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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卖场时代终结 中关村新业态掀“后浪” 异地订单暴增
京城老字号“跨省”过年

“北京是一个特大型城市，也是一个内陆型

和消费型城市，这决定了北京的生活必需品以输

入型作为城市保障的基本形态。由此，自给自足

和加强区域联动两方面显得至关重要。”申金升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申金升看来，此次疫情的出现给我们提了

几个醒。首先，区域联动需要引起重视。如今城市

运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保障，是一个刚性需

求。当前，一定程度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断链也

是客观存在的。这就需要去思考如何加强和其他

区域之间的联动，提高自身的保障能力。其次，北

京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整个生活必需品流通

体系的节点，过去是自发形成。如今也需要这种

自发形成的重要流通设施的节点进行布局再优

化，避免在出现突发情况时影响整个城市系统性

的运行。另外，对于流通体系的再塑造再提升提

出了新的要求。今后在城市流通、商贸流通等领

域要加强科技新技术的应用。“此次疫情让我们

看到，城市生活必需品这种供应保障服务在系统

的质量要求上明显提高。”申金升说。

申金升建议，提升民生应急保障能力，首先

要保持一定的市场联动，加大跨区域的大空间尺

度的协同，从而提升城市的保障能力；流通企业

在网点布局、运输配送等方面要有相应的服务能

力；政府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夯实应急保障能力，

能够解决短期内异常状况。不过，从长期的角度

讲，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市场的规律和机制。

有着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商圈，如今

不再靠着“IT商贸”单一业态存活，而是呈现出

多业态共存且多强的局面。不过，转型终究伴随

着阵痛，客流凋零、商户撤离的困境不可逃避，

重新焐热商圈尤为迫切。北京商报记者走访调

查发现，欧美汇、新中关等商场展现出了抬头的

强趋势，锚定首店经济、掘金周边客群，还在商

业布局上着力突出差异化，以求形成互相借力

的良性互动局面。不得不说，中关村商圈逐渐开

始走出消费模式的“单行道”。

客流凋零：电子卖场离去

中关村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零售市

场，如今已终场谢幕，周围配套的商业设施也因

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北京商报记者在多次走访中了解到，已经

关闭数月的鼎好大厦电子商城正在重新装修，

将改造为办公楼；海龙电子城也已经从卖场变

身为创新中心。中关村内仅剩一家名为“电脑数

码卖场”的底商，面积不超100平方米，所销售的

电子产品价格与专柜基本持平。

在商业地产联盟秘书长王永平看来，中关

村电子卖场撤店转移是必然趋势。此前，海淀区

曾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对不符合

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零准入”，“散乱污”企业

保持动态清零。

海龙大厦和鼎好电子商城的撤离，让原本

在辐射范围内的商业项目出现了凋零的局面。

例如食宝街、家乐福。靠近清北等高校，比邻中

关村公馆等多个小区，爱奇艺办公大楼、新东

方总部等相邻而建，中关村有着天然的客流优

势，而带着阵痛的改变让客群如云的景象成为

了过往。

“电子卖场这类商业吸引来的客群和中关

村商圈的其他业态其实并不匹配，无法形成引

流。反而改建成办公楼之后，会有利于为商场输

送更多目标客群。但对于食宝街来说，曾经电子

卖场的工作人员也是客群之一。”王永平认为。

北京商报记者在多次走访中看到，食宝街

的店铺空置率达50%左右，尤其是食宝街二期。

“店铺空置率高的原因很复杂：租金高、疫情、业

态调整等都会产生影响。食宝街的商户类型较

为相似，客流量有所减少后，同质化竞争问题就

会显露。能够留存下来的店铺也往往是一些网

红类餐饮。”王永平直言。关于业态调整等相关

问题，食宝街市场部负责人表示暂不方便透露。

此外，位于中关村广场PLAZA的家乐福曾

经被誉为零售界的“黄埔军校”，而如今其外租

区却显得门庭冷落，其中无印良品、以纯等品牌

已经撤离，多家商铺现已空置。

对此，王永平解释称：“超市外租区的成败

取决于超市本身，利用的是超市客群的溢出效

应。在超市本身客流量低的情况下，是难以带动

外租区域发展的。家乐福最早采用了外租区养

主业的经营方式，初期可讨巧获利，也是促进商

圈吸引客流的利器。但今天主业丧失了竞争能

力，外租区自然也难以发展。”

引入首店：掘金周边客群

电子卖场转身离开，中关村商圈内的商业项

目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寻求制造增量的新方式。

新中关、欧美汇在不断为自己注入新鲜的血液。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新中关大厦在2020年

1月15日引入了美妆集合店THECOLORIST调

色师北京首店。此外，欧美汇也从开业初期就尝试

与国内外品牌合作开设首店，在被领展收购后，也

逐步引进了更多首家落户北京或中国乃至全球性

的品牌商户。截至目前，欧美汇合作的首店、旗舰

店、独家店等已达到项目品牌总数量的13%。

欧美汇购物中心总经理王素平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泡泡玛特、疫情期间逆势开店的国货

