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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信息服务的校园 Ｏ２Ｏ
电子商务系统研究与设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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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提升电子商务的创新能力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问题．大学消费群体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多具有明显
空间依赖性的特点，而且因在学校周围的商店具有多、杂、变化快等特点，为消费者及时提供位置信息尤其相关地图定位信

息也非常重要，而目前传统电子商务未能很好地满足这些要求而导致其应用受到限制．以湖南科技大学周围店铺为研究对
象，应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结合地理信息技术，采用Ｏ２Ｏ电子商务模式进行电子商务平台的研究与开发，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和实用价值．通过设计基于地理信息服务的校园Ｏ２Ｏ电子商务系统，丰富了电子商务系统的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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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多种电子商务模式如 Ｂ２Ｃ，Ｂ２Ｂ，Ｃ２Ｃ已经开始走向成熟［１－５］．然而，即使
在电子商务最发达的美国，消费者的网购人均花费不足２５％，电子商务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６－７］，而如何

提升其创新能力成为能否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问题与挑战［２，８］．消费者需要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比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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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吃饭、住宿、旅游等）都有强烈的空间依赖性，电子商务本地化成为新型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之一［２］．
随着本地化电子商务的日益发展，信息和实物之间、电子商务（线上）和实体商店（线下）之间的联系变得

愈加密切，Ｏ２Ｏ（ｏｎｌｉｎｅ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模式迅速兴起，成为连接线上与线下的桥梁，因此近年来Ｏ２Ｏ成为电子商
务的新热点［８－９］．大学校园网络购物人群集中，网络普及率高，新事物接受快，且这部分人群的大部分活动
如餐饮、食品、美容美发、健身、娱乐休闲等消费都会发生在学校的附近，有着很强的空间依赖性，成为

Ｏ２Ｏ商务模式理想的应用环境［１０－１１］．
学校尤其是高校的消费群体比较特殊，常常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其消费需求千差万别，因而

在校园周边的商店强调提供有特色的、大多具有空间依赖性的产品和服务，种类丰富，但大部分规模比较小、

服务内容更新快．这些商店渴望通过电子商务对自己的新产品和服务、以及商店本身进行及时、便捷、快速和
高效的推介，然后由实体店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但其本身难以独立经营Ｂ２Ｃ电子商务；同时作为消费者希
望能快捷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以及能提供这些需求的商店信息，因为在学校周围的商店多、杂、变

化快，提供及时的位置信息尤其相关地图定位信息也非常重要．基于地图展示与位置服务功能的Ｏ２Ｏ电子商
务模式无疑是最合适的模式．然而目前在这样一个细分市场方面，这样的电子商务研究和应用却非常少
见［１２－１５］．本文针对校园消费群体特点，以湖南科技大学周边商店为研究对象，应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
结合地理信息技术，开展针对大学校园消费的本地电子商务系统研究与应用，为大学的大学生消费群体提供

了一个基于地图服务功能的Ｏ２Ｏ电子商务平台，从而丰富了电子商务系统的理论与应用．

１　Ｏ２Ｏ电子商务模式的特点
Ｏ２Ｏ电子商务模式采用“电子商务＋实体店消费”模式，由消费者在网上拍下订单并完成支付，获得

优惠的订单，然后凭订单到实体店消费．这种模式特别适合必须到店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这种模式一是能
给消费者提供“线上”方便快捷的订购服务，二是“线下”消费的实惠体验；这种模式也有利于商家推广产

品和服务，并且能通过电子商务用户数据库对用户的个性化信息进行深度挖掘，从而帮助商家开展个性化

营销，弥补实体商店交易无法针对客户进行个性化分析的缺陷．由于这种模式结合了网店和实体店的优
势，弥补了传统网店的体验性不足和传统实体店服务的局限性，其中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２　系统功能需求
通过对该系统的需求功能分析，系统应该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１）具备对各种产品和服务进行科学的分类、组织、存储和管理功能，方便用户便捷地从大量的商品信

息中找出所需产品．
２）提供用户方便、快捷的产品和服务查询功能．通过设置完善的查询功能，充分提供商品的相关信

息，以期减少用户在线咨询次数．同时设置在线咨询功能，通过消息的即时推送，实现买卖之间实时的数据
通信．
３）提供购物车管理功能，包括浏览、添加或删除购物车中的产品、生成、提交订单等功能．
４）提供各种订单管理的功能，包括对客户订单的审核，生成各类订购信息报表，以及订单查询等

功能．
５）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便捷的在线支付功能．
６）消息管理功能，实现对消息的有效管理，当用户不在线时，将消息写入数据库保存；当用户在线时

直接推送给用户．
７）线下实体店位置信息服务．借助互联网或无线网络，提供与地理空间位置相关的各类信息服务．包

括查找并通过地图方式显示指定实体店的位置、能提供某一特定产品或服务的体验店位置，从而能给用户

更好的体验．
８）客户信息挖掘功能．深度挖掘客户交易数据，建立个性化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主要通过对用户购

