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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上海中心城区民宿为研究对象，基于百度地图的民宿数据，主要使用文

献搜集法、归纳研究法、最邻近分析法、多因素回归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以

及 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的可视化表达等，研究上海中心城区民宿集聚模式及影

响因素。该研究发现上海中心城区民宿以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为核心区域，

呈内密外疏趋势，并呈西南—东北方向的锥形分布，其中西南部民宿数量多于

东北部，外围区域民宿分布不均。本文还发现民宿分布的集聚程度与周边景点、

交通枢纽、商圈的距离以及地区经济水平高度相关；高房价会影响周边配套设

施的质量与数量，提高民宿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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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一词从海外欧美地区及我国台湾垦丁地区所引进［1］，国际上的民

宿定义有很多，但总体来说，都与家庭和乡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有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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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不仅有“B&B”的说法，“homestay”“family hotels”“farm accommodation”

等也是其常见称呼。在我国，民宿发展较晚，定义一直较为模糊，常被称为“农

家乐”“家庭旅馆”“家庭旅社”等等。2019 年国家发布《旅游民宿基本要求

与评价》，这是第一次准确界定民宿定义的国家性文件，该文指出民宿是指当

地民众以自己不常用的房屋来经营不超过 4 层，不超过 800 m2 建筑面积，且能

让游客体验到本地特色自然与人文风情的小户型住宿，该文件也首次将民宿分

为城镇民宿和乡村民宿。

上海是长江三角洲核心城市，上海中心城区是指上海外环线境内区域［2］。

2017 年，上海被批复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航运中心与科创

中心［3］。2019 年全年上海旅游产业增加值 2309.43 亿元，占据全国增加值的 5.67%，

其中旅游住宿业增加值为 418.15 亿元，占全国旅游住宿业增加值的 11.6%。本

文使用空间数据处理软件 ArcGIS 系统以及相关计算模型等，来描述上海中心城

区民宿的空间集聚差异状况及分析相关影响因素，从而为城区民宿的空间分布

与影响因素研究提供借鉴，也为城区民宿经营者的选址提供参考。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际上民宿研究多为商务经济管理方向，比如财务管理［4，5］、企业管理［6］、

经营管理［7，8］、经营者行为［9，10］、消费者行为［11，12］、市场竞争［13］、营销策略［14］、

营销设计［15］、营销市场［16］、商业关系［17］，也有部分学者研究民宿市场法律

法规［18］、环境保护［19，20］、产业研究［21］、理论模型［22，23］以及特定品牌民宿

分布特征［24］，国家整体或者在单一城市内的非特定品牌民宿群空间分布特征与

影响因素研究较为少见。

1.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民宿研究多为乡村振兴［25］、可持续性发展［26］、商业关系［27］、消费

者行为［28，29］、绩效［30，31］、经营策略［32］、建筑设计［33，34］等。近年来，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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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相关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1.2.1  民宿空间布局特征研究

