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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消費空間結構之形成及其意義
第一部分 各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理論的介紹與批評

王鴻楷* 陳坤笨**

The Forming and Meanings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U rban Consumption : 

P ART 1 A Review and Critique on Some Theories of 

Urban Consumptive Spatial Structure 

by 

Hung-Kai Wang* Kung-Hung Chen * * 

摘要

本文首先將各種消費空間結構的理論與研究分成: (1 )中地理論研究取向的消費空間結構理論，以及(2 )消費者行為、認

知及社經階層研究取向的消費空間結構理論二大支理論 。 不但針對這二大支理論所涵蓋的各種消費空間結構理論在理論形

成背景 、內容、應用層次上均有詳細的介紹;同時，基於本文所抱持「消費 J 的觀點以及本文理論建構上的需要，對於這

二大支理論的基本貢獻與限制、方法論上的問題也提出了批判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various theories of urban consumptive spatial structure along two theoretical 

mainstreams : (1 )Central place theory approaches, and (2)Consumer's behavior, cognitio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pproaches. We not only review the theory-forming backgrounds, conten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of these two 

theoretical lines, but also criticize relate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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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

宮、月間1 言

在理論層次上 ，有關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的研究一直受

到許多學者相當的重視 。 自 1920 年代歐美學者開啟都市

消費空間結構之研究的濫觴迄今，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的研

究在理論發展上，可謂是前使經驗累積、傳承，猶如疊磚

塊似地不斷向前邁進， 此一特色是在都市空間中別的領域

比較少見的。「消費 J 是都市人類生活中最萬多元化的一

種層面，且各家看法最為分歧 。而與它直接關連的商業空

間的配置是都市土地使用計畫中非常重要、但也相當複雜

的一環 。 因而造成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的研究顯得更加困難

，同時也最具挑戰性 ，足以引起一般學者強烈的動機去研

究它 。
經歸納理論、 1ï法論與經驗研究實際作法相類似的各

種商業區位結構的理論及研究，大致上可以分成: (1)中地

理論研究取向的消費空間結構理論以及(2)消費者行為、認

知及社經階層研究取向的消費空間結構理論二大支理論 。

前一支理論包括:克氏( Walter Christaller ) 的古典中地

理論 ( 1933 ) 、洛許 ( August Lösch ) 的經濟地景模型

( 1954 ) 、貝瑞 ( B. ]. L. Berry ) 的都會區商業空間結構

模型 ( 1963 ) 、學蒙 ( K. S. 0. Beavon ) 的修正式中地

理論 ( 1977 ) 、早期歐美學者的商業空 間研究 (

1929一 1955 ) 、日本學者的商業空間研究 ( 1975一 1982

)。 後一支理論包括:貝端和蓋呂遜( B. ]. L. Berry & 
W. L. Garrison ) 的三級活動理論 ( 1958 ) 、賴斯頓 ( G. 

Rushton ) 的行為/空間模型 ( 1971 ) 、大衛 ( R. L. 

Davies ) 的購物中心層級性吹系統發展模型 ( 1972 ) 、稻

生 ( ]. A. Dawson ) 的零售地理之制度性研究架構 ( 1980 

)、 波特 ( R. B. Potter ) 的消費者知覺、行聶與零售區

位模型 ( 1982 ) 、貝瑞等人的現代化中地理論 ( 1988 )。

綜觀上述理論的基本假設、研究內容、貢獻與限制及研究

成果，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大體而吉，絕大多數的都市消

費空間結構理論主要是以消費“中心"的性質、功能及消費

空間“層級"結構的意義之建立聶其最終宗旨 。 簡吉之，

1930 、 50 、 60 年代的學者發展中地理論研究取向的消費

空間結構理論時，基本上是受到經濟法則的支配很大，完

全從商業設施的規模、功能數目 ( 家數 ) 以及服務園的大

小來判定不同商業空間之間層級性的高低 。 到了 1970 、

80 年代，若干學者發展消費行為、認知及社經階層研究

取向的消費空間結構理論時 ，基本上是重新從消費者行為

及社經階層的觀點來觀照都市三級活動及空間結構的問

題。 他們從需求面出贅，考慮消費者行為的差異以及社經

階層的變化對於商業空間層級性的形成與變化所造成的重

大影響。 由此可知，這種從消費者需求面出發的研究取向

' 是與中地理論式從設施供給面出發，未考慮消費者的研

究取向大相逕庭的 。

縱使上述二大支理論中各理論的提出者，均是陸續站

在前一理論的基礎上做了不少的修正或延伸，可是，他們

在對於消費空間“層級"結構的意義以及消費“中心"的性質

與功能的發展上，仍蓄存在若干不完整性的缺憾 。 有鑑於

此，如何有效且合理地彌補這二大支理論在理論建構或研

究內容上的不完整性，乃成為本文最主要的研究動機 。

由於篇幅相當長，故本文擬分為兩部分進行:

1.第一部分:各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理論的介紹與批評;

2. 第二部分 : 筆者提出一個新的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理論的

建構及其驗誼結果 。

因此，本文乃先針對第一部分撰寫而成 。

貳、都市消費活動及空間結構理論的

回顧及其方法論批判

在進人回顧國內外有關都市商業空間結構理論與模型

之研究之前，我們事先提出兩點重要聲明 : (1)最原始的中

地體系雖是關注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中地關係'但是，如果

從三級活動理論來看，則中地的層級關係則會與都市內部

的中地體系如購物中心有密切的關連 ( Berry and Garri

son, 1958:113 )。 而且，在二十世紀中葉不同學者所提出

的城市內部商業地區特性之研究，質際上與早先在城市與

城市之間所做的研究是非常相像，因此 ， 城市內部之麟物

中心的商業活動的層級性的存在是在經驗上可以獲得誼質

的 ( Garrison, et. 祉， 1959 ) 0 (2)過去研究都市商業空間

結構理論與模型，涉及的定義、本質與研究方向、內容均

有不同 ( 註 1 )。 基於本文的需要，此處回顧的重點將放

在都市內各商業中心 ( 地區 ) 之間的層級性結構與分類之

上 。 這襄提出此一間顧的重點，正好足以反映 1920 、 30

乃至 60 年代之間不同學者在研究零售地理、商業空間結

構模型時，主要強調以層級結構及設施利潤之徑濟因素來

建構其三級活動及空間結構理論時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 。

基於本文理論建構及經驗研究上的需要一一主要乃以

消費“中心"的性質、意義以及消費空間“層級"結構的意義

之建立為本文的最終宗旨 。 根據此一宗旨，乃選取與商業

中心的性質以及消費空間層級結構兩方面有闋的理論與研

究，加以回顧並在方法論上提出批判 。 經歸納理論根源 、

方法論或經驗研究實際作法相近的各理論與研究後 ，可以

分成二大支理論:

1.中地理論研究取向的消費空間結構理論 。

2. 消費者行為、認知及中士經階層研究取向的消費空間

結構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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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主要針對這二大支理論的理論價設、內容、貢獻

與限制及研究成果做一詳盡的回顧，同時基時本文的理論

觀點，在它們的理論建構方面提出方法論的批判 。

一、中地理論研究取向的消費空間結構理論

一般而育，以活動、結構之概念來分析都市消費空間

者，大多以中地理論為基礎 。 中地理論提出所謂“層級"與

“中心"兩個概念，更成為後來學者用來割定都市內商業空

間層級之分類以及區域 ( 或國家 ) 內都市聚落體系兩方面

之研究時，用來發展操作性工具最直接的依據以及理論論

述的主要根源 。

﹒理論回顧

(→克里斯托勒「古典中地理論 J

德國地理學家霾爾特﹒克里斯托勒 ( Walter Christ

aller ) 於 1933 年提出「中地理論 J ( r Central Place 
Theory J )。 該理論基本上是由德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
家發展出來用以描述區域或都市中三級產業活動及其區位

的理論 。 由於後來逐漸被許多學者引用、延伸，乃成為

1970 年代以前主流的區域及都市空間結構理論之一。 中

地理論指出都市的成長取決於它在都市服務功能上的專業

化，而其服務區域對都市服務之需求水準，則決定了中地

成長的程度 。 同時指出各大小不同的都市聚落在規模、間

隔、機能與設施等方面彼此之間會呈現一種層級關係，各

類大小的都市聚落在整個空間體系中，各扮演不同的角色

，也各具不同的機能 。 而且，相同層級的中地其功能、經

濟活動組合都是相同的，因而彼此之間無互補性存在 。一

般而育，都市愈大其腹地或影響圈愈大，都市機能與設施

也愈複雜;反之，都市愈小其腹地或影響圈愈小，都市機

能與設施也愈簡單 。( 間 1 )。 簡吉之，中地理論在尋求

解釋都市聚落及其腹地之空間組織關係'特別是有關它們

的相對位置及規模，以及中地是如何分配貨品或服務至周

圍地區 ( 王鴻楷、陳坤宏， 1989: 3; Bradford and Kent, 

1977: 6; Christaller, 1933 )。
從上述中地理論的理論精義可以看出，克氏提出一個

完全不同於基於實質因素如基地所建構成的傳統聚落區位

的解釋模型: (1 )克氏使用一組有關人類行為及實質環境之

簡化的假設來建構他們基本的模型 ( Bradford and Kent, 

1977: 28 )。 它假設平原上有一中地或消費中心;它假設

平原上的實質條件 ( 如氣候、土壤、交通系統等 ) 、消費

者的所得、居住分佈、對貨品或服務的需求、以及文化、

政治經濟制度等皆有相同的一致性 ;它假設平原上的中地

與周地之間在基本原料、產品之供給與需求上具有相對應

的關係 。 (2)中地理論所建構的雖然是一個六角形的型態，

但是，如果我們以每一個中地為中心，在同樣半徑範圍上

的中地其層級是一樣的，而且愈往外圍延伸出的中地其層

級漸高 。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古典中地理論所發展出

來的空間結樁理論是十足帶有“層級"及“中心"這兩個概念

的涵義 。 它的中心是取決於聚落的規模及功能的種類與專

業化程度;而它的層級是來自需求門檻與服務純國的結

構 。 因此，如果我們把一平原上各類大小中心在層級結構

上的關係展開來看，則可發現這種層級結構只是基於經濟

性動機透過空間距離所形成的一種空間形式的結構關係而

已 。

@ G - ploco 

@ 8 - ploce 

@ K - ploco . A - ploc t' 

M - ploce 

--- bovndory 叫 G - reg ion 

--- boundory of 8 - reglon 

_._.- . boundarγ 。 f K司 ...g閉門

----.- boundary 01 A- rt'gion 

b。開da吋。 f M - tegíon 

六角形峰巢狀市場區域

(Hexagonal market areas) 

圍 1 中地理論六角形蜂巢狀結構圖

資料來源: Bradford, M.G. & Kent, W.A., 1977, Human Geogra phy , P.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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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吉之，我們對古典中地理論做進一步地詮釋 。 在

