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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在大数据背景下，餐饮空间规划和消费者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优化空间规划提供依

据。 方法方法 研究消费者的行为流程模式，找到影响空间规划的行为数据，分析这些行为数据和餐厅空

间规划之间的关系。 结论结论 寻座和离座行为产生的交通数据是影响餐饮空间规划的直接因素，等位

和就餐行为产生的时间、消费数据是间接影响因素。关于行为—体验—空间的数据关联分析，可作为

优化空间规划的依据，能增加消费者的满意度和餐厅的翻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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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restaurant spatial planning optimization，it studi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staurants plann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 based on the big data. According to the consumer behavior mode，the research

finds the types of behavior data which influence the restaurant spatial planning，and explore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m. The communication data derived from the consumers behavior such as looking for seat，leaving seat are the direct

factors to restaurant spatial planning.Whereas，the temporal data and the consumption date such as waiting for seat，having

dinner，etc are the indirect factors.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data of behavior-experience-space，would become

the reference for spatial planning and optimization，and promoting the consumers satisfaction and table turnover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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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有关消费者行为数据的依据主要源于两

种类型的小数据：一种是大一统的“人体工程学”指

标，比如桌椅尺度等，在具体条件下，消费者的各种行

为差异可能会被替代；另一种是基于小数据的一些调

查方式，如问卷和访谈等，存在取样困难、样本数量少

等问题，很难得到客观有效的分析结果

[1]

。近年来，

“互联网+”模式对传统行业造成了很大冲击，这种模

式中消费者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去的被动参

与转向现在的积极参与。在餐饮业中，当消费者习惯

网络订餐并积极参与网络评价时，通过网络收集有关

消费的大数据就有可能。比如著名的餐饮O2O网络

大数据平台Opentable，它覆盖了3.1万家餐厅，平均每

月订座1470万次

[2]

。国内的大众点评、美团、饿了么、

易淘食、哗啦啦等，也都积累了大量的顾客和数据。

1 消费者行为的大数据

1.1 行为流程模式

消费者到餐厅就餐，其发生行为按时间可分为：

餐前行为（1寻路，2到达，3等位，4入店，5寻座，6点

餐，7等待），餐中行为（8就餐，9离座，10寻座，11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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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餐后行为（12结账，13离座，14离店），最后进行网

络评价，消费者的行为流程模式见图1。

1.2 行为大数据类型

这些行为相互对应，产生了交通数据（1，5，9，10，

13），时间数据（2，3，4，7，8，11，14）和消费数据（6，

12），行为数据类型见图2，体现了大数据的多样性。

2 餐饮空间规划的大数据

在大数据语境下，空间规划的主体不再只是设计

师，消费者也共同参与了空间规划。作为空间规划依

据的大数据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数据类型也有数

字、文本、图像等不同格式。

2.1 客观性数据

2.1.1 功能数据

空间中的功能设置情况包括功能构成、功能分布

和面积比例。功能构成是指餐厅是由门厅、就餐、厨

房、卫生、收银等功能单元组成；功能分布主要是指功

能单元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面积比例指功能单元之

间的面积配比关系。

2.1.2 空间数据

功能单元在空间中的分布关系可用密度、开敞

度和复杂度3个指标去测度。密度是指功能单元和

整个空间的面积比率关系，主要指座位率，即座位面

积/餐厅总面积；开敞度主要指空间的开放和私密性

程度，具体包括开敞空间、半开敞空间和私密空间在

空间中所占比例；复杂度主要指功能单元的可达性

和功能分布关系的可理解度，可用空间句法

[3]

等相关

软件来计算。

2.1.3 形式数据

形式数据主要包括空间的装饰主题和风格类型等。

2.2 体验性数据

体验性数据主要是指和空间规划相关的、来自于

消费者的、通过各大网络平台发布的点评数据，比如

座位靠太近，说话一点私密性也没有；卫生间位置离

得远；环境幽暗很喜欢；隔断多，位子不太好找；人多

却找不到大一点的桌子；等候的时候好无聊；墙面装

饰不好看等。

2.3 数据关联

数据关联中的数据来自于消费者的体验性数据

中，其通过主题归纳等不同的数据挖掘

[4]

