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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joining the WTO, China's growing openness of the retail sector, and before the end 

of 2004, China phased out of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tail business area, the 

number of shares and other aspects. Rapid development of home appliance chain enterprises are 

extremely stunning. How to choose the address targeted retail stores, retail outlets so that every 

buildi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marginal revenue can be maximiz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by appliance chain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rban location factors for the home appliance chain store location of impact, and use Suning as 

example to d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ousehold electrical appliance 

enterprise sare traffic store location, population size, wage levels, education levels, real estate and 

market capacity and activity.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to household electrical appliance 

enterprises in regional site cho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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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不断扩大零售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并在 2004 年年末之前对

外商投资零售企业逐步取消了在股权、数量和地域等方面的限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家电

连锁企业发展十分迅猛。如何有针对性地选着零售门店的地址，使每一份建设零售门店建设

投入的边际收益最大化，是家电连锁企业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城市区位因

素对于家电连锁企业门店选址的影响，并以苏宁电器为例做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影响家电企

业门店选址的因素有交通、人口规模、工资水平、教育水平、房地产和市场容量与活跃度等，

最后提出了家电企业在区位选址时的一些建议。 

关键字：家电企业；企业选址；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 引言 

零售业是竞争性强烈的产业，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自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我国不断扩大零售领域对外开放的程度，并在 2004年 12 月 11日前逐渐取消了外商投资零售

企业在股权、数量和地域等方面的限制。为了强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迎接国际家电连锁巨

头的挑战，国内家电零售业立不断创新壮大，迅速发展。作为零售行业的主力军，家电连锁

企业的发展日新月异，速度之快，让人为之赞叹。 

我国家电连锁企业从真正成立到高速发展的十来年里，家电连锁业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

之一，为了不断扩大自身的实力与规模，国内家电连锁企业都纷纷加快门店扩张、抢占商业

网点，争夺销售商机。特别是 05年以后，各大连锁巨头纷纷加快开店速度，国美、苏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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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的数量连续增加（虽然国美在 2008年因为其总裁被捕后，门店数量在 2009 年有所下降，

不过也很快地得到回升）。苏宁和国美的零售门店数量都在 2011 年达到峰值，在全国范围内

分别有 1684家和 1079家店，后面的几年都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零售产业门店选择特别重要。业内认为合理的选址对零售企业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选

址战略对于家电连锁企业的其他管理活动具有长期性、先行性和全面性的影响。正确合理的

选址策略往往是持久的、不易为竞争对手所模仿的核心的竞争力，能够帮助企业取得成功。

在零售业，“选址决定赚不赚钱、管理水平决定赚多赚少”的说法也充分说明了门店选址对于

零售业的重要性。门店选址对家电连锁企业的意义可总结为三点：第一，合理的选址策略是

能够帮助家电连锁企业实现规模扩张。家电连锁企业是最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业之一。零

售渠道价值的巩固和增强对规模有着强烈的依赖性，连锁模式也是家电连锁企业盈利模式得

以实现的基础。因此家电连锁企业有着强烈的规模扩张刺激。而门店选址能够帮助家电连锁

企业实现规模扩张。第二，门店选址对家电企业的经营具有全面性、长期性的影响。门店选

址是一项长期性投资，和企业的发展前途紧密相关。一旦门店地址确定，就需要投入大量的

资金来建设店面。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不能像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物质资源等经营

要素可以作相应的调整。同时，店址也是确定经营目标和制定经营策略的重要依据。不同的

地区的社会环境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在人口状况、交通条件、市政规划方面也有各自的特

点，它们都在不程度地制约着其区域内的零售门店的顾客来源及特点。第三，选址不慎，会

引发公司的经营风险。选址不能盲目夸张，应注重区域的质量。盲目的选址会引起整个公司

的经营风险。不管销量如何，供应商在运送商品的过程中都要承担大量的运杂费，过路费。

门店选址不佳，或者说交通不方便，或者其距离与供应商太远，可能会使供应商放弃与零售

商的合作关系，从而使得零售企业缺失供货来源，这将引发零售企业的经营的风险。 

所以如何有针对性地选着零售门店的地址，使每一份建设零售门店的投入边际收益最大化，

是家电连锁企业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同时，选址一般包括宏观选址和微观选址。宏观

