、缴纳罚单等。

商业方面，线上零售业、外卖餐

饮、生鲜O2O等线上商业服务先后崛起

并快速占据市场，其线上线下门店也迅

速进驻各个社区之中。线上商业服务采

用的是“线上支付、线下配送”、“线下

体验、线上支付”等服务供给模式。武

汉市线上商业服务发展成熟，线上线下

设施覆盖全面，截至2019年6月，以京

东商城与京东便利店为例，二环内京东

商城达16家、社区级的京东便利店达64

家，空间分布满足京东商城车行配送次

日可达、京东便利店步行15min可达；

外卖餐饮门店数量达32 000家以上，外

卖骑手数量排名全国前八；生鲜服务以

盒马鲜生为代表，二环内盒马鲜生O2O

门店共12家，生鲜配送30min可以到户。

交通方面，网约车、共享单车等线

上线下交通服务凭借其便利性广泛为居

民所接受。线上交通服务主要采用“线

下体验、线上支付”的服务供给模式。

在武汉，通过滴滴出行等手机APP，居

民可以预约车辆出行；使用摩拜单车、

ofo等手机APP，居民可以使用停靠在市

区各处的共享单车。

而公共服务方面，自助图书、远程

医疗、网约护工等线上公共服务尽管难

度大、起步晚，但也发展迅速，目前已

开展了大量试点运营。线上公共服务多

采用的是“线上预约、线下体验”、“线

上预约、服务到户”的服务供给模式。

当前武汉已有在线挂号、早教到家、护

工上门等服务。居民既可以在挂号网、

挂号APP在线挂号避免排队，也可以通

过早教到家、医护到家等手机APP直接

预约教师或护士上门服务。

2.2 线上服务使用现状

本文选取武汉市的八个不同区位、

不同年代的典型社区，通过问卷调查、

访谈等形式研究当前线上服务使用现

状，具体包括张家湾小区、首义小区、

百瑞景小区、复地东湖国际、建材花园

小区、幸福小区、当代国际、北辰优加

八个社区。研究于2019年4月—5月开

展了初步调查，然后于2019年 6月 22

日—6月30日间发放问卷300份，回收

有效问卷271份。

研究分类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标准 （GB50180-2018）》中的生活

圈设施设置规定，剔除中小学、各级运

动场、停车场等13项等难以线上化的设

施，以及供水、燃气、环卫等12项线下不

可或缺的市政设施，选择购物、买菜、

餐饮、生活网点、休闲网点、政务、医

疗、养老、图书教育和交通等10类、21

项可线上化设施作为研究对象，它们占

可线上化公共设施项数的比例为61.8%。

具体问卷调研时，统计了受访者平

均每周使用购物（实体店与网购）、买

菜（菜场与生鲜配送）、餐饮（餐厅与

外卖）、生活网点（水电营业厅与线上

缴费）、休闲网点 （美容院、美发店、

电影院与对应服务的在线预约）、政务

（政府单位与线上政务大厅）、图书教育

（图书馆、补习班与电子书、网课）、医

疗（医院与在线挂号、远程会诊）、养

老（养老院与护工上门）、交通（公共

交通与网约车）等线上服务次数。据此

计算了居民使用这些服务的线上化水

平，即线上和线上线下服务使用频次占

某类服务使用总频次的比例（图1）。

此外，分析发现，社区的区位、线

下设施完善程度以及居民的年龄结构会

对调查结果产生显著影响，而线下设施

完善程度以及居民的年龄结构主要受社

区建成年代影响。因此，为便于统计分

析，基于社区区位和年代将研究对象分

为中心区传统社区、中心区新建社区、

郊区传统社区与郊区新建社区四类。分

82



2019年第6期 总第253期

别进行统计后的结果如图1所示。

调研发现，使用线上和线上线下服

务的居民比例高达93.7%，这标志着绝

大多数居民都已能使用线上服务便利自

己的日常生活。

从图1可进一步看出，对于纳入统

计的10类服务，传统社区的个人线上化

水平超过了 33%，而新建社区则达到

37%，郊区新建社区更是达到了44.6%，

可见线上服务已经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居

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具体到服务类型上，线上购物、线

上生活网点、线上休闲网点等服务在新

建社区的线上化率超过了50%，标志着

这部分线上服务已经开始替代线下服务；

线上菜场、线上餐饮、虚拟图书教育、

共享交通等服务的线上化率在 20%—

30%之间，目前被作为线下服务的一种

