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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零售业态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
———基于 ＣＳＳＣＩ（２００３—２０１３）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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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广义零售业态为视角，基于 ＣＳＳＣＩ 近十年的文献为基础对我国零售业态研究

的现状进行分析。 研究表明，零售学者对整体零售业态、超市业态、百货业态、购物中心业态四

个方向在业态营销、业态经营与管理、业态创新等几个研究主题的研究已相对成熟，而对于其

他诸如商品零售的专卖店业态、专业店业态以及餐饮零售和服务零售各业态的研究相对比较

滞后。 随着服务经济的到来，新的零售业态的大量涌现使得目前我国的零售业态研究已跟不

上零售实践，原有的零售业态研究较多停留在以商品零售业态为主的狭义范围之内，一定程度

阻碍了整体零售业态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零售学者应扩大零售业态研究的方向以及增加传统

业态研究的主题内容，使我国零售业态理论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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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年，中国零售研究成为商业经济研究领域

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零售业态的研究又是零售

研究中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零售业态是为满足特

定目标市场需求，对全部零售要素进行战略或营销

组合而形成的店铺经营形态。 狭义的零售业态特

指针对商品零售的各业态，包括百货公司、超市、便
利店、专业店、专卖店等。 广义的零售业态应包括

所有商品、服务产品和餐饮产品的零售经营形式，
因此应延伸到诸如餐饮零售的快餐业态、正餐业

态、小吃业态，服务零售的专业服务店、针对个人

的咨询服务业态等［１］ 。 本文将从广义零售角度收

集近十年来中国零售业态学术成果，以展现零售

业态研究的整体现状，为未来该领域研究探明

方向。

一、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在 ＣＳＳＣＩ（含

扩展版）中经济与管理类期刊发表的零售业态学术

论文，研究对象为所有以中国零售业态或单一零售

业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包括零售业态的

整体宏观研究以及商品零售、餐饮零售、服务零售

所属的各单一微观零售业态的研究。 本研究对象

不包括：１．我国学者针对其他国家零售业态或某单

一业态的研究；２．研究主题非零售业态本身的研究，
如研究上市企业关联交易问题，以某家超市品牌为

例，其研究主题非所属超市业态本身；３．一些纯零售

品牌企业的案例性分析，因未站在业态研究基础之

上，也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文献检索词为题目名称

含有“零售业态、业态、百货、超市、购物中心、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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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专业店、专卖店、快餐、小吃、正餐、休闲厅、专业

服务店、租赁店、家居服务”等共 ２０ 个词，经过一一

删选，共整理出符合要求的文献 ２２５ 篇。

二、零售业态研究现状
（一）学术期刊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２２５ 篇关于零售业态研究的文

献主要分布在 ７８ 种 ＣＳＳＣＩ（含扩展版）经济与管理

类期刊。 其中大部分期刊关于此领域的研究只发

表了 １ 到 ２ 篇文献，１１ 年间共发表了 ５ 篇及以上的

期刊共 １１ 种，可将这些期刊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对

零售或零售业态文献较为关注的期刊，如《商业研

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商业经济与管理》列居前

三，分别共计发表了 ３８ 篇、２３ 篇和 １７ 篇文献，他们

的发文量占到总发文量的 ３４．７％。 《商业研究》多

年来一直是 ＣＳＳＣＩ 扩展版期刊，最近几年办刊水平

有较大提升，在商业经济研究领域仍具有重要的地

位。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重点关注

商业经济，开辟了商贸流通专栏，２０１１ 年开始单独

开辟商业企业管理专栏，刊登大量零售领域的学术

文献，这一领域的多名著名学者在此期刊发文。
《商业经济与管理》基本上每年刊登两到三篇零售

业态学术论文，并以实证性文献为主。 第二类期刊

是对零售领域有一定程度关注的经济类期刊，其零

售业态发文量不多，但某些期刊发表的文献具有较

高的学术影响力，被引频次较高，如《财贸经济》９ 篇

零售业态文献中 ４ 篇文章被引频次超过 ２０ 次。

图 １　 零售业态学术期刊分布

　 　 （二）学术论文研究方向与主题分布

通过逐一研究和归纳，将 ２２５ 篇零售业态学术

论文分别归属于 ９ 个研究方向及 １４ 个研究主题。 表

１ 展示了十年来 ＣＳＳＣＩ（含扩展版）收录的我国零售

业态研究主要学术成果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的交

叉列表，表 １ 中深色区域为主要学术成果的主要分布

情况，打“—”线表示在这一领域没有相关学术成果。
从研究方向来看，目前已有的研究方向中，宏

观整体零售业态的研究成果仍是主力，有 ６３ 篇学术

成果，并且分布于 １０ 个研究主题，是研究主题最多

的研究方向。 其次对于单一业态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商品零售领域，餐饮零售单一业态较少，服务零

