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关于王府井升级变化，您印象中
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袁占娟：其实从1999年开街到现在，王府井经
历了一个从旺盛转萧条再走向旺盛的阶段，但可以

明确的是，整个大街业态是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的。

就以吴裕泰而言，门店前支起伞棚，摆出桌椅，一些

产品和网红饮品都从店内销售延伸到店外销售，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对营收贡献较大。这些在此

前都是不敢想象的，因为一般情况下步行街上监管

严格，不能在门店外设置外摆区域。

北京商报：伴随着王府井转型升级，您作为
商家，门店做了哪些内容去帮助王府井升级？

袁占娟： 王府井的转型其实与老字号的转型
是相互作用的，店家自身转型有利于街区营商环

境的提升，而街区的整体转型更能刺激商家销售。

近几年王府井一直以“开放街区、国际商街”等定

位去转型，加码智慧、智能、数字化王府井建设，以

开放的姿态面对新消费、新商业模式。而吴裕泰在

近几年旗下门店已实现了线上线下打通，这也有

助于吴裕泰融入到商圈的数字化氛围中。尤其是

此次疫情，很多外地游客难以到店消费，均是通过

线上渠道下单，从而支撑了疫情间的店内业绩。此

外，王府井近些年还一直强调“体验感”，吴裕泰在

2018年底对王府井门店二层进行了茶馆改造，消

费者在喝茶的同时还可以做手工，将消费和文化

结合起来，助力街区转型升级。

北京商报：您希望未来王府井能够有哪些新
的举措来实现与商家共同繁荣？

袁占娟： 通过夜经济和北京消费季的举办，
商家们已经意识到整体联动的能量大于一家活

动的力量。希望在未来，王府井地区能够通过组

织多种主题活动，通过多方位的宣传和预热，让

商家之间形成联动，吸引更多消费者来到王府

井，重新认识王府井，探索王府井。在文化、休闲、

智能的加码下，王府井与商家才能在未来发展中

更加融合。

吴裕泰王府井店店长袁占娟：

老字号与王府井共同转型

【亲历者说】

王府井的终极目标为国际顶级步行商业街

区。在北京市东城区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上，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今年将加强

王府井地区“智慧商街”建设，将王府井商业区打

造成为“独具人文魅力的国际一流步行商业街

区”和国际化高品质市民休闲目的地。

王府井背负更多的是使命感，王府井三个字

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曾在2018年

王府井举办国际品牌节时，王府井管委会就提

出，要将王府井步行街打造成为国家商业形象代

表，成为全国商业步行街的典范，像第五大道、香

榭丽舍一样，聚集全世界目光。

世邦魏理仕在解释王府井未来发展规划时

表示，王府井需要造“两窗口一街区”，即大国风

范和人文风采的展示窗口、国际交往和扩大开放

的服务窗口、传承文脉和引领时尚的魅力街区。

近年来，北京市明确了王府井步行街的广域

级商业中心规划定位，并制定了“1+3+N”升级规

划。在部市区街四级联动机制下，多部门共同推进

王府井步行街转型升级。按照“1+3+N”升级规划，

未来王府井商业区将建成独具人文魅力的国际一

流步行商业街区，成为大国风范和人文风采的展

示窗口、国际交往和扩大开放的服务窗口，国际化

高品位市民休闲目的地，商旅文融合发展。

“城市由‘城’和‘市’构成，一座城市的商业文

明往往和一条著名商街的名字紧密相连。”中国步

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任韩健徽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王府井是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

重要载体，是促进消费转型升级的有效抓手；是提

升城市品牌形象的闪亮名片，是拉动区域经济发

展的强力引擎。王府井不仅拥有商业标签，还拥有

历史文化古迹，在未来发展中，应注重传统与时尚

的共振、品质与品位的提升，促进商业、旅游、文化

的融合，才能发挥出这条街区的最大价值。”

王府井的提档升级是北京商业的一个缩影，

服务消费增速超过商品消费，传统百货升级调整

初见成效、主力品牌更新迭代……北京商业企业

不断推陈出新，掀开消费升级新篇章。根据北京

市商务局介绍，北京还将把奥运经济与繁荣首都

消费市场结合起来，把服务奥运与促进首都消费

升级结合起来。在促消费政策和活动中强化冬奥

元素，促进冰雪运动、休闲旅游、餐饮服务等业态

发展，进一步提升全市消费供给，激发消费活力，

促进消费增长。 北京商报记者 刘卓澜

·消费升级 金街提档·

从百年金街到国际金街

201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

须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全力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可以预见，未来北京商圈改革会进一步

深化，高端现代化商业中心成为北京商业发展的

大势所趋。

例如传统商圈中，西单在2017年也开始进行

环境优化、商家升级。在潮流商圈的代表中，三里

屯商圈在2017年前后也进行了一轮大的变动，雅

秀大厦变身太古里西区，三里屯3.3大厦进行了

重新翻修和品牌调整。整个商圈定位从单一的

潮流向文化三里屯转变。而在今年底，太古里西

区即将正式开放，三里屯的效应可能会进一步

放大。

各大商圈的转型升级不再是为了单纯地满

足消费者需求，而是北京这座城市不同区位承载

着不一样的作用。“随着外企进驻和人口结构的

改变，王府井商圈正在从商业街区向商业商务混

合功能方向延展，这将逐渐增强整个片区的发展

活力。”中购联购物中心委员会主任郭增利解释。

“王府井步行街的延伸，是整个王府井商业

街区改造升级的一个部分，也是王府井的一个新

起点。”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在接

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更好地兼备现

代感与历史文化气息，王府井在2019年底实现了

向北延长。自步行街北延后，整个王府井街区业

态和街区景观均获得进一步提升。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

实施，北京正在逐步实现“四个中心”的城市

定位。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商圈也迎来了巨

大的变革。

1903年
王府井大街东侧
集中了各类商贩，
形成东安市场

1955年9月
位于东安市场斜对
面的北京市百货大
楼建成营业。 这是
北京第一家大型百
货商店

1992年
北京市政府决定
对王府井商业区
进行大规模改造

1999年
王府井步行街
正式建成

2018年
筹备七年之久的王
府中環开业， 为王
府井带来了不可估
量的新生力量

2019年12月
王府井步行街北
延正式亮相，从金
鱼胡同延长到灯
市口大街，长度由
原来的548米延长
344米至892米

2020年
北京消费季在王府井
举办开幕仪式， 北京
大消费蓄势待发

5月

陆续清退了贩卖饮
料、冰沙的水吧

9月

将街上16块楼顶广告
及其附属建筑拆除

2017年
王府井街区开始
实行整体提升

2019年
王府井步行街
日均客流量约为
60万人次
节假日和旅游旺季
超过120万人次

2017年
王府井接连被授予
北京市服务业扩大
开放示范园区、国
际交往中心、 北京
市服务贸易示范基
地等称号

2019年
北京市服务性消费额

2019年2018年
（单位：万亿元）

1.5

增长
10.2%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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