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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国内大循环 激辩消费新格局
特殊历史时期的北京商业是一本值得反复翻阅

的书籍。12月8日，被商业界誉为“首都商业发展指

南针”的2020年度（第十四届）北京商业高峰论坛在

北京王府半岛酒店隆重举行。在危机中探索，在争议

中调整，在机遇中顺势，在此背景下，本届论坛以“国

内大循环·消费新格局”为主题，聚焦北京商业在特

殊历史时期的新发展思路。

2020年度（第十四届）北京商业高峰论坛由北

京市商务局指导，北京市商业联合会、北京商报社联

合主办，是北京市商业联合会、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共

同主办的公益性品牌评选活动“北京十大商业品牌

评选”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届论坛以强大的嘉宾阵容、鲜明的主题、极具

实战性的内容、生动的会议形式，全方位读懂“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北京市商务局等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

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来自零售、电商、生

活服务业、文化、旅游、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企业嘉宾

悉数到场，激辩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新的发展趋势与

动能。

抽丝剥茧、去繁从简，商业高峰论坛选取代表性

领域和标杆性企业，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洞察北京商

业过去一年的发展脉络。

过去一年，商业历经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商

业主体、商业模式实现了彻底的跨界和破圈。对

于实体零售和制造业企业来说，消费互联网辐射

产业互联网，商业企业在全领域的竞争加剧，倒

逼从业者寻找更多能够握在手中的“筹码”，将更

多关注度和资源投向线下，实现线上线下更为紧

密的融合。实体零售企业也将成为互联网巨头竭

力争取的对象，后者在数据乃至技术上提速赋能

输出。

2020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无论对于媒体、商

业行业还是政府部门而言，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挑

战。在挑战中，我们不断适应新环境，不断进行创

新，其中就包括内容创新以及模式创新。

中国正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我们通过

深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几大中国重要产业聚

集区，了解制造端厂家正在经历的困难，试图为大家

解析国内大循环之难。大循环之难，难在创新。

北京商报不断突破在商业领域之外的界限。作

为媒体，我们涉及的范畴，从单纯的消费流通延伸

至上游生产，以及下游供应链等，这对北京商报来

讲是一种报道上的创新。2020年北京商报在融媒体

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尤其是疫情期间，在传统的

图文报道基础上增加了视频报道，报道的组织方

式、流程和内容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渠道定内容

是北京商报在融媒体改革方面体会到的经验。

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商业企业能做些什么？

可以从哪些维度上帮助北京扩大消费？这些都将在

本次论坛上找到答案。不同环节上的企业展开开诚

布公的对话，以更直接的方式，讲述在创新中遭遇

的瓶颈和困难，在创新中取得更高效率。

行业洗牌正在提速，线上线下界限进一步被

打破。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人们的生活按

下了暂停键，在全民宅居的背景之下，商业零售成为

整个首都经济社会的“晴雨表”。

当下我们正面临着百年一遇的大变局，商业在疫

情的倒逼下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从百货到

购物中心，从大卖场到便利店，从无人售货到直播带

货，商业运营模式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正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蝶变。

商业零售行业格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行业洗

牌正在提速，强者更强，大型商业对于传统业态、小型

连锁店正在完成平台式的整编；另一方面，宅居的生

活方式助推了线上经营，线上线下的界限也在进一步

被打破。在这场变革中存活下来的商业品牌企业经受

了市场的历练。

“看清趋势才能够创造模式。”傅跃红认为，在中

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过程中，如何优化商业发

展结构，提升商业的服务品质是每一位商业人追求的

目标。“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

临，坚信首都的商业人会不辱使命，发扬利他有为的

精神，在国内大循环中开创首都北京消费的新格局。”