售业态研究还处于空白。 商品零售单一业态中，超
市业态研究成果最多，达 ６７ 篇论文，文章数量位居

第一，集中分布于 ８ 个研究主题。 其次为百货业态

和购物中心业态，分别有 ３８ 篇和 ２４ 篇学术成果，专

卖店业态只有 ３ 篇，专业店业态目前还没有相关成

果。 值得注意的是，餐饮零售业态的快餐业态和正

餐业态分别有 １２ 篇和 ６ 篇学术成果，并且均有 ３ 至

４ 个研究主题。
从归纳的 １４ 个研究主题来看，关于整体业态或

单一业态的营销问题研究成果最多，有 ６２ 篇，位居

第一，并分布于所有 ９ 个研究方向，其中超市业态营

销研究成果最多，达 ２９ 篇，其次为百货业态。 排在

第二位的研究主题是业态经营与管理，有 ４３ 篇研究

成果，分布于 ７ 个研究方向，其中关于超市业态和百

货业态的成果最多。 关于业态现状与发展对策的

成果共计 ２４ 篇，主要分布于 ５ 个研究方向。 某些研

究主题针对性较强，集中在某一个研究方向。 如业

态的变迁与演化的 ２０ 篇文章均针对整体零售业态

的研究，而业态聚集与业态规划和建设均主要针对

购物中心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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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零售业态学术论文研究方向与主题分布

　 　 　 　 　 研究方向

研究主题　 　 　 　
零售

业态

超市

业态

购物中

心业态

便利店

业态

百货

业态

快餐

业态

正餐

业态

专卖店

业态

酒楼

业态
合计

业态营销 ５ ２９ ３ ２ １３ ６ ２ １ １ ６２

业态经营与管理 — １８ ６ ３ ９ ２ ３ ２ — ４３

业态现状与发展对策 ９ ７ ２ ４ ２ — — — — ２４

业态创新与变革 ８ １ ３ — ６ — — — — １８

业态竞争与竞争力 ２ ５ — １ ２ １ １ — — １２

业态发展战略 — — — — ６ ３ — — — ９

业态空间布局与选址 — ３ ３ １ — — — — — ７

业态规模经济 ２ ２ — — — — — — — ４

业态集聚 — — ４ — — — — — — ４

业态企业规划与建设 — — ３ — — — — — — ３

业态适应性与绩效 ７ ２ — — — — — — — ９

业态选择 ４ — — — — — — — — ４

业态变迁与演化 ２０ — — — — — — — — ２０

其他 ６ — — — — — — — — ６

合计 ６３ ６７ ２４ １１ ３８ １２ ６ ３ １ ２２５

　 　 从目前已归纳整理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进

行分析，可进一步将整个研究领域分为两个层面，
包括：相对成熟和热点的研究领域和欠成熟的研究

领域。 成熟的研究领域如表 １ 中深色区域带边框的

区域，突出特点是研究的主题分布于多个业态，同
时研究方向的研究主题也较多，具有一定发文量。
即关于整体零售业态、购物中心业态、超市业态、百
货业态、快餐业态分别在业态营销、业态经营与管

理、业态现状与对策、业态创新与变革和业态竞争

力方面均有学者的较多关注和学术成果。 第二个

层面为表 １ 中带深色边框外的其他深色区域。 这些

研究领域研究的面相对于比较窄，或者不够成熟。
如业态集聚、业态选择、业态变迁等均主要集中于

少数研究方向，在其他研究方向上没有明显的研究

成果，或某些研究方向只在某些主题上具有少量成

果，如正餐业态、专卖店业态只在业态营销和业态

经营与管理主题方面具有少量成果。
（三）学术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零售业态领

域研究的文献呈现螺旋并略有下降的趋势。 发文

量最多的年份集中在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三年的发文量占总数的 ４１．８％。 发文量最少的年份

