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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零售吸引力的理论及测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明了零售吸引力的结构；讨论了雷利法则
以来的传统零售引力模型的有效性并开发出测量方法，包含了理论、实证、应用等诸多内容。
第一，整理有关零售吸引力的各种理论，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加以修正。
首先对零售吸引力模型的理论根据进行了讨论，然后通过几个实证研究来验证其有效性。
另外，零售吸引力的构成要素中，特别是关于决定魅力的因素，拓展了哈夫模型，在模型的要素中加
入了卖场面积以外的消费者主观评价（即店铺印象），并测量了其影响。
第二，在"零售吸引力模型是说明消费者空间行为的有效模型"这一前提下，完善零售吸引力的测量和
预测方法，并依此开发解决零售企业选址问题的方法。
《零售吸引力的理论及测量》首先提出了由引力模型推测零售吸引力所必要的几种数据收集方法，从
了解其统计性质开始。
然后从引力模型的参数推测方法中，重点提出对数线性回归的方法，并详细讨论了其性质。
还探讨了在确定了零售企业选址问题结构后，从引力模型能演绎出怎样的结论。
此外，还对以零售引力模型为基础的选址评价及决策的信息系统设计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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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正雄，1936年出生于日本，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营学博士(Ph.D.)，日本
神户大学商学博士。
曾多年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现任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名誉教授。
多年从事零售吸引力与科学方法开发的研究工作，以及市场调研、消费者行为、营销战略决策方面的
教学工作；曾出任日本营销科学学会会长、消费者行为研究学会会长、日本商业学会副会长。
在JM、JMR、JCR、MS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过极具影响的研究成果。

　　吴小丁，吉林市人，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商业经济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商
务部内贸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品流通论、产业组织论以及中国和日本的现实流通问题。
多年从事商品流通论的教学工作。
曾以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身份赴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和关西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和讲
学。
曾在十几种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研究论文。
其代表作有：《反垄断与经济发展》、《商品流通论》；译著《商品流通》、《流通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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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上述引力模型的发展经过总结如下：这里的引力模型是指假定零售吸引力与魅力度成正比，与
阻力成反比，消费者选择购物目的地的概率与其场所的零售吸引力成正比的模型。
　　（1）引力模型是雷利提出的零售引力定律的延伸，雷利模型本身是零售引力定律的最单纯的形
式，不能直接适用于现实的现象。
　　（2）应当高度评价作为个人水平的概率模型被公式化的引力模型的理论和实证的有效性。
哈夫模型、山中均之的修正哈夫模型、雷克斯马楠－汉森模型等都应理解为引力模型的特定形式。
　　（3）虽然已知在零售设施的魅力因素中，规模对购物行为的影响因商品种类而不同，但关于其
他因素由于缺乏实证结果，该阶段尚不能做出结论。
　　（4）虽然已知在零售吸引力的阻力因素中，距离以及旅行时间的影响因商品种类而不同，但关
于其他因素由于缺乏实证结果，该阶段尚不能做出结论。
　　（5）在城市间、城市内部、商业集聚间这三个层面，魅力度、阻力诸因素对购物行为的影响不
同。
　　引力模型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并且对其在理论上也进行了坚实的整理工作，这一点与
第3章所述的其他消费者空间行为模型相比尤为出色。
这一模型已被实际应用于零售设施的规划中，并在预测来店顾客数与销售额中逐渐普及。
尤其是自1979年以来，随着通称的《大店法》①的实施，大型零售店铺审议会公布的《关于调整大型
零售店铺零售业经营活动的审查办法》②中的影响度指标中的计算公式中所谓的“修正哈夫模型”被
采用后，研究者、实务家们对它的关注迅速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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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推动我国商品流通研究的发展，我社现引进国外商品流通领域的前沿研究及经典著作，由国内
学者翻译整理，形成“科学经管经典著作译丛·商品流通研究系列”。
译丛引进的著作中有早期营销学即社会视角的流通研究经典理论著作，也有从早期经典理论延伸出来
的现代流通基础理论著作，还有对传统理论有重要突破和发展的著作，有助于建立流通研究范式和科
学方法的著作，以及反映流通理论研究最前沿成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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