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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700年锤打的王府井商圈，如今正处于冷暖

交织的局面。1月6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王府井商圈

看到，诸多商户换上了新面孔，后街经济更是“热气

腾腾”。同一商圈之中，丹耀大厦、新燕莎金街购物广

场等诸多存量商业或是门可罗雀，或是大门紧闭。目

前，消费者对于王府井商圈的认知仍留在单纯的一

条街上，周边的多种文化、体验资源尚没有完全与步

行街形成融合。随着参与式都市主义的理念和实践

逐步兴起，王府井需要加强以文化运营为核心，融入

多样形式，提升步行街整体的沉浸式主题体验。

外立围挡全部拆除

王府井步行街换了一张新面孔。北京商报记者

在王府井步行街看到，众多老字号临街商铺的外立

围挡已经全部撤除，露出了店铺的新面貌，有些店铺

还趁机调整了店内陈设。

本轮施工改造后，临街的一些老字号外立形象

变得更时髦了，统一增加了玻璃幕墙，部分门店还安

装了LED屏。例如吴裕泰王府井店，店内和店外都进

行了改造，店内增加PC一体秤和自助购，数字化升级

后，称重、开票、缴费都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完成。有消

费者表示，自从王府井步行街两侧的门店统一形象

后，街道看起来比此前要整齐许多。

除了环境治理，王府井的后街经济也开始升温。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时看到，北京apm的东街花园

已经完成改造并投入使用，近期POPMART的一些

场景落地在东街花园，吸引了年轻人群前去打卡。

北京apm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北京apm服务的客群除传统旅游人群外，本地客

群更有利于后街经济的发展和消费升级的带动。不过，

带动北京本地客群、吸引本地客群的回流，仍需要政府

有更多的资源和渠道帮助本地人回归传统商业街。

王府井后街经济的另一主角王府中■则在西座

草堂搭建了室外冰场，周末时段吸引了不少家庭消费

者。香港置地集团中国商用物业总经理林思灵表示，

目前正处于王府井步行街整治升级的关键阶段，未来

王府中■将在业态分布、品牌招商、异业合作等方面

探寻更加适合本地年轻客群及国内外高端游客的商

业组合模式。

据了解，2019年，国家发布王府井步行街的规划

改造及“一院、两街、多节点”的后街经济，致力于在

繁华主街的背后，打造北京最地道的味道和最本地

化的生活方式。

存量项目调整缓慢

王府井商圈调整升级不断加快，但主街上的几大

存量商业项目却迟迟不见动静，多少有些“老大难”。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时关注到，紧邻东安市场的丹耀

