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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业如火如荼发展之际，各大互联网公司纷
纷抢占商业区的O2O， 但社区的O2O却是一块空
白。在互联网评论人王利阳看来，主流互联网公司
更重视整个网络的市场大盘，希望建立千万级用户
规模的O2O服务，对以社区为单元的小盘市场并不
感兴趣，且操作上有难度。

不过， 社区毕竟与居民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
是人们停留时间最长的场所。社区的就近性及商业
交易的频繁性，让O2O也更容易成为居民接受的一
种方式。

芍药居的几位年轻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去年
底，一个叫“芍药居社区网”的生活服务平台网站正
式上线，家政、团购、招聘和交友活动一应俱全。“跟
58同城、赶集网相比还有差距，但芍药居社区网是
依托社区的，相当于我们居民的组织，里面的商家
也都是大家熟悉的。”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 该网站集纳了各类线下
生活服务信息。附近商家的团购、未来广场的相亲

大会、街边美容店的打折 、社区的租房售房信息 、
各种招聘和家政服务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一位该
网站的用户认为， 上班族平时很难留意到附近商
家的活动， 而社区网站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作用就
是减少了信息获取的成本。咖啡馆的电影节、社区
组织的亲子活动和二手交易市场等都是在该网站
获悉的， 而且还让愈发淡薄的邻里关系通过线下
活动重新聚合在一起。

据了解，芍药居网站为方便居民消费在今年推
出了e家打折卡，芍药居周边所有的商家都会入驻。
只要手持一张实名制的万能卡，吃、喝、玩、乐、衣、
食、住、行从此就能享受比普通消费者更便捷的消
费信息和优惠的服务。

不过， 与电商自提相结合的O2O在芍药居就没
有那么便利了。一般来说，便利店的区域认知度、信
任度和覆盖范围都是符合大部分电商客户自提服务
点要求的。芍药居地区有物美、快客和好邻居几家连
锁便利店，但没有一家与电商合作开展自提服务。

社区论坛承载的O2O

过去，北京的主副商业中心发展较不均衡。集中
在王府井、 西单一带的主商业中心一直是北京人必
逛的购物场所。 而分散在各处的副商业中心虽有所
发展， 但成熟程度和覆盖范围与主商业中心相比还
是有不小的差距。 北三环以北地区一直缺乏给力的
商业项目。太阳宫商圈的形成改善了这一情况。

尽管上述几个商业项目在开业之初都不曾突
出“社区购物中心”的定位，但基于周边居民为主要
客群的现实和养商的需要，这些购物中心也开始逐
渐引入儿童业态，以及加大餐饮比例。

以远洋未来广场为例， 最初定位是女性主题，
引进的品牌以餐饮、女装、家居和化妆品店为主。由
于身处北四环，周围缺少同类商业项目，又环绕着

远洋万和城、芍药居北里、育慧里等中高档小区，未
来广场很快成为居民购物和休闲地点。如今，未来
广场也引进了游乐场、儿童英语培训及儿童用品专
卖店以吸引家庭。

凯德Mall三层也是以儿童业态为主， 包括玩具
反斗城、陶艺馆 、儿童泳池 ，还会定期举办亲子活
动。

除此之外，据芍药居甲2号院的居民介绍，社区
还有三辆去往周围超市、购物中心的班车。比如，物
美超市每半个小时就有一趟班车在小区门口等候。
不过，由于通往社区的超市及购物中心班车在晚上
六七点钟就已是末班车， 对老年人来说十分便利，
但对年轻人来说就有局限性。

芍药居并不缺少大型的商业项目，
附近既有知名大卖场，又有新开业的购
物中心，惟一的不足在于深入社区“毛
细血管”的便民商业不足。这恰恰正是
芍药居居民所需要的： 老年人行动不
便、上班族平时没有时间，距离近且值
得依赖的便捷商业亟待引进。

都神乐坂商业街是东京一条极为

普通但又典型的社区商业街。100多米
长的步行街两侧，散落着品牌商铺、中
型超市、24小时便利店以及传统杂货
店等248家店铺，甚至还有花店、迷你
高尔夫馆、蔬果铺、美容店和证券所等
业态。