构建多业态融合的服务消费体系，扩

大“一店一策”试点范围，商圈改造提上日

程……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商业企业

主动求变，构建消费新格局。12月8日，在

2020年度（第十四届）北京商业高峰论坛

上，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

巡视员孙尧表示，北京市经济增长方式和

结构逐步调整优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

主引擎地位不断凸显。在此背景下，北京市

不断优化供给。

经济增长方式逐步优化：
形成国内领先的内需市场

我国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北京商业发展正面临全面转型升级、加

速创新提质的重大挑战和历史机遇，消

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场景也在发生迅

速变革。

孙尧表示，在变革过程中，北京市经济

增长方式和结构逐步调整优化，由最初的

投资、出口拉动型，转变为消费、投资协调

拉动型，形成了国内规模领先的内需市场。

近10年来，北京市消费对北京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保持在60%以上，消费已经成

为拉动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与此同时，北京市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北京市社零额规

模实现阶梯式增长，每年增长1000亿元左

右，在2013年北京成为全国首个社零额跨

入万亿元的城市。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北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2010年起北京市社零额增速出现拐点，由

18.5%逐年下降至2018年的3.5%，2019年

回升至4.4%。

商品消费市场趋稳，消费结构呈多元

化高品质发展态势。满足更高发展需求的

使用类商品占社零额比重不断增加，服务

消费占北京市场消费总额的比重超过

50%，增速高于商品消费。与此同时，“互联

网+”消费模式加速布局，带动网上零售额

增长。

新消费模式涌现：
渠道、场景丰富供给

新冠肺炎疫情对北京消费市场造成了

巨大冲击，商业企业线下客流量减少、现场

消费受困。为解决诸多困难，商业服务业企

业创新打通产供销环节，新消费模式不断

涌现。

生活必需品正在加速实现产销对接。

加强产销对接，构建本地农产品流通网络。

北京市制定《关于建立京郊农林产品产销

对接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通过预警防

范、部门联动、市区互通，形成生产到销售

的全链条紧密联结。另外，目前已对全市7

大批发市场、8家重点连锁超市、155家社

区菜市场、7家直营直供店共26个蔬菜品类

实现“量、价”大数据监测。

传统商圈、商业项目服务场景不断升

级。北京于2019年启动传统商场“一店一

策”升级改造，发布传统商圈改造提升三

年行动计划。目前，长安商场、王府井百

货、甘家口等3家商场已基本完成改造

升级。以长安商场为例，由单一购物向

休闲消费、体验功能、亲子功能转型，布

局了社区生活相关的衣、食、住、行、娱5大

功能、14类社区生活服务设施，华丽变身

为“社区商业+奥莱商品”模式运营的“U

生活中心”。

消费升级步伐加快：
集聚资源增加体验内容

北京消费与投资领域内需潜力巨大，

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品牌资源构建优质商

品供给体系。北京市不断吸引国内外知名

品牌首发，引导北京品牌加大中高端、个性

化、定制化、绿色健康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

产制造。

实体消费空间不断升级重构。孙尧表

示，北京加快推动重点商圈改造提升，扩

大“一店一策”试点范围，支持传统商场

按照“商业+文化+科技+时尚”“老字号+

文化+体验”“年轻+时尚+不夜城”等定

位改造升级。发挥首店经济优势，结合既

有商业建筑改造，积极引入旗舰店、概念

店和特色店等。推动楼宇专业化运营，支

持低效商业设施向创意办公和文化功能

转型。

北京服务主导消费升级。北京将充分

利用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和北京自贸试验区“两区”叠加政策红利，

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打通准营环节，加速新

主体新业态新模式落地，优化市内免税店

布局，强化跨境电商消费支撑，持续吸引消

费回流，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利用服贸会、

金融街论坛、中关村论坛资源优势，吸引国

际优质品牌首店、顶尖设计机构和人才聚

集。扩大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鼓励举办

国际性文娱演出、艺术品和体育用品展会，

探索跨境数据流动、建设数字贸易港，挖掘

引导新消费需求。

2021年是贯彻实施“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北京市着眼新发展阶段，将

会带来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北京市

将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指引，加快推

动北京新消费提档升级，不断推进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首都经济高质

量发展。

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孙尧：

传统项目升级、功能转型 北京商业供给持续优化

北京商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彭宇：

大循环之难，难在创新

北京市商业联合会会长傅跃红：

商业零售行业洗牌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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