从城市群来看，民宿有极高的集聚特点［35］，研究方向可以分为：第一，民

宿空间分布比较研究，如湖州、恩施和杭州三个城市进行民宿分布特点比较［36］。

第二，民宿总体分布特点研究，如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分布集聚特点［37］。

从单一目的地而言，研究方向有：第一，民宿空间演变，如周庄在商业化

影响下的民居空间向民宿空间转变发展［38］；广西龙脊寨由于市场化冲击从传统

干栏式房型向民宿房型转变［39］。第二，民宿空间重构细分探讨，如深圳官湖村

从传统生活生产空间向消费性民宿空间转变中的熟人网络作用［40］；广州蒙花布

村从自给自足生产空间自发转化为生态民宿空间中的休闲旅游人群需求量关键

影响［41］。除此之外，一些外来资本介入对民宿空间重构也有重要影响［42］。第

三，厦门［43］、南京［44］等民宿空间布局模式研究。第四，民宿空间布局影响因素，

包括旅游景点、当地房价与交通因素［45］、当地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及当地

单位面积旅游收入［46］等。此外，不同等级民宿影响因素排名有所不同［47］。

1.2.2  城区民宿空间布局模式研究

除了国家或城市群视角，民宿选址也会随着一座城市的结构变化而变化［48］，

目前国内对民宿空间的分布研究较多，民宿空间布局模式研究有以下几类：第

一，基于空间世界观［49］、生态位理论［50］、社会资本理论［51］、行动者网络视

角、时空生态学、数字足迹［52］等理论对民宿空间分布的特点加以总结。第二，

从研究工具和方法入手，如莫兰指数工具用以判断恩施、杭州、湖州三个地区

的民宿集聚特点［37］；以 DBSCAN 空间聚类算法来分析民宿集聚特征，并使用

空间变异函数分析差异化情况［45］ 。从研究范围来看，研究多选取自然风景与

人文风景混合或自然风景较多的城市，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研究相对不多，

尤其是单纯选择中心城区范围内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较为少见。

1.2.3  城区民宿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研究

单个城市范围内的民宿选址较为复杂，难用相同指标评测和衡量。从宏观

角度来看，政府的相关政策、民宿资本投入量［53］、交通设施便利程度、周边房

屋价格［46］、周边景区数量、人口密度、生产总值、旅游消费水平、商业圈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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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品牌影响力［37］等都是影响当地民宿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也有学者以一定

的模型计算出某些地区对民宿布局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如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

型检验出长三角范围内，单位面积的旅游收入是影响民宿空间特征的最重要因

素，其次是 A 级别旅游景区的数量、当地的人口密度以及民宿所在地区的国民

生产总值，而传统的交通发达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并没有对民宿数量和分布有

明显影响［38］；再如不同级别民宿影响指标计算发现高端民宿社会因素的影响力

要高于风景与自然因素、当地发展水平以及区位因素；中端民宿风景因素则高

于社会因素，紧接着是地区发展水平、区位因素，最后是自然因素；低端民宿

与中端民宿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排列顺序相似，不过地区发展状况要优先于社会

因素［47］。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文献搜集法、归纳研究法、最邻近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缓冲

区分析法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搜集文献，对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提炼；然后对上

海中心城区民宿相关数据进行搜集处理，再将处理后的数据导入 ArcGIS 软件，

通过对地理坐标图分析和计算结果分析上海中心城区民宿的布局特征和影响因

素。本文以位于浦西的七个老城区为主要中心区域进行数据采集，分别是黄浦（包

含原 2000 年并入的南市、2011 年并入的卢湾）、静安（包含原 2015 年并入的

闸北）、普陀、徐汇、长宁、杨浦、虹口，区域总面积达 289.54 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 687.14 万人。上海中心城区对浦东新区外环内城区也有所纳入，但此部

分常住人口不便于统计，故未将浦东新区数据计入。上海中心城区面积、常住

人口数量、A 级景点数量、地区生产总值、平均房价以及旅游和住宿业数据来

自于《2020 年上海统计年鉴》与各区县 2019 年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以及链家网 2020 年的数据，上海区划图来自于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公开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图。 

上海中心城区民宿坐标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开放平台 API，通过键入关键词

“家庭公寓”“家庭旅馆”“家庭旅社”“民宿”等，在上海全市范围共搜索

到相关数据 348 条，数据源包含民宿名称、详细地址、地址坐标、经营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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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等。通过携程网、高德地图网络搜索及部分实地到访排摸，去除非研究区