补充；只有线上政务大厅与养老服务线

上化率相对偏低。

2.3 各类线上服务供需分析

为探究线上服务供需机制，结合各

社区线下设施完善度情况与访谈结果，

对上述10类生活型服务分别进行解析：

（1）零售设施完善程度较低的新建

社区的线上化率高于传统社区，新建社

区居民大多被动选择网购替代线下购物。

而通过访谈各年龄层的居民则发现，大

量中老年受访者对电子设备使用不熟练，

且日常生活相对节俭，造成购物线上化

率较低。因此对于零售业来说，供给主

要受设施完善程度影响，需求主要受居

民年龄结构影响。

（2）线上菜场的门店与仓储主要分

布于武汉市中心区，服务范围尚不能完

全覆盖郊区社区，因此中心区线上化率

远远高于郊区。除此之外，生鲜类调查

结果中有三类反复出现的典型数据样本，

即完全不使用线上服务、一周使用一次线

上服务和只使用线上服务，这三类样本对

应了三种典型的居民消费习惯，这不仅

代表了生鲜服务的发展趋势，也从侧面

解释了整体线上化率的分异情况。因此

对于生鲜服务来说，供给主要受区位因

素影响，需求主要受居民生活习惯影响。

（3）餐饮外卖的供给需要线下实体

餐厅的支持，因此餐饮门店分布密集的中

心区线上化率高于郊区。而外卖的需求则

视调查个体而异，部分居民几乎每天都

点外卖，而部分则从不使用。因此对于

餐饮外卖服务来说，供给主要受区位因

素影响，需求主要受居民生活习惯影响。

（4）生活网点的调研结果反映，大

部分居民在线上生活网点服务出现后，

就只使用线上生活网点服务，仅部分居

民因为生活习惯仍旧前往实体设施办理

业务。因此对于生活网点服务来说，供

需都主要受居民生活习惯影响。

（5）新建社区休闲网点设施较不完

善，居民大多需要前往异地的设施，同

时大量使用线上预约与支付服务。因此

对于休闲网点服务来说，供需都主要受

线下服务设施完善程度影响。

（6）政务服务使用量很低，居民对

于咨询、投诉等政府服务的需求也并没

有因为线上模式的出现而有所提升。

（7）新建社区周边虽然也有门诊部

与药房等设施，但缺少服务水平较高的

综合医院，新建社区居民倾向使用线上

预约的方式前往综合医院就医；但根据

调研访谈结果，郊区新建社区居民大多

不了解也不会使用在线挂号功能，因此

线上化率偏低。因此对于医疗服务来说，

供给主要受设施完善程度影响，需求则

主要受居民电子设备使用水平影响。

（8）养老服务线上与线下使用量都

很低，调研对象中，仅有5个家庭使用

线上养老服务， 2个家庭使用线下养老

服务，且上述家庭都位于年龄结构偏大

的传统社区之中。而访谈结果显示，受

访者普遍倾向于家庭养老的方式，很少

使用线下养老服务设施。因此对于养老

服务来说，供给主要受居民年龄结构影

响，需求主要受居民生活习惯影响。

（9）新建社区的图书类设施较不完

善，居民会选择电子书的形式满足阅读

需求，一部分新建社区的家长也表示他

们会经常网购孩子所需的教材。因此对

于教育与图书服务来说，供需都主要受

线下服务设施完善程度影响。

（10） 经常使用网约车和共享单车

的群体多为没有私家车的学生和年轻上

班族，而中老年群体大多选择公共交通，

仅在应急时使用网约车服务。因此对于

交通服务来说，供需都主要受居民生活

习惯影响。

2.4 线上服务发展趋势

从线上服务的供给和使用现状可

知，线上服务已经得到深入发展并被广

泛应用，但仍旧存在发展不均衡、难以

形成线上服务体系的问题，部分服务仅

用作线下服务的补充。

线上和线下服务未来不仅存在当前

的互补形式，更多地应当是结合线上的

服务效率优势与线下的服务体验优势，

形成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线

上可以完成信息咨询、服务预约、行程规

划、费用支付等操作，而由线下提供到店

或到户的实物与人工服务，从而达到提

升服务效率、增强服务体验和节约服务

成本的目的。未来有望形成种类全面、

服务完善、闭环的线上线下服务体系，

进而形成完整的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

图1 各类社区生活圈线上服务使用率
Fig.1 Utilization rate of online services in different kinds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s