彩妆品牌完美日记均为北京首家旗舰店；斯凯

奇SKECHERS是华北区首家旗舰店，同时囊括

了全品类系列产品并配合新品发售；快时尚生

活式服装品牌Mystyle欧美汇店也为全国首家

旗舰店。”

1月21日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提到，传统商圈要聚集高端品牌资源，做强“首

店经济”和“首发经济”。对于引入具有特色的首

店，王永平认为：“商业同质化问题现在越来越

严重，商业网点的布局密度也越来越高，大众消

费逐渐进入非必需品时代。引入首店，提高可逛

性和差异化是必然举措，包括政府对此也有一

定奖励措施。”

寻求差异：形成借力局面

欧美汇与新中关仅一街之隔，相邻而建。两

相对比，中关村商圈的整体定位趋于年轻、时尚

化，两商场明确区分的定位一定程度上让彼此

形成了互相借力的良性局面。

北京商报记者多方了解发现，欧美汇定位

更多的是针对高校、白领等客群，新中关的客群

可能会相对更年轻一些。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中看到，新中关以金逸

影城等为主力店，餐饮、服装类产品相比于欧美汇

更平价，餐饮多为霸蛮湖南米饭、星扒猪扒饭等小

吃类。欧美汇则更加侧重于零售，当前零售面积占

比43%，餐饮占比32%，其中餐饮类别更侧重于港

丽餐厅、绿茶餐厅等连锁率较高的品牌。

想要形成良性竞争，相同品牌也需打造出不

同特色。“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考虑到要尽量避免

同质化的问题，希望能够与中关村商圈的其他商

业项目实现差异化和业态互补。欧美汇的体量本

身不大，所以做特色化就非常重要。”王素平表示。

此外，食宝街的网红小吃店也有利于吸引外区

客群并与商圈内其他业态形成引流。“欧美汇的餐饮

品类多为港丽堂、京华烟云、云海肴等相对大型的连

锁餐饮，所以与食宝街并不冲突，反而食宝街的餐饮

可以带动欧美汇的零售业务。”王素平表示。

在王永平看来，中关村商圈的商业项目已

经固定，未来也基本不会出现新的竞争对手，如

果能持续做好自身业态的调整求新，未来还是

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蔺雨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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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随着越来越多人选择

留京过年，京味儿年货消费不减，尤

其是老字号年货通过线上渠道销售

增长。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元旦以

来，北京稻香村电商渠道销量实现翻

倍增长；吴裕泰微商城、微信社群渠

道订单猛增。

北京稻香村相关负责人表示，针

对门店可能存在的排队情况，北京稻

香村已将各类年味礼盒上线饿了么平

台，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购买到年味

产品。除此以外，北京稻香村在京东、

天猫等渠道开设旗舰店，消费者可以

线上购买，并邮寄到家。

北京稻香村统计数据显示，北京

稻香村线上平台销量增长迅猛。2021

年元旦以来，线上渠道销量环比增长

135%。北京稻香村工作人员表示，消

费者更愿意线上购买年货产品寄送家

人，特别是进入农历腊月后的销量增

长明显，北京稻香村产品在线上销量

同比去年腊月初一至初六增长168%。

可见，即便大量人群留京过年，难以亲

自带北京特产回家，但京味儿早已通

过邮寄方式出京。

吴裕泰北新桥店店长高庆表示，

门店在微商城的订单比例逐渐上升。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微商城

等线上销售渠道弥补线下流量短板。

另外，门店的微信社群营销更将门店

销售范围拓展至全国，新品上市也在

社群内及时通知顾客，老顾客在微信

群内购买商品满指定额度，门店还可

以提供免费邮寄服务，这都能帮助提

升门店业绩。

与此同时，红螺食品在微店推出

“年货买不停”活动，部分礼盒商品推

出满额包邮的服务。

电商消费数据更显示了老字号异

地消费、邮寄的特征。近日，京东发布

数据显示，元旦以来从北京市发出的

异地订单量同比（农历）增长52%，稻

香村京八件点心礼盒、天福号酱肘子、

全聚德羊肉和同仁堂白燕盏销量不断

走高。

在线下方面，老字号也没有放弃

营业的主战场。随着春节临近，北京商

报记者来到北京稻香村第十一营业

部，年味包装的“京八件”“北京年味”

“饽饽匣子”等礼盒已经占满入口边的

柜台。此外，北京稻香村特意在线上推

出的新年限定款“福牛贺岁·大吉盒”，

蕴含事事如意、大吉大利等吉祥寓意。

北京稻香村也加紧商品供应量。

据北京稻香村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春节期间，该品牌的糕点计划产量

1300万公斤，较去年增长8.5%。肉食

计划产量230万公斤，较去年同比增

长10%。“春节是北京稻香村一年当中

最为重要的销售旺季，北京稻香村在

做好食品保供工作的同时，更重视安

全生产。”