为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总发文量均为 １２ 篇。 ２００３ 年

至 ２００５ 年，关于零售业态的研究维持在较高的水

平，这与当时我国零售业全面开放有关，大量国外

巨头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零售业也在发生巨大的

变革。 零售学者们重点关注零售业态的变迁与创

新问题，以及超市业态和百货业态的创新、经营管

理问题等。 ２００３ 年关于百货业态和超市业态的研

究尤为突出，全年两个业态的文献数分别达到 １０ 篇

和 ９ 篇。 ２００５ 年关于零售业态和超市业态的研究

突出，全年研究文献分别达到 １０ 篇和 １１ 篇。 ２０１１
年至今，关于整体零售业态及单一零售业态的研究

均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 学者们十年来对整体零

售业态、超市业态、百货业态的研究已相对成熟，目
前已无明显的关注热点，而对于其他业态的研究相

对于比较滞后或关注度不够，导致零售业态研究文

献的逐渐减少。
（四）高影响力文献分析

学术文献的被引频次直接反映了文献的学术

影响力，同时也反映了研究领域的受关注程度。 以

知网统计的被引频次作为标准进行统计，２２５ 篇文

献中有 ７１ 篇文献被引频次超过 １０ 次。 考虑到被引

频次的时间问题，采用年均被引频次将更加具有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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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零售业态学术论文时间分布

性。 ２２５ 篇文献中年均被引频次最多的前五十篇文

献主要发表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刊发于 ２７ 个经济管

理类学术期刊。 其中《商业研究》刊发了 ６ 篇，《北
京工商大学学报》６ 篇、《管理世界》３ 篇、《商业经济

与管理》３ 篇、《中国流通经济》３ 篇、《财贸经济》 ２
篇、《管理工程学报》 ２ 篇。 ５０ 篇文献中，发文量较

多的作者并不多，其中李飞 ２ 篇，汪旭晖 ２ 篇，杨宜

苗 ２ 篇，王先庆 ２ 篇，显示这些作者在该领域的研究

影响力。 表 ２ 展示了零售业态研究年均被引频次排

名前十的文献，这些文献对近十年来零售业态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表 ２　 零售业态研究年均被引频次排名前二十文献统计

第一作者
被引

频次

年均被引

频次
文献篇名 研究方向 学术期刊 发表年份

李飞 ３８ １２．７
中国百货商店如何进行服务创新———基于北京当

代商城的案例研究
百货业态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０

王高 ８５ １２．１
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客满意度实证研究———基

于 ２０ 家大型连锁综合超市的全国调查数据
超市业态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６

刘新燕 ９１ １０．１ 大型超市的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实证研究 超市业态 管理工程学报 ２００４

朱枫 ６７ ６．７
基于 ＧＩＳ 的大型百货零售商业设施布局分析———
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百货业态
武汉大学学报

（工学版）
２００３

吴长顺 ５４ ６．０ 百货商店与综合超市形象影响因素差异性研究 百货业态 现代管理科学 ２００４

盛朝迅 １１ ５．５ 基于业态变异视角的我国百货业盈利模式思考 百货业态 商业经济与管理 ２０１１

何丹 １６ ５．３ 上海零售业态的变迁与城市商业空间结构 零售业态 商业研究 ２０１０

温韬 ３７ ５．３ 大型百货商场顾客体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百货业态 商业经济与管理 ２００６

鲍观明 ３６ ５．１ 零售业态演变规律的综合模型构建 零售业态 财贸经济 ２００６

郑欢 ３９ ４．９ 大型超市顾客交费排队系统优化分析 超市业态 管理学报 ２００５

　 　 （五）文献研究方法分析

文献研究的方法直接反映了文献的学术水平，
实证研究法是目前公认具有较高科学性和说服力

的研究方法，可进一步划分为调查研究、案例研究、
数量统计研究等。 根据对 ２２５ 篇文献的逐一分析，

将实证研究法根据是否有模型基础进一步分为 ５ 种

类型。 如表 ３ 所示，虽然超过一半的文献主要采用

一般的理论性探讨方法，但采用实证研究的文献仍

占有较高比例，其中采用模型基础上的问卷调查研

究占 １９．１％，是实证研究中采用最多的方法。 从各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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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的研究方法分析，超市业态与购物中心业态的

