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存量商业红利

作为北京商业的“指南针”，北京商业高
峰论坛释放出新信号。郭文杰表示，培育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2024年，北京仍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为消费工作总思路，围绕
“新场景、新品牌、新优势、新环境”共同发力，
加快恢复和扩大消费， 高质量推进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 进一步发挥消费对首都经济
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数据显示， 北京存量大型商业载体面
积1945万平方米，居全国第二，存量商业
的更新将成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
要内容。 北京市商务局指出， 商业领域已
从“增量拓展时代”迈入“存量挖掘时代”，
存量商业的改造提升成为商业消费空间发
展的主线。

郭文杰表示，接下来，北京将营造城市消
费新场景，加快现有商业载体升级，按照商业
消费空间专项规划要求， 持续推进老商圈改
造提升和新商圈建设。其中，王府井×西单×
前门、CBD×三里屯等4个国际消费体验片区
要稳定方案、有序推进，重在实现国际范和中
国潮的共融共生、相得益彰；29个城市消费中
心要“一圈一策”，重在体现时尚感和差异化；
84个地区活力消费圈和856个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要力求满足老百姓品质化、便利化、全
维度的日常生活消费。2024年预计新开大型
商业设施110万平方米，其中新建约80万平方
米，改造提升30万平方米。

另一方面，北京将结合城市更新加快塑
造消费新场景。 随着消费者更加关注健康、
更加愿意走进自然 ， 比如到街头巷尾
citywalk，到体育场馆健身运动，到青山绿
水间放松身心，商文旅体融合消费成为重要
的消费趋势。

北京市商务局透露，2024年，北京将会出

台实施商文旅体融合消费行动方案， 围绕街
区、露台、滨水、浅山、赛事、演出、夜经济等方
面，打造一批新的融合消费场景。

商业布局更平衡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两年多以来，北
京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数据显示，
2023年1-10月， 全市总消费同比增长8.9%，
消费市场呈现加速恢复、 提档升级的向好态
势。其中，服务消费得到快速增长，通过文旅
新消费奖励办法， 举办体育赛事、 会展等活
动，带动1-10月服务消费同比增长13.6%，对
总消费增长贡献突出。

商业空间方面，通过统筹规划、推进项目
布局，使得全市商业设施布局更加平衡。根据
第三方统计数据， 北京人均商业面积约0.89
平方米，仅排名全国第十二位，2018-2022年
北京新开商业面积不足上海四成， 且布局不
均、东强西弱特征明显。

针对上述特征，2022年底11月，北京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委、北京市商务局印发《北京市
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提出构建“国
际-城市-地区-社区”四级商圈体系，服务市
民公众多层次消费需求。据了解，今年以来，
北京累计新开大型商业设施面积约170万平
方米，预计到年底将新开230万平方米。其中，
西三旗万象汇、 丽泽16号等多数项目补充西
部、南部地区商业设施的不足，让全市商业设
施布局更趋平衡。

同时， 随着居民消费由单纯购物消费向
沉浸式、场景化、个性化消费转型升级，北京
在近年来两轮传统商圈改造提升行动中，着
力丰富传统商业设施业态组合，大力打造商
文旅体等多元业态融合的消费场景。今年以
来，朝外TheBox、五棵松万达等一批改造更
新的传统商业设施，以及DT51、首开LONG
街、 檀谷商业街区等新增网红商业项目，将
艺术、策展、时尚、运动、近水亲山等业态与

商业融合，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1-10月，全
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到20.1亿人次，同
比增长17.3%。

消费供给不断完善

2023年， 北京在旅行、 商业等全面放开
下，消费热度不断攀升。长期以来，北京围绕
首店、 老字号和新消费三个领域不断完善首
都消费品牌矩阵。首店方面，北京持续繁荣首
店首发经济， 前三季度落地品牌首店718家，
较去年同期增长16.6%。其中，国外品牌占比
约10.4%， 餐饮业态占比近60%，CBD、 王府
井、三里屯三大高端商圈保持“首店收割机”
强劲势头。