选址是指选择在什么地区开设门店，如在上海还是北京；微观选址是指在选定区域之后，选

择在该地区的具体什么位置开设门店。本文所研究的选址问题是宏观选址，主要分析各个城

市的不同因素对家电连锁企业进行门店设址选择的影响。 

2. 相关理论回顾 

2.1. 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 

德国地理学家瓦尔特·克里斯泰勒在三十年代提出来的中心地理论是关于一定地区内城市和

城镇的空间大小、结构分布还有职能的学说。中心理论成立的前提假设条件为：第一，研究

区域内的人口密度均匀分布；第二，到达该区域内任意方向的交通便捷程度相等；第三，生

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理性的，即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第四，消费者会选择就

近购物。 

在以上假设前提下，克里斯泰勒认为，中心地体系的形成由三个不同的原则决定，分别是：

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不同的原则会导致中心地网络呈现不同的网络结构，而且

中心地和市场区域范围大小的等级顺序有着严格的规定。其中：市场原则是指商品和服务供

应范围要最大。适用于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地区；交通原则是指按照主、亚、次中心之间最

短距离而定出的中心地体系，适用于新开发地区。由于各中心之问多存在重要交通线，而次

中心则处于主、亚中心连接线上；行政原则，它要求一个主中心地方能控制六个亚中心地域，

每个亚中心地方又可控制六个次中心地域。它是行政管理的结果，适用于自给自足的地区;

当商品经济发展后，行政原则就会给经济联系带来损害。 

2.2. 霍特林的直线市场竞争模式 

霍特林假设消费者在空间上均匀分布，对产品的需求量无限大而且不具有弹性；产品生产成

本在各个地区都相等，运输费用在各个地区都相等；产品按生产价格销售，其运费由消费者

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上只有一家企业，则其在任何区位设立门店都能占有所有市

1220



场。第二家企业在区位选择时，要考虑与第一家企业的竞争，在尽量靠近第一家企业的地点

布局最为有利(见图 2-1a)。在需求有弹性的条件下，产品价格会对销售量产生影响。此时，

两个企业在各自在直线市场的 1/4处设置门店(见图 2-1b)。 

 
图 2-1 霍特林直线市场竞争模式示意图 

3. 影响家电企业门店选址的因素 

3.1. 因素分析 

连锁家电企业在选择各个城市发展门店数量时要考市场竞争、消费者购买力、市场活跃程度、

营业收入与设址投入的配比等因素。相对应的，各个地区影响连锁家电企业选址的因素有交

通、人口总数、教育水平、工资水平、房地产及市场容量等等，这是因素大多是通过影响人

们对家电产品的需求来影响企业的选址决策。 

第一，交通：城市交通的便利会促进城市零售业的发展，对于家电企业也不例外。随着这几

年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及普及，人们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能够方便地在城市中的各个地区

来回。便利的交通能够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走进家电零售门店，所以家电企业也愿意

在交通便利发达的城市多开设门店。不难感知，在交通发达的城市和交通不发达的城市开设

一家同样的门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发达城市中的门店拥有更多的客户源。 

第二，人口规模：人口规模是决定产品总需求量的重要因素。假设每个城市愿意购买某种家

电用品的倾向是一样的，那么人口总量越多的城市总是对家电产品有着更多的需求。家电企

业在人口总数大的城市有着更多的潜在客户源。人口数量无疑是影响家电企业选址的重要的

因素之一。 

第三，工资水平：工资水平代表了人们的实际购买力。消费者只有消费的欲望而没有消费的

能力并不能达成交易。家电产品在全国的零售价几乎都是统一的，不会因为城市工资水平的

高低而进行差异化定价。这样一来，高收入人群从大体上讲总是比低收入人群更愿意在家电

产品上支出更多，尤其是大功率空调、大型彩电、智能冰箱等奢侈品家电在工资水平高的城

市更受欢迎。 

第四，教育水平：教育水平会从两个方面来影响人们对家电产品的需求。一方面，教育水平

高的人群普遍薪资水平比较高，具有更高的购买力，上文已经说过工资水平的影响，这里不

再赘述；另一方面，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愿意接受一些新兴的家电产

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对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消费观念也更加前卫，在家电产品