实证研究文献多于理论探讨的文献。 特别是关于

超市业态研究广泛采用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其中问

卷调查研究成为该业态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表 ３　 零售业态研究方法统计

　 　 　 　 　 　 　 　 　 业态类型

研究方法　 　 　 　 　 　
零售

业态

超市

业态

百货

业态

购物

中心
便利店 其他 合计 百分比

理论探讨 ４３ ３１ ２４ １１ ７ １１ １２７ ５６．４％

实
证
研
究

模型构建＋问卷调查研究

模型构建＋案例研究

模型构建＋数理统计研究

案例研究

模型构建

小计

５

２

９

０

３

１９

１９

３

５

５

２

３４

８

１

３

１

１

１４

１

２

２

４

４

１３

０

０

０

２

１

３

１０

０

２

３

０

１５

４３

８

２１

１５

１１

９８

１９．１％

３．６％

９．３％

６．７％

４．９％

４４．６％

合计 ６２ ６５ ３８ ２４ １０ ２６ ２２５ １００％

　 　 三、主要研究文献回顾
（一）零售业态研究

如前所述，关于宏观零售业态研究的 ６３ 篇文献

分布于 ９ 个研究主题，其中，研究成果较多、研究学

术水平较高的主题包括零售业态变迁与演化的研

究、零售业态创新与变革的研究以及零售业态适应

性与绩效评估研究等。
１．零售业态变迁与演化研究

研究业态变迁与演化的文献相对较为成熟，学
者从不同视角研究零售业态变迁或演化规律与理

论。 史锦梅 （２００３） ［２］ 基于顾客需求角度研究“需
求满足论”对零售业态演变影响，预测零售业新业

态在货币成本方面的下降是有限的，而在通过提高

服务或服务技术水平来提高顾客购买总价值方面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晏维龙（２００３） ［３］提出“消费者

偏好理论”，认为消费者对零售服务的需求差异性

决定了零售形态的多样性，从而推动了零售业态演

化。 两位研究者均从消费者角度进行零售业态变

迁推动力研究。 朱涛（２００９） ［４］ 从组织能力视角研

究了零售业态演化的原始动力，认为企业家追求利

润的原始动力促使其对零售原业态的革新和重组，
企业家的组织能力对业态演化起到关键作用。 芮

明杰（２００７） ［５］ 还从产业组织的视角研究了零售业

态的差异化和演进。 也有学者通过模型构建研究

零售业态的演变规律，如鲍观明（２００６） ［６］ 在零售业

态演变传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零售业态演变规律

的综合模型，该模型由三部分构成，包括业态演变

的内部和外部界定、业态演变的内容和特征以及业

态演变的动因分析。 部分学者对业态演化模型进

行了运用，黄漫宇（２０１１） ［７］以 ＫＩＭ 等人提出的零售

进化综合模型为基础提出中国农村零售业态变革

的思路，零售进化综合模型强调零售业态变革的因

素主要包括零售业态间的竞争与冲突、消费者偏

好、零售环境等。
２．零售业态创新与变革研究

关于整体零售业态创新与变革的研究也较为

活跃。 李飞（２００６） ［８］ 从营销组合角度提出业态创

新途径，研究表明零售营销活动中的产品、服务、价
格、店址、环境和沟通 ６ 个组合要素是零售业态的关

键构成要素，６ 个组合要素下又有主要的 ２４ 个细分

维度，不同的组合产生不同的零售业态，因此 ２４ 个

维度的不同组合变化就形成了新的零售业态，也即

零售业态创新的主要途径。 沈健（２０１１） ［９］ 从消费

者需求和成本控制因素提出业态创业的可能性。
多名学者从区域角度进行了业态创新研究，如汪旭

晖（２００９） ［１０］以东北地区农村消费者调查为基础，从
选址、商品等六个要素研究农村消费行为偏好，从
而对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模式进行探究。 张晓霞

（２０１１） ［１１］以破坏性理论为基础，对农村零售业态现

状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农村业态演变是维持性创新

和破坏性创新相结合的观点。 对传统业态的改造

和发展属于维持性创新的结果，新诞生的廉价商店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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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破坏性创新的结果。
３．零售业态适应性与绩效评估研究

学者们多通过实证定量研究方法对零售业态

的适 应 性 与 绩 效 进 行 研 究。 夏 春 玉、 杨 宜 苗

（２００７） ［１２］构建了零售业态适应性评价及影响因素

模型，并通过 ３１ 个省市连锁企业的实证分析得到结

论：同一地区的不同零售业态之间或不同地区的同

一零售业态之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的适应性程度，
提出要科学制定零售业态发展战略。 赵泉午

（２０１０） ［１３］对 ６４ 家上市公司的 １３ 年的年报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研究业态引入或多业态与单业态之间