大厦多年来一直不声不响，甚至有些不温不火。该商

场曾在2020年初引入网红小吃街，但后续受疫情影

响，二层和三层的商户数量开始减少。其中，三层仅剩

下三两家餐饮商户，其余地方都遮起围挡。

同时，不到一个月前，位于王府井南端路口的新

燕莎金街购物广场被首商股份提前终止租赁协议。

当时，首商股份表示，2014年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正

式营业后，虽经多次经营调整，但始终处于经营亏损

状态。

对于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难以盘活的原因，有

分析指出该项目定位始终处于不准确状态，没有形

成主流客层。同时，经营项目特色不突出，缺乏符合

市场趋势及具有可持续市场竞争力的、引领性的业

态和组合，无法营造时尚、新奇、多元的体验氛围。

在首商集团放弃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之后，该项

目未来何去何从还是未知数。北京商报记者从王府井

集团内部人士处获悉，目前该项目已经被王府井集团

接手改造，但未来如何定位、何时完成改造以及相关

负责团队都暂时没有结论。

除了上述两大项目，东安市场也于上月闭店启

动升级改造。未来东安市场将升级为“时尚买手制百

货”和“时尚主题街区”，计划在今年暑期重新开业。

对于时尚买手制这一定位，行业中存在不少质疑的

声音。业内人士认为，买手制百货的经营压力较大，

会面临库存积压、更新率较慢等潜在问题。当前商业

经营更新换代率极高，特别是消费时尚，两相矛盾会

加剧亏损的风险。

与此同时，王府井步行街北延之后，陶汇新天、利

生体育商厦也在升级改造，天主教堂对面的海港城依

旧只有露出地面的3层框架结构，复工时间尚不可知。

文化运营待强化

有着700年历史的王府井商圈，一直是全国最有

影响力的商圈，因此机遇和挑战几乎同时存在。商圈

内所有项目既享受客流红利和影响力红利，也面临

项目之间差异化竞争和消费需求动态变化的挑战。

仲量联行华北区战略顾问部总监王飞指出，过

去两年，王府井商圈标杆项目在国际品牌首店、旗舰

店、老字号、北京传统文化方面有很多亮点，而部分

项目闭店改造是商圈升级和运营模式创新的体现之

一。买手制时尚百货、业态和品牌的全面升级，一方

面可以提升业主方的资产价值和收益，另一方面也

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元化的体验。

不过，王府井商圈未来仍应强化文化运营，提升

国际影响力和文化魅力。王飞指出，王府井步行街北

延刚刚开街，北延纳入了更多元化的文化功能，丰富

了王府井的文化体验，为文化运营提供基础。随着新

消费时代的到来，参与式都市主义的理念和实践逐

步兴起。王府井应融入网红、快闪、DIY、庆典、活动、

论坛、展演、巡回、演讲、开放论坛等多样形式，提升

步行街整体的沉浸式主题体验。

此外，王府井应该关注智慧运营方面的创新和

科技新零售带来的变化。“王府井在商业街区运营方

面也需要综合考虑智慧科技的长期影响，在智慧交

通、智慧停车、智慧照明、街区会员系统建设等方面

探索创新路径。”王飞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刘卓澜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蔺雨葳 刘卓澜）针对西单商圈
部分商户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不到位的问题，1月5日，西城

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局、区

城管执法局、西长安街街道办

事处对西单大悦城、君太百货

开展联合约谈，并将依据《北

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不到位的行为开展进一步调

查处理。

西城区相关部门对大悦城

内不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蔡澜

港式点心、鱼小士、廖记棒棒鸡

3家企业进行行政告诫、责令停

业整顿。这已是大悦城第二次

被点名，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02场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监督组

办公室主任肖飒指出，西城区

西单大悦城内多个餐饮商家工

作人员加工食品时未佩戴手

套，个别商场工作人员佩戴口

罩不规范。

肖飒表示，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反映出社会面防控和重

点环节、重点场所管理仍存在

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部分单

位防控态度不坚决、防控措施

不严密，相关职能部门责任意

识不强，监管不到位，必须始

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

落实“四方责任”，进一步加

强重点地区管控、重点人群定

期筛查、重点区域环境检测

等，切实以点督面，人、物并

进，不放过任何一丝风险隐

患，不折不扣把疫情防控措施

落到实处。

目前，西单商圈的各个商

业项目正加紧自我检查。北京

商报记者从君太百货相关负责

人处了解到，在防控防疫方面，

君太百货为防止各街边店对外

门口防疫工作做不到位，现在

街边店所有对外门店上锁，统

一从商场大楼出入口进入。同

时，君太百货在街边店和商场

之间要求商户安排专人值守测

温，提醒顾客扫健康码。

君太百货在商场管理方

面，大厦安排管理部门不定时

对商户是否落实专人值守情

况进行检查，防止再出现没人

值守情况发生。同时，楼层的

楼管及巡视保安会随时巡视

检查员工佩戴口罩，和提醒未

佩戴口罩的顾客。此外，君太

百货还新建立两个防疫工作

群，分别针对餐饮和零售两方

面，专门针对防疫工作进行宣

导落实。

为了进一步提高西单商圈

整体疫情防控力度，起到警示

引导作用，本次会议同时通知

商圈内18家大型企业负责人参

加。各参会企业表示，将针对问

题深刻反思，深入学习传达市、

区疫情防控相关精神和要求，

立即抓落实、抓整改、抓管理，

层层压实岗位职责，确保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西单商圈防疫存漏洞
大悦城3家企业停业整顿

重走老商圈（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