更新换代的时候，更愿意置换已有家电设施。 

第五，房地产：房地产对家电企业的选址影响主要体现在房屋的成交装修上。人们不管是购

买房子后，多数情况下都会购置家电产品。就算是购买二手房，房屋里有相应的配套家电设

施，新房住也会购买一些别的家电用品或是更换一些家电用品。所以可以认为房屋成交量的

大的城市对家电产品的需求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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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市场容量与活跃度：市场容量是指在不考虑产品价格或供应商的策略的前提下市场在

一定时期内能够吸纳某种产品或劳务的单位数目。所以国际市场容量实际上就相当于需求量。

市场容量越大，越活跃，可以认为市场上对家电产品的需求越多，家电产品潜在的交易量越

大。 

3.2. 模型的建立与变量的选择 

笔者将如上影响家电企业选择的因素构建了如下多远回归模型： 

Y=α+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u 
其中： 

Y 是家电连锁企业在各个城市中的门店数量，城市中的门店数量越多说明家电企业越愿意在

该城市中开设门店； 

X1代表城市交通状况。这里选取城市中的地铁总长度作为替代变量，城市中的地铁长度越长，

地铁覆盖城市面积的范围越广，可以认为城市的交通便利度越好； 

X2 代表人口规模。这里选取城市的年末人口总数为替代变量，年末人口总数越多，可以认为

城市的人口规模越大； 

X3 代表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这里选取的数据为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越高，说明该城市人口的购买力越强； 

X4 代表教育水平。笔者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查找了各个城市的在岗职工总数和受过

高等教育包过大专、本科、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的职工总人数，用公式： 

高学历职工比例=  

计算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工占在岗职工总数的百分比，以百分点代表各个城市的教育水平； 

X5 代表房地产对家电企业选址的影响。这里选择城市年度住宅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作为替代变

量，因为住房不同于其他商品，各个城市的房价水平差异很大，所以房地产总投资等货币形

式表示的变量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城市中房屋的数量的成交量，所以选择了销售面积作为替代

变量； 

X6 代表了市场容量和活跃程度。这里选择了各个城市年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作为替代变量，

可以认为城市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越大，社会商品零售量越大，市场容量越大，交易也更为

活跃； 

u是误差项，代表地方政策性扶持等因素。 

各变量的选择及注释可见表 3-1： 

 

表 3-1 影响家电企业门店选址的变量及其注释 

 
变量 变量注释 

Y 门店数量 城市中的门店数量越多说明家电企业越愿意在该城市中开

设门店 

X1 城市地铁长度/km 城市中的地铁长度越长，地铁覆盖城市面积的范围越广，可

以认为城市的交通便利度越好 

X2 年末总人口/万人 年末人口总数越多，可以认为城市的人口规模越大 

X3 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元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越高，说明该城市人口的购买力越强 

X4 受高等教育水平

/% 

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大，购买家电新产品的意愿越多 

X5 住宅商品房销售

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商品房成交面积越大，商品房成交量越多，对家电产品

的需求也越多 

X6 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亿元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越大，社会商品零售量越大，市场容量越

大，交易也更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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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苏宁电器为研究对象做实证分析。苏宁于 1990 年 12 月在中国南京成立，当时只是

一家 200平米的空调专卖店。1999年 3月，苏宁南京新街口旗舰店成功开业，标志着苏宁电

器从空调专营转型到综合电器全国连锁经营。2004年 7月，苏宁云商集团在深交所中小企业

板成功上市。因为国美集团总裁在 2008年被捕，国美电器受到严重的冲击，苏宁抓住机遇，

在 2009年以 1170亿元的营业额和 941家店面规模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流通企业。经过 20几

年的发展，苏宁电器已经成为国内连锁家电企业的龙头，所以对苏宁电器做实证分析具有代

表性意义。 

本文选取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如表 4-1），以苏宁电器 2013 年末在北京、上海、广州、重

