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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商业飞跃发展的同时，崇礼的本地消费却与
前者有着较大差距。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当地一家四
星级酒店的普通服务员月薪底薪仅为1100元， 另有200
元全勤奖补助。崇礼人刘女士告诉记者，近年来崇礼已
有不少人的收入有了较大提升，“县里的普通职工原来
一个月1000多块钱工资， 现在基本都涨到2000元左右
了。跟滑雪、旅游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工资会涨得更快一
些。不过依然比不上房价的上升速度”。刘女士的丈夫从
事滑雪相关产业， 自己则在怀孕后辞掉工作做全职妈
妈。在她看来，崇礼可以满足日常消费，但“没什么有特
色的购物地点”，而且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仍不完善，出门
一趟“很费劲”，除了买菜和一些日常用品外，刘女士家
里的很多东西都来自京东和淘宝。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 在与主干道裕兴路平行
的崇礼老县城街道上，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街道上的崇
礼集贸市场保留着颇为古典的牌楼； 街上繁华地带的
金都购物广场主力店苏美电器的LOGO与苏宁高度相
似；与张家口市区内遍地可见超市发、永辉不同，崇礼
甚至没有一家大型连锁超市。 这里是老崇礼人的聚集
区，虽然与旅游商贸新区只有一街之隔，却似乎不在一
个时代。

“人均收入不高的确影响商业发展， 但这符合崇礼
的现实情况。”一名崇礼居民认为，消费水平不高并非坏
事，与此前在大城市的打工经历相比，崇礼的生活节奏
更具幸福感。不过，这对“新崇礼人”来说却并不幸福。一
名滑雪学校员工表示，“没有大型超市” 是最大的不方

便，连锁品牌缺失、晚间商业几乎空白，让她很不适应。
“从不在崇礼逛商场，因为没的逛。希望崇礼可以有一个
一站式购物场所，同时提升服务水平。”

提升本地居民的消费能力， 同时提供更好的商业
设施和品牌，也是崇礼县政府正在考虑的问题。白银海
表示， 崇礼要做一产和三产的融合示范。“旅游业发展
起来了，借着新型城镇产业化这个课题，老百姓应该怎
么致富？这些是当前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白银海表
示，崇礼要把农业做成观光旅游的链条，让农业与旅游
业紧密结合起来。目前，崇礼已经尝试种植樱花、玫瑰
和紫斑牡丹，下一步将着力推动土地流转，让老百姓变
成产业工人。

在消费能力提升、消费需求扩容后，将有企业自发
进入市场，改善商业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张家口市区也
将承接一部分崇礼县的消费需求。张家口市商务局办公
室主任景雨中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申办冬
奥会和本地消费提升的带动作用下，崇礼难以承接未来
爆发的商业需求，因此会有一部分转移到张家口。“近一
两年来， 张家口市区内的消费升级非常明显。2011年底
百盛购物广场开业、今年国庆期间银座百货开业，带来
更多品牌化的商品。中国世茂集团的世贸中心项目也已
经开建，这是世茂集团惟一一个落子在三线以下城市的
大型项目。”景雨中表示，诸多品牌商业设施的开业，也
倒逼着本土零售企业变革，“现在张家口的商业需要更
多市场竞争。在百盛开业之后，张家口本地商场帝达广
场的营销措施变多了，整体价格也有所下降”。

本地需求仍待开发

商业的升级需要市场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市
场经济参与者意识到崇礼正面对着史上罕有的新机遇。
京津冀一体化和京张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让张家口
尤其是崇礼县迎来深耕冰雪经济的最佳契机。

1996年 ，几个人合伙办起塞北雪场 ，让崇礼的滑
雪事业初现雏形。2003年万龙雪场的投资兴建， 让滑
雪真正地走向公众。在白银海看来，过去十多年时间，
万龙滑雪场把崇礼滑雪的品牌推向全国，崇礼县的发
展受益于此 ，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可以称之为 “万龙
时代”。

今年，冬奥会的申办让崇礼借机提出打造“中国冬
季冰雪运动中心”和“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口号，在白银
海看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加强大的产业支撑，因此，
依托滑雪这件事，崇礼还有很多产业可以布局。其中最
受关注的就是“滑雪运动及产业基地”。白银海认为，目
前的问题是产业链条比较短，需要延长这个链条。“比如
滑雪服装、 雪具制造以及滑雪旅游产品的开发等等。目
前这些还是短板，需要补足。”崇礼县委书记李莉亦曾公
开表示，崇礼会打造雪具、雪服的集散地，让崇礼成为中

