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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揭示城市微观区位环境的异质性与金融产业专业化

之间的联系(结合
014

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通过整

合上海中心城区农行网点及社会)经济环境数据(构建了统

一空间数据库(进行了网格计算并建立了影响集聚的区位因

子空间效应的
Ĵ

神经网络模型
9

上海农行网点主要分布于

由交通外环线所包围的城市中心区域(特别是集中在传统的

中央商务区周围(同时集聚现象随空间步长的变化在整体上

存在波动
9

而该种格局是在区域发展过程当中(在历史沿革)

政府干预以及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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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网点作为银行业销售成功率最高的渠道(

以及发展和深化客户关系的重要工具(依然是现代

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和竞争热点+

&

,

9

银行的经营仍然

受信息不对称性所带来的空间效应制约+

$

,

9

现代都

市对于金融控制和要素集聚的要求(使得国内外出

现了许多有关探索银行网点的空间分布模式及其驱

动因子空间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金融

地理学以及区域金融理论研究+

!I"

,

*结合产业集聚

理论(从区域或城市群等宏观层面出发的金融企业

集群与空间系统研究+

CI&&

,

*从微观层面基于选址)商

圈等理论的银行网点空间布局研究+

&$

,

9

这些研究更

为关注从规模经济以及区域金融发展因素的角度对

城市金融产业的空间集聚机制进行剖析(而许多事

实上影响着微观区位效益的空间因子(则大多作为

外生变量被纳入分析(这就可能导致在模型设定开

始即存在不恰当(并造成计算结果的非科学性
9

同时

有关城市内部银行网点格局的描述性统计以及模式

分析方面的研究也相对缺乏(这固然是由于数据获

取的困难(也囿于解释与预测其空间格局的微观经

济模型相对较少的缘故
9

此外(涉及微观区位因子的

考察(大多采用的是描述对比与分层叠加模式(或进

而选用如零售引力法则或哈夫模型来确定空间范围

及辐射力与吸引力(然而就空间异质性而言(这种方

法很难应对大样本的实证分析
9

并且(由于参评变量

在统计与空间尺度上的差异性所导致的可变区域单

元问题的存在(使寻求合理的方法来分配不同空间

尺度上的指标显得十分困难
9

而作为以空间关联测

度为核心的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合(探索

性空间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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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B,

"为描述空间事物的特征与揭示其空间相互作用

机制提供了可能
9

本文拟引入
34B,

体系当中的点格

局分析方法和空间信息网格分配技术(对中国农业银

行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分布格局进行深入研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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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靶区与资料收集

分析银行网点的分布格局需综合考察微观区位

环境因子如交通便利性)人口数量)公共服务可获得

性等的空间效应(上海作为国内重要的经济与金融

中心(核心区域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与经济实体(基础

设施完备(对于探索银行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具有

典型意义
9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与数据购买相结合的

方式(收集了
$%%#

年上海市中心区域
&!

个行政区

内
$#$

个农行网点的空间及部分属性数据!周一
'

五及周六)日的业务客流量统计和网点类型与规模

等信息"(同时还整理和数字化了相应的社会)经济

与环境数据(包括企业网点)分级道路)居民区)各街

道人口统计等专题数据
9

"

!

研究方法

"!!

!

点格局评估

"!!!!

!

多阶邻近点分析法

对网点分布态势进行定量评估需要了解其分布

是否符合既定的模式
9

通过计算多阶邻点统计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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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行网点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分

布模式与空间异质性进行初步探索
9

计算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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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7XF

!

I

"表示最近邻点平均距离的观测值*

X

RH

U

!

I

"是由理论模式决定的最近邻点平均距离的

期望值*

*

为点数*

N

I

&

为点
&

与其
I

最邻近点之间的

距离*

"

为研究区域的面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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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

T

函数分析法是通过将观测到的点数与空间步

长
?