注：分类名称中的“线上”既包含纯“线上”也包含“线上线下 （O2O） ”两种业态。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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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及其服务

设施配套体系构想

3.1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

线上和线上线下服务广泛应用于居

民日常生活之中，深刻改变了居民的生

活方式。由此，本文提出线上线下社区

生活圈的概念，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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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与传统社区生

活圈有着本质区别。首先，线上提供的

咨询、预约、支付等远程信息服务，使

得居民可以通过线上直接获取或提前预

约而节省大量通勤和手续时间，同时大

量的远程线上服务还可以极大地丰富生

活服务内容，使居民享受更完善、更均

等、更透明、更灵活多样的服务。另

外，线下物流配送、服务上门等以单程

车行为主的服务供给方式，较之以往返

步行为主的传统社区生活圈方式，大幅

度提高了设施的服务半径。由于节省了

回程步行时间，配送时间可以拓展为现

行规范中出行时间的两倍，配送距离由

于车行方式就可以更远了，例如盒马生

鲜的免费配送范围是30min和3km，远

远超出超市的服务范围。这可以带来更

少的设施数量、更大的设施规模和更灵

活的选址空间，从而降低服务成本，提

高服务供给的效率和灵活性。

3.2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配套

内容

根据社区线上设施发展趋势和供需

分析，本文以传统社区生活圈的服务设

施体系为基础，以完全线上线下社区生

活圈作为生活型线上线下服务应用的高

级形态，构想了不同阶段线上线下社区

生活圈的服务设施配套内容（表1）。

其中，基本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基于

传统社区现存的、完善的线下设施体系，

发展在线预约、在线挂号等线上服务来优

化线下服务体验，以餐饮外卖、网约车

等线上线下服务作为线下服务的补充。

中等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则在现存

较不完善的线下设施体系的基础上，发

展政务服务平台、远程会诊、网购、网

络营业厅等线上服务，以及文化活动

站、生鲜到户、外卖餐饮、网约车、共

享单车等线上线下服务，替代缺乏的相

应线下设施。

完全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则是从规

划视角出发，基于线上服务最优化和线

下设施最简化的原则构建的理想状态下

的社区生活圈：以综合服务平台、远程

会诊、网购平台、网络营业厅等线上服

务组建居民线上社区生活圈，以体育活

动场地、幼儿园、中小学、自动贩售

机、快递自取点等组成居民的线下日常

生活圈，以一站式服务中心、文化活动

站、医护到家、护工上门、无人超市、

生鲜到户、外卖配送、网约车等线上线

下服务组成居民的体验服务生活圈。最

后借助线上线下服务有机融合的形式，

实现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全方位、全时

段、全过程的覆盖。

3.3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设施布局模式

由于线上线下设施在不同生活圈中

的布局方式基本类似，下面以线上线下

设施覆盖面最广的完全线上线下社区生

活圈为例，研究其布局模式（表1、图

2）。完全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整体仍采

取圈层型的布局模式，分为以政务服务

平台、虚拟医院、网购平台、网上银行

等服务为代表的线上实时服务圈层，以

快递点、幼儿园、小学、自动贩售机、

公交车站等为代表的5min生活圈层，以

中学、O2O便利店、社区卫生中心、休

闲娱乐网点为代表的15min生活圈层，

以早教到家、医护到家、生鲜到户、外

卖配送为代表的30min生活圈层。

线上实时服务圈层的服务替代了大

量线下设施，且线上服务平台可以多社

区共用，节省大量用地与成本。政务服

务平台可以基本替代社区服务站、街道

办事处、居委会等社区政务设施；网络

营业厅、网上银行可以完全替代相应的

社区营业网点；而网购平台能替代商场

消费，减少居民的购物出行。

5min服务圈层内的设施是居民日常

前往获取服务的设施，且多数设施只服

务本社区居民，布局应当以社区居民步

行5min舒适可达为基准。其中，幼儿园

应当布局于社区中心交通与环境最佳的

位置，保证设施的通达性与安全性。小

学相对于幼儿园更加靠外，供多社区公

用，设置于邻近支路的社区边缘。快递

取存点、自动贩售机、自助图书借还终

端和自助医疗服务终端等设备应当均匀

设置于各组团出入口或人口密集处，保

障自助服务的供需平衡。

15min生活圈层内的设施使用急迫

性相对较低，可服务多个社区，布局应

当以居民步行15min可达为基准。其中，

社区医院、无人超市等为内向型服务设

施，布置于接近多个社区区域的中心。

中学、司法所、派出所、O2O便利店、

休闲娱乐网点、美容健身场馆等为外向

型服务设施，布置于社区边缘，O2O便

利店与O2O休闲网点可集中布置形成体

验型商服街区。

30min生活圈层内的设施仅提供人

工上门服务与物流配送服务，设施由多

个社区共享，且不需要居民前往相应设

施。因此，此圈层内的设施应当位于交

通便利的主干道附近，采用网络化布局

图2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布局模式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layout pattern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y life circ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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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类型