庆等十个重要城市的门店总数作为因变量 Y 的值；各个城市的地铁长度从百度百科中查得；

年末总人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以国家统计局网

站 2013 年的数据为依据；受教育水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计算得出，近似代替 2013

年的教育水平。 

 

表 4-1 2013年十个主要城市中变量的数据 

城 市

名称 

门 店

数量 

城市地铁

长度/km  

年末总人

口/万人 

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元 

受高等教

育水平/% 

住宅商品房销售

面积/万平方米 

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亿元 

上海 71 548 1432.34 91477 35 2015.81 8052 

北京 69 513 1316.34 93977 47 1363.67 8375.1 

重庆 47 202 3358.42 51015 27 4359.19 4599.8 

广州 41 259.84 832.31 73678 17 1398.47 6882.8 

天津 37 140 1003.97 68864 32 1720.34 4470.4 

深圳 30 178 310.47 77721 17 527.16 4433.6 

南京 28 180.5 643.09 66222 25 1143.15 3531.7 

成都 26 65 1187.99 84724 28 2555.81 3752.9 

武汉 20 95.6 822.05 53684 26 1750.43 3916.6 

杭州 15 66.3 706.61 64958 21 968.78 3531.2 

数据来源：收集整理于苏宁年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及百度百科 

 

用计量软件 stata11.0对如上述数据进行回归后，得到表 4-2的结果，其中 R2= 0.9763。 

 

表 4-2 模型回归结果 

Y Coef. Std. Err. t P>t [95% Conf. Interval] 

X1 0.070349 0.034695 2.03 0.136 -0.04007 0.180765 

X2 0.004748 0.008471 0.56 0.614 -0.02221 0.031706 

X3 0.000142 0.000207 0.69 0.541 -0.00052 0.0008 

X4 0.130942 0.272953 0.48 0.664 -0.73771 0.999599 

X5 0.00133 0.00612 0.22 0.842 -0.01815 0.020807 

X6 0.001799 0.002757 0.65 0.561 -0.00698 0.010574 

_cons -8.49843 14.073 -0.6 0.589 -53.285 36.28813 

 

从回归中结果得到： 

Y=-8.4984+0.070349X1+0.004748X2+0.000142X3+0.130942X4+0.00133X5+0.001799X6 

如所预期的那样，这 6个因素对于家电企业区位选址决定正向相关。而且模型中 R2= 0.9763，

说明了该模型拟合得很好，几乎十个样本数据中绝大多数都能能够被解释。常数项为负值

-8.49843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只有当一个城市具备上述的某些因素时，家电企业才

愿意在该城市中开设门店。从回归结果来看，地铁长度每增加 1km，门店数量增加约 0.07个

单位；人口数量每增加 1 万人，门店数量约增加 0.005 个单位；人均工资每增加一元，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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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约增加 0.00014 个；受高等教育程度每上升 1 个百分点，门店数量约增加 0.131 个；住

宅商品房销售面积每增加 1 万平方米，门店数量约增加 0.0013个；社会商品总额每增加 1亿

元，门店数量约增加 0.0018 个。从 t值来看，X1的结果最为显著，可能是因为城市交通便利

不仅是活跃零售市场的因素，也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 

5. 结论及建议 

从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家电企业门店选址的主要因素有交通、人口规模、工资水平、

教育水平、房地产和市场容量与活跃度等。像苏宁电器这样的家电巨头将上海、北京等特大

城市作为了其战略重点城市，虽然苏宁在南京起步，目前却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开设了

最多的门店。但是上海北京等特大型城市基本的门店数量基本上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电连锁企业应该多关注重庆、成都、长沙、

武汉等位居二线的城市。因为在这些位居二三线的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可支配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发展瓶颈相比，这些城市更有可能成为

新的销量增长点，家电连锁企业应该抓住机会，抢占先机，争夺市场。 

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交通的便利程度对家电零售企业的选址影响很大，交通越便捷的城

市，家电企业越愿意在其中开设更多的门店。在进一步进军二三线城市的过程中，应该着重

了解该城市的交通规划布局，寻找增长潜力大的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购物平台层出不穷，零售企业也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冲击。如何利用互联网开展网络营销，将线下零售门店与线上销售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家

电零售企业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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