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时间
今年上半年
■ 接待游客数
4300余万人次，同比增长136%
■ 客群
25至44岁年轻客群为主力消费群，占总客流六成

王府中環项目的诞生与王府井商圈的转型息息
相关。在百货零售遇冷之际，王府井商圈尝试发展高
端商业， 国际化的要求进一步凸显。2022年11月发
布的《北京市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2022年
-2035年）》中，王府井与西单、前门一同被规划为四
大国际消费体验区之一，北京市将以王府井为抓手
打造千亿规模商业消费集聚区。其中，王府中環项
目是王府井商圈下一步品牌升级的重要支撑。

开业之初， 王府中環吸引了维多利亚的秘密
亚洲旗舰店、潘多拉全球旗舰店、英国当代时尚品
牌Superdry中国旗舰店等100余个品牌入驻，其
中有20多个品牌为首次进入北京或中国市场。

而在近几年的调整中， 王府中環也不断地引
进国际品牌， 提升项目国际化水平。 自2021年末
起， 王府中環重点完成了高端品牌调整， 引进了
BOGNER博格纳、BVLGARI宝格丽、Cartier卡地
亚等；2022年末，商场原B1层的“网红停车场”落
客区将以DROP-OFF的新形象完成改造，2022年

全年，王府中環累计完成21家全新品牌入驻、19家
原有租户品牌的店铺升级改造。

王府井大街上的商业项目也进一步摸清了自
身定位及特色。2020年起，北京apm发力“首店经
济”，引进了大批品牌首店、概念店，并持续引进电
影IP展、艺术展、动画展等，打造沉浸式体验；2022
年1月，老百货东安市场牵手睿锦尚品，以买手制
百货重新亮相；如今，原新燕莎金街正处于升级改
造过程中， 未来将打造国内首个新国潮购物中
心———王府井喜悦购物中心，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90%改造，已签约100余个品牌。

多方面的提升使得王府井成为了更多人的目
的地。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杨青松表示，各个
项目改造升级后的王府井商圈， 在商业布局、业
态、客群等方面更具层次感，消费者可逛性进一步
增强，项目与项目之间的互补性也不断提高，不仅
将成为外地来京游客的打卡地， 也是北京本地人
消费的目的地。

今年4月， 东城区发布公告显示，2023年，东
城区将以商圈提质为主要阵地，打造高标准商业
空间。打造王府井×前门国际消费体验区，制定
实施王府井打造国际级商圈工作方案，支持前门
商圈以“老字号+国潮”为特色，开展老字号聚集
区建设。

国际级商圈的打造， 离不开王府井大街各个
项目的合作联动。杨健表示，王府中環与商圈内其
他项目并不是竞争关系， 而是只有通过加强联动
聚集力量， 才能使得整个商圈更有吸引力。“我们
希望与其他项目进行各种联动， 也期待新项目喜
悦购物中心的开业，单个项目的力量有限，靠单打
独斗无法实现国际级商圈的打造。”

打造大型消费目的地， 文商旅融合已成为重
要趋势。杨青松表示，王府井商圈不仅要加强合作
联动，还要加快文商旅功能融合，在完善商业的基
础上，在传统文化、旅游资源等方面形成互补，打
造更多打卡点。

与此同时， 王府井商圈并不单纯是商业消费
空间，更是外地游客到京旅游的打卡地之一。从游
客需求来看，外地游客到访王府井商圈，是基于王

府井作为老北京名片而来， 希望从中获得别的城
市所没有的文化体验；而就本地居民消费而言，人
们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升级， 更多地寻求新奇好玩
的体验，期待在老商圈中找到新玩法。

在时尚透明度创新中心创始人杨大筠看来，
如何平衡好旅游地标及商业消费空间是王府井商
圈需要思考的问题。“王府井、 西单都是传统意义
上的北京旅游步行街，游客群体是王府井商圈、西
单商圈的客群构成之一。 王府井商圈要兼顾好本
地消费者、游客的需求，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

王府井， 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商
圈，历经百年的沉浮变迁，如今正焕发
出新的生机。然而，面对消费者需求的
多元化， 王府井商圈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如何在历史的积
淀与现代的潮流中寻找到平衡， 打造
真正的国际级商圈？ 这无疑是值得深
入思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
过程中， 一个项目的升级不足以改变
什么， 整个商圈的提升需要多项目的
齐心协力。

回顾从前，历史上的王府井商圈，
是北京商业的重要代表。 独特的历史
地位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使得这里成
为了北京乃至全国的商业重地。 王府
井大街的名字从最早的“哈达门丁字
街”到“十王府街”再到1975年定名为
“王府井”大街，王府井的历史变迁见
证了中国商业的繁荣与发展。

如今的王府井商圈， 既有传统文
化的深厚积累，又有国际、新潮的特色
内容。 王府中環内的多个国际化品牌
首店、旗舰店，为王府井商圈注入国际
化新动能； 买手制百货新东安市场更
是从世界各地搜罗时尚潮流消费内
容，还有银泰in88、北京apm、百货大楼
等……同时，中国照相馆、内联升、四
联美发、全聚德、吴裕泰等多家老字号
品牌，构成了王府井深厚的文化内涵。

进入新的阶段， 王府井商圈也迎
来了新的使命， 国际消费体验区的打
造成为了新目标。 在各项目不断调整
升级的进程中，需要注意的是，统一的
协调管理是整个商圈良性发展必不可
少的一环。政府、商圈管委会、街道等
相关单位以及项目运营方、品牌、商家
等方面，需要达成共识，将商圈发展所
需要的内容进行分工，联动互补，共同
推动商圈发展。

同时， 在文商旅加速融合的趋势
下， 王府井商圈不能只考虑商业布局，
在文旅方面也要有更多的融合。文化方
面， 结合传统文化的消费内容如国潮、
文化演出内容、文艺展览的呈现，将是
值得王府井商圈着墨的部分；在旅游方
面，外地甚至外国游客的取向，游客身
份所向往的历史商街内涵，街区方面应
进一步探索，保持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此外，
在服务方面，王府井商圈需要提供更加
人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并提升硬件设
施和软件服务水平， 以营造一个舒适、
安全、富有特色的购物环境。

总的来说，打造国际级商圈需要多
方力量的合作，只靠单打独斗无法实现
这一目标。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环境
中， 王府井商圈要想实现历史与现代
的结合、打造标杆文商旅融合目的地，
必须多方联手，共同推动商圈的繁荣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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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本地人回到王府井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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