买消费特点的分析，为商家提供更加精准的个性化推荐技术，进一步帮助商家进行准确营销，改善服务质

量和交易质量．

３　系统设计
３．１　系统的总体设计

根据Ｏ２Ｏ模式特点、业务性质和功能需求，本系统采用３层Ｂ／Ｓ体系结构．该系统平台定位于建立一
个在空间数据库和商业属性数据库之上的企业级电子商务平台．将商家、消费者等实体绑定到空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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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模型组织数据，并存储在中型关系型数据库中．购物、点评、物流配送、客户关系管理等业务
层逻辑采用．ＮＥＴ平台的Ｃ＃语言实现．系统架构采用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ＳＯＡ），其中，数据层与业务层
之间的数据通讯工具采用ＡｒｃＳＤＥ和ＡＤＯ．ＮＥＴ．为提升客户端用户体验，表现层采用跨平台的且对云计
算非常友好的ＲＩＡ平台———Ｆｌｅｘ．业务层逻辑、地图对象、地理处理过程都将以Ｗｅｂ服务的形式发布．Ｆｌｅｘ
客户端通过ＲＰＣ（Ｒｅｍｏｔ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Ｃａｌ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协议请求服务．系统结构图见图１：

图１　系统体系结构

３．２　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功能模块．
１）会员注册登录子模块：具有用户在线注册、查询、注销修改和修改个人资料等功能．
２）商品管理子模块，包括以下功能：
商品信息展示：显示商品及其详细信息，方便客户浏览和选购；

商品信息维护：商品信息的增加、删除和更新，以及商品的上下架；

商品交易：商品放入购物车或直接生成订单和支付；

分类目录维护：商品分类的维护；

商品查询：具有按类别、关键字、品牌等多样化的产品查询功能．
３）订单和购物车管理子模块：包括管理客户的购物车显示、维护、生成并提交订单等功能．
购物车商品信息显示：显示购物车中的商品，并和商品详细情况链接；

购物车商品信息维护：对购物车进行清空，增加，删除商品，修改商品购买数量等操作；

购物车商品交易：生成订单，对购物车进行清空等功能．
４）客户询／报价子模块，包括询价单管理（如制作／查询／修改／删除／收发）、报价单管理、在线洽谈等

功能．
５）在线支付子模块：用银行支付系统进行在线支付，包括内部支付系统和外部支付系统．内部支付系

统具有代金券、余额支付以及积分卡等支付方式；外部支付系统包括网上银行支付、第三方支付等多种

方式．
６）客户订单管理查询子模块：包括查询订单执行状态，查询历史订单等功能．
７）设施查找及地图显示子模块：线下实体店路径获取功能，最近服务设施获取技术，实体店定位技术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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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客户及商家信息管理子模块：包括客户购买数据统计，以及商家信息如商家简介、业务范围、联系
方式、具体商品等．
９）系统管理子模块，包括会员信息和权限管理、资料管理和统计分析等子模块．
１０）在线帮助子模块，提供以上各子系统的在线式和实时帮助．

４　系统中的典型地理信息技术应用
４．１　线下实体店路径分析技术

在系统中，采用了ＮＡＳｅｒｖｅｒ来实现客户到实体店的路径分析，并在地图上显示推荐的路径信息，从而
给客户提供了更好信息服务和体验．在Ｆｌｅｘ客户端，在 ＡｒｃＧＩＳｆｏｒＦｌｅｘ中调用 ＮＡｓｅｒｖｅｒ．具体的实现方式
如下：

＜ｅｓｒｉ：ＲｏｕｔｅＴａｓｋｉｄ＝“ｒｏｕｔｅＴａｓｋ”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ｌａｓｔ”
ｓｏｌｖ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ｏｕｔｅＴａｓｋ＿ｓｏｌｖ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Ｈａｎｄｌｅｒ（ｅｖ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ｒｏｕｔｅＴａｓｋ＿ｆａｕｌｔＨａｎｄｌｅｒ（ｅｖｅｎｔ）”
ｒｅｑｕｅｓｔＴｉｍｅｏｕｔ＝“３０”ｓｈｏｗＢｕｓｙＣｕｒｓｏｒ＝“ｔｒｕｅ”　 ｕｒｌ＝“ｈｔｔｐ：／／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ｆｅｉ／ＡｒｃＧＩＳ／ｒｅｓ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ｎｕｓｔＮＡ／
ＮＡＳｅｒｖｅｒ／％Ｅ８％Ｂ７％ＡＦ％Ｅ５％ＢＥ％８４”／＞

其中ｉｄ为标识符，ｕｒｌ为服务地址，通过在ｏｎＲｅｓｕｌｔ函数中处理返回的结果，地图中心平移到返回的地
址，并增加一条线来标识．通过ｏｎＦａｕｌｔ函数处理错误信息．如下图所示，当对地图进行操作弹出操作提示
框的时候，切换到‘我从这里去’，在输入框中输入‘第五教学楼’，点击搜索以后将得到如图所示的路径