之间的关系与随机模式中的相应关系进行比

较(来识别不同尺度上的集聚
9

该方法的真正价值在

于(它能分析整个区域所有尺度上的空间点模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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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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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步长*

"

为研究区域面积*

#

为样本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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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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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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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T

函数进行变形(可衡量点分布模式随空间尺度的变

化规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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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密度估计法

T

函数可以衡量不同尺度上发生集聚的可能

性(然而却无法定量刻画与生成研究区域内目标样

本点及其相关环境因子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表面(

因此引入了快速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来模拟数据分

布情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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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控制笔记光滑性的参数(即窗宽*

G

是以

训练样本点为中心的堆成的单峰核函数
9

本文采用

较为广泛使用的标准核高斯函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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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整理与指标选取

为避免对来自嵌套层级不同空间尺度的数据

分析产生不一致现象(特构建了覆盖整个研究区域

的
&"$%$A

个
&%%e&%%K

的矩形网格作为空间统

计单元(并基于空间统计方法生成了相应的影响因

子空间数值表面
9

例如为综合考察交通便利性(特

提取了道路交叉点与拐点信息)距道路中心线的直

线距离或分级缓冲区)道路网络密度表面等指标
9

本文综合考虑了影响银行网点分布的社会)经济

等多个方面的评价指标(详见表
&9

其中一级指标包括

潜在客户流量)创新与文教条件)经济活动强度)公共

服务机构的可获得性等四个指标
9

二级指标当中的交

通便利性)教育)医院辐射等指标也是根据多项因子

所计算的复合指标(其详细计算内容不做展开
9

通过

将全部微观区位因子成图(并采用定量反演模型将所

生成的栅格值赋予覆盖其上的矩形网格(构建了整合

目标值与其他全部考察变量的二维空间表格(并对已

经网格化的各项指标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利于

后期的数据挖掘与探索
9

表
>

!

银行网点空间影响因子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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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潜在客户流量 创新与文教条件 经济活动强度 公共服务可获得性

二级指标
交通便利性!

;

&

" 大学及辐射区密度!

;

!

" 企业密度!

;

#

" 医院辐射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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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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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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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楼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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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机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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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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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空间格局特征

通过对上海市城市中心
&!

个行政区农行网点的

集中趋势)离散趋势及方位进行计算(在图
&

中展现

了农行网点的总体分布态势(使用标准差椭圆来测算

网点在其平均中心周围的离散情况与方向性
9

图
>

!

城市中心区域银行网点的分布态势与聚集度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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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集聚的平均中心位于虹口区南部武昌路与

吴淞路附近(总体分布标准差椭圆呈西北'东南向*

而中心城区外环以内的分布则呈东北'西南向
9

外环

以内(网点以平均中心为核心沿道路网络呈放射状延

伸(同时在外高桥保税区)徐家汇'梅龙镇)浦东金融

贸易区附近也出现了较明显的集聚*而在外环以外(

浦东新区川沙镇以及嘉定老城区也发生了明显的集

聚
9

按照自然断裂法(城市中心区域的集聚度表面可

以分为
#

级#

&

级集聚区主要位于以黄浦)卢湾)静安

等区为核心的外围
&

'

$9#_K

缓冲区内)以及普陀区

南部靠近中山公园附近(这里分布着上海市传统中央

商务区(例如人民广场)南京路)小陆家嘴金融贸易

区)虹桥地区和徐家汇商业区(拥有大量
#,

级办公大

楼*

$

级集聚主要发生于
&

级区域外围如虹口区中部

至杨浦区五角场一线)陆家嘴功能区域)徐汇区田林

路至徐家汇以及长宁和普陀区靠近中山公园附近*

!

级集聚发生在
$

级区域外围的外环线以内区域*

?

'

#

级集聚为弱集聚或零集聚(位于上述区域外围以及外

环线以外大部分地区
9

在图
&

中(网点的总体分布态势虽然得到了直

观的展现(然而并未精准)定量地揭示其分布格局与

规律
9

因而(通过多阶邻点分析(表
$

列出了
&

'

!

阶

5

统计量与相应的标准化值
9

其中#

7

为显著性水

平*

,

%

为原假设
9

表
C

!

多阶邻点分析结果解释

L%*@C

!

Q.1)&$232+7.+.7".#

:

6*2+%"%&

0

1#1

I 5 M 7 ,

%

结果

& %9C?!> I&9>%!> %9%#

未拒绝

$ %9C!A$ I$9"$$> %9%#

拒绝

! %9"C"> I#9??#& %9%#

拒绝

从表
$

中可以获知(二阶以上的统计量成功推

翻了零假设(这意味着从整个研究区域来看(网点分

布模式表现出了明显的集聚趋势(显著性检验表明

这种集聚来自于系统过程的作用结果
9

然而这种建

立在完全随机模式上的潜在空间过程在整个研究区

域内未必一致(同时高阶计算又稍嫌繁琐(因此为捕

获网点分布局部变异的详细特征(特引入了
*E

U

8R

<

的
T

统计量来分析局域尺度上网点的集聚程度
9

通

过计算可知(上海中心城区的网点集聚现象(随空间

步长的增大(其先升后降的趋势表现的非常明显
9

具

体在
%

'

&%_K

的空间尺度上(

T

函数
9

出现极快的

上升趋势(表明在局部尺度上随距离的增长(出现集

聚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在
&%

'

$%_K

(是在总体上这

种集聚性最可能发生的尺度*大约在
$%

'

!%_K

处(

这种集聚现象逐渐消失(大约超过
!%

公里(斜率绝

对值增大(表明出现集聚的概率呈快速下降趋势
9

#!"