老字号方面， 北京出台促进北京老字号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通过加大保护力度、健全
传承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发展动能，促
进老字号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市112
个中华老字号、238个北京老字号， 年销售收
入近1800亿元，稻香村零号店九宫格糕点、吴
裕泰茶味冰淇淋、京华茶业“中轴茶书”等守
正创新层出不穷。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商圈时看到，北京稻
香村零号店、吴裕泰前门店等常常有大批消
费者排队消费，已成为“网红”打卡点。新消
费品牌方面，目前已形成300余家新消费品
牌企业库， 智能科技和国潮玩具细分领域
的新消费品牌持续涌现， 石头科技、 联合
九号、 泡泡玛特等新生力量年度收入均超
50亿元， 王小卤、Ubras等品牌也成为各自
赛道头部品牌。

接下来，本土的消费品牌培育将成为重
点。北京市商务局指出，2024年，将紧密结
合北京战略定位和资源禀赋， 紧抓科技消
费、文化消费、绿色消费、美丽健康消费发
展趋势，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北京特色的“必
购必买必带”商品，形成“北京消费”的本土
品牌支撑。

其中， 科技领域将加快推进高端制造业
和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围绕新能源汽车、智
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设备、家务机器人等
绿色智能产品，推进研发设计、高端制造、批
发零售、 总部营销等全产业环节企业集聚；
在文化领域， 全力支持老字号守正创新，全
新推出“北京有礼”城市级伴手礼；推动博物
馆进商圈，支持博物馆文创、景区文创走向
全国。此外，还将积极引导抖音、快手等直播
电商平台结合“商家入驻”“品牌孵化”等计
划，加大对本市商家的流量扶持、资源对接
和市场推广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 刘卓澜 胡静蓉

迈入“存量挖掘时代” 北京要打造更多新地标

以“聚力焕新 蓄势前行”为主题的2023年度（第十七届）北京商

业高峰论坛于近日成功举办。 在此次大会上， 北京市商务局针对

2024年北京商业发展新思路提出了更多方向。在大会上，北京市商

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文杰表示，北京商业领域已从“增量拓展时

代”迈入“存量挖掘时代”，存量商业的改造提升成为商业消费空间发

展的主线，下一步，北京将营造城市消费新场景、加强本土消费品牌

培育，高质量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北京市商业联合会会长傅跃红：

商业零售服务质量满意度达到84%
北京商报讯（记者 蔺雨葳）消费市

场的升级， 商业模式和形态的迭代，为
北京商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12
月8日，由北京市商务局指导，北京市商
业联合会、北京商报社主办的2023年度
（第十七届） 北京商业高峰论坛在北京
举办。 本届论坛以“聚力焕新 蓄势前
行”为主题，聚焦北京商业存量更新、品
牌焕新的新商业发展格局，展望北京商
业新未来。

会上，北京市商业联合会会长傅跃
红表示， 一年来，朝外商圈、京西商圈、
西三旗万象城、京西大悦城、五棵松、万
达等多个项目相继入市，传统项目加速
更新，朝外年轻力中心赛特+已经开业，
西单商场、 当代商城已经步入调改期，
首店首发不断涌现，营造出了多样的消
费体验。好的商品、优质的服务、休闲体
验项目持续升温，受到了北京乃至全国
消费者的青睐。

傅跃红指出，在刚刚完成的全市商
业零售服务质量市场调研报告中显示，

消费者对商业零售服务质量满意度已
经达到了84%， 同比去年提升了4个百
分点，数据是对北京商业今年高质量成
长的最直接的呈现，也是商业人辛勤耕
耘的结果。

“创新能让北京商业持续增长，服
务能使北京商业品质提升， 融合能助
北京商业丰富多彩。 只要我们用心践
行高质量发展的精神， 勇于开拓新的
市场空间， 北京商业定会迎来新的消
费机遇和新的消费增长极， 使北京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迈向新的台阶。”
傅跃红表示。

深蓝智库商业品牌研究院正式揭牌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卓澜 胡静
蓉） 北京商业品牌发展有了思想库和
智囊团。12月8日，在2023年度（第十七
届）北京商业高峰论坛上，深蓝智库商
业品牌研究院正式成立。