克氏正式提出中地觀念之 50 餘年後，該理論仍為商業活

動空間分析的最主要的工其之一 ，然而中地理論有其基本

的缺點。中地理論受批評最多的地方，當然是由於過分理

想化之假設而導致的過分簡化的空間結構體系 。 假設條件

的理想化固然是任何一般化理論所不可避免的妥協，但是

，在面對中地體系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時，過分簡化的理

論結果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會大得令人懷疑理論的全盤性意

義 。 這些差距除了最常被攻擊的服務範圍幾何形式的僵固

性、中地階層的刻級性等之外，至少還包括了下面兩個重

要層面的許多問題: ( 王鴻楷、陳坤宏， 1989 : 3-4 ) 

l.中地理論是一個靜態的建構，它所描述的空間體系

只是一個特定的聚落 ( 或第三級產業 ) 的分佈狀態，並未

交待中地的形成過程或一旦形成之後，中地的變化為何 (

其實中地理論的服務範園、形式及階層的僵固性已暗示了

中地功能的固定性 )。 事實上，中地當然是隨時在變的，

一個中地或聚落的形成不僅在位置、形式及功能上受原有

聚落特性及條件的限制， 一旦形成之後，其功能也持續不

斷以更替或增滅的方式在變化 。 明顯的例子之一是台北市

茵門叮由一個一般性的全市 ( 或都會 ) 娛樂及零售中心轉

變為以相當有局限性的人口為對象的休閒活動地區，另一

個通則性的例子是中地的階層逐漸提高時，它所其備的大

量銷售功能 ( 例如食品及其他日常消費品零售 ) 亦漸降低

，甚或消失，它在中地體系 ( 無論是一區域或一都市 ) 中

的重要性及意義當然也隨之變化 。 中地理論的靜態缺點也

表現在對於中地與其臨接地區間之關係的忽略上，中地由

於商業及服務業的集中，必然透過就業機會、地價與工資

水準及交通與公共設施的提供而對當地及臨近地區造成人

口密度、所得及職業結構等芳面的影響，這些變化當然還

會衍生許多其他社經性及行為性的後果 。 易盲之，因為中

地不只是中地理論者所假設的均質地區中的一點再加上商

業及服務設施而己，它對周地的影響也不只是商品或勞務

的提供，所以， 一旦中地存在，均質的“人口基底"就不存

在，其實這就是所以批評者能找到許多理論與現實之差距

的原因 。

2 . 中地理論者對於聚落空間組織之形成的過程及其涉

及的力量之認識是不完整的，因此，中地理論對於現象之

解釋能力有顯著的局限性 。 第一 、中地理論認為中心性的

發生來自底層 ( 亦即，中地的產生及存在係由於其周地對

商品或服務的需求，其成長當然也源自其服務地區的需求

成長 ) ，這種由下而上的發展也隱喻了中地理論所架構之

聚落體系的封閉性，但中地 ( 尤其是都市 ) 的主要功能之

一應是它對外界 ( 高階層中地 ) 的連繫，使小體系成為大

體系的一部份，這種連繫 ( 尤其是生產、行銷的技術、觀

念以及資金的取得 ) 常常成為由上而下發展的動力，帶動

經濟空間體系的成長或改變 。 第二 、中地理論的體系是建

立在單純的消費者對商品或勞務的需求關係上的，不是一

個完整的第三級產業經濟空間體系 。 這不完整性從產業結

構的角度來看，非常清楚，中地理論所涵蓋的只是最終的

銷售 ( 或服務 ) 與消費的層面，對於其他的商業與服務業

活動及關係並無任何交待，例如一個稍具規模的中地形成

之後，其中各商業及服務設施之間的競爭、互補或相互服

務等外部經濟如何影響各類商業或設施的成本，又如何影

響中地的成長以及它在中地體系中的相對地位等進一步的

中地本身及中地體系的發展自律性，就是中地理論建構的

主要欠缺之一。 第三 、 組濟活動空間體系的建立涉及投資

者及消費者的區位選擇， 一如其他經濟理論，中地理論關

於這些決策行扇的基礎是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但是，這些

均質、簡單、設有任何屬性的經濟人與真實的決策者在行

為層面的差別極大，這差異在消費者芳面顯得更突出，因

為消費者受其文化、人口組成特性及心理因素的影響，決

策的準則常不是 ( 或不只是 ) 所謂的經濟效用極大化 。 中

地理論在這方面的簡化，與人文生態學者對都市空間結構

之形成及變化的認識大相逕庭，由於這個缺點以及其對中

地發展歷史的忽略，中地理論在都市這一階層的適用大為

減弱 。 在稍具發展歷史的都市中，我們常可發現與中地理

論簡單的功能階層建構格格不入的地區以及相關的居民消

費行為，台北市的過化街區及敦化南路/仁愛路一帶之明

顯對比，就是地區的發展背景及居民的文化及社經屬性重

大影響都市商業空間結構的一例 。

綜上所述，雖然我們認為中地理論所揭示的中地階層

、服務園等基本現象均確實存在於聚落體系中，它建議的

是比較一個過於簡化的、靜態的、不完整的單一樹狀結構

，與現實的差距極大 。 中地理論的最大缺點在於未能認清

中地的發展不僅複雜，而且有其自主性， 一旦中地形成，

聚集在中地的各設施問、中地與消費者間的許多關係及影

響會在經濟、社會、文化及行為各層面展開，產生對中地

本身及中地體系的持續影響，這些現象不是理想化的假設

下所建立的簡單理論所可解釋的 。

(二)洛許「 經濟地景模型 J

德國經濟學家歐各斯特﹒洛許 ( August Lösch ) 在

回顧克里斯托勒的中地理論後，發現克氏所提出的若干理

想化的假設、過於僵化的 k 值均與現實世界有極大的差

距 。 洛許基本上從與中地理論不相同的假設條件如居民並

非均勻分俯在平原上，投有任何供應者是被允許有超額利

潤以及較具彈性的 k 值等方面出發， 經現實世界的觀察 ，

於 1940 年的著書「區位經濟學 J ( ["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J ) 中提出所謂「經濟地景模型 J ( [" Lösch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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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landscape J ) 0 ( 圖 2 )。 該模型重要的主張

有:許多中地並未能提供較低層級中地的貨品，低層級的

中地可以提供高層級中地所無的特殊貨品，因而相同層級

之間、低層級與高層級中地之間會有互補性 。 各中地的功

能專業化會出現;同一層級的中地其功能、經濟活動組合

未必相同，因而形成所謂富有城市、貧乏城市的經濟地景

( ‘city-rich and city-poor' economic landscape ) 人口

的分佈是一種連續性的變化，而非階梯式的變化，因而城

市一規模分佈法則會出現;從規模大小來分類中地，將會

是一種連續性的關館，而非間斷式的分類;中地的範園會

隨著距離都會中心而漸漸變大 ( Lösch, 1954; Potter, 

1982: 37一呵; Bradford and Kent, 1977: 16-17 )。 由此
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不再具有層級結構關係的空間結構理

論，如同維勃特﹒波特 ( Robert B. Potter ) 所說: I 洛

許的經濟地景模型本質上是一種非層級性的體系 。 J ( 
Potter, 1982: 38 )。

圍 2 經濟地景模型圍

資料來源: Lloyd , P.E. & Dicken, P. , 1977, Location 

旦旦旦旦 Harper & Row, Publishers, P 

48 。

的早期歐美學者的商業空間研究

三 、四0年來，經過一系列經驗研究的成果，後人對

於不同種類商業型態的區位及其間的關係以及城市整個的

商業結構，已有一概括性的暸解 。 其中對於都市內部三級

活動理論的產生有重大影響之最重要的界定性研究，應該

是洛爾夫 ( Rol阱， 1929 ) 、波勞得福特 ( Proudfoot, 

1937 ) 、克諾亞 ( Canoyer, 1946 ) 、瑞特克里夫 ( Ratc

li缸， 1949 ) 、葛呂遜( Garrison, 1950 ) 、以及開利 (

Kelley, 1955 ) ( Beavon, 1977: 11一 12 )。 這些學者早期

對於都市商業型態區位分佈的經驗觀察，基本上具有兩點

共通性: (1)他們都承認商業“中心"的存在 。 而且這種“中

心"是一種用來執行設施功能的集結點或具有功能性的區

域，就像克里斯托勒所界定的“中地"一樣 。 這種中心的概

念，很明顯地是與基於交通功能或特殊資源需要而形成之

“分散性地芳" ( dispersed places ) 完全對立的 ( Potter, 

1982: 27-28 )。 由此可以斷吉，他們對於商業中心的存

在所抱持的態度是 : 不但把這些商業中心看做均是提供商

品或服務之類同性質的東西給周圍地區的一個核心，而似

乎不允許不同性質之少數特殊的商品或服務所存在的其它

中心 。 因而，更是把這些已事先具有清楚界限之商品或服

務分佈之商業中心做為劃定商業型態及其區位結構關係的

唯一依據 。 (2)他們都十分肯定“層級性"的存在 。 他們對於

不同商業中心之間的層級性的界定，基本上是來自各商業

中心的商業設施功能數目的多寡、設施規模大小及其服務

人口數量、服務範圍等方面上的差異 。 這種對於空間層級

性的看法，可以說是完全以商業設施本身的考量為準，由

商業設施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性、經濟性所做的一種空間分

佈的意義 。 綜合上述兩點共通性，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

論 : 這些學者承j縫中地理論之“中地"、“層級"的基本概念

，對於美國幾個大城市的商業型態的區位分佈的經驗研究

成果，完全是一種自幾個都帶有明顯“中心"性格的商業中

心共同形塑成的空間層級關係 。 各商業中心在設施功能數

目及形式上均會有明顯的差異，但是在設施扮演的角色、

功能及其代表的意義上則未有交待 。

四貝瑞「 都會區商業空間結構模型 J

雖然上述諸位學者已經在不同的年代提出各種不同的

商業空間分類的方式，但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地理系教授

貝瑞 ( Brian, ]. L. Berry, 1963 ) 仍舊認為他們的分類不

夠完整，於是透過芝加哥大都會區商業型態的區位分怖的

實際研究 ， 提出一個非常著名的「都會區商業空間結構模

型 J 0 ( 國 3 )。 該模型後來對國內、外研究都市商業空

間結構的工作發揮了重大的影響 。 貝瑞提出了一種更細密

的分類方式，將商業空間分成中心型、帶狀及特殊功能型

種商業地區，每一種商業地區再細分成數種 。其中中心

型商業區所細分的各個商業中心，彼此之間具有非常明顯

的層級性關係 。 所以，學蒙 ( Keith , S. O. Beavon ) 才會

說貝端是第一位將各商業類型建立起層級關係的人 (

Beavon, 1977: 12 )。 雖然貝瑞已將整個都會區的商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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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都會區商業空間結構模型圍

資料來源 : Berry, B.].L., etc. , 1988, Market Centers and Retail Location! N.].: 