这种社区商业还同时肩负保护中
小商业企业、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特色的

重任。在日本，社区商业街并非完全由
市场运作，街内还设有民间“商业街协
同组合”的管理和协调机构。

日本便利店除了出售快速消费品
之外，还有代收水煤电费、代理票务、
提供快递业务等。 有些24小时经营的
便利店设有取款业务， 人们从家里到
便利店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取到款，

非常方便。
随着老龄化和妇女职业化，日本大

型零售集团的触角也伸入到了社区。
7-11等小体量门店， 具有近便性和灵
活性，市场需求很大。永旺还设立了专
门针对老年人的社区店 ， 面积在
200-300平方米之间， 走路几分钟就可
以到达。

芍药居可借鉴日本社区模式

专·家·建·议

社区购物中心群聚 数读芍药居

解读：芍药居附近的在售二手房中，建筑时间在
1994-1998年之间的户型最为合理， 多数都是两居
室，面积在七八十平方米左右。周边符合这种户型的
小区仅芍药居2号院及芍药居小区16号楼以南的几
个楼盘，房源十分紧俏。2011年，人大附中朝阳学校
在此建校，芍药居由此也成为了学区房，周边房价开
始一路飙升。

解读：芍药居是新兴社区，虽然各类商户的比
例与其他社区差别不大， 但商户数量整体上较少，
这就让居民选择较少，也不容易形成良性竞争的环
境。先发展起来的是那些满足居民最基本需求的商
业业态，如餐饮、生活服务等。其中，餐饮类商户的
占比最高（34%），家政、干洗等生活服务的占比排在
第二位（33%）。虽然周边有几家大型商场，但仅有远
洋未来广场的距离较近。

常住人口
3.56万人

流动人口
0.94万人

芍药居地区人口比例

解读： 上世纪
90年代末， 芍药居
小区和芍药居北里
小区才刚刚建成，
人口密度明显低于
成熟社区。 多年来
小区一直处于边建
设边入住状态。常
住人口占了绝大比
例（79.1%）。

芍药居商业项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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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线割裂的社区商业
芍药居社区以京承高速和北四环为边界，虽然

交通方便，但两条均是主干线，对于社区居民来说，
步行穿越时间较长。这就导致主干线单侧的商业辐
射范围极其有限。一方面芍药居无法方便地与其他
社区共享社区商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主干线附近
便民商业的发展。

虽然附近太阳宫的商业项目陆续开业， 但对
芍药居的居民来说，步行前往非常不便。今年北京
市朝阳区人大代表马福君建议， 加快文学馆路与
京承高速交会处断头路建设。此前，为实现京承高
速两侧文学馆路与太阳宫北街的连通， 文学馆路
东端与京承高速交接处曾计划修建下穿式地下通
道。但由于前期太阳宫北街未建设，地下通道建设
搁置，太阳宫地区芍药居北里、南里约10万居民到
太阳宫公园、 太阳宫体育休闲园活动健身以及前

往望京地区 、京顺路 、机场高速等方向需要绕行 ，
非常不便。

如今太阳宫北街已建成， 区人大代表也曾于
2010年就提出尽快建设该通道的建议， 但至今仍未
落实。芍药居北里的一户居民表示，虽然太阳宫地区
大型商场较多，但相互间的路程太绕，步行前往并不
方便。即使开车去，也需要不停地寻找停车位，是件
费时费神的事情。

在业界看来，如果解决不了主干道拦截的交通
问题，太阳宫商圈的养商期无疑会延长。以百盛为
例，太阳宫店延续了一贯的品牌设置，品质不差，但
开业三年的时间人气相对不足。 除了配套餐饮、娱
乐、生活服务设施的缺乏，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开车
还是坐地铁前往周边的购物中心都得绕一段不算
近的路，自然也引不来天性怕麻烦的消费者。

美容、美发 9%

运动健身 4%

幼儿教育 4%

餐饮 34%

超市/便利店 6%

商场 1%
休闲娱乐 9%

生活服务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