作为根植首都地区的综合类经济
媒体，深蓝智库商业品牌研究院将依
托媒体商业报道优势，发挥“商业智
库+传播平台”动能，整合汇聚产、学、
研、媒、政各方力量，为助力商业发展
打造跨行业、跨领域、跨业态、跨主体
的平台。

媒体智库，是由媒体主导发起，将
各学科专家学者资源汇集起来，为政
府、社会提供政策决策方案和知识服
务的思想库、 智囊团和咨询机构。为
响应国家关于建立新型媒体智库的

号召， 在2023北京商业品牌大会暨
2022年度（第十八届）北京十大商业
品牌揭晓活动上，北京商报社的品牌
智库“深蓝ThinkBlue”正式启航。

深蓝智库聚力探索“政府+媒体+
品牌+智库+研究报告”的发展模式，打
造融合、开放、共享、互赢的合作机制，
构建包括专业协会、专业机构、专家学
者、头部企业在内，产、学、研、媒、政五
位一体集合式的产品服务体系。 为适
应商业深入研究品牌发展的需求，深
蓝智库商业品牌研究院应运而生。

未来， 深蓝智库商业品牌研究院
将进一步发挥北京商报社商业报道优
势以及多年深耕形成的积累和资源禀
赋，举办各项行业研讨会，打造更为垂
直、专业性强的智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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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 被业界誉为“首都商业发展风向标”的
2023年度（第十七届）北京商业高峰论坛开幕。论坛由
北京市商务局指导、 北京市商业联合会和北京商报
社联合主办。本届论坛以“聚力焕新 蓄势前行”为主
题，聚焦北京商业存量更新、品牌焕新的新商业发展
格局，开展了一场思想交锋和观点碰撞的盛会。通过
此次大会，为北京城市更新和商业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新思考。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
素，以“2023消费提振年”为契机，北京商业焕新对经济
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前三季度，全国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经济增长4.4个百分点，最终消费贡献率达到83.2%，消
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凸显。

城市更新带动商业焕新，商业新机遇、新模式、新活
力体现在各个领域。本届论坛，来自商业地产、会展行
业、直播电商、金融领域的专家就商业更新过程中的特
点、经验各抒己见，为商业更新及消费提质升级提供可
靠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年度调查报告《2023北京商业发展
蓝皮书》在本届论坛上重磅发布，以“焕新”为主题，围绕
北京城市更新及商业创新进行调研，由企业案例折射所
处商圈、 行业的变迁， 全方位精准预判商业新趋势。
《2023北京商业发展蓝皮书》显示，在当前的北京商圈发
展中，确实存在一些区域性的发展问题，其中合力不足

是一个较为突出的薄弱点。这可能是因为大型商业项目
在调整过程中，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带动整个商圈升级转
型，也难以兼顾到整个商圈的均衡和持续发展。

众多参与调研的企业表示，他们对于商会、协会的
牵头作用十分期待，希望“牵头人”能推动圈内项目联
动，强化凝聚力。当前，各方需推动各商业项目之间的
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和协同发展。各商业项目也应该加
强沟通与合作，与周边商户积极联动，共同营造繁荣、
活跃的商业氛围，打造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商圈新形
象，全方位提升整个商圈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在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方面，《2023北京商业发展蓝
皮书》指出，人们消费观念的明显转变使得性价比成为
了消费者更加关注的因素。线上线下的价格比拼、同渠
道间的价格较量日益激烈，消费者对用合理价格购买高
品质服务的诉求越发迫切。同时，消费需求不断被切割，
导致消费供给也变得更加细分化，“大而全”已经不是实
体商业发展的主线。

北京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勇在《2023北京商
业发展蓝皮书》中指出，随着城市发展从“增量拓展时
代”迈入“存量挖掘时代”，商业更新将成为未来商业
消费空间发展的新主线。面对商业更新大趋势，企业要
长久发展唯有积极求变， 通过自身创新以适应市场变
化，共同助力北京商业“焕新”，推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 北京商报记者 刘卓澜 胡静蓉

商业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