传统
生活
圈

基本
线上
线下
生活
圈

中等
线上
线下
生活
圈

完全
线上
线下
生活
圈

线下

线上

线上
线下

线下

线上

线上
线下

线下

线上

线上
线下

线下

时间圈层

5min
5min

实时

15min
30min
5min

15min

实时

15min
30min
5min

15min
实时

5min
15min
30min
5min

15min

公共管理

社区服务站

社区服务中心；街道办
事处；司法所；派出所

在线预约

社区服务站

社区服务中心；街道办
事处；司法所；派出所

在线预约；在线事务
办理

一站式服务中心

司法所；派出所

综合服务平台

一站式服务中心

司法所；派出所

文化

文化活
动站

文化活
动中心

文化活
动站

文化活
动中心

文化活
动站

文化活
动中心

文化活
动站

体育

室外综合运动场地；
小型功能运动场地

中型功能运动场地；
大型功能运动场地

室外综合运动场地；
小型功能运动场地

中型功能运动场地；
大型功能运动场地

室外综合运动场地
小型功能运动场地

中型功能运动场地
大型功能运动场地

室外综合运动场地；
小型功能运动场地

中型功能运动场地；
大型功能运动场地

教育

幼儿园；托
儿所

小学；中学

幼儿园；托
儿所

小学；
中学

幼儿园；托
儿所

小学；
中学

早教到家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医疗

社区卫生中心

门诊部

在线挂号

社区卫生中心

门诊部

在线挂号；远
程会诊

社区卫生中心

远程会诊

自助医疗终端

医护到家

养老

养老院；老
年养护院

养老院；老
年养护院

养老院；老
年养护院

护工上门

商业

社区商业网点
菜市场或生鲜超市

餐饮设施、商场；银行营业网点；电信营
业网点；邮政营业场所；健身房

网购；网络营业厅

外卖配送；物流配送

社区商业网点；菜市场或生鲜超市

餐饮设施、商场；银行营业网点；邮政营
业场所；健身房

网购；网络营业厅；网上银行；健身网课

O2O便利店

生鲜到户；外卖配送；物流配送

社区商业网点；菜市场或生鲜超市

银行营业网点；快递点

网购；网络营业厅；网上银行；健身网课

无人超市；自动贩售终端

O2O便利店

生鲜到户；外卖配送；物流配送

社区商业网点；快递点

交通

公交车站

网约车

公交
车站

网约车
共享单车

公交车站

网约车
共享单车

公交车站

的模式，设施点附近应当配建员工休息

站、充电桩等配套设施。

4 现状生活圈优化策略和案例研究

4.1 现状各类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优化策略

根据前文提出的线上线下社区生活

圈服务设施配套体系，针对当前各类型

生活圈的设施服务现状，提出相应的优

化策略如下。

中心区传统社区具有最为完善的线

下设施，居民对于网购、外卖、生鲜

O2O、网约车等线上服务的使用也较为

熟练，线上线下设施发展基础较好。因

此，应当在现状门店的基础上，采取服

务升级的模式逐步更新线上线下体验功

能，激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使用线

上服务的热情。

中心区新建社区线下设施较不完

善，居民大多自发寻找线上服务满足日

常生活需求，线上线下设施发展的潜力

最大。因此，应当增建无人超市、O2O

便利店、O2O体验店等体验型服务设

施，补足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体系。

郊区传统社区线下设施较不完善，

年龄结构偏大，老年居民大多不了解线

上服务的使用方式，线上线下设施发展

基础最差。因此，应当先投放自动贩卖

机、自助医疗服务终端、自助图书借阅

终端等成本较低的设备补足现状服务短

板，传播线上服务的应用方法和优势，

并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建设接受度较

高的线上线下设施。

郊区新建社区线下设施最不完善，

居民对线上服务的应用相对最为熟练，

线上线下设施的发展需求最高。因此，

应当在投放自助服务终端应急的同时，

针对性地建设线上线下服务设施，以线上

服务补足线下设施的缺失，并积极开展

创新，探索有效的线上线下服务模式。

4.2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优化实例研究

“当代国际社区”为典型郊区新建社

区，线下设施较不完善，线上服务使用频

繁，需要进行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优化。

该社区位于武汉市三环线与光谷大

道交汇处，占地面积0.39km2，共有16

个组团、2 300户居民。社区的线下设

施种类相对齐备，但商业网点、菜场、

医疗等线下设施数量不足、空间分布不