域和信息重复及不存在的民宿数据，本研究共得到 60 家民宿数据，然后用坐标

系转码软件将选定的民宿百度坐标转换为 ArcMap10.2 制图对应坐标系数据（国

家 2000 经纬度坐标系）。上海中心城区 A 级景点坐标同样由百度地图 API 获取，

并以同样方式转换为可投影数据。ArcGIS 底图采用软件自带的天地图（2000 国

家大地坐标系），并将民宿坐标数据投影到底图上。上海轨交分布图源于百度

地图，由于底图是百度地图坐标系，因此采用 PhotoshopCC2017 对底图进行变形

与天地图（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重合，获得与天地图民宿坐标投影坐标相一

致的上海地面交通线路分布图。

3  上海市中心城区民宿的时空分布分析

3.1  时序分布特征研究

国内民宿发展起步晚，且以乡村民宿居多，2015 年前，城区民宿发展缓慢

且缺乏规范化，之后伴随着国家政策鼓励，上海城区民宿的数量大量增加，但

由于政府规范化要求，城区民宿又开始缓慢而稳定的发展。

图 1  上海市中心城区民宿 1995 年至 2018 年数量增长情况

Figure 1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B&B in downtown Shanghai from 1995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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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发展初期

我国大陆地区民宿行业在近几年才有所发展，2015 年前，上海中心城区民

宿每年开业数量较少，从 1995 年到 2014 年一共增加了 20 家民宿，每年平均增

长 1 家，且集中于上海中心城区的中部，发展较为缓慢。 

3.1.2  快速发展期

自 2015 年到 2017 年，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支持民宿发展的文件与政策，该

段时间上海中心城区民宿共增 35 家，平均每年增 11 家，民宿在中心地带集聚

的同时，也向杨浦、虹口、普陀、长宁等地扩展，且民宿数量迅猛增长。

3.1.3  缓慢发展期

2017 年 8 月，国家开始对民宿出台规范要求，民宿开办需获得当地政府资质

与许可，这使得民宿开业数量逐步下跌，每年平均增加 7 家，但同时因为 018 年

上海文化旅游局提出的“四大品牌”战略，城区民宿开业量仍保持一定的增加数量。

3.2  上海市中心城区民宿的空间分布集聚模式分析

3.2.1  民宿数量与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处理后的统计数据，上海中心地带的城区共有 60 家民宿。通过各个区

划的面积和民宿数量可以计算出各区的民宿密度，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上海市中心城区民宿数量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B&B in downtown Shanghai

行政区 面积（平方公里） 民宿数量 民宿密度（每平方公里民宿数量）
黄浦区 20.46 18 0.88
徐汇区 54.76 12 0.22
长宁区 38.30 6 0.16
杨浦区 60.73 5 0.08
虹口区 23.48 7 0.30
普陀区 55.83 1 0.02
静安区 36.88 11 0.30

综合数据统计可看出，黄浦民宿数量和密度最高，并逐渐向周边行政区递减。

其中，黄浦民宿数量和密度远高于其他区域，平均每 10 平方公里民宿布局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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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家；普陀仅 1 家民宿，密度也最低；杨浦 5 家民宿，密度排倒数第二；长宁 6

家民宿，密度倒数第三，比普陀区与杨浦区略高；其他行政区民宿密度相差不大。

3.2.2  民宿空间布局集聚特征

处理后的民宿坐标导入 ArcMap 地理信息系统并进行平均最近邻计算分析得

出，R=0.856<1，这表示上海城区民宿空间分布呈集聚状态，Z=-2.13，P=0.033

表明有集聚特征。

由 ArcMap 上投影的民宿点坐标进行核密度分析，见图 2，颜色越深的区域

表明密集程度越高，可看出上海中心城区民宿的整体呈西南—东北走向的锥形

分布，靠近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的民宿分布呈多组核心团，且由核心点向

外逐步递减，虹口区、杨浦区区域内民宿则呈现线性带状分布，总体而言民宿

分布越靠近东北走向越细，往西南走向则逐渐加宽。静安区、徐汇区的民宿分

布呈多组核心团，且由核心点向外逐步递减，虹口区、杨浦区区域内民宿则呈

现线性带状分布，民宿分布越靠近东北走向越细，往西南走向则逐渐加宽。

图 2  上海市中心城区民宿核密度分布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core density of B&B in downtown Shanghai