信息．

图２　最短路径分析

４．２　基于ＬＢＳ的商品（服务）最近实体店信息及位置获取技术
通过在Ｆｌｅｘ客户端通过ＡｒｃＧＩＳｆｏｒＦｌｅｘ中调用ＮＡｓｅｒｖｅｒ来实现满足所需商品或服务的最近实体店信

息及位置信息．在Ｆｌｅｘ客户端，程序通过调用＜ｅｓｒｉ：Ｃｌｏｓｅｓ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Ｔａｓｋ＞和＜ｅｓｒｉ：Ｃｌｏｓｅｓ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接口来实现．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ｅｓｒｉ：Ｃｌｏｓｅｓ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Ｔａｓｋｉｄ＝“ｃｆＴａｓｋ”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ｌａｓ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Ｔｉｍｅｏｕｔ＝“３０”ｓｈｏｗＢｕｓｙＣｕｒｓｏｒ＝“ｔｒｕｅ”

ｓｏｌｖ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ｆＴａｓｋ＿ｓｏｌｖ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Ｈａｎｄｌｅｒ（ｅｖ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ｃｆＴａｓｋ＿ｆａｕｌｔＨａｎｄｌｅｒ（ｅｖｅｎｔ）”ｕｒｌ＝“ｈｔｔｐ：／／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ｆｅｉ／ＡｒｃＧＩＳ／ｒｅｓ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ｎｕｓｔＮＡ／ＮＡＳｅｒｖｅｒ／％Ｅ６％９Ｃ％８０％Ｅ８％ＢＦ％９１％Ｅ８％ＡＥ％ＢＥ％Ｅ６％
９６％ＢＤ％Ｅ７％８２％Ｂ９”／＞

＜ｅｓｒｉ：Ｃｌｏｓｅｓ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ｄ＝“ｃｆＰａｒａｍｓ”　ｄｅｆａｕｌｔＣｕｔｏｆｆ＝“３００．０”ｄｅｆａｕｌｔＴａｒｇｅ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Ｃｏｕｎｔ＝
“｛ｉｎ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ｖａｌｕ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ｒｅｔｕｒ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ｅ”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ｔｒｕｅ”ｒｅｔｕｒｎＲｏｕｔｅｓ＝“ｔｒｕｅ”／＞
其中，ｄｅｆａｕｌｔＴａｒｇｅ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Ｃｏｕｎｔ属性指的是需查找的某类型最近实体店数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指的是要查找

的该类型数据集．
如下图所示，当对地图进行操作时，在弹出操作提示框的时候，切换到‘在附近找’，设置好查找设施

的数量，点击你所要查找的类别以后将得到如图所示的路径信息，显示出了２个图书类别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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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最近服务设施查找

４．３　指定实体店定位技术
对指定实体店的定位是匹配地理位置与给定地址的过程．通过在地图上找到并标明每条地址所对应

的位置实现．
在ＡｒｃＧＩＳＡＰＩｆｏｒＦｌｅｘ中使用地理编码和执行查询任务类似，首先使 ＜ｅｓｒｉ：Ｌｏｃａｔｏｒ＞标签定义一个

Ｌｏｃａｔｏｒ对象：
＜ｅｓｒｉ：Ｌｏｃａｔｏｒｉｄ＝“ｌｏｃａｔｅＴａｓｋ”ｕｒＩ＝“ｈｔｔｐ：／／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ｆｅｉ／ＡｒｃＧＩＳ／ｒｅｓ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ｃｏｄｅＳｅｒｖｅｒ”／＞
其中ｉｄ为标识符，Ｌｏｃａｔｏｒ．ｕｒＩ指向提供 Ｌｏｃａｔｏｒ服务的地址．Ｌｏｃａｔｏｒ定义之后，在界面上定义一组文

本输入框和一个执行按钮来调用这个Ｌｏｃａｔｏｒ．该方法是一个异步调用的方法，在系统中输入地址信息后，
服务器将返回一个坐标信息，在ｆｌｅｘ客户端，将通过渲染一个实体店在地图中显示出来．

５　结论
由于电子商务市场巨大的潜力以及Ｏ２Ｏ模式的低投入高盈利特点，Ｏ２Ｏ电子商务孕育着巨大的发展

机会和发展空间．大学校园购物人群的消费多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特点，而学校周围大量商铺也具有多、杂、
规模小，服务内容变化快等特征，Ｏ２Ｏ模式是最适合这一特点的电子商务模式，而提供位置信息尤其相关
地图定位信息能有效增加客户体验感，从而提高服务的水平．针对大学校园这些消费特点，结合地理信息
技术，Ｏ２Ｏ电子商务模式进行电子商务平台的研究与开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价值，同时也丰富了
电子商务的应用领域．进一步的工作将围绕如何进行客户数据库的深度挖掘，研究与设计更加个性化的推
荐技术、以及如何提供更好的基于ＬＢＳ的服务，以带给用户更便捷的服务和更好的体验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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