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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商务委主任闫立刚：

社零额破万亿 北京消费新起点

突破：北京社零额突破1万亿
北京社零额突破万亿大关， 凸显了

消费的力量。2015年1-11月， 北京实现
社零额9334.8亿元，同比增长6.9%，预计
年底将首次突破1万亿元。 在闫立刚看
来， 这是北京经济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标志着北京的消费水平登上了一个新
台阶，也预示着服务业发展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

从北京经济增长的整体架构来看，消
费已成为拉动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根据市商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1-11月，
消费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4%，
比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多了30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率超过了62%，超过投资的20%。

与此同时， 服务性消费在北京消费

结构中已占据半壁江山。经过十年时间，
北京商业从2900亿元的规模发展到突破
万亿元， 服务性消费占比达到44%以上。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10月，北京
的社会消费、 商品零售消费和服务消费
合计达到1.5万亿元， 其中零售消费增长
了6.7%，服务消费增长了10.3%，综合消费
增长了8.2%。北京近几年消费结构变化明
显。“从2005年北京消费品零售额近3000
万元到今天的1万亿元， 北京的经济增长
用了九年时间完成这一跨越。”闫立刚称，
但随着消费结构的逐步变化，北京整体消
费水平很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增长，在这一
前提下，北京社会消费（含服务消费 ）有
望于2016年突破2万亿元的规模。

调整：消费增长点正处于换挡期
不仅是北京经济消费结构发生转

变， 老百姓的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
化。 北京消费水平的高速增长离不开电
商的迅猛崛起。近年来，电商网络消费异
军突起，跨境电商横空出世，北京的商业
形势可谓风起云涌。

“2010年， 北京网上零售额为120亿
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不足2%。
发展至今， 平均每100元消费有18.1元是
网上消费。而在北京社零额的统计中，零
售额增长100元，87元是由电商消费渠道
贡献。”闫立刚介绍说，反观传统商业，从
1-10月开始，北京传统商业呈现负增长，

1-11月继续负增长， 百货行业更已连续
22个月呈现负增长， 北京消费的增长点
已经到了换挡期。

火热的网络消费展现出了电商巨大
的发展空间， 尽管从2010年起网络消费
增速持续放缓，仅就最近两年而言，更是
平均每年下降一半左右。 但网络消费的
空间依旧巨大， 特别是在线上线下越发
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下，服务消费与互联
网的融合让网络消费的前景更为广阔。
总体而言，北京消费增长的趋势并没有
改变，只是经济结构、企业模式以及流通
渠道发生了变化。

融合是2015年商业的主题之一，北
京经济的持续发展要与国家大势融合，
乘势而上、 顺势而为。“今年国务院印发
了一系列文件， 包括促进农村、 促进电
商、促进流通体制的改革等，这些都是大
势，与北京的商业发展密切相关。”闫立
刚认为，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谋
求城郊协调、平衡发展，扩大北京生态涵
养区，这是北京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也
是未来北京经济发展的重点。

不光是与政策上的大势融合 ，行
业间的跨界融合也是北京商业下一步
努力的方向 。 商业综合体的构建是生
活性服务业与零售业融合的典型案
例 ，未来 ，包括金融 、物流等其他业态

的融合 ， 将为北京商业提供更大的增
长空间。 另外，传统商业与互联网的融
合将在未来拉动北京经济增长方面具
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互联网+”的概念已经成为商业企
业谋求转型、创新发展的共识。互联网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改变了
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方式， 但其本身只是
技术、工具。商业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关
键在“+”。

“思想的融合、理念的融合比技术的
融合更加重要。”闫立刚称，无论是服务
类企业还是零售类企业都需要融合互联
网， 目的是要满足人们对消费和服务不
断变化的新需求。

趋势：融合模式探寻发展新重点

短板：查漏补缺创造更大空间
北京社零额突破1万亿元，这是北京

商业发展的新起点， 尽管这一年来北京
经济发展进步明显， 但其中仍有诸多短
板。闫立刚坦言，过去几年，北京在规模
发展上、数量的增长上投入了更多精力，
包括政策的推进主要集中于城区。 北京
的发展需要平衡性， 今后疏解非首都功
能、 推动城郊平衡发展将被给予更多重
视。“当然， 在疏解的同时也要兼顾老百
姓的需求。服务业没有优劣和大小之分，
谁都离不开便利店，谁都需要买菜，谁都
需要美容美发。 对于老百姓生活必需的
生活服务业，需要政府来保证。”

2015年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
扩大开放试点城市后，出台了提高生活
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但在强化提升
服务品质的同时 ， 也存在规模上的短
板。北京社区商业目前在消费中的占比
约为40%， 相较于发达国家60%以上的
社区商业水平仍显滞后。仅就便利店而
言，北京每百万人的便利店数量约是上
海的一半，跟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差
距更大 。闫立刚认为 ，虽然面临诸多问
题与挑战，但这些正是北京经济发展下
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也是未来的增长
空间。

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之
一， 已成为北京经济增长的主
要引擎， 服务业作为消费中的
重要一环，地位也越发凸显。根
据北京市商务委最新统计，
2015年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以下简称“北京社零额”）将
突破1万亿元。展望未来，1万亿
元是个新起点， 北京的消费规
模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同时，
服务业发展被赋予更加重要的
使命。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商务
委主任闫立刚在2015年度 (第
九届)北京商业高峰论坛上，对
北京商业进行了系统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