的绩效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零售企业引入新的

零售业态三年内对企业具有负面的绩效影响，而单

一业态经营模式绩效优于多业态的经营绩效。 汪

旭晖（２００９） ［１４］从消费者满意度角度对农村地区主

要四种典型业态模式的成长性进行评价，发现影响

消费者满意度的六个因素在不同零售业态中对消

费者的影响存在差异，杂货店和集贸市场两大业态

仍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
４．其他主题研究

除以上较为热点的研究主题外，整个零售业态

的研究主题还包括零售业态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

究、零售业态营销研究、业态规模经济以及对跨国

零售业态在华的研究等。 零售业态的现状与发展

对策研究以一般性论述为主，实证性的文献较少。
整体零售业态营销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消费者角度

的营销问题研究。 如王德章（２００５） ［１５］ 研究如何将

消费者行为与零售企业的营销战略相结合，提出了

不同零售业态基于消费行为的价格定位和市场细

分等营销策略；杨宜苗（２００５） ［１６］ 以百货商店、超级

市场和购物中心为例，从消费者对店铺形象的满意

度角度设计了针对不同零售业态的测量量表。 我

国学者对跨国零售业态在华的经营行为给予了一

定关注。 如费明胜（２００８） ［１７］基于 ２１ 家跨国零售企

业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主要多业态的跨国零售企业

在中国的零售业态的选择。 汪旭晖（２０１０） ［１８］ 通过

建立店铺形象的评价指标对在华的不同跨国业态

企业进行差异分析，提出零售企业通过店铺形象化

提升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二）超市业态研究

超市业态的研究是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关注的

一大热点。 其中关于业态营销的研究成果最为突

出，其次为业态经营与管理，少量学者研究了超市

业态竞争力、业态空间布局与选址以及业态竞争对

策等问题。
１．超市业态营销研究

超市业态营销方面 ２９ 篇学术文献重点研究了

消费者行为与心理、客户关系管理、服务营销等主

要 ７ 个方面的营销主题。 如表 ４ 所示。 其中关于消

费者行为与心理的文献最多，其次为客户关系管理

所涉及的关系维护、顾客忠诚度与顾客满意度研

究。 ２９ 篇文献中 ２１ 篇文献采用了实证定性或实证

定量研究方法。
表 ４　 超市零售业态营销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

研究主题 数量 实证研究 理论探讨

消费者行为与心理 ８ ６ ２

客户关系维护 ２ ２ ０

顾客忠诚度 ５ ４ １

顾客满意度 ５ ５ ０

服务营销 ３ １ ２

营销策略 ３ ２ １

品牌战略 ３ １ ２

总数 ２９ ２１ ８

关于消费者行为与心理的研究主要从超市的

购物环境、超市的品牌形象等方面研究对消费者行

为的影响。 解志韬（２０１０） ［１９］ 在理论基础上提出消

费者择店效用理论模型，并实证验证了消费者效用

和消费者支出在择店行为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表

明消费者固定效用和变动效用在不同类型零售店

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不同形态的超市应根据不同

类型超市消费群体的特质和消费偏好等制定不同

的竞争策略。 杜传文（２０１１） ［２０］ 研究了超市购物环

境对顾客感知及惠顾行为影响，发现购物环境对顾

客行为有正相关作用，购物环境即影响顾客情绪，
还影响着顾客对商品和服务的认知等消费行为。
超市业态顾客满意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满意度测

量的模型以及实证定量研究上。 王高（２００６） ［２１］ 还

全面系统地开发了超市顾客满意度测量量表，并在

全国范围内采集 ２０ 家大型连锁综合超市的满意度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影响消费者满意度最大的

为物美价廉，其次为购物体验和商店服务，而购物

的便利性对顾客满意度影响很小。 超市顾客忠诚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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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影响因素和提高忠诚度的方