方式，与客观

性数据实现数据关联，空间和体验的数据关联见图

3。数据关联中的功能相关包括等候的时候好无聊啊

和卫生间位置离得好远；空间相关包括隔断多，位子

不太好找和座位靠太近，说话一点私密性也没有；形

式相关包括墙面的装饰不好看。

3 数据采集方式

餐饮空间规划的客观性数据是定量的数据，体验

性数据则源于网络发布平台，因此，数据采集对象主

要是指消费者的行为数据。消费行为的数据采集方

式见图4，各种消费行为数据可通过对应的系统进行

采集，然后录入餐饮信息管理系统中，餐饮信息管理

系统主要包括排位系统、点餐系统和消费定位系统3

大系统。

1）消费者定位系统。主要负责收集寻路、寻座和

离座等数据。消费者在餐饮网络平台预定座位后，平

台发布餐厅的导航信息到消费者的手机上，利用GPS

定位系统记录消费者的路径信息

[5]

，使用Wifi、蓝牙、

RFID等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快捷的室内定位服务，同时

记录消费者的活动轨迹

[6-7]

。这项技术已经趋于成熟，

在国内的某些商场已经开始运用。

图1 消费者的行为流程模式

Fig.1 Mode of consumer behavior process

图2 行为数据类型

Fig.2 Types of behavior data

图3 空间和体验的数据关联

Fig.3 Data correlations of space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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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位系统。主要负责收集到达、等位、入店、离

店等时间的数据。

3）点餐系统。主要负责收集点餐、等待、就餐、结

账等的时间和消费信息数据。

4 消费者行为和餐饮空间规划

4.1 影响空间规划的行为数据

1）直接影响空间规划的行为数据。在图4的3种

数据类型中，直接和空间规划相关的是寻路、寻座、离

座3种行为带来的交通数据。寻路数据反映餐饮空间

在城市中所处的位置和可达性；寻座数据反映消费者

从店门或其他功能单元，找到自己座位的过程；离座数

据体现的是消费者在就餐中，从座位找到卫生间或其

他功能单元，或就餐后离开餐厅的过程。这类可被摄

像设备捕捉的数据同时具有空间、时间和图像的特征。

在餐厅尤其是大型餐厅的空间规划中，消费者寻

座和离座的平均时间能够体现空间的使用效率。国

际知名连锁餐厅如星巴克和肯德基等大多采用了开

敞式空间布局，减少了寻座和离座所花费的时间。

2）间接影响空间规划的行为数据到达、等位、入

店、离店、等待、就餐等时间数据和点餐、结账等消费

数据与空间规划没有直接的联系。“空间—体验—行

为”的数据关联分析见表1，可以看出其对空间规划有

不同的影响。

4.2 影响翻台率的数据关联分析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寻位和离座行为耗费的时长

直接影响了相关的空间运营效率；从管理者的角度来

说，消费者就餐的时长是影响其翻台率，甚至营业额

的主要因素。可以通过表1中“空间—体验-行为”的

数据关联分析找到影响时长的原因，表1中基于空间

开放度的体验，和寻位、离座、滞留等时间的长短，以

及消费的高低都有关系，需要综合分析交通、时间、消

费等变量因素才能知道原因。

影响空间规划的行为数据的强度分布见表2，在对

应的功能构成上，可增加相应设施，比如在等候区放置

沙发、提供报纸杂志等，安抚消费者情绪；在对应的空

间密度上，可以采用适当提高座位区密度的方法，使消

费者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急迫感，以此减少消费者的驻

留时间。

5 结语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空间规划从有限数据和经验

判断向具有海量、多元、动态数据的方向转变

[8]

；在决策

上由传统的依靠设计师和甲方管理者向更多公众参与

方向转变。真正体现了罗兰·巴尔特所说的那种互文

图4 消费行为的数据采集方式

Fig.4 Consumer behavior data collection

表1“空间—体验—行为”的数据关联分析

Tab.1 Correlations of "space-experience-behavior"

表2 影响空间规划的行为数据的强度分布

Tab.2 Strength distribution of behavior data influencing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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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9]

。在这种趋势下，消费者评价的数据符合大数据海

量、价值低的特点，这是因为有关环境评价的具体内容

还没有展开，相关的信息要通过选取环境关键词之后

再筛选获得，以大众点评网为例，消费者在评价一栏中

只有口味、环境和服务3个选项，应增加一些其他的扩

展内容；餐饮管理方以外婆家为例，利用了“互联网+”

的模式，在预定、排位、点餐等服务性环节作出了很大

改善，其还可以考虑建立空间环境数据和相应的数据

管理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其他各种数据实现关联分析，

即时了解在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设计师认为未来餐

饮空间规划的趋势是小而美、自助化、轻店铺或无店铺

方向和社群化

[10]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设计师对控件的

规划设计应更动态和开放，使餐厅能够做到功能灵活

和空间开放，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参与进来，增加消费者

的满意度和餐厅的翻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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