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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消费回归社区，北

京的便民商业设施不断完善。郭文杰指出，北京

便民商业网点保有量已经达到了9万个。百万人

拥有连锁便利店（社区超市）现在已经从上年的

282个提升到了310个，市民的生活便利性得到

了满足。

北京的便利消费短板正在补齐。中国连锁

经营协会发布的“2021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

数”指出，截至2020年，北京已连续三年跻身“便

利店数量增长率”排行榜的前三位。其中，北京

在2019年以21.62%的增长率排名第二，仅次于

西安。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北京已不再是大家眼

中的“便利店荒漠”。这背后，又与新型便利连锁

企业在北京的积极布局密切相关。以便利蜂为

例，通过查询便利蜂App“查找门店”里的公开信

息，便利蜂在北京的门店数已接近1000家。根据

公开资料，便利蜂于2017年在北京线下开出第

一家店。截至目前，便利蜂已逐步在全国20多座

城市拓展并开设了超2000家门店。

对于商业企业来说，既是优化服务体验的

商机，也是开拓社区业务的商机。京东旗下七鲜

超市总裁郑锋表示，未来，七鲜门店将主要扎根

在京津冀和大湾区两大区域，并重点开展供应

链建设、效率提升和团队能力提升等重点举措。

在北京地区，稳健节奏加快开业步伐，争取成为

北京市民最喜爱的生鲜美食全渠道超市。

背靠巨大的消费市场，北京成为不少电商平台争相

布局的“要地”，北京也将培育本地电商平台。郭文杰指

出，2021年1-10月，北京的网上零售额约为4128亿元，同

比增长了22.8%，高于全国8.2个百分点，占社零总额比重

达到了34.5%，占比创历史新高。网上零售已经成为拉动

北京消费增长的新动力。

郭文杰表示，北京市将从增量、扩基、培新三个方面

着力，进一步加快“互联网+流通”体系建设，推动北京市

传统零售企业布局线上线下全场景，实现全业态联动，使

网上零售额进一步增长。同时，2022年，北京将再培育2-3

家千亿级的电商企业，培育3-5家百亿级的企业、30-50家

十亿级的企业，通过“千、百、十”计划，为北京平台经济、

电商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郭文杰透露，电商培新的方向在于“跨境电商”，加快

消费回流。近日，王府井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目

前已经成立了北京王府井免税品数字零售有限责任公

司，正在积极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各项准备工作。

企业也在极力打通跨境电商、物流堵点。在天竺保税

区德国商品展示店，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称，目前货

架上摆放的商品是店内大部分库存，补货时间不确定，部

分商品的物流时效已经延迟到3个月。

如今，无论是商超等实体门店，还是各类电商平台，

进口商品消费已然常态化。在亚马逊海外购、豌豆公主等

平台，北京用户均呈现出较高的消费热情。例如在豌豆公

主，北京用户更爱买跨境食品如胶囊咖啡、挂耳咖啡、代

餐饼干等。而在2020年亚马逊中国Prime会员消费力上，

北京位列全国首位。

北京市将从增量、扩基、培新三个方面着

力，加快“互联网+流通”体系建设，推动北京

市传统零售企业布局线上线下全场景。

百万人拥有连锁便利店 （社区超

市）已有310个，市民的生活便利性得到

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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