法上。 于坤章（２００６） ［２２］ 研究了商店印象、经济、时
间、便利性与顾客在认知忠诚、情感忠诚、意向忠诚

和行为忠诚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商店印象的实体

和经济对顾客认知忠诚影响最大，时间与便利性对

情感忠诚有直接影响，经济对意向忠诚影响大，实
体和社会心理对行为忠诚有直接影响。

２．超市业态经营与管理及其他研究

统计的 １８ 篇超市业态经营与管理方面的研究

文献主要的研究主题包括物流配送方面、信息系统

建设、通道费用研究等，大部分文献以理论探讨为

主，实证文章较少。 物流配送环节是超市面临的重

要经营管理问题，郑霞忠（２０１０） ［２３］针对我国中小型

连锁超市存在的问题建立了物流系统优化模型，并
详细阐述模型中如何实现采购管理优化、库存管理

优化以及配送系统优化等。 周树华（２０１１） ［２４］ 为超

市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化管理体系提出建设思

路。 居长志（２００５） ［２５］ 概括了超市业态经营的主要

关键要素，提出连锁超市供应链、资金链、物流链、
信息链、人才链的重要性。

超市业态的其他主题研究还包括超市业态现

状与发展对策、业态竞争与竞争力、业态的空间布

局与选址以及业态的适应性问题等。 学者对超市

业态 的 竞 争 问 题 给 予 了 较 多 关 注。 乔 颖 丽

（２００５） ［２６］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超市业态生鲜食品

经营面临的竞争格局，分析了不同类型超市的竞争

均衡及其原因。 周涛（２０１０） ［２７］ 运用零售饱和指数

法，从纵向和横向对农村地区超市业态的饱和度进

行了研究，指出饱和指数越大，超市需求相对于零售

设施供给的净需求越大，该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也越

大。 空间与区位选址方面，近两年学者以实证研究方

法为主。 如肖琛（２０１３） ［２８］ 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
对城市连锁超市空间布局格局与区位选择进行了研

究，研究表明不同类型超市的空间分布特征不同，经
济发展现状、消费者规模、交通便利性、消费者购买力

等，推动了地区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
（三）百货业态研究

中国百货业态的发展较超市业态的发展时间更

长，已进入相对成熟的时期，关于该业态研究近十年

来仍主要集中于业态营销的研究，其次是业态经营与

管理、业态创新与变革及业态发展战略的研究。
１．业态营销研究

百货业态的营销研究共计 １３ 篇成果，主要包括

服务营销、消费者行为与心理、品牌战略及顾客满

意度等 ６ 个主题，其中服务营销的研究成果较为突

出。 李飞（２０１０） ［２９］ 建立了百货业态服务创新的过

程模型并进行全面的定量验证，结果表明：我国百

货业态服务创新的驱动力主要为高层经理、顾客信

息以及同行或竞争者三大要素；服务创新保障机制

的关键是公司战略与组织文化环境与之相匹配；其
服务项目开发过程需要遵循一定规范步骤。 侯旻

（２０１０） ［３０］从百货业态服务质量感知角度设计了服

务要素的测量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有形性、便利性、响应性、可靠性和移情性是百货业

态服务要素细分，应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提升消费

者对服务体会的愉悦感。 胡矗明（２０１２） ［３１］ 以广州

市百货商店为例，对百货商店服务体系关键要素构

成进行研究，在指标设计及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服

务体系建设的六大关键要素。 关于百货业态消费

者行为与心理的研究侧重于顾客的消费体验方面，
温韬（２００６） ［３２］设计了顾客体验营销模型，并通过实

证研究得出顾客维度、情景维度、交通纬度对顾客

感知体验和情感体验的差异，其中，情景维度因素

是最重要的维度因素。
２．业态经营、业态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

百货业态经营与管理研究包括经营绩效与盈

利模式、商业设施布局、供应链管理及商业经营管

理模式等方面。 盛朝迅（２０１１） ［３３］ 从业态的变异视

角对我国百货业态联营模式下存在的核心技术及

商业功能弱化、业态特征弱化、盈利空间和业务空

间变窄以及经营风险放大等负面问题，提出向自营

模式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吴孟珠（２００７） ［３４］ 论

述了供应链管理在百货企业存货控制的应用等。
关于百货业态的创新与变革研究和发展战略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５ 年间的三年间，两个

研究主题的 １２ 篇文章有 ９ 篇来自这一时期，这与当

时我国百货业态所面临的行业困境有较大关系。
学者们之后将百货业态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前述

的业态营销和经营管理方面。 同时，两个主题方面

的研究以理论探讨为主，较少运用实证分析方法，
其中百货业态发展战略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如

王妙（２００７） ［３５］从营销角度较深入地剖析了百货业

差异化竞争战略的应用价值及应用方法，提出通过

品牌个性创新、商品个性创新、服务个性创新、环境

个性创新及文化个性创新来打造百货企业的差别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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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购物中心业态研究

购物中心业态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在中

国发展，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进入相对成熟的

发展阶段。 零售研究学者们对这一业态也给予较

全面及高水平的研究，２４ 篇文献分布于包括业态集

聚、空间布局与选址、经营与管理等 ７ 个方面的主题

研究，其中以实证定性与定量为主，理论探讨为辅。
购物中心业态聚集研究是这一业态独有的研

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 王先庆（２０１０） ［３６］

在国外聚客力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修正，提
出我国购物中心聚客力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通过