Prentice-Hall, Inc., P.39 。

間進行詳密的分類，但與前述幾位學者一樣，仍然未詳細

去說明它們之間的空間結構關悔 。 所以，羅斯﹒大衛 (

Ross L. Davies, 1972 ) 才會再提出另一個商業空間結構

的模型，以說明都會區內中心型、帶狀及特殊功能型三種

商業地區如何形成一個複雜的空間關係 ( Davies, 1976 

146-153 )。 上面所述都市商業空間的類型與結構，主要

是根據美閣大都市經驗研究後所獲得的結果 。

貝瑞模型的主要價值在於他對於都會區商業空間結構

的構成元素，比早期的研究者看得要透徹、詳細，提出帶

狀及特殊功能兩種商業地區，這是其他模型所設有的 。 但

是，卻有人懷疑它們存在的必要性問題，以及他所提出中

心型商業地區的層級性的考量仍有欠週延之處，這些問題

都值得在本文中加以討論 。 蓋納 ( B. J. Garner, 1966 ) 在

1966 年對於芝加哥所做的研究是特別的重要 。 他的研究

主要在於質疑貝瑞模型的應用層次問題 。 經由對於某幾類

商業型態會隨著它們是否存在不同的地區層級而有變化的

發現，得到過去基於門檻值來劃定商業型態等級的做法是

不恰當的結論 。 相同種類的商業設施往往會在城市中的不

同地區會有不同的門檻值及服務範圈 。 主要是因為不同地

區的居民的社經條件及人口密度均不同之故 ， 因而影響了

城市內部中地體系的特性 ( Garner, 1966: 115-118 )。 蓋

納在這一點的發現正好足以重新反省貝瑞因僅僅基於商業

設施數目及服務人口數，以及組略地認為同種類設施其門

檻值都相同所建構成的過於簡化、不完整的中心型商業地

區之間的層級性結構關悔。同樣的，瓊斯頓 ( R. J John-

ston ) 在 Melbourne 地區研究都會區購物中心的體系時

，也發現商業設施本身在品質上的差異對於購物中心體系

的影響，以及城市中不同地區在結構上明顯的變化情形 (

Johnston, 1966 )。卡特爾 ( H. Carter ) 也認為在芝加哥

及梅爾朧地區所出現的商業層級的本質及空間分佈中是帶

有扇形型態及相關的社經條件的變化存在，這一點是非常

接近洛許模型的 ( Carter, 1972: 95 )。 另外，對於貝瑞模

型中之帶狀商業區是否有必要存在的問題 。 克拉克 ( W

A. V . Clark ) 指出將中心型商業區與都市幹道沿線商業

區做一區別，未必是有任何意義的，特別是沿著幹道發展

而成的商業街道在美國早已是一種直覺得到的概念 ( W

A. V. Clark, 1967: 24 )。 在紐西蘭C. B. D。以外的商業
地區以及南非的都市都同樣發現是線型的商業發展，而非

成核心型 ( Pownall, 1955; Clark, 1967; Beavon, 1970, 

1972 )。 所以，畢蒙才會說，在這些國家的案例中，凡有

商店聚集的地方均稱為購物中心 ， 相當於美國的中心型商

業區 。 因而，在城市的商業結構中將都市幹道商業區獨立

做為一個特殊的元素，實在是設有必要 ( Beavon, 1977: 

14 )。

個日本學者的商業空間研究

日本學者服部娃二郎及杉村惕二( 1975 ) 、通口節夫

( 1979 ) 等人曾經分析日本都市商業空間後，提出另一種

形態的都市商業空間結構 。 在幾種類型的商業空間都冠上

「商店街」的名稱，反應出商店街的重要性 。 他們更依據

商店的區位特性及其在各商店街中所佔的比例來劃定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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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街的類型，主要包括都心商店街、周邊商店街、都心業

務街、特殊商店銜。這些研究成果顯示出這種商業結構上

的特性是普遍存在於日本、台灣、韓國等東亞地區的都市

之中 。 我們同樣可以看出，這三位日本學者對於都市商業

空間結構研究上的努力，的不脫離設法提出都市商業空間

分類的方式，在表面上，經由商業空間的類型來表示可以

在混沌複雜、無秩序的都市商業空間中尋求、整理出一個

較清晰、易辨識的空間秩序;在背後的意識形態里，似乎

將商業空閑的類型及空間分佈當做是一種都市商業空間結

構理論論述的原貌 。

的國內之商業空間研究的回顧與批評

在中地理論提出“層級"、“中心"、“服務旅程"等重要

概念以及針對商業空間進行分類的方式之研究的影響下，

國外學者的研究已如前述 。 至於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亦極

為相近，主要是商業空間的分類與結構、商業中心層級體

系的建立、以及商店街機能活動的界定等方面的研究主

題 。 依時間的先後順序，主要的研究者有:劉錚錚 ( 1968 

) 、吳德松 ( 1976 ) 、錢學陶 ( 1976 ) 、蔡文影 ( 1978 、

1979 、 1980 ) 、胡金印 ( 1979 ) 、徐昌春 ( 1980 ) 、譚柏

雄 ( 1980 ) 、鄒克萬 ( 1980 ) 、詹智源 ( 1982 ) 、朱曼怡

( 1982 ) 、劉培東 ( 1984 ) 、淡江都市設計及環境規劃研

究室 ( 1984 ) 、陳坤宏 ( 1985 ) 、莊武創 ( 1985 )。 可知

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尚未普遍 。 目前這些研究最大的共同

點是:他們都是從商業設施的區位分佈、機能活動 ( 如員

工數、樓地板面積 ) 及服務圈大小等指標的探討著手，以

作為劃定商業空間的類型及其間層級體系的主要依據 。 詳

細吉之，這些研究在研究方法及處理重點上不盡相同:

1.劉錚錚在「商店分佈之型態與其經濟動機是有密切

的關保 J 之假設下，針對 1967 年時在台北市最繁榮的五

十個街康、 二十六種商店類別的經驗研究結果提出“同類

商店之地域集中或分散的確因行業而異"的重要結論 。 其

中以「地價」觀照行業分佈的結果，在國內屬於早期少見

的重要研究之一。 該研究之結論簡述如下:地域分佈最集

中的行業為玩賞動物及獵釣具、傢俱、文教儀器具、農工

原料及加工，最分散的行業聶衛生美容、食品、家用電器

及醫樂等 。 各地毆之地價水準的確與地陸內行業之結構有

關 。 有些行業集中於高地價地段，倒如餐旅、娛樂、皮件

、文教儀器、藝品特產等均是 。 有些則集中於低地價地段

，例如食品、魚肉、菜市場、雜貨等 。 有些則集中於中地

價地段，例如傢俱及五金建材器血等 。 還有一些行業則在

任何地價的地段之分佈都相當平均，均能有利地經營，服

裝及家用電器均屬之 。 同時，在地價愈高的地段內會有較

多的行業是比較專業化、選比性質高及純商業化的 。 本文

認為劉錚錚處理行業分佈與地價水準之間關係的研究，對

於商業設施在空間區位選擇與分佈的實踐過程中受到地價

因素宰制的事實提出具體的證據，這是此一研究最主要的

貢獻 。 但是，本文基於商品本身之功能與性質的觀點，認

為劉錚錚未能仔細看到不同類別之商品因其其備功能差異

( 例如純粹購物、兼具休閒功能、文教功能 ) 、或性質差

異 ( 例如功能性/符號性之別 ) 如何在不同地價 ( 店租 )

水準中之分佈，這是美中不足之處 。 這一點正是本文試圖

去處理的重點 。

2. 二十年後，莊武釗受到劉錚錚的研究之影響甚大，

再度基於行業與地價之間關係、聚集偏好及相鄰偏好等觀

點，以探討台北市若干內核狀及帶狀商業區之商店分佈型

態及其原因，以及相容商業活動使用之設定 。 最終獲得商

店集中分佈、同業相鄰偏好的具體結果，以及中心、地芳

、路線商業區相容的商業活動使用組別，對於土地使用分

區劃定有直接的參考價值 。 本文基於文化背景、生活1f式

的觀點，認為莊武創與劉錚錚一樣，基本上是偏重在核心

狀及帶狀商業區內部商業設施間之相對區位關係上的研究

，未處理不同商業地區之間的層級結構關僚 。 同時認為不

應該只從現存商業設施靜態的區位分佈來處理相鄰偏好的

問題，而應該更進一步基於消費者行為型態及生活方式等

需求面來看待任一商業地區內相關設施之間的生態關係 。

3. 吳德松在進行台北市街土地利用之機能分區時，乃

根據每一街廓的中心性商業高度指數與中心性商業強度指

數之計算方法，界定出所謂的中心商業區 。 又按照用地之

分佈形態與地理位置劃定為十二個商業區 。 最後將零售業

使用樓地飯面積所佔比率在 50% 以下的中心、延平、萬

華及中山等四個商業區歸類為主要商業區，東門、南門、

古亭、通化、長春、松山、公館、雙圍及大直等九個商業

區則歸類為改要商業區 。 本文認為此一研究由於未經全面

性的實地調查，在有限的二手資料下只界定出兩種類型的

商業空間，如此簡單歸類的方式顯然過於粗略，無法真正

地反應出實際的狀況 。

4 錢學陶在 1976 年進行台北市商業區系統之建立的

研究中，根據他對於台北市未來商業活動發展的趨勢以及

影響商業區模式的十項因素 ( 即:可及性、互賴性、集約

性、人口分佈與結構、地價、交通設施、公共決策、價值

觀與潮流、法律體制以及實質因素 ) ，共同決定了台北市

商業區系統區位 。 其中，第一種、以及第二種這二種商業

區均屬中心商業區，具有高度的可及性、土地使用的集約

性以及聚集經濟，且其服務對象是全市甚至台北縣大多數

的居民，成為全市地價最高地點所在 。 第三種商業區基本

上是在於發揮其地區性的功能並調和中心商業區與里鄰商

業區之間的商業功能，其主要使用性質是與中心商莘區相

似，只是其服務對象並非全市大多數的居民，其使用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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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遠不如中心商業區 。 第四種商業區則類似里鄰商業區，

