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脏俱全却稍显品牌化不足不得不说是方庄社

区商业的痛点之一。小体量与生活性服务相关的商户

比较多，但整体来看，连锁化、品牌化不足，大型商业

项目缺位。

以养生美护等服务门店为例，北京商报记者在现

场走访时仅看到有东方名剪、木北造型以及华夏良子

等连锁品牌。在大众点评搜索方庄地区“丽人”类型的

商家，有306家商家，非连锁的商家也要远远多过连锁

品牌商家。

在随机采访当中，不少居民也提到方庄的宠物店

也是这一情况，“宠物店在小区里比较多，但也基本都

不是连锁品牌”。一位抱着一只泰迪狗的中年女士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不过习惯了去自己常去的店，是不

是品牌的也无所谓了。”

北京商报记者以药店为关键词在方庄环岛周边

1.5公里半径内进行搜索，逐一查询周边药店的信息，

情况也大致如此，大比例的商家是单体门店而非连锁

品牌门店。

在询问周边的大型商业项目时，一位中年女士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商业比较集中的区域主要是蒲

芳路两侧的餐饮聚集区，以及如今的方庄时代life广

场、家乐福和物美。将近8万人的社区目前却仅有方庄

购物中心一家大型商业项目及两个大卖场，本身就处

于大型商业项目比较缺乏的状态。以新开业的方庄时

代life广场为例，方庄时代life广场体量约在2.8万平方

米左右，不过本身体量有限，又设置了大面积的儿童

和餐饮业态，在其他一些休闲购物业态的布局上就比

较有限了。

不过，市场本身的力量也在针对这一现象进行调

整。据悉，今年方庄多个旧项目集中改造。除了上述改

造完毕的时代广场，方庄另一商业聚集区阳光商厦目

前因消防缘故大面积区域已经关停，在蒲黄榆地铁站

附近的新城广场停业六年之久，近期也围起了围挡开

始施工。除此之外，作为方庄地区最大的菜市场，方庄

市场也在去年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造工程。

但就目前的改造成效来看，上述项目目前还算不

上大型时尚消费目的地，正在施工当中的新城广场和

已经暂停营业的阳光商厦距离正式开业或还有一段

时间，预计方庄在短时间内仍将处于这种时尚消费相

对缺乏的状态。

生活性服务相关业态的现状也让O2O加速渗透

进社区，在采访当中，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如今O2O

服务已经成为社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采访当中，对于周边居民来说，目前用得比较

多的线上服务主要是餐饮外卖和线上联系家政服务

等。前者更多是目前住在方庄小区的年轻人，而老年

人维修家政类的需求比较高，“都是孩子在手机上给

我们安排好就有人来家里修的，今年夏天刚刚找了人

来清洗空调”。

此外，智能快递柜也是方庄小区今年增加的新装

备。据介绍，如今方庄不少小区已经安装了智能快递

柜，快递投递服务更为安全和便捷。

升级改造后的方庄市场，不仅硬件环境有所提

升，在O2O方面也有所提速，市场门口安装了电子抬

杆，加入了方庄地区的智能停车诱导系统，市场当中

所有的摊位都支持手机在线支付软件进行支付。

8月初，方庄社区在居民健康管理上也取得了信

息化进展，社区运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通

过医护人员及患者手机端App、有线电视高清交互平

台与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系统对接，建立社区健康管理

平台。居民可通过平台了解自己的居民健康信息，享

受自我查询健康体检、健康监测、随访评估、健康教育

与干预等健康管理服务。

业内人士看来，尽管面临着老龄化现状，但是

整体来看，消费力仍然比较乐观，消费力往往对应着

更大尝试新的消费方式的意愿，此外不少年轻人租

住到社区当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消费习惯的

升级。

商业配套品牌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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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商业超载会成为社区负担

方庄地区的衰落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是
和南城近20年发展较慢有关， 二是零售业态
和消费理念落后，三是住宅和街区规划落后，
四是低端餐饮发展的结果带来居住环境的变
差。事实上，严格来说，方庄的规划在当年来
说理念相对超前。 但人口密度太大、 交通拥
挤， 再加上餐饮过度集中造成街区的品位下
降。社区商业要把握好度，如果远远超出社区
需要和承载能力就变成了社区的负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陈立平）

·专家建议·

蟹老宋总经理翟光军：

未来布局社区消费场景
社区商业是这两年北京大力推进的工作

之一，从我们的具体工作和生活来看，成果不
小，但原先存在的障碍也不少。尤其是在一些
老小区， 早期规划预留的商业空间本来就不
多，在整治“开墙打洞”等一系列工作之后，社
区商业相对匮乏。

民以食为先， 餐饮可以说是社区商业当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按照相关政策，部分小
区底商不允许做餐饮、 距离居民楼一定距离
才可以经营餐饮业态，这些都有其合理性，但
也成为餐饮进社区的限制之一。 就蟹老宋品
牌而言，目前品牌在北京有4家直营店，在外
省有十多家加盟店。 考虑到消费者餐饮消费
的场景， 社区和商场是蟹老宋接下来门店拓
展选址的主要方向。

从消费来看， 方庄区域的消费水平平均
处于中档，细化来看，由南向北方庄区域的消
费水平逐渐提升。 蟹老宋方庄店已经营了15
年，相对于老年消费者，在全部客群当中，年
轻消费者的比例要更大一些。这些年来，周边
的餐饮品牌更迭比较频繁， 特色餐饮和一些
品牌家常菜的市场比较好， 相对来说更受市
场欢迎。

·对话企业·

>>�社区一年内网购增速明显的十类商品

禽肉蛋品猪牛羊肉 水果冷冻食品 中西药品 海鲜水产 摄影摄像 茗茶灯饰照明 童书

>>�网购社区消费金额前十
品类及销售金额占比

手机通讯 13.25%

电脑整机 7.89%

大家电 7.41%

生活日用 5.77%

生活电器 4.3%

中外名酒 2.5%

厨房小电 2.02%

电脑配件 1.98%

礼品 1.93%

饮料冲调 1.85%

>>�网购年龄结构

■ 18-25岁 18.89%
■ 26-35岁 41.87%
■ 36-45岁 29.43%
■ 46-55岁 5.04%
■ 56岁以上 4.77%

数据表示社区男性占比与北京
市平均比例相比， 数值为正表示该
地区男性占比比北京市平均水平
高，负数表示低。

男性

0.1%

>>�网购男女比例

女性

-0.2%

>>�网购职业结构

白领、公司职员

44.9%

服务业人员

11.35%

事业单位

6.01%

金融从业者

4.5%

城镇居民

7.99%

学生

21.64%

其他

3.6%

（网购数据来源于京东大数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