层次分析方法对聚客力 ９ 个核心影响因素权重进行

测定。 叶强（２０１１） ［３７］以长沙市为例，从城市商业空

间角度研究了购物中心的空间集聚与扩散作用，研
究表明大型购物中心是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核心

部分，其集聚与扩散作用是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演变

的主要动力之一。 购物中心业态空间布局与选址

的研究主要以城市为例进行定量分析。 李忠富

（２００８） ［３８］建立了购物中心选址的评价体系，并给予

权重系数的确定。 郭馨梅（２００９） ［３９］ 以北京八城区

代表性的购物中心为例进行了购物中心区位选择

的实证分析，通过定量分析，从不同角度总结了选

址的主要影响因素。 购物中心业态的经营与管理

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店铺租金和商户关系研究等方

面。 聂冲（２００９） ［４０］ 从“四维度”入手，构建了影响

购物中心商铺租金的价格模型，研究表明区位特征

对商铺租金最为重要，商铺面积与租金水平呈负相

关，有效购买力、商铺可见性和可达性与租金具有

强正相关性。
（五）其他业态的研究

除以上业态零售学者给予较多关注外，其他业

态的研究相对较少。 便利店业态 １１ 篇文献分布于

包括业态营销、业态竞争、业态选址、经营管理、业
态经营现状 ５ 个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以理论探讨为

主，实证研究成果较少。 业态选址方面，郭崇义

（２００５） ［４１］以北京、广州等城市便利店周边环境调研

为例，通过现场调研总结出便利店选址的主要区位

类型体系，这一区位类型体系对于便利店的选址、
运营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业态经营方面，吴佩勋

（２００７） ［４２］以广州连锁便利店为例，对便利店连锁系

统加盟商加盟动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获得总

部商标品牌，价低资讯与交易成本是加盟商的三个

主要加盟动机。

快餐业态 １２ 篇文献分布于包括业态营销、业态

竞争、发展战略及经营管理 ４ 个主题，是餐饮零售业

态研究关注度最高的业态，近年来对该业态的研究

有明 显 增 加 的 趋 势。 业 态 营 销 方 面， 钟 国 栋

（２００３） ［４３］ 对中、西式快餐在目标市场定位、市场开

拓、服务理念等方面进行差异分析基础上对发展中

式快餐提出建议。 孟子敏（２０１３） ［４４］以麦当劳、肯德

基为例，研究了快餐业态顾客满意的影响因素，并
利用因子分析法提炼出顾客满意的回归模型，同时

提出快餐厅满意度提高的主要措施。 林圣哲

（２００６） ［４５］以我国消费者为对象进行实验，从消费者

角度研究了西式快餐企业在中国的产品组合策略。
零售研究者对正餐业态以及专卖店等业态给

予了较少的关注。 虽然关于正餐业态的案例研究

较多，但大部分文献不是站在整个业态的角度进行

研究，其应用性较窄。 该业态比较突出的成果主要

在业态营销方面。 杨慧（２００８） ［４６］ 在对顾客公平度

感知的调查基础上研究了差别定价策略在我国正

餐业态的适应性问题。 冉宁（２０１３） ［４７］ 将顾客忠诚

理论运用到了正餐业态中，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四、结论与展望
从整体来看，最近十年关于零售业态的研究是

零售研究各领域中较为活跃的领域，零售学者们以

各业态在我国不同时期关注热点的不同给予了不

同主题方向的研究。 十年来关于零售业态的学术

成果整体呈现螺旋发展的趋势，目前已进入研究热

点不明显的阶段。 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零

售学术期刊，但部分商业经济类高质量学术期刊对

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给予重点关注，《商业研究》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商业经济与管理》等杂志是

目前零售业态研究领域学术刊登量最多的期刊，并
逐渐成为当前这一领域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期

刊。 同时，零售学者们较广泛采用各种实证研究法

提升了文献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从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两个层面来看，零售学