主要分佈在菜市場及其附近提供日常服務的商店，如雜貨

店、服裝店、理髮店、皮鞋修理店、中藥行等區位，主要

在於提供鄰里居民日常生活必需用品 。 至於各級商業區涵

蓋區位及範圈，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商業區分別包含

三個、六個、十二個地區，第四種商業區則普遍分佈在全

市各地 。 從錢學陶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在全面考量影響

商業區模式的十項因素後決定台北市商業區的系統，已屬

相當嚴密且完整，對於台北市雜亂無章的商業分佈型態有

一清晰簡易的整理與分析，提供一般人具有秩序且清楚的

概念，這是他的貢獻之一。 只可惜，他主要仍從商業設施

的供給面出發，基於既有商業區位的地理或交通因素、規

模大小、所在區位地價以及個人對於未來發展的判斷等理

由劃定出不同等級的商業區，而禾討論現有消費者消費型

態、消費活動乃至價值觀、生活方式等屬於行為及文化層

面是如何影響商業區系統的形成，也未交待各級商業區系

統內商店之間的生態關係 。 所以，本文認為此一研究在劃

定商業區系統時應有必要再予擴充，相信必會得到更佳的

結果 。

5. 蔡文影可說是目前國內在都市商業空間結構研究方

面最多的學者 。 他在 1978 、 1979 、 1980 年分別針對基隆

、台北、桃園地區，花東地區以及高屏地區之主要商店街

機能活動與結構進行研究，這些研究開啟國內對於商店街

一系列研究的先河 。基本上，這些研究均依據調查資料，

透過商業機能度計算方式來判定不同商店銜的類型與等級

，並簡單描述各類型商店街之商業設施業種、分佈等現

象 。 易吉之，它乃純粹自機能活動強度來劃分不同類型的

商店銜 。 我們可以這麼說，劃定商店街類型已成為這支研

究不可或缺的成果之一。 但是對於都市商業空間整體的結

構關像以及如何形成此種結構的真正理由，則較少去分析

與解釋 。 蔡文影秉持此一研究途徑，對於後人影響甚大 。

胡金印、徐春昌、譚柏雄、詹智源、劉堵束以及淡江都環

室均依循此一研究途徑進行不同地區的經驗研究 。 綜合吉

之，該一研究途徑所援用的基本觀點、理論、研究方法，

大致如下數點: ( 1 )受到中地理論的影響很大，往往基於服

務圈、階層結構、中心性、需求門檻等觀點，建立商店銜

的類型與等級，用以說明商業空間結構的關係 。 (2)它們都

認為商業空間結構可以藉由商店街類型 ( 係由機能優佔型

劃分而得 ) 與商圈類型來加以說明 。 (3)它們都會藉助靜態

資料包括地價、行人流量、車流、路寬、人口密度、公車

路線、土地使用等因子，作為說明都市商業空間的結構現

象之形成背景與原因的主要依據 。 但是，本文對於此一研

究途徑的批評如下: (1 )它們基本土均假設商業空間結構主

要在探討都市商業機能程度強弱、分工合作的情形及其在

空間配置上的關係 。 這種透過計量地理、空間分析後的商

業空間分佈的研究，唯一的價值在於將表面看來複雜、毫

無秩序的商業空間現象進行一次清楚、簡單的分類與整理

，以便於辨識 。 可是，對於商業空間結構現象之形成及其

意義，卻未能提出有效、深刻的解釋 。 (2)它們似乎均有意

尋找影響商業空間結構的各種因素，進而對於空間結構的

形成背景提出解釋 。 可惰，均只能夠藉助靜態的資料進行

稍嫌直覺、且立論薄弱的說明，而未能直接從商業活動與

空間結構本身尋找原因，這正是它們無法對於商業空間結

構之形成及其意義提出深刻的解釋的理由所在 。 (3)它們均

從商業設施之經濟層面的考慮出贅，以決定不同商業空間

的類型及其分佈，尚未討論消費活動、消費者社經屬性及

其決策行為在空間上呈現的結果，更遑論消費者文化背景

及生活態度的直接影響 。

6 朱曼恰 ( 1982 ) 的「台北地區商品及區域層級分類

之研究 J .成為國內首度在商品層級與其區位分佈型態芳

面研究的第一人。該一研究同時討論商品層級與地區層級

的研究途徑，可作為本文主張「商業設施層級與地區層級

之間是否具有對應關係」之論點的共鳴 。 因此，值得在此

處加以討論 。 該一研究之原始資料完全取材自民國七十年

版電話號碼簿 ( 分類部 ) .將各項商品之經售商號所登載

之地址，逐一繪點完成一張“台北地區商品區位分佈園

閩中顯示了各項商品的分佈型態 。 再者，根據繪點資料，

以商品分佈型態與集散程度為主要的指標，應用統計差異

( 判別 ) 分析模式進行商品層級的分類 。 最後再按各項產

品區域分佈之商店敏、各分區人口敏、各分區面積等三項

資料進行地區層級的分類 。 研究結果是這樣的:商品層級

分類結果乃將三十項選定商品分為四類等級 。 第一級，最

高等級之商品，包括公證行、旅行社、布疋網鍛、古玩樣

構、徵信社、室內設計裝飾、學術文化事業、超級市場及

青年商店 。 這些商品的特性是具高度之中心性，服務人口

數及範闡甚廣，商品性質屬於服務性，或具專業性者 。 第

二級，略具中心性之商品，包括事務機器、照像器材、書

局出版社、醫療科學器材、汽車行商、體育教育用品、樂

器以及出租汽車服務 。 其商品的特性屬於非消費性商品、

特殊品或部分的服務業，服務圈亦廣，唯較第一級商品為

小 。 就其區位分佈而吉 ，其有區域集中的現象，散佈擎簇

較明顯，擎簇數目也較多 。 第三級，中心性低的商品，包

括鞋、廣告工程、金飾珠寶、鐘錶眼鏡、傢俱、以及文

其 。 其商品的特性屬於選比貨品或特殊性商品，在區位分

佈上呈現均勻散佈，且散佈範圍較大 。 第四級，中心性極

低之商品，包括銀行金融、戲院娛樂、瓦斯、紙器業、醫

院診所、雜貨、服裝、以及糧食 。 其商品的特性是方便性

商品，與消費者之日常生活有密切的關連，其服務範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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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散佈範圍很大，且量均勻分佈狀態 。 地區層級分類結

果共分為三個層級的地區。第一層級 ( 內層核心區 ) ，像

台北地區內發展最早且位於商業核心地位， 影響圈最大，

功能層級也最高，包括龍山區、城中區、建成區及延平

區 。 第二層級 ( 中層邊緣區 ) ，係新興、快速發展的綜合

性地區，兼具工商、文教及住宅功能之正成長中的地區，

環繞在核心區的外倒 。主要包括大安區、松山區、古亭區

等八個行政區 。 第三層級 ( 外層外園區 ) ，是台北地區邊

緣的郊區，主要包括木柵區、北投區、新店市等九個行政

區 。 本文對於此一研究的批評有: (1 )該研究仍舊依循中地

理論的主張，只由商品的數量與中心性作為判定、劃分商

品等級的唯一依據 。 事實上，商品的雜異化程度、經營方

式、服務人口量等對於等級的決定均具有相當的影響作用

，故不應予以忽略 。 在地區層級分類上，只由各分區人口

數、面積及商店數來加以判定，同樣的稍嫌粗略，乃因更

應該看到因人口社經特性、地區環境特性上的差異對於地

區層級分類結果所造成的影響 。 (2)雖然該一研究已分別描

述三十項選定商品所分佈之地區的特性，而且隱約地說明

三個層級地區之商業發展的歷史與商業設施的類型 。 但是

，它未能夠很明顯地將經劃定的商品層級與地區層級的結

果做一直接的關連，進而看到商品層級與地區層級之間的

對應關係，實足可惜 。 這一點正是本文試圖在處理商品文

化消費在不同地區的擴散過程之問題上所要討論的論點之

-。

7 . 陳坤宏( 1985 ) 乃從消費活動、消費者行為及社經

階層的觀點來瞭解商業空間結構，且與商業空間層級互相

對照，並未直接關注商業空間的類型及其層級體系劃定上

的問題 。

﹒方法論批判

最後，我們針對上述國內外有關都市或都會區商業活

動及空間結構的理論或模型做一綜合評述，並批評其基本

的缺點 。 歸納吉之，約如下面兩點:

(一)克里斯托勒建構他的 「 古典中地理論 J '是始自一

個一般化的、非常單純的演繹理論，而非從對於事質的描

述開始 。 在克氏的前提假設下，對於消費者與生產者而吉

，中地理論是一個規範性的空間經濟規則 。 克氏承縫了屠

能模型及韋伯模型的理論傳統，在距離、交通戚本及服務

地區的大小等重要因素考量之下建立起都市 ( 區域 ) 設施

功能具有層級性的空間分佈關係 。 這種層級性的空間分佈

關係不但存在大部分高度開發的國家，而且在那些有嚴格

規劃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或那些歷經正規的經濟演進的國

家之中也都會發現 ( Beaujeu-Garnier and Annie De

lobez, 1979: 170 )。 大街曾經提過 : r 層級觀念在英國的

都市計劉中顯得特別重要，它表示的這種組織性的原則，

不僅適用於零售設施，而且適用於教育、醫療及其它福利

性設施 。 J ( Davies, 1976: 289 )。 克氏在中地理論中所

提出“層級"、“中地"的重要觀念不但在學術發展、實際應

用上非常有用，同時在地理學知識的成果上更佔有一席之

地 。 許多學者都給予很高的評價，例如，薩依 ( P. Saey, 

1973 ) 認為中地理論可稱為地理學中對於理論性社會科學

有最重要貢獻的理論 。 邦臣 ( W. Bunge, 1962 ) 曾經說 :

「中地理論的原創性及美好，可說是地理學中最優美的知

識產物，並使得克氏擁有最高的榮耀 。 j 帕爾 ( ]. B. 

Parr, 1978 ) 認為中地理論將在都市及區域分析中繼續佔

有重要的地位，也將成為規割、預測的基礎 。

但是，克氏建構的古典中地理論完全從理性經濟觀點

出贅，不考慮實際人類的行為，過於僵化的 k 值，以及僅

基於規模及設施功能數量所形塑出的階梯式層級關僚，過

份強調同一層級空間的一致性等主要問題，不但成為後人

在從事理論批評時的重點，更成為關注都市商業空間結構

的研究者從事進一步改良工作的出發點 ( Parr, 1978; Pot

ter, 1981; Rushton, 1971; Potter, 1~82 )。 最有名的是洛
許模型，做為古典中地理論的修正理論，洛許提出一個強

調空間差異性的所謂「經濟地景模型 J 。 基本上，該一模

型是完全不同於古典的中地理論 。 它是一個非層級性的空

間體系，它主張各空間的功能專業化，它的空間體系中的

中心之間是具有連續性，而非階梯式的 。 洛許對於這些空

間體系的主張乃成為洛許模型的主要貢獻 。 不但自古典中

地理論相當理想化、僵化的前提假設中解脫出來，採用比

較符合現實世界的條件去建構空間體系;更重要的是他提

出的功能專業化、中心連續性的觀念，對於後來學者如貝

瑞、大衛研究三級活動理論時有很大的啟發作用 。 怪不得

有不少人會認馬洛許模型是與都市內三級活動區位最有關

係的一種模型，包括學蒙 ( Beavon, 1975 、 1977 ) ，馬賓

( Mabin, 1975 ) ，史托普 ( Stolper, 1955 ) ，戴西 (

Dacey, 1965 ) ，赫吉特、克力夫及佛瑞 ( Haggett, Cliff 

and Frey, 1977 ) ，帕爾 ( Parr, 1973 ) ，耶提氏及葛納

( Yeates and Garner, 1971 )。 雖然洛許模型比古典中地

理論在空間體系關係已有了長足的改良，但是它仍有不少

的基本限制，主要有: (1 )由於洛許忽視了市場活動的聚集

性，所以，洛許模型並無法解釋消費者多重目的的購物行

為 ( Potter, 1982: 39; Marshall, 1978: 125 ) 0 (2)由於洛許

模型中人口有規則地分佈，將導致一種不符合實際的工業

生產力及市場活動，因此，艾沙德 ( W. Isard, 1956 ) 乃

考慮人口密度會隨距離都會中心而漸減的事實，以修正標

準的洛許市場區域體系 。 艾沙德這種修正洛許模型的工作

，已被認為是後來學看貝瑞一蓋呂遜修正模型的直接影響

者、先驅者 ( Potter, 1982: 40 ) 0 (3)雖然洛許模型比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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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理論更具有彈性，但是它卻很難在經驗上加以認同、

測試與檢讀( Parr, 1973 、 1978; Von Böventer, 1962 )。
主要原因在於該模型面對功能互補性、聚集性及多重目的
旅lX等東西出現時就顯得無法去有效的操作、處理 。