多数民宿均集中在静安和黄浦以及与其接壤的徐汇东北角，该区域是上海市

中心城的最核心区域，且民宿主要集聚在上海中心地带的城区中部，西部地区数

量也明显多于东部。黄浦、静安、徐汇作为有过上海租界历史的城区，不仅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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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见证百年来上海乃至中国发展变迁的优秀历史建筑，同时它们也是上海初期商

业经济的发展核心区域，这些区位上的优势为民宿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从民宿分布上看，虹口与杨浦民宿呈自西南向东北狭长带状分布。虹口毗邻

静安，依靠苏州河沿岸留下不少外资建筑，作为二战时期犹太难民临时住所也保

留了部分百年老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建筑资源。杨浦将过去的老厂房旧址注入

新的活力，具有一定的民宿发展优势。长宁与普陀民宿分布较为零散，但基本位

于市区主干道附近，如长宁路、延安西路和南北高架路上，具有交通便利优势。

4  民宿集聚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参考前人对于乡村与城区民宿的相关空间集聚模式的影响因素研 

究［37，38，45-47］，根据城区民宿既有普通民宿特色又具城市性住宿的交通便利与

经济发展优势，综合可获取的研究数据如表 2，城区民宿区位布局与旅游景点资

源、配套交通设施、大型商业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周边房价、政府政策以

及大型事件 7 个因素有紧密联系。

表 2  影响民宿集聚相关数据

Table 2  Relevant data of influencing home stay cluster

行政区 A 级景点数量 公交车站密度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平均房价（万元） 平均房价（万元）
黄浦区 7 9.63 2577.97 11.1 11.1
徐汇区 4 10.08 2111 9.6 9.6
长宁区 1 7.94 1649.14 8.9 8.9
杨浦区 3 6.85 2083.19 8.3 8.3
虹口区 5 12.05 1032.97 8.5 8.5
普陀区 2 6.88 1111.62 7.8 7.8
静安区 2 3.88 2298.74 9.1 9.1

4.1  空间影响因素

4.1.1  旅游景点资源

以市中心区域 A 级景点为中心分别建立 1.5 km、2 km、3 km 缓冲区，并从

缓冲区分析来看，民宿建造数量与距景点距离密切相关。其中，位于 1.5 km 缓

冲区（绿圈）民宿比重很高，占 63%；位于 1.5 km 至 2 km 缓冲区（粉圈）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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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2%，位于 2 km 至 3 km 缓冲区（蓝圈）民宿仅占 18%，且从 2 km 开始民宿

数量急剧下降，见图 3。 

图 3  A 级景点与民宿的缓冲区分布

Figure 3  Buffer distribution of A-level scenic spots and B&B

可见，A 级景点的分布对民宿选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在黄浦区范围

内的 A 级景点有 8 个，像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豫园、田子坊、外滩老码头等

等老上海风情浓厚的景点都是外来游客的必去旅游目的地。受景点吸引的游客

对住宿有需求量，这在上海交通便捷优势下非常易于游客自行前往相关景点，

而民宿既能提供游客远离喧嚣的休闲时刻，同时也能为他们带来上海的人文风

情与当地特色美食。

4.1.2  配套交通设施

从之前的上海中心地带的城区民宿分布图与核密度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大部

分的民宿选址都选择在了大型交通枢纽主干道附近，尤其以轨道交通枢纽为主。

通过公交站点数与各区县面积相除计算出每平方公里内交通站点的密度，可以

发现虹口区、徐汇区与黄浦区虽然区域面积有所差异，但是公交站点的密度极高，

而在这几个行政区域内的民宿密度也是排名各区前四的。静安区所拥有的公交

站点虽然密度不高，但在上海轨道交通民宿分布图上可以看到静安区的民宿大

致都与徐汇区、黄浦区、长宁区接壤区域附近，因此会有公交跨区域行驶的可



·174·
上海中心城区民宿空间分布的集聚模式与影响因素研究 2021 年 7 月

第 3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fm.0303014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fm