者对整体零售业态、超市业态、百货业态、购物中心

业态四个方向在业态营销、业态经营与管理、业态

创新等几个研究主题的研究已相对成熟，统计的高

影响力文献多集中于这些领域。 特别是对各业态

营销的研究，不仅研究成果数量多，其研究成果的

水平和质量均处于较高水平，６６％的文献采用了实

证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零售学者们对于其他诸如

２３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２ 卷



商品零售的专卖店业态、专业店业态以及餐饮零售

和服务零售各业态的研究相对于比较滞后或关注

度不够，甚至处于研究空白，导致零售业态研究出

现不平衡的局面。 随着服务经济的到来，新的零售

业态的大量涌现使得目前我国的零售业态研究已

跟不上零售实践，原有的零售业态研究较多停留在

以商品零售业态为主的狭义范围之内，一定程度阻

碍了整体零售业态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因此，未来

十年，零售学者应扩大零售业态研究的方向以及增

加传统业态研究的主题内容，使我国零售业态理论

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并紧跟零售实践的步伐。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选取的

主要为 ＣＳＳＣＩ 的零售业态学术文献，反映的为该领

域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相关成果，而非 ＣＳＳＣＩ 的零

售业态研究成果未得到体现。 通过 ＣＮＫＩ 搜索发

现，目前在 ＣＳＳＣＩ 未关注的业态在其他非 ＣＳＳＣＩ 期
刊上已有研究成果，有些成果仍具有一定学术价

值，一定程度影响了对整个零售业态的研究现状的

掌握，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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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胡矗明，张泳，叶生洪．百货商店服务体系关键要素的

构成研究———基于广州市百货商店的实证分析［ Ｊ］ ．江
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１）：３７⁃４２．

［３２］ 温韬，侯铁珊．大型百货商场顾客体验影响因素的实证

研究［Ｊ］ ．商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０６（１２）：５４⁃５９．
［３３］ 盛朝迅．基于业态变异视角的我国百货业盈利模式思

考［Ｊ］ ．商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１（２）：１４⁃２０．
［３４］ 吴孟珠，方辉，冯智．论供应链管理在我国大型百货企

业存货控制中的应用［Ｊ］ ．商业研究，２００７（２）：７６⁃７７．
［３５］ 王妙． 差别化竞争的“个性化价值”研究———中国百货

业发展的新思考［Ｊ］ ．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０７（７）：１０１⁃１０７．
［３６］ 王先庆，王晓春．大型购物中心聚客力影响因素研

究———一个理论模型 ［ Ｊ］ ．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３）：３４⁃３８．

［３７］ 叶强，谭怡恬，谭立力．大型购物中心对城市商业空间

结构的影响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 Ｊ］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１（３）：４２６⁃４３１．

［３８］ 李忠富，李玉龙．购物中心选址的综合评价方法［ Ｊ］ ．商
业研究，２００８（４）：１９６⁃１９８．

［３９］ 郭馨梅，金克琴．北京购物中心区位选择的实证分

析———以八城区代表性的购物中心为例［ Ｊ］ ．北京工商

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１１）：６⁃１０．
［４０］ 聂冲，贾生华． 基于特征价格模型的购物中心商铺租金

微观 决 定 因 素 实 证 研 究 ［ Ｊ］ ． 财 贸 经 济， ２０９ （ ４）：
１１１⁃１１７．

［４１］ 郭崇义．便利店区位类型研究———以北京、广州等城市

便利店周边环境调研为例［ Ｊ］ ．商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１
（２）：３８⁃４４．

［４２］ 吴佩勋，庄靖．零售连锁系统加盟商加盟动机之实证研

究———以广州连锁便利店为例［ Ｊ］ ．软科学，２００７（２）：
４２⁃４７．

［４３］ 钟国栋，杜伟锦，杜鹏．中西快餐企业营销管理差异比

较研究及启示［Ｊ］ ．工业技术经济，２００３（１）：１０８⁃１０９．
［４４］ 孟子敏． 基于 ＳＰＳＳ 的连锁快餐厅顾客满意影响因素探

究———以麦当劳、肯德基为例［Ｊ］ ．消费经济，２０１３（２）：
５１⁃５５．

［４５］ 林圣哲．跨国快餐产业采用成组产品战略对于消费者

购买意愿影响之研究［ Ｊ］ ．上海管理科学，２００６（１）：
１１⁃１３．

［４６］ 杨慧，周晶，邓群． 餐厅收益管理的差别定价策略研

究———基于对顾客公平度感知的调查［ Ｊ］ ．北京工商大

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６２⁃６５．
［４７］ 冉宁，曹忠鹏． 顾客忠诚驱动因素整合模型的建立与比

较———基于顾客餐厅选择的实证研究［ Ｊ］ ．华东经济管

理，２０１０（３）：１４３⁃１４８．

（责任编校：朱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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