有鑑於洛許模型在處理三級活動空間時的嚴重限制，

後來貝瑞與蓋呂遜在 1958 年時透過經驗研究在不均質的
環境條件之下重建中地理論，也在考量消費者行為、以及
交通可及性與地價分佈型態下建構所謂「三級活動理論」

( Theory of Tertiary Activity )。 該理論首先主張“不論
消費者的購買能力是如何地分怖，那些用來提供中心商品
的中地之間仍會量現一種層級性的空間結構 。 "進而認為
一個完整的層級性是不應該在克氏對於人口密度及需求均
勻分佈的假設之下來發展的 。 在此一主張下，如果說人口
密度會隨著與都市中心之間的距離而遞減的話，那麼，最

高層級的中地將不再是均勻地到處分佈'而是隨著距離中
心愈遠，最高層級中地之間的問隔愈大，所以，圍繞中地
的地區範圍內均會有極相近程度的人口規模及購買能力 。

因此，市場區域將不再是完美的六角形，而是在空間上會

有變形出現( Rushton , 1972; Beavon, 1974 )。這個時候
，服務旅程就不是一個固定用來衡量地區大小的東西，而
是可用來反映相對的需求高低及購買能力 。 總之， 三級活

動理論對於市場區域形狀的新看法，正好是突破克氏所提
出的古典中地理論的關鍵點 。 另外， 三級活動理論開始將

消費者行為納人理論建構之中，這是在商業空間結構研究

中首度考量消費行爵的重大影響，在都市商業空間結構理

論發展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該理論看到了消費者會在

商業中心產生多重目的的購買行為的事實，而且同一規模
的中心也會有功能上的差異，此一事實對於商業空間的類
型與結構的瞭解會有極大的幫助。這一點貢獻恰好是克氏

模型與洛許模型所未有的 。 因為洛許模型忽視了真實世界
中零售設施功能相互聚集的程度高低對於購物行為的可能
影響;而克氏模型卻顯得過分強調各個空間的一致性，未

看見其間功能的差異( Potter, 1982: 42 )。 因此，賴斯頓
( G. Rushton ) 得到一個結論是:該理論對於空間行為
的價設會比克氏的中地體系來得接近現實，也就是說，有

些商業中心的貨品是以大量、成批的方式出現，這與古典
層級體系中任一層級的中心是以不同設施的組合的古式是

不同的 ( Rushton, 1971: 140 )。 與洛許模型比較起來，
可以發現洛許模型在看待都市內部空間體系時顯得過份強

調功能專業化的存在，因而無法有效地處理消費者多重目
的旅吹的問題 。 更甚的是，貝瑞偏偏又覺得區位上的專業

化程度在都市地區之零售設施上是一個重要的特性，所以

，古典的中地層級體系才會被商業中心、帶狀商業及特殊

地區所代替，還會因所得的差異及種族問題而產生變異 (

Berry, 1967: 123 )。
縱使貝瑞一葦呂遜模型比克氏模型、洛許模型做了不

少的改良，但是，不可否認的，貝瑞在發展理論過程中及

其表現在模型上的形貌，多多少少受到克氏及洛許的影
響 。 怪不得，波特才會說: r 貝瑞在稍後所提商業空間的
類型化，可說是克氏理論與洛許理論之間的聯姻 。 因為貝
瑞模型中的中心型商業空間表現出來的是一種互補性的設
施功能形態以及多重目的的購物旅紋 。 而帶狀商業區及特
殊功能地區表現出來的是洛許的功能專業化原則、中心規
模具連續性以及單一目的的旅紋 。 . . ....由此可以看出，貝
瑞模型是能夠更真實、更有彈性地去看待都市地區的消費

者行為方式 。 J ( Potter, 1982: 46 )。 從這一毆話，我們
可以看出貝瑞與蓋呂遜如何把消費者行為與商業空間類型
結合起來做為他們劃定這些商業空間類型具有合乎邏輯上
的解釋的依據。

(二)綜合上述從德國新古典經濟學發展出來的古典中地
理論，不但讓我們必讀肯定它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
經濟學、地理學等領域在區位理論上的卓越貢獻，更讓我

們必讀相信它的基本概念、理論精萃、研究方法對於
1920 、 30 乃至 60 年代之間的學者研究零售地理、商業空
間結構模型時所產生不可忽棍的直接影響 。 古典中地理論

所主張的中心、層級、服務旅程等重要概念，正好主宰後
來學者研究商業空間結構模型必定走上同一研究途徑， 一
那就是劃定出不同類型的各種商業中心，且這些商業中心

之間具有明顯、清楚的層級關係﹒而它們的層級關係是來

自商業設施的需求門檻與服務範園或服務人口量 。 不同學

者縱使採用用以分類的變數稍有差異、研究地區範閣大小
不同，但是，他們最終目的仍在於希望劃定、分類出具有
層級關係的各種商業空間 。 而且這些商業空間在規模大小

、設施功能數目及服務人口數上均有所差異 。 洛許模型雖
然被一般學者普遍認為是中地理論的一種改良式模型，理
論更容易來解釋現實世界 。 但是， 一般仍認為洛許模型是
比較適合於說明製造業，反而中地理論比較適合於說明零

售業的區位( Bradford and Kent, 1977: 25 )。 話雖如此
，我們覺得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洛許強調他的模型

中的各中心之間並無階梯式的層級關係，而是許多各具功
能專業化的中心，這一點正是洛許模型的主要貢獻之一。

上述國內外諸位學者所提出的新古典經濟區位理論、
三級活動理論及商業空間結構理論或實誼研究，在做為一
個用來解釋都市或都會區商業空間結構現象的形成及其意

義上所產生的第二個嚴重缺失是:它們均是由下往上發展
所建構之封閉性的空間體系，而忽視自外界由上往下發展
的動力可能帶動經濟空間體系的成長與變化 。這一點缺失
在古典的中地理論的空間層級體系之中更是明顯 。 因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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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論認為中心性的發生是來自底層 ( 亦即，中地的產生

及存在係由於其周地對商品或服務的需求，其成長當然也

源自其服務地區的需求成長 ) ，這種由下而上的發展隱喻

了中地理論所架構之聚落體系的封閉性 。 但是，中地 ( 尤

其是大都市 ) 的主要功能之一應是它對外界 ( 更高層級的

中地 ) 的連繫，促使小體系成為大體系的一部分，這種連

繫 ( 尤其是生產與行銷的技術、觀念及資金的取得 ) 常常

成聶由上往下發展的動力，進而帶動空間經濟體系的成長

與變化 ( 王鴻楷、陳坤宏， 1989 : 3 )。 洛許模型及三級

活動理論均是在一個獨立自主、與外界未有連繫的抽象地

理空間之中，建構一套足以用來解釋該一空間體系內經濟

活動在地理上的其體表徵的演繹性理論 。 洛許模型中各中

地之間的關係比起中地理論要來得有彈性，小中地直接與

大中地保持連繫，強調各大小中地的空間差異性 。 可惜，

它仍未將此一各大小中地所存在的空間體系更開放地與外

界的空間體系取得連擊，因而，其空間體系發展的封閉性

後果與中地理論則是相同的 。 針對這一點，斐斯 ( J. E. 

Vance ) 的「貿易模型 J '強調自該一中地體系以外的力

量所促成之由上往下發展的重要性，正足以有效地達成擴

充克氏中地理論的目的 。 斐斯從批發業活動在世界貿易中

的發展與成長情形，主張任何中地由於對外在世界的連結

的需求，必須與外在世界保持連繫，而這種連繫關係往往

會造成該一中地體系有一成長或改變的效果 。 同時對於外

界的資訊、觀念的需求產生是來自兩個中地體系中的商人

或商業組織之所謂的代理人 ( Vance, 1970: 4一7 )。 斐斯

所提出的這一點論點對於都市或都會區商業活動及空間結

構的形成與變化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 它恰好是

古典中地理論、洛許理論、 三級活動理論在處理或應用至

商業空間結構之研究上時未予納人考量的觀念，成為這三

個理論在解釋商業空間層級的形成與變化時最大的限制所

在 。 近年來，這一點也受到美國地理學者哈子宏與亞歷山

大 ( T. A. Hartshom and J. W. Alexander ) 的重棍，他

們兩位深刻認為，欲分析一個區域的經濟活動，應該要從

全球體系、政治經濟關係及國際質易等觀點著手才行 (

Hartshom and Alexander. 1988: 5-8 )。 他們兩位的主

張，正是反映斐斯模型的重要性，而且也說明了上述三個

理論在解釋商業活動的局限性 。

二、消費者行為、認知及社會階層研究取向的消費空間結

構理論

到了 1960 、 70 年代，許多學者開始從消費者行為型

態的角度來探討三級活動及其空間結構的問題 。 其原因主

要有二 :

(一)貝端與蓋呂遜提出所謂三級活動理論中最重要的一

點，乃是把消費者行為與商業空間類型結合起來以為劃定

商業空間類型之解釋的依據 。 我們知道， 三級活動理論看

到了消費者會在商業中心產生多重目的購買行為的此一事

實，除了對於商業空間的類型與結構的形成之暸解會有很

大的幫助外，同時對於大衛所提出的市中心區零售結構模

型，以及技特對於貝瑞的商業空間類型之形成與克氏模型

單一核心、洛許模型之功能專業化、單一目的行為之間的

關連的理解都產生了影響 。 此外， 1960 、 70 年代的許多

學者如瓊斯頓 ( Johnst凹， 1966 ) 、郭利巨 ( Golledge, 

1966 ) 、克拉克 ( Clark, 1968 ) 、呂瑪 ( Rimmer, 1967 

) 、賴斯頓 ( Rushton, 1967 ) 等人對於中地體系中消費

者前往最近的中地購物的假設提出挑戰，相信或多或少也

是受到貝瑞模型以更真實、更有彈性地去看待都市的消費

者行為型態研究途徑的啟發 。

(斗與當時的都市零售體系在大部分的西安于國家中發生

了非常迅速且非常根本的變遷有密切的關館 。 若干學者如

稻生 ( J. Dawson ) 、柯比 ( D. A. Kirby ) 把這種發生在

二十世紀末非常快速變化的都市零售活動稱之萬“行銷 (

市場 ) 革命" ( “ Marketing revolution" ) ，而且認為行銷

革命所產生的效應與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都同樣具有重大

的意義 ( Dawson, 1979; Dawson and Kirby , 1980 )。 同

時，許多英國學者如大街、蓋依 ( c. M. Guy ) 以及稻生

、柯比也都發現 1945 年以後，英國在零售活動分佈、 消

費者行為與經濟環境上均有許多重要的變化 。 在消費者行

為上的明顯變化是這樣的:由於所得的提高及婦女參與勞

動力市場的增加，已導致開始強調每過一次的大量購買以

及只停留一次的購買 。 此一趨勢正好由日漸成長的小汽車

擁有率及個人的移動性而快速形成 。 很明顯的，這種消費

者行為上的變化，將會直接影響商業設施的型態及其分佈

區位的改變 。 因而，促使許多學者開始去重新衡量消費者

行為型態對於零售區位的可能影響 。

﹒理論回顧

最初對於三級活動理論中消費者行為會具有層次性、

規律性提出質疑的是湯姆斯等人 ( E. N. Thomas, et. al. 

) 在愛荷華州針對非農戶人口昕傲的實誼研究 ( Thomas, 

et. 泣， 1962 )。 而更進一步針對消費者行為在三級活動理

論中的意油進行比較深刻地檢驗工作者則有:瓊斯頓 ( R.