能性，且静安区地铁站行径路线也穿过了民宿分布点，因此在此民宿选址有交

通上的便利。长宁区、普陀区、杨浦区本身景点并不多且较为零散，公交站点

密度也相较其他区域较低，因此可能导致范围内的民宿密度不高。

4.1.3  大型商业圈

在徐汇区、黄浦区、静安区几个民宿密度较高的地区，其商业圈不仅分布

较广，而且自西南向东北形成一条带状分布，自南京东路、人民广场再到南京

西路以及静安公园区域，这正好与该区域内民宿分布较高地区有所重合。而长

宁区、虹口区、杨浦区零散的商业圈也有部分民宿分布在其附近。

商业圈在某些程度上反映了周边地区群众的消费能力，城镇民宿游客不可

避免的需要有一些餐饮购物娱乐上的休闲，因此区域内的商业圈越多，也更能

拉动周边民宿的发展

4.1.4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内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2019 年上

海城区生产总值达 12864.63 亿元，中心城区内黄浦区生产总值为 2577.97 亿元，

静安区生产总值为 2298.74 亿元，徐汇区生产总值为 2111 亿元，杨浦区生产总

值为 2083.19 亿元，长宁区生产总值为 1649.14 亿元，普陀区生产总值为 1111.62

亿元，虹口区生产总值为 1032.97 亿元。其中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拥有上海

中心城区前三的生产总值，而相对应的民宿数量与密度也越高。长宁区依靠其

排行第四的生产总值水平，也为民宿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虹口区虽然生产

总值并不高，但因为依靠旅游景点优势，加之与黄浦区、静安区接壤有区域互

通性和交通便利性，因此也吸引了大批民宿经营者以此作为经营处。而杨浦区

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因为本身旅游景点较为零散，多为假日步行观光景点，

因此民宿相对较少。

从人均生产总值来看，居于前位分别是黄浦区、长宁区、静安区、徐汇区，

这除长宁区外，该排名分别与上海中心城区内民宿密度相对应，因此可以进一

步佐证经济发展越高，民宿的空间集聚效应也会越高。

4.1.5  周边房价

上海中心城区的民宿主要分布在各行政区房价较高的地区，且房价高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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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平均房价 1 万左右，尤其以静安区、黄浦区、徐汇区价格较高的老西门、

新天地、淮海中路、建国西路、衡山路、静安寺等路段为民宿的集聚区域。同

时虹口的北外滩和四川北路房价也较高，但也有大量民宿集聚于此。高房价使

得周边消费价格和民宿的成本价格提升，但同时也使得此地的商业圈和经济发

展地带比较集中，适合城镇民宿的发展基础。

4.2  时序影响因素

4.2.1  政府政策

政府的政策对民宿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2015 年之前，政府对于民宿没

有出台任何相关政策，在此期间，民宿的增长数量一直较低。2015 年 11 月，国

家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

见》，首次将民宿也纳入了服务性行业，并给予了相关支持。2016 年国家提出

“促进绿色消费”概念，鼓励民众将闲置房源出租，同时在《上海市旅游业改

革发展“十三五”规划》划分出了中心城区旅游圈层背景下，上海中心城区的

民宿数量增加了 35 家，大幅度的变动。2017 年 8 月由国家旅游局出台的《旅游

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开始民宿的营运制定了规则，第二年上海旅游局打响了“四

大品牌”战略，对民宿业的发展起了不小的影响，在此期间上海中心城区增加

了 7 家民宿。

4.2.2  大型事件

在公共卫生领域内，2002 年 11 月非典在我国开始大规模爆发，受此影响下

2002 年到 2004 年，上海中心城区民宿增长量为 0 家，2009 年至 2010 年，甲型

H1N1 在世界范围内肆虐，这段时间里民宿增长量仅为 2 家。

在生态环境领域内，1998 年我国长江流域遭遇了特大洪灾；2008 年我国分

别遭遇了大范围暴雪天气与汶川大地震；2013 年全年我国多地出现雾霾天气，

这些生态灾难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三年中仅有 1 家民宿开业。

在金融领域内，1997 年亚洲发生了金融风暴，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多国收到

了波及；2007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是 21 世纪以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之一，