均，不利于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现状的

线上设施以外卖餐厅为主，其余类型的

线上设施较为缺乏。依据社区线上服务

需求与线下设施配套情况对社区进行线

上线下优化，设施优化方案。

该社区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优化方案

采取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设施服务能力

最大化和设施动态更新优化三大策略。

（1）线上线下同步建设，以形成线

上线下社区生活圈

针对社区当前缺乏政务、生活网

表1 线上线下生活圈服务设施配套内容
Tab.1 Complementary online and offline life circles service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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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网络营业厅等服务等设施的情况，

增建相应的线上服务设施，以形成线上

线下社区生活圈。5min生活圈层应当增

建自动贩售机、自助医疗服务终端等器

械。15min生活圈层基于东、西两条商

业街的线下设施基础，形成两个体验服

务片区，东部满足居民休闲娱乐类生活

服务需求，而西部则满足居民医疗、购

物类生活服务需求。社区30min配送服

务圈层则应针对社区菜市场、生鲜门店

缺乏的问题，在东部增建生鲜O2O门店

来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

（2）现有设施线上化，提升设施服

务范围与能力

针对社区当前菜场、医疗和餐厅设施

数量不足、空间分布不均匀的情况，对西

部生鲜店、东部药房和餐厅等线下设施进

行线上化，提升其服务范围与能力。生鲜

店通过生鲜O2O加盟的形式线上化，通

过增设冷链仓库与物流的形式提升生鲜供

应能力与服务范围；药房通过投放自助医

疗服务终端的方式线上化，形成诊断——

取药的服务链；餐厅则通过外卖加盟的形

式线上化，通过外卖配送提升其服务范围。

（3）依据使用情况优化服务，实现

设施动态更新

通过线上服务可以收集居民的设施

使用信息和意见反馈，用于指导设施的

优化更新，而线上线下设施所具备的建

设快、更新成本低的优势正好可以支持

其快速更新，形成以人为本、动态更新

的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

本方案通过增建自助服务终端、线

上线下设施和线上化改造现有设施的方

式，用较低的空间和经济成本，提供多

样化的线上与线下服务选择，优化南北

组团的居民获取购物、买菜和医疗服务

的体验。对比以往单纯增建线下设施的

优化方法，本方案实施更为迅速，还可

以依据使用情况进行动态更新。

5 结论和展望

本文通过对武汉市四类社区的问卷

调查与供需分析，发现线上服务已经深

度融入了各类社区的居民日常生活，尤

其在线下设施基础较差、年龄结构较轻

的新建社区。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线上

虚拟服务与线下实体设施有机融合的线

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新概念，并进一步

开展了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服务设施

配套体系研究，分为基本、中等和完全

三个阶段提出了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服

务设施配套内容，并分线上实时、5min、

15min、30min生活圈层构想了线上线下

社区生活圈的服务设施布局模式。

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与线上线下服

务的深度应用，线上社区生活圈将不再局

限于提供线上咨询、预约、支付等基础服

务，体验型、创意型、文化型和社交型的

线上线下服务将陆续出现，具有沉浸感、

趣味性和交互性的虚拟试衣镜、远程诊

疗室、虚拟课堂等服务将不断拓展线上

线下社区生活圈的内涵，针对线上线下

社区生活圈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开展。当

然线上线下服务并不能完全取代线下服

务，特别是它在社区交往、活力和文化

营造等方面的作用不如传统的线下服务

设施，需要更多的创新来弥补，例如线

上线下朋友圈、线上线下文化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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