J. J ohnston, 1966 ) ，郭利巨等人 ( R. G. Golledge et. 

祉， 1966 ) ，克拉克 ( W. A. V. Clark, 1967 ) ，瓊斯頓與

呂瑪 ( R. J. Johnston and P. J. Rimmer, 1967 ) ，賴斯頓

、郭利巨奧克拉克 ( G. Rushton, R. G. Golledge and W. 

A. V. Clark, 1967 ) ，克拉克 ( W. A. V. Clark, 1968 ) 

，克拉克與賴斯頓 ( W. A. V. Clark and G. Rushton, 

1970 )。 其中瓊斯頓 ( 1966 ) 、克拉克 ( 1967 、 1968 ) ~、

以及克拉克與瓊斯頓 ( 1970 ) 等四項研究更是明顯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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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內的中地體系問題，他們的研究發現均普遍地懷疑

“消費者會前往最近的中心去購物的假設"的有效性 。更得

到“消費者並不會很有規律地前往最近的中心去購買，不

論該一中心是提供某一特定的商品，或者是擁有某種特定

的商業類型。"的結論。由此一結論可以看出，這幾位學

者很明顯地是針對中地理論中對於“消費者會前往最近的

中心去購物"的假設提出強烈的挑戰 。 而且這正是幾位學

者認真地去考慮真實世界中消費者的實際行馬與中地理論

對於消費者行為之理性、簡化的假設兩芳面在中地體系建

構上產生作用時最大的不同點 。 同時，這種消費者的實際

行為的考量，正好提供我們在研究三級活動及空間結構時

對於消費者的行為模式有一重新思考的機會 。 不可否認的

，若干學者如雷禮( w. J Reilly, 1931 ) 、哈夫 ( D. L 

Huff, 1962 ) 、拉克序曼楞 ( T. R. Lakshmanan, 1965 ) 

、韓遜 ( W. G. Hansen, 1965 ) 、歐爾生 ( G. Olsson, 

1965 ) 等人試圖從重力模型、機率模型來衡量消費者面對

商業中心的規模大小與距離之因素下如何在不同的商業中

心之間做一選擇 。 這種研究途徑均是企圖在拒絕最近鄰中

心購物的假設之後，嘗試去尋求新的空間行為的規律性所

傲的努力 。 但是，由於這幾位學者所建立的模型，基本上

是用來說明商業空間選擇的問題，較少直接涉及商業空間

層級結構，放在本設中不一一去加以回顧。底下乃針對歐

美學者所提出直接從消費者行為、社經屬性去關注商業空

間層級結構的理論或模型分別加以回顧，並提出簡單的批

評。

(一)賴斯頓「行為/空間模型」

從消費者行為觀點去觀照都市商業空間層級結構問題

者首推賴斯頓 。 賴斯頓對於消費者行為與空間結構之間的

關係上的研究貢獻不小，值得針對他的理論觀點做一回

顧 。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的賴斯頓教授在 1971 年發表一

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題聶 r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J '文中提到若干關於都市空間
結構與人類行為之間關係的重要主張如下 ( Rushton , 

1971: 49-58 ;陳坤宏， 1985 : 25- 26 ) 

1.行為是空間結構之一函數，而空間結構也是行為之

一函數。行為與空間結構是相互依賴的，換句話說，任何

一個空間結構的改變，是說明了空間行為的改變，反之亦

然 。

2. 欲瞭解區位選擇的型態之前，必須先關注兩種行為

型態:(1)就設施提供者而盲，他們要知覺並預測到那些會

因各種不同區位而做出選擇的個人行為型態 。 (2)就個人而

吉，他們也要反映出對於設施區位昕做的各種知覺的結

果 。 同時為了充分說明這種相互影響的行為型態，則有賴

於對都市空間結構下所產生的各種相關行為的瞭解 。

3 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均證寶:行為型態已被肯定是

一種經由個人利用各種知覺的可能性，進而做出選擇之內

在偏好的表現方式 。 因此，對於行為的認識是有助於這種

偏好的暸解，而空間與行為相互影響下的行為型態，更能

精確地描述這種偏好結構 。

賴斯頓的這些主張足以提供他基於空間偏好結構所形

成的行為型態，以為修正中地理論的基礎 。 他認為消費者

的實際行為 ( 活動 ) 是會在任一層級的中心呈現成批、多

重目的的形式發生，與中地理論所主張各不同層級的中心

是由不同個別的活動組合而成，而消費者依照他的需要前

往不同層級的中心發生消費行為的形式是不同的 。 由此可

以推論，中地理論所談的那種屬於階梯式的中地層級的觀

念是必須放棄的 。 除此之外，賴斯頓對於區位與知覺之間

相互作用的主張，很可能成為大街、波特在後來研究零售

體系、零售區位問題時重新加人知覺、行為等概念這種研

究途徑的重要影響的人 。

(二)大街「購物中心層級性吹系統發展模型」

大衛 ( R. L. Davies ) 在 1972 年所提出的「購物中心

層級性改系統發展模型 J ( r A Model of the Develop

ment of Hierarchical Sub-Systems of Shopping Cen

ters J ) ， 主要在於探討消費者不同的社經屬性如何在消

費者行為型態上以及購物中心商業設施的組成之中產生不

同的效應 。 因此，它可說是一個用來說明消費者行為與商

業空間層級結稽之問關係十分典型的模型 ( Davies, 1976: 

132一 133 )。該模型主要分為六個階段來談不同層級購物

中心的發展過程，益分述如下: ( 國 4 ) 
階毆 1 : 一般的理論模型

該階段表示的是中地理論所談的不同層級購物中心的

整體結構關係。在每一層級的中心數目並無特別重要的意

義，但是，很明顯的，用來服務低所得消費者的中心數目

，往往會比用來服務中所得或高所得者要來得多。

階毆 2 :變化中的區位關係的效應

如果說一般的購物中心在城市內部比起外園地區更為

密集的集中的事實是存在的話，那麼，原來主要用來迎合

低所得消費者需要的區域中心將因市中心地區而顯得失色

，消費者也將不在區域中心，而直接前往市中心地區購

物 。( 因為此時假設低所得居民是高密度地集居在都市中

心的周間，因此零售設施也集中在低所得居民分佈的城市

內部地區 )。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那些用來服務中所得

消費者的區域中心在整個都市市場中將變得更加重要 ， 而

且也會吸引許多額外的市場 。

階殷 3: 不同層級的出現

當用來服務低所得消費者的區域中心消失後，在低所

得地區的一些較小的中心，將因扮演更專業化的角色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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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坎系統的層級結構中佔有一席之地 。 而且在整個吹系

統的低層級中將會出現許多獨立的商店萃，它們很密集地

分佈在城市內部較古老的地區之中 。

階段 4: 低所得層級中心的明顯化

由於低所得消費者不論在前往那種以地方性為主的中

心或市中心地區購物，1 均較城市中的其他部分的地區居民

來得不方便，因而許多因應低所得地區居民需要的各種層

級中心都會出現，形成一種具有層級高低的中心結構 。 但

是，還有許多在城市其他部分地區的購物行為則會增加那

些用來服務中所得消費者的區域中心的重要性 。

階殷 5 :與市中心地區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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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設有規劃干預的話，這些中所得的區域中心會與

市中心地區產生激烈的競爭，進而逐漸損壞市中心區的功

能角色 ( 在美國是如此 )。 而居住在中所得地區的消費者

也會開始不在附近的較小購物中心購物，而破壞它們在整

個故系統層級結構中的地位 。

階設 6 :經驗式模型

徑由上述五個階駝的發展， 三個明顯劃分卻彼此相闋

的購物中心改系統所共同形成的模型則被形盟出來 。 高所

得地區由於中心數目較少，放在形式上有較大的穩定性、

變化不大 。 中所得地區則由大多數的區域中心所界定而

成 。 而低所得地區則由層級較小的中心集中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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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購物中心層級性次系統發展模型圍

資料來源: Davies, R.L., 1976, Mél~keting Geography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retailing , London: Methuen & Co. Ltd, 

P.132 。

從上面模型不同階陸的發展所做的描述不難看出大街

的購物中心層級性改系統發展模型，雖然與克氏中地理論

、貝瑞模型一樣，都是在尋求零售區位分佈的結構關係模

型 。 但是，很明顯的不同點，大街充分考慮了消費者社經

屬性與消費者行為在他的零售業區位結構模型之中，這正

是大衛模型的主要貢獻所在 。 在此，我們必須指出，大街

模型可說是從消費者行為的角度來觀照不同層級的購物中

心之間的結構關係的第一人，這不僅僅看到大衛承認都市

內購物地區之間具有“階層"、“中心"的關係，而且正也說

明他是如何去進行把消費者社經屬性、消費者行為因素納

入購物中心層級結構的形成與變化之中做一經驗上合理地

解釋此一精繳的工作 。 相信這種理論發展的精緻程度與高

難度，正是大衛模型的主要特色 。 縱使貝瑞模型也話真地

考量消費者行為在都市商業空間結構發展上的作用，然而



貝瑞卻只是將消費者行為因素用來解釋都市商業空間類型

的形成過程上一種創新性的影響因子，而對於消費者行為

因素在都市中不同類型的商業空間結構關帳上所產生的作

用，則未做任何交待。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大衛模型

基於不同的行為型態所導致的更具真實性、更複雜的都市

零售設施的結構型態，恰好徹底推翻由中地理論所建構成

的商業中心的層級關係。他們都是在都市商業中心的層級

關館的理論模型建構上有很大的貢獻，只是其基本假設、

觀照角度不同，因而結果也有明顯的差異。如同放特所說

: r 大衛模型使得 1960 年代以前所傲的基於設施量的大

小所形成的都市零售地區的接近完美的層級關係開始遭受

扭曲。同樣的規模與功能、服務旅程的零售地區之間也存

在若干質上的差異。同時商業中心規模上的差異不再是階

梯式的，而是一種連續性的形式，特別是在低層級的中心

之間更是如此 。 J ( Potter, 1982: 49 )。 波特的這一毆話

，不但闡釋了大衛模型與克氏中地理論對於商業中心層級

性形成背景的分野，更說明了大衛模型的理論精髓。

目波特「消費者知覺、行為與零售區位模型」

英國倫敦大學彼特教授 ( R. B. Potter ) 在 1982 年的

新書 r The Urban Retailing System: Location, Cogni

tion and Behavior J 中，完全自消費者的知覺與行為的角
度來探討零售區位的分佈 。 全書主要探討都市零售體系的

空間結構組織問題以及消費者知覺與行為在零售體系中的

形成兩大主題 。 其中在第二主題消費者知覺與行為對於零

售體系空間結構可能產生的影響中，波特提出許多創新性

的概念來加以解釋，這是波特在探討消費者知覺、行為與

零售區位三者問之關係時最主要的貢獻所在 。 主主簡述如下

1.波特在研究都市消費者行為在空間中的分佈型態時

，曾經提出“空間使用領域" ( spatial usage fields ) 及“資

訊領域" ( information fields ) 兩個新觀念 ( Potter, 1982: 

144 )。 任何消費者均會覺察到在他的生活領域中有若干

個零售中心，但是其中只有幾個零售牛心是他會去購物、

使用的。( 國 5 )。 這種空間使用領域與資訊領域觀念的

運用，可以有效地整合許多不同的消費者對於任一零售中

心在一致性與差異性高低上的意象，對於某一地區的消費

者的空間行為會有較佳的掌握。

2. 彼特從不同的消費者社經狀態及家庭狀態來理解不

同的消費者在使用空間的複雜度及範圍大小上的差異 (

Potter, 1982: 158-159 )。 結果發現老式家庭、低社經條

件的住戶均表現出受到很大限制的購物行為型態，他能夠

使用空間的領域也非常有限 。 反之，年輕小家庭、高社經

條件的住戶在購物行為型態上則未受到限制，非常的自由

、有彈性，且他能夠使用空間的領域也非常的大 。( 國 6

)。 波特的這項發現，對於零售規劃與政策上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涵 。 乃因近年來許多零售中心的發展均是迎合擁有

小汽車的消費者之需要而產生，因而忽略了大多數低所得

消費者的購物行為上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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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5 消費者資訊與空間使用領域之界定與測度

資料來源: Potter, R.B. , 1982, The Urban Retailing 

System : Location, Cognition and Beha. 

