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04 2013/12/25
北京商报·北商商业研究院
BBT COMMERCIAL RESEARCH INSTITURE 零售革命：反思与前行

做细末端 做实平台 筑牢底线
———专访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主任卢彦

转型，是2013年被提及
频率最高的词。 零售行业在
经历过去的高增长和辉煌
后， 减速和转型摆在了各企
业面前。 北京商业在过去一
年出现了哪些新特点？“地方
版”的保民生、促消费举措是
否会有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
会必将对我国经济各领域产
生深远影响。 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 北京商业又面临哪些
机遇？带着这些疑问，北京商
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北京市商
务领域的“掌门人”———北京
市商务委员会主任卢彦。

北京商报：在服务保障民生方面，明年北
京市会有哪些新举措？

卢彦：我们将继续以“便民利民惠民、增进
人民福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优先
发展民生商务， 增强首都运行的服务保障能
力，做足、做深、做细三个方面工作，努力实现
市民“买得到、买得好、买得满意、买得放心”。

一是坚持“做细末端”，推进城乡便民商
业体系建设。 进一步推动超市 （便利店）、早
餐 、便民菜店 、洗染 、美容美发 、再生资源回
收、 代收代缴等七项商业便民基本服务进入
社区，办好老百姓身边的“新开门七件事”， 提
升“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商业服务水平，推进
连锁及品牌企业进社区开展公益性便民服
务。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中，推广联合采购平
台，扩大企业间的联合采购，引进更多的供应
商进入郊区市场， 提高郊区现代流通网络的
市场覆盖率。

二是坚持“做实平台”，创新农产品流通
体系。农产品流通一头连接农民，一头连接市
民，是最重要的基础民生工程。今年10月，市
政府印发了 《北京市蔬菜零售网点建设管理
办法》， 并将于201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
进一步加强本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三是坚持“筑牢底线”，完善应急储备体
系。北京作为特大型城市，生活必需品自给率
较低，大部分商品需由外埠供应，蔬菜80%左
右靠外埠调入。 北京市从1992年开始建立生

活必需品政府储备制度， 目前已建立了包括
粮油、肉蛋、蔬菜、食糖、食盐等18个品种的政
府储备。下一步，我们将在完善政府储备管理
和应急投放的基础上， 充分调动企业作为市
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整合生产型、流通型、
总部型、投放型四大渠道储备货源的优势，建
立政府储备和渠道储备相结合的市场供应保
障体系，更好地服务和保障民生。

北京商报：在促消费方面，北京市一直走
在全国前列，比如节能补贴、家具以旧换新。
这些惠民政策到期后， 明年还会有哪些新举
措？

卢彦：2014年促消费工作将在以下三个
方面有所突破创新：

一是着力改善消费环境。提升实体商业、
社区商业消费便利化程度； 推动传统百货购
物中心化发展；打造婚庆消费的跨业态、一站
式服务模式，丰富消费体验；推动实体商业融
合线上营销模式； 提高商业服务业员工服务
意识、能力和水平。

二是加强宣传， 营造消费氛围。 加快整
合、 启动消费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移动客户
端应用程序， 为消费者提供权威的消费导航
和资讯服务。

三是引导消费健康发展。 搭建热点商品
宣传展示平台， 吸引消费者购买数码信息产
品、国外品牌商品、节能家电产品，引导绿色、
节能、低碳消费，培育信息、文化等服务消费。

优先发展民生商务
建消费资讯平台

北京商报： 请您介绍一下今年北京消
费市场的整体情况。

卢彦：2013年北京消 费 市 场 规 模 继
续扩大 ，消费增速稳中趋缓 ，消费结构
持续优化 ，消费基础 更加稳固 。全市消
费市场在历史基数较高的情况下 ，总体
保持平稳运行 ，但受多种因素影响 ，增速
有所放缓 。

今年1-10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6814亿元，同比增长8.9%，比上年同期
回落2.7个百分点。从各月零售额增幅情况
看，除1-2月、4月、10月增幅分别达到或超
过两位数以外， 其他月份均保持个位数增
长。不过，市场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是市场的
理性回归。

北京商报：在限制“三公消费”和电子商
务的影响下，北京消费市场有哪些新特点？

卢彦： 网上消费的快速增长是今年北
京消费市场的一大亮点。 今年1-10月，全
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
716.6亿元，同比增长44.9%，占全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10.5%， 超过了传统百货
业，拉动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6个
百分点。

此外，在国家相关的政策约束下高端
消费明显放缓 ， 民生消费平稳增长 ，生
存型 、发展型 、时尚型消费依然 保 持较
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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