实际上，在疫情的影响下，老字号

也在积极升级，适应消费变化。例如，

北京稻香村在近期陆续推出特色主题

门店。位于右安门外的北京稻香村“南

城生活店”正式开业，新增象棋棋局、

传统石磨、人力黄包车等摆件，通过增

加体验功能展现京城美食文化。

另外，吴裕泰的北新桥店、王府井

店相继进行数字化升级。在新模式上，

该门店应用了PC秤和自助购一体机，

改变了以往先开票再交钱后取茶的结

账方式，提高了顾客的结账速度，节约

了排队时间。

北京商报记者 王维祎

米面油、肉蛋奶、果蔬等生活必需品关系到百姓的“一日三餐”，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背景下，生活必需品“有没有、够不够、涨没涨”的问题更为受到关注。

陈吉宁市长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确保“米袋子”

“菜篮子”等重要农副产品稳产保供。

如何提升首都生活必需品应急保障能力建设？1月24日，正在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上，北京商报两会·三人行栏目邀请三位政协委员就相关问题建言献策。

“此次疫情，充分体现了生活必需品应急保

障能力的极端重要性。”在谈到生活必需品应急

保障能力建设问题时，郑立明表示，生活必需品

与百姓民生关系紧密，它的供应保障也是确保

社会稳定，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的一个重要

的标准。

郑立明通过一组数据说明目前仍需提升首

都生活必需品自给率和应急保障能力：据统计，

北京平均每天消耗米面油、肉蛋奶、果蔬等生活

必需品约4万吨，其中超过80%依赖外埠供应，自

给率不足20%。实际上，近年来北京市有关部门

先后出台了《北京市生猪产业优化提升发展和保

障猪肉市场稳定供应工作方案》《关于促进设施

农业绿色高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优化提

升生猪产业、促进设施农业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保障首都百姓“肉案子”“菜篮子”“米袋子”，从而

全面提升首都生活必需品的自给率和应急保障

能力。

在郑立明看来，加大力度进一步提高生活必

需品全产业链应急保障能力，应从种植养殖的建

设、生产加工产能和仓储物流流通三方面入手。

首先，要解决的是涉及农业、生猪产业等生活必

需品产业链上游种植、养殖基地的建设问题。对

此，他建议，北京市有关部门对涉及农业、生猪产

业等项目在基地选址、土地租赁、配套用地、项目

审批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在产业政策和资金

补贴方面给予支持，并将支持范围扩大到京内企

业所属外埠生产基地。

“在有原料的基础上，同时还应有一定规模

的加工能力。”郑立明认为，应该保持与京内规模

相适应的生活必需品生产加工产能，平时常态生

产与应急保障相结合，全面保障首都市场生活必

需品供应。建议北京市继续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禁

限目录，进一步松绑甚至支持保障城市基本运行

的生活必需品生产加工产业，并对保障城市基本

运行的生活必需品生产加工项目予以政策和资

金支持。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郭缤璐

生活中我们说到一样东西价格便宜，

一般会说犹如“白菜价”，而近期白菜已经

成为了“高端”蔬菜，同时其他部分蔬菜也

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李宝聚指

出，“去年末到今年初20余天来，我国受到

三轮持续寒潮冻害的影响大范围低温，南

方露地菜预计减产35%以上，长江流域和

南方地区50%左右的设施蔬菜受灾，受灾

严重的达到90%。此外，1月5日，因为疫情

河北省启动应急机制，降低了两地交界物

流通行的速度，导致一些蔬菜进京速度迟

缓。节日效应也造成了菜价上扬”。

由此，李宝聚建议从几个方面加强蔬

菜等副食品的供应。首先，严格执行国家

关于“菜篮子”产品流通“绿色通道”制度，

解决通往北京的蔬菜等副食品物流运输

等问题，确保“菜篮子”产品产得出、运得

走、供得上。同时，加强线上鲜食产品的销

售工作，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其次，发挥

生产型与流通型国有企业的核心作用，全

力保障首都市场食品供应充足。

“在保生产的同时，加强菜农与流通

人员的防疫工作。在卖菜前要沟通好价

格，减少交易时的接触，交易时戴口罩，收

钱用手机支付，减少接触的几率。从长远

来看，要加强北京本地蔬菜等副食产品的

生产，以解决北京居民副食品常年稳定供

应，尽早实现本地蔬菜等副食品20%的自

主供应。”

重走老商圈（七） 在京过年，请安心（八）

市政协委员、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工会主席郑立明：

市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主任申金升：

市政协委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研究员、蔬菜病害防控团队首席科学家李宝聚：

加强流通科技新技术应用

物流+本地蔬菜生产“两条腿”走路

实现生产加工-仓储流通全产业链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