豆豆! England: Gower and Retailing 

and Planning Associates, P.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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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消費者社經狀態及家庭狀態與空間使用領域

之關係

資料來源 :同圖 5 ' P. 159 。

3. 波特利用整體資訊總量 ( aggregate information 

totals ) 的概念來處理消費者知覺與整體零售結構閑之關



係 。 經驗研究發現，隨著市中心區、區域中心、地區中心

、社區中心及鄰里中心，其整體資訊總量依仗遞減，而且

幹道型、帶狀商業區其值亦低。這正是說明了消費者對於

不同層級的中心的意象性高低。

(的貝瑞等人「現代化中地理論 J

美國德州大學地理系貝瑞教授等人 ( B. ]. L. Berry, 

et. al. ) 在其 1988 年的新書 r Market Centers and Retail 

Loc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J 中試圖建構一個更

真實的零售區位理論。該一理論是植基於三1f面的考量而

成: (1)服務地區人口的特性; (2)考慮了消費者行為型態可

能的影響，例如多重目的購物行為;在旅行距離與購物中

心之功能、特性之間所做的選擇; (3)服務人口之社經特性

可能產生的影響 ( Berry, et. al., 1988: 94一 103 )。 除此之

外，由於貝瑞充分考慮服務人口之社經特性並納入理論建

構之中，因而也使得貝瑞可以掌握到服務人口之社經特性

的變化與中地層級的變化之間的關係 。 我們知道，中地理

論是無法處理中地層級在時間向度上的變化情形，或中地

與其周地的人口密度、所得及職業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 。

這種由中地理論的靜態建橋所帶來的嚴重缺失 ，在此時則

由貝瑞加以彌補。貝瑞深刻認為，事實上，不論是新中地

層級的形成，或者是既有中地的消失，都有可能造成中地

層級的改變 ( Berry, et. al., 1988: 108一 110 ) 。 最明顯的
，當某一地區的居民所得與人口密度提高時，其相應的中

地將會開始集中供應較高層級的貨品與服務，而將較低層

級的貨品與服務留給較低層級的中地去提供，因而會改善

較低層級的中地。貝瑞這種將中地與周地的人口密度、所

得、教育水準、職業結構之間的緊密連結 ，以及因而造成

中地層級的改變的觀點，正是貝瑞建構所謂更真實的零售

區位理論的最重要貢獻所在。

除此之外，貝瑞等人在建構一個所謂更真實、更現代

的中地理論的同時，仍舊回顧雷樓等人的市場地理學以及

亞柏邦( W. Applebaum ) 的商店選擇模型，深深覺得應

該將中地理論、市場地理學以及商店選擇模型三者整合起

來，以為零售區位研究的最新發展芳向 。 只可惜，貝瑞等

人僅止於提及此一最新發展方向，並未針對研究內容及作

法做進一步交待 。

因稻生「零售地理的制度性研究架構」

英國威爾斯大學地理系的稻生教授 ( ]. A. Dawson ) 

在 1980 年所負責編著的 r Retail Geography J 一書中，

基於下列兩點理由，提出所謂「零售地理的制度性研究架

構 J ( r A Possibl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Retail 

Geography J ) : (1)在零售地理的研究領域中，最有價值
的研究方向應該是如何去解釋零售活動與其他經濟、社會

活動之間相互的關係，而此一研究芳向也將成為零售地理

研究的主要先疆 。 (2)在企業組織、商業機構等制度之中，

如何去理解各零售活動之間、零售活動與消費者之間、零

售活動與其區位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一件值得去嘗試的有

意義的工作。基於此，稻生提出零售地理的制度性研究架

構，主要是由: (1)組織形式 ( Organisational Form ) , 

( 2)活動技術 ( Activity Technique ) (3)商品( Commod昀

) ' (4)政府政策 ( Government Policy) ，以及(5)區位 (

Location ) 等五個部分所組成 ( Dawson, 1980: 239一240

)。 而這五部分之間形成彼此互動、相互影響的動態關係

'共同作用後呈現在零售地理之中 。 同時，這五部分均會

受到外在條件的影響，而重新對於整個零售地理的結果產

生改變。(國 n 。

(六)國內之商業空間研究的情形

國內對於消費者行為與商業空間結構之間相互作用的

研究起步較晚，且數量亦少 。 鄒克萬 ( 1985 ) : r 消費者

空間選擇行為之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重新建立一個較為

適當的消費者空間選擇行為理論與模式 。 陳坤宏 ( 1985 ) 

: r 台北市消費者空間選擇行為與空間結構關係之研究 J

'主要是從消費活動、消費者行為及社經屬性的觀點來比

較各層級商業空間的結構關係'並未直接涉及商業空間的

類型及其層級體系劃定上的問題 。 陳繼鳴 ( 1986 ) : r 台

北生活圈商業中心區位與規模之研究一一由消費者利益觀

點探討 J '主要基於消費者利益觀點，探討商業中心區位

與規模的分佈'並且利用數學規劉方法建立商業中心規模

體系以及副都心開發區位的可及性最適模型，藉以探討商

業中心的最適分佈 。 施鴻志( 1975 ) : r 都會區零售商業

市場潛力分析模型 J '主要利用零售商業引力模型來分析

台北都會區各商業地區的空間規模、吸引力、與區位分仰

之間的關館。林鈞祥 ( 1976 ) : r 台北市菜市場零售服務

分界與雷刺氏零售引力法則之印證 J 。該一研究獲得的結

論是:雷利氏理論可供誼明人類各種活動在空間上的表現

有軌跡可尋 。 而且雷利氏的零售引力法則 ，與台北市菜市

場的零售服務分界尚能吻合 。 陳國章、陳憲明 ( 1983 ) 

「台北市書店的區位與消費者贈買行為 J '以及蔡文彩等

( 1987 ) : r 台北市中華商場之機能結構與行人識覺 J 兩

項研究，係從消費者的行為、識覺來探討商業設施的區位

分佈，可說是開啟國內在這方面研究的先驅者之一。 陳國

章與陳憲明二人的研究首先基於書店聚集程度與空間區位

，將台北市的書店區位分禹城中聚集區位、大學近鄰聚集

區位與一般商店街分散區位等三種類型 。 從消費者的調查

中，發現書店擎的聚集與其商圈均有明顯的層級關係，書

店擎的聚集規模層級愈高，其商圈層級也愈高，反之，員IJ

愈低 。書店擎的聚集規模與其商圈層級是以城中最高，大

學近鄰吹之， 一般商店街最低 。 低層級書店擎的商園是高

-57一



[ . '，.，.，，01 州vrncr$ \\

ORGANISAToON 
FORM 

/E".r開I ,n( l...N'rtC rs 

ACT I \l 1τy 

TECHNIOlJE 

E， rrmol 心的L\

POLlCY 

J少TI側

E.' f'rr田I mf'vrncrs 

圖 7 零售地理的制度性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 Dawson, ].A., ed, 1980, Retail Geography, London : Croom 

Helm, P.239 。

層級書店葦商圈內的一部分，不同層級書店擎的商圈呈現

出明顯層級性的空間結構 。 在選擇行為上，雖然消費者並

不完全以近距離的書店為購買書籍的對象，但是，在大學

近鄰和一般商店街書店擎的消費者其主要理由是“距離因

素" 。 在城中書店擎的消費者其主要理由則不是距離因素

，而是“書籍種類多，好選擇"、“經過順便買"、“交通便

利"等因素，這些因素反映出聚集利益、多重目的購物習

慣的基本觀念 。 蔡文彰在 1987 年的此一研究與其本人在

過去所做的一系列商店街機能活動之研究有很大的不同，

乃因他在該項研究中開始關注消費者對於中華商場的識覺

反應 。 主要調查消費者前往中華商場的活動目的、對中華

商場的意象、對商品價格的識覺、對商品服務種類及商品

服務品質的反應等項目 。 這是一篇探討消費者識覺、行聶

與其商業空間之間關係的代表性研究，這種從消費者需求

面出發來觀照消費者行為與商業空間結構現象的形成之閉

關係的研究途徑，是與中地理論式從商業設施供給面出發

來觀照設施本身經濟性因素與商業空間結構現象的形成之

間關係的研究途徑大相逕庭的 。

﹒方法論批判

最後，我們針對上述國內外從消費者行為觀點探討都

市商業活動及空間結構的理論與研究做一綜合評述，並批

評其基本的缺點 。 歸納吉之，約如下面四點:

(一)大衛模型、波特模型及貝瑞模型都具有一個共同點

: 他們都是從消費者行為型態及社經屬性的角度來理解都

市商業空間結構的形成與發展 。 所以，他們不但都承認都

市中的商業中心之間具有層級關係的存在，而且這種層級

關係的形成背景更是來自消費者行為與社經屬性，而不僅

來自經濟法則 。 易吉之，他們均已看到都市商業空間結構

基本上並不是經濟法則運作下的產物，而是反映出消費者

行為與社經屬性的一種產物 。 此一論點正是這一支理論最

大的貢獻，也是與前一段介紹由新古典經濟學發展出來的

、只強調經濟法則的都市商業空間結構理論最主要的分

野 。

但是，大衛模型、波特模型與貝瑞模型 ， 仍與新古典

經濟學發展出來的商業空間結構模型一樣都犯了一個非常

嚴重的缺失，那就是:他們均把都市商業空間看做是一個

自足性、封閉性的空間體系，完全獨立於外在空間體系之

外，而忽視了自外在空間體系由上往下發展的動力可能帶

動該空間體系的成長與變化 。 易吉之，他們均未將都市商

業空間結構現象的形成與變化，放在更寬廣的全球政治經

濟學的框架之中來加以檢視 。 此點缺失乃成為這些模型企

圖有效地解釋都市商業空間現象時產生最大局限的關鍵所

在 。

(二)稻生已不再將零售活動看傲是一與其他社會、經濟

、政策活動完全無闋的活動，而開始把它放在比較寬廣的

視野之中來研究，看看零售活動是如何受到政府政策、組

織形式的影響，看看零售活動是如何與商品特性本身產生

關連 。 這一點是過去所有談論消費活動與空間結構的理論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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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研究所未有的，正好是此一研究架構的貢獻所在 。 同時