对世界各国经济都造成了影响；2009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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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不小的影响，在此几年中，上海中心城区仅增长了 1 家。

5  总结与建议

5.1  结论

上海中心城区民宿从空间上主要集聚于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和虹口区，

上海中心城区民宿在体量和密度上呈中心向外逐步减少的趋势，其中以黄浦区

的民宿数量为最多，并由中心向外扩散。在上海中心城区的民宿空间分布上总

体呈现西南—东北走向的锥形分布特征。民宿空间整体以黄浦区、静安区、徐

汇区东北部为核心呈现内紧密外疏松的态势，中心城区中部地带民宿数量最高，

而整个西南部地区的民宿多于东北地区，除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的外围区

域民宿分布不均匀，距离中心城区越是遥远，则民宿分布越呈现零落趋势，而

虹口与杨浦民宿则是呈现除一条自西南向东北的狭长分布带，且民宿分布比较

平均。市中心民宿聚集于黄浦区的南京西路、人民广场、淮海中路与静安寺区域，

其余地区范围内民宿则分布较为零散。

研究发现周边景点区域越密集，则民宿相对也会越集聚；当交通枢纽距离

越近时，民宿分布越密集；城镇民宿向商业圈靠近分布；地区经济水平越高，

则民宿数量越多也容易产生集聚；高房价会影响周边配套设施的质量与数量，

提高民宿的发展基础。

5.2  建议

（1）随着现有的民宿住宿需求量仍在不断加大，因此经营者可以考虑将民

宿的选址选在距离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较外围的地区或者像杨浦区、虹口区、

长宁区以及普陀区这些地区，虽然从 A 级景点数量来看，这些地区比不过传统

的老租界建筑群的区域，但是在这几个区内也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风情和优秀

建筑，像杨浦区的杨树浦路滨江老建筑群、虹口区的犹太石库门建筑群、长宁

区邬达克建筑群、普陀区澳门路老建筑群，这些地区的房价与周边消费水平也

较平稳，交通上因为上海中心城区的轨交便捷性也便于游客出行，同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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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其他行政区，因此在此选址可以避免较高的经营与消费成本。

（2）政府可以根据每个行政区域的人文特点，在结合当地的人文景点与历

史风情的情况下，出台各区域相关鼓励政策，以鼓励个人将空闲的房屋作为民

宿用地，并利用本土区域文化优势打造一条主题民宿区域，统一调控布局以确

保民宿的规范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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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Homestay In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hanghai Central 

District

Zou Guangyong Li Wenjing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homestay in Shanghai’s central city as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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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mainly using the literature method, induction method and the adjacent 

analysis, multiple factors regression analysis,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re studied, 

based on baidu map data of a home stay facility, research center of Shanghai 

urban agglomeration mode of a home stay facility, through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Arc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rough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B&B, it is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B&B in downtown Shanghai is conical from southwest to 

northeast. With Huangpu District, Jingan District and Xuhui District as the core 

areas, B&B has formed a trend of dense inside and sparse outside. The number 

of star hotels in the southwest is more than that in the northeas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B in the periphery is uneven.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B,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denser the surrounding scenic spots, the more clustered the B&B will 

be. When the distance of transportation hub is closer, the distribution of B&B 

is more intensive. The distribution of B&B in town is close to the commercial 

circle. The higher the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the more the number of home 

stay is also easy to produce agglomeration; High housing prices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surrounding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B&B.

Key words: Shanghai; Homestay; Space distribution; Agglome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