!

银行网点密度的影响因子模型

由于
34B,

方法在本质上是由%数据驱动&的(

主要是对数据加以统计描述(而缺乏理论模型的解

释力
9

因此(为了更好地进行地理模式识别并完成网

点集聚空间效应的模拟与预测(采用了
Ĵ

神经网络

来构建微观区位综合因子影响模型(并采用

-RWRGXRV

M

=:;V

Y

T;VSQ

算法训练网络
9

从总体数据中

随机抽取
!%!

作为研究样本(即
A%C?C

个空间网

格(其中
&%!

作为训练数据(

$%!

作为验证数据
9

训

练之前对训练数据采取标准化处理(数据区间为+

I

&

(

&

,(以消除不同数据单位的影响
9

采用
:;Q8;X>9#

人工神经网络工具箱建立网络训练模型
9

由于隐含

层神经元个数直接关系到网络的性能(个数太少则

容易陷入局部极小值(太多则预测结果不稳定
9

为

此(在训练过程中对于隐含神经元的确定利用%试错

法&来实现
9

经过
&%%%

次训练(最终稳定的网络隐含

神经元个数为
"

个(详见表
!9

通过计算可知(网络输出神经元阀值为
IA%9&#"&9

通过使用训练好的网络对验证数据进行预测(并与

实际数据比较(验证结果显示总体平方均误差是

%9%?#%9

这意味着训练好的网络对总体数据拟合良

好且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对总体数据(输入微观环

境因子变量(可以得到相应的银行网点集聚指标值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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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

网络训练权值
5

+

6

%

7

6

8

及隐层神经元阀值
*

6

L%*@D

!

[.#

:

6$G%&).15

+

6

%

7

6

8

%"7$6.*#%1

*

6

23&%

0

.+1".)+%&

权重
!

&

D

& $ ! ? # A > "

F

D

L

,

D

& I%9%&>> I%9%$%! I&9?"&> I%9&?>A &%?9AC>> I%9#&#A %9%&#! %9%$?? &?&9"#AC ?9!C#$

$ I$9!#$$ I$9??#% I#A9"#%A I%9!C%? I##9#"C> I&9A$## I?9A&%% I?9$"#% I#&9%&A" ?9$&"A

! $9#AAC $9A>A"I$&C9&AA" &9!&%! "$9&?#! I?#9#!C> %9"$A$ !9$?A" %9&"CA I&C"9%>?%

? &9??&% &9#?!" &C9!$AC %9%"&"I&$%9#"!& I&#9?AC& $9$>$% I?9"A%? I%9>%"> %9#"C>

# %9$>#" %9!!>" #%9A$!# %9???$ IC!9>!#! IA%9%C## I&9$##$ %9%#&> I%9%A&% I>%9&"C$

A &9#&## &9A"A> I#$9$#$? %9$>#C "?9!?>> I&C9&#>" $9%#C& &9&%"C I%9%A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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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语

为深入剖析城市银行网点分布规律的内涵(采

用基于
014

与
34B,

相结合的方法(对上海市中心

&!

个行政区特别是外环以内银行网点的空间分布格

局进行了讨论(并基于空间信息网格对目标变量与

微观环境指标进行了计算与分配(在此基础上展开

了
Ĵ

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与检测
9

结果显示(上海

中心城区银行业的分布格局既具有空间依赖性也存

在着一定的空间异质特征(并且网点的分布主要集

中于外环线以内中心区域的传统中央商务区及其扩

展区内(而在外环线以外部分区域也存在着飞地性

集聚现象
9

现有银行业的分布格局是历史沿革)政府

和市场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对于区域经济环

境质量的追求正是企业内部对于实现利益最大化愿

望的集中反映
9

现代化城市网点空间分布体系是多

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和动态的区位过程(要进一

步了解集聚发生的区位特征与成因(还需要在未来

对不同类型银行业各个维度的驱动力因子和内在作

用机理进行深入的研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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