国雪具、雪服的“奥特莱斯”。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崇礼不少滑雪场内的商

业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云顶滑雪场的雪具大厅里只
有销售和租赁滑雪服 、雪具的商家 ，却没有更多的餐
饮、零售等配套设施。一名雪具店店员表示，在12月中
下旬所有雪道都开了之后，大厅中间会有一些盒饭和
简餐，除此之外滑雪客们就只能在酒店的蓝湖餐厅用
餐 ；而游客如果想买瓶水 ，还得去位于酒店一层的小
超市。

除了滑雪产业链条和商业配套，不少环保相关产业
和与滑雪相关的产业都自发将目光瞄准崇礼和张家口。
几个月前，全国第一家专门治疗滑雪损伤的民营医疗机
构———雪友健康之家在崇礼开业。今年10月，恒大将一
个投资总额高达900亿元的光伏发电项目落地张家口，
这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有分析认为，冬奥会申办让崇礼有了一张鲜明的城
市名片，而冰雪经济将为崇礼带来更多想象空间。未来，
崇礼可以围绕滑雪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甚至构造一个
冰雪经济生态圈。

深耕冰雪经济

■ 专家观点

在盈石集团研究中心总经理张平看来，
京张联合申奥对张家口和崇礼而言，最大的
利好就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
的完善又是商业、服务业和地产等行业发展
的基础。“申奥是一个长足利好，可以说如果
没有奥运会，很多交通、产业升级项目不会这
么快促成。 在张家口融入北京一小时经济圈
后所带来的经贸往来和人口互动， 会成为第
三产业发展的基础。”此外，在崇礼商贸、旅
游、文化等行业被冬奥会带动迅速发展的同
时，从事与此类行业相关工作的本地居民的
收入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这对于本地居民
消费能力的释放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

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张平认为张家口
应该借助申奥红利， 因地制宜地发展文化、
旅游和高端农业。“尽管这些产业的规模大
多不如大型工业企业，但其实特别易于拉动
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
张家口来说，更不能丢掉自己的优势。”

从更加具体的商业发展领域看，张平认
为，旅游经济、冰雪经济将催生与之相应的
消费群体的商业需求，消费形态也主要是以
满足游客和滑雪爱好者为主。这种奥运效应
必将会是一个重大利好。 但从长远看来，冬
奥效应会持续多久？可持续发展将是崇礼商
业地产面临的最大挑战。

针对崇礼的发展现状，有业内人士坦言
对崇礼商业升级迭代的速度表示欣喜和乐
观， 惟一担忧的是崇礼在多个利好环境下，
可能会产生商业过热现象———这虽然有可
能让崇礼在十年内迅速繁荣，但也面临着后
劲不足、虚假繁荣的隐患。北京商报记者了
解到，几年前在张家口的其他区县曾兴起过
一轮“别墅建设潮”，但目前这些别墅区有些
仍是烂尾楼，有的即使售出，也因为周边配
套不足空置率居高不下。

张平认为，崇礼具备“商、旅、文”的基
础， 借助冬奥会文化及其带动的旅游客群、
冰雪效应来发展商业旅游文化项目是一个
好契机。不过在项目开发上，最好兼顾旅游
需求与本地需求，即所谓注重地缘文化———
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面向本地客群，使项目
成为本地游客常来之地、 外来游客必到之
地，才可以做到可持续发展。

注重商业发展可持续性

当地居民消费习惯及需求问卷调查

您居住半径内（15分钟步行）有哪些商业项目？（多选） 您经常去哪些场所消费？（前六名）

超市

52%

百货 网购

44%

品牌餐饮

40% 36%

快餐店

20%

菜市场

16%

百货超市 快餐

32%
44%

84%
92%

家电连锁

您每月消费中占比最大的是哪些方面？（多选）

娱乐生活 用餐

8% 8%

64%
48%

交通

您月均收入多少？ 您最喜欢的购物场所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多选）

28%

20%

40%

20%

48%

16%

配停
车场

公共交通
便捷

一站式
购物

娱乐项目
众多

有良好
服务

品牌
稀有独特

您认为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

一般满意

20%

28%

52%

很差

■3000元以下
■3000-5000元
■5000-7000元
■7000-9000元
■9000元以上

32%

28%

24%

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