，此一研究架構特別強調構成零售地理研究的五個部分均

會受到外在條件的影響，進而對於整個零售地理造成改

變 。 此一觀念說明了稻生所建槽的零售地理本身並非是一

個自足的、封閉住的空間體系，相反地，它是一個開放性

的建構，隨時會受到外在條件的影響而發生改變 。 這一點

也正好可以彌補其他商業空間結構理論的不足 。

雖然稻生僅止於提出此一研究架構，並禾在真實世界

中有過任何經驗研究 。 但是，從他的研究架構中可以看出

，稻生已經能夠從經濟的角度以及消費者行為、活動兩方

面來觀照零售地理的發展與變化 。 但是，很可惰的，他仍

舊未能夠從文化及社會的角度來觀照，這正是他的研究架

構美中不足之處 。

自從「消費 J 意義的轉變觀之，正是提供這一支消費

空間結構理論形成的背景之一。 隨著二十世紀末西芳國家

所謂“行銷 ( 市場 ) 革命"的發生， 1960 年代行為地理學

或多或少的影響，都市消費者行為的明顯變化一一開始強

調每過一仗的大量購買以及只停留一次的購買，因而造成

人們對“消費"的看法有了改變 。 在過去「生產-消費 j 典

範的時代裳，企業 ( 生產 ) 者只要製造出商品就能出售，

消費者大都處於被動，純粹基於生活需要而接受商品;企

業 ( 生產 ) 者遵循“經濟利潤"、“市場行銷"等原則，而較

未考慮消費者行為、社經階層的因素下決定商業設施的區

位 。 相反的，到了後來「消費者行為」典範的時代，消費

的指向乃由企業者逐漸轉向消費者，消費者開始基於非理

性的實際行為、認知以及社鱷條件主動地讀取商品，而企

業 ( 生產 ) 者也不得不遵循“消費者行為、認知"的原則來

決定商業設施的區位 。 依此分析，前段所述「中地理論研

究取向的消費空間結構理論」基本上是屬於「生產一消費

」典範時代中「消費」的意義;而本段所述「消費者行為

、認知及社經階層研究取向的消費空間結構理論」則屬於

「消費者行為」典範時代中「消費 J 的意義 。 由此可知，

後一支消費空間結構理論強調消費者行為因素的重要性，

是比前一支消費空間結構理論只強調經濟因素者更接近現

實 。 但是，如果從文化的觀點來看，則會發現後一支消費

空間結構理論仍有不完美之處，因他們並禾處理消費的

“象徵性"、“符號性"此一問題 。 我們知道，依照經濟學、

心理學上的認識，消費的本質在於滿足需要與慾望的實質

功能性的過程 。 而符號學則認為，消費係以物品的象徵性

/符號性為媒介的傳播行為，那種“象徵"、“符號"的交換

，基本上是屬於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社會過程的建立的

重要部分之一。 質吉之，消費本質上是文化的 。 因此，面

臨全球文化重結構的既成事實，若未將「消費一文化觀點

」納入第三世界國家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的研究架構之中的

話，很明顯地在理論建構上是不完整的 。

個從全球文化重結構的觀點出發 ，更可以看出這一支

消費空間結構理論的嚴重缺失，一一亦即他們均未將都市

商業空間結構現象的形成與變化，放在更寬廣的全球政治

經濟學的框架之中來加以檢棍 。 此一缺失在世界體系中心

/邊障國家之間宰制/依賴局面的其體事實中更加明顯 。 在

此一同時，約翰﹒歇瑞 ( John F. Sherry, Jr. , 1987 ) 正好

提出“消費的意識形態是一穫文化帝國主義的形式"此一觀

念與之呼應。因為中心國家消費性商品高度市場化的結果

，顯然會使其本國各種創新性的商品加以霸權化、 帝國主

義化 。 同時，在邊陸國家都市菁英份子帶有象徵性、符號

性消費趨勢的助長下，我們可以看到西芳工業化國家所設

計、所喜愛的產品、生活方式、價值觀以及消費方式會不

斷地擴散到第三世界國家 ( 社會 ) 之中 。 很明顯的，這就

是邊陸國家消費者消費自中心國家進口的外來商品的具體

表現，不只是經濟層面的消費，而且也是社會及文化涵義

的消費 。 簡吉之，這一支理論雖然已經開始考慮消費者行

為與中士經屬性因素來關照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的研究，只可

惜，他們未能更進一步從「文化、生活的空間意義 J 建構

其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的理論架構 。

鑫、結語

總結而吉，縱使上述二大支理論中各理論的提出者，

均是陸續站在前一理論的基礎上做了不少的修正與延伸，

可是，他們在對於消費空間“層級"結構以及消費“中心"的

性質與意義的發展上，仍舊未脫離下列兩個重要層面的問

題 。

第一 ，就消費空間“層級"結構來說，它們都是一個封

閉性的消費空間層級體系的建構 。 易言之，它們都是在一

個獨立自主、與外界未有連繫的抽象地理空間之中，以建

構一套足以用來解釋該一空間體系內經濟活動在地理上的

其體表徵的演繹性理論 。 據此，它們認為中心性的發生是

來自周地對商品或服務的需求，這種由下往上的發展乃忽

略了自外界 ( 高階層中心 ) 由上往下發展的動力可能帶動

經濟空間體系的成長與變化的事實 。 這一點缺失乃成為這

二大支理論在解釋消費活動及其空間層級的形成與變化時

最大的限制所在 。

第二 ，就消費“中心"的性質與功能來說，它們大多傾

向於將中心看做是一個靜態的建構，而非認為中心一旦形

成後，其性質與功能是會持續不斷地以更替或增滅的方式

在變化 。 事實上， 一個消費中心的性質與功能，往往會在

中心與其周地消費者之社經階層、生活方式、消費型態、

消費活動特性等芳面之間的互動關係過程中產生變化 。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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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它們大多均認為消費中心是在一個經濟法則、甚至是

消費者行為性、 人口特性等元素作用下的產物，而未賦予

中心一種文化社會性及生活性的涵義，最明顯的是扮演一

個接收外來消費文化、觀念及技術、價值體系乃至生活芳

式等的重要門戶 。 這一點缺失說明了這二大支理論看待消

費中心的性質與功能過於簡單且狹隘 。

註釋

註 1 綜觀國內外關於商業活動與空間結構的研究芳向與

重點 ，我們大致上將它們歸納成以下幾個方面:

←)都會區或都市內部商業結構理論與研究 :

國外以 Proudfoot ( 1937 ) 、 Smailes & Hartley 

( 1961 ) 、 Getis ( 1961 ) 、 Carruthers ( 1962 

) 、 Berry ( 1963 ) 、 Garner ( 1966 ) 、 Mur-

phy ( 1966 ) 、 Scott ( 1970 ) 、 Raéine ( 1973 ) 

以及 Davies ( 1974 ) 等人最為著名 。 國內在這

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錢學陶 ( 1967 ) 、蔡丈彩 (

1978 、 79 、 80 ) 、胡金印 ( 1979 ) 、徐昌春 (

1980 ) 、周詠真 ( 1980 ) 、詹智源 ( 1982 ) 、陳

坤宏 ( 1985 ) 、吳達暉 ( 1986 ) 、王鴻楷及陳坤

宏 ( 1987 ) 、嚴勝雄及梁炳琨 ( 1988 ) 等人 。

(二)零售中心階層及其分類之研究:

國外有 Berry 及 Garrison ( 1958 ) 、 Berry 及

Mayer ( 1962 ) 、 Bochert 及 Adams ( 1963 ) 、

Thorpe 及 Rhodes ( 1966 ) 、 Rushton ( 1971 ) 

、 Beavon ( 1977 ) 、 Parr ( 1978 ) 、 Warnes 及

Daniels ( 1979 ) 、 Beaujeu-Gar.n ier 及 Delobez

( 1982 ) 以及 Dawson ( 1980 ) 等人 。 國內主要

有朱曼怡 ( 1982 ) 、劉培東 ( 1984 ) 、淡江規劃

室( 1984 ) 、陳繼鳴 ( 1986 ) 等 。

目古典中地理論的批評與改良 :

國外以 Lösch ( 1954 ) 、 Curry ( 1960 ) 、

Dacey ( 1965 ) 、 Rushton 及 Clark ( 1966 ) 、

Webber ( 1971 ) 、 Carter ( 1972 ) 、 Bell 、 Lie

ber 及 Rushton ( 1974 ) 、 Beavon ( 1977 ) 、

Berry et. al. ( 1988 ) 等人較為著名 。 國內目前

除王鴻楷與陳坤宏 ( 1987 ) 對於中地理論提出較

深刻的批評外，迄今尚未有以這方面聶研究重點

的學術論文或文章 。

間消費者空間行為之研究 :

國外有 Baumol 及 Ide ( 1956 ) 、 Cohen 及

Lewis ( 1967 ) 、 Rushton 及 Clark ( 1966 、 68

) 、 Horton 及 Reynolds ( 1971 ) 、 Bowlby ( 

1972 ) 、 Pipkin ( 1977 ) 等人 。 國內則有陳國章

及陳憲明 ( 1983 ) 、鄒克萬 ( 1985 ) 、蔡文彩等

人 ( 1987 ) 等 。
回分析零售活動特性及其與都市成長之間的關係:

國外有 Berry ( 1969 ) 、 Sibley ( 1970 ) 、

Yehoshua S. Cohen ( 1972 ) 以及 Bowling 及

Hair ( 1975 ) 等人 。 國內包括何芳子 ( 1972 ) 、

張聰明 ( 1974 ) 、施鴻志 ( 1975 ) 、龔俊榮 (

1976 ) 、陳覺惠 ( 1977 ) 、蔡文影 ( 1977 、 85 ) 

、呂芳斌 ( 1985 ) 、莊武釗 ( 1985 ) 等人。

(六)零售區位變遷之研究:

國外有 Rolph ( 1929 ) 、 Proudfoot ( 1937 ) 、

Ratcliff ( 1949 ) 、 Hood 及 Yamey ( 1951 ) 、

Vance ( 1962 ) 、 Simmons ( 1964 ) 、 Davies

及 Getis ( 1967 、 68 ) 、 Davies ( 1973 、 76 ) 、

McEvoy 及 Kivell ( 1972 ) 等人 。 國內有陳國章

、孟靜及胡金印 ( 1980 ) 、台大人口研究中心 (

1982 ) 等 。
的商店區位評估:

在國外. Nelson ( 1958 ) 是這方面最早的研究

者，其後有 Ransome ( 1961 ) 、 Kane ( 1966 ) 

、 Cox ( 1968 ) 及 Epstein ( 1971 ) 等學者加

人 。 國內主要包括劉錚錚 ( 1968 、 72 ) 、嚴勝雄

( 1980 ) 、潘水芳 ( 1981 ) 、林偉誠 ( 1985 ) 等

人。
的零售發展理論之建立:

國外在這方面的研究以 Mcnair 提出的 r Theory 

of wheel of retailing J 最聶著名 。另有 Harold

Barger ( 1955 ) 、 Hollander ( 1962 ) 、 Cundiff

( 1965 ) 、 Alderson Wroe ( 1965 ) 、 Wadi

nambiaratchi ( 1968 ) 以及 Edwin M. Rams ( 

1976 )等學者。國內在這1ï面的研究較為欠缺 。

叫商店關連或序列分析之研究 :

國外以 Arthur Getis 及 Judith M. Getis ( 1967 

) 提出的 r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J 概念最為重

要 。另有 Barry 1. Garner ( 1966 )提出 r bun

dles of goods J 概念 。 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亦付

之闕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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