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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闫立刚：

2022年北京商业的多重机遇

北京市商业联合会会长傅跃红：

北京商业加速数字化转型

会长寄语

过去的两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传统线下商业遭遇困境，但

危中有机。北京市商业联合会会长傅跃红在2022北京商业品牌大

会上指出，生鲜电商、直播电商、无接触配送等新消费模式步入新

赛道，无人支付、自动驾驶、智慧商圈等数字商业创新也迎来快速

发展。北京也在努力成为国内商业数字化转型的“策源地”和“竞

技场”。

傅跃红指出，全球经济脆弱复苏的背景下，5G、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话创新技术，已经成为有效推动首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引擎。

借助北京打造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契机，商业领域依然能大有作

为。傅跃红建议，在智慧商业方面，北京需要打造示范性数字商圈、商

街。推动开展商圈、商街数字化营销，增强商圈、商街的智能购物、智能

导航、无感支付等智慧功能；在数字生活方面，建设示范性智能化终端

设施。

围绕日用品、食品、餐饮和生鲜等领域，鼓励智能售货机、智能饮

料机、智能回收站等各类智慧零售终端结合客流动线发展；在培育新

消费品牌方面，依托先进企业的平台优势和品牌集聚效应，整合业态

资源，培育更多面向垂直领域、细分客群的新消费品牌。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是首都作为超大型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傅跃红指出，首都作为超大型城市，人口多、

流量大、功能密，具有复杂巨系统的特征，城市建设、发展、运行、治理

各方面情形交织、错综复杂，必须充分运用数字化方式探索超大型城

市社会治理新路子，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姜明：

数字化驱动企业升级

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消费深度线上化的转移，线上线下的界限

进一步被打破，融合更为紧密。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姜明在2022北京

商业品牌大会上表示，为顺应消费习惯的改变，商业企业在数字化方

向投入了大量精力，便捷高效的数字化体验随处可见。数字化转型已

经成为很多企业破局的主要方法，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经营模式、全

渠道、营销模式的发展。

姜明表示，数字经济将促使企业全方位降本增效，制订更为合理

的生产计划，也能更懂消费端的诉求变化。商业企业拥抱世界智能制

造，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加快数字化转

型的市场机遇，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据悉，2020年北京数字经济规模达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

55.9%，位列全国第一。

数字经济快速崛起，催生出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也带来了新

的治理问题。姜明建议，要实现数字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还需要完善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

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同时，要坚持促进发

展和监管规范并重，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中国强大的消费能力正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这也意味着，

商业零售有足够的上升空间，依然能大有作为。”姜明表示，数字经济

既要壮大电子商务、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数字产业，也要创造出产业互

联网、智能制造、远程医疗等数字化产业新业态，加快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进程，使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产业、赋能社会、赋能人类生

活，共建共享人类数字文明新时代作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会长赵健：

借数字化发力全媒体

面对百年变局与疫情交织叠加的严峻形势，数字经济正成为世界经

济发展的新动能。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会长赵健在2022北京商业品牌大会

上表示，数字经济的发展，让众多传统企业加速转型、众多新业态新模式

实现了从无到有甚至是快速成长，不断为商业“换血”保持持续活力。

“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新技术、新产

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给媒体带来了全新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

式。”赵健指出，传统媒体通过数字化转型，有了数字新闻、视频直播等

融媒体业态，传播形式更加丰富，也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转型第一线

的媒体已经形成了新的影响力，组建了更为全方位的媒体传播矩阵。

同时，数字经济也给媒体带来一定的挑战、赵健认为，传统的读

者、观众等群体正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的制作者、发布者，

碎片化信息越来越多，受众接纳信息的时间更为零散。这些特点对媒

体的内容生产提出了更大的考验，要求媒体在信息输出与制作上更加

灵活和高效，要尝试多样化的呈现形式。

赵健表示，数字经济以技术为支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传

媒平台应积极探索发展数字经济新路

径，形成有效的盈利模式，增强自身“造

血”能力，催生形成传媒数字经济。数字

经济时代，网上的碎片化信息增多，内

容也良莠不齐，媒体应该承担起舆论引

导的重要职责，在把握真实性的基础

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推动社会不

断进步。 扫码观看视频

2021年，北京商业大踏步向前，实体

零售行业积极摸索数字化转型路径，新业

态、新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北京市商务

局党组书记、局长闫立刚在2022北京商业

品牌大会上接受北京商报记者专访时透

露，北京商业发展水平再次迈上新台阶，北

京市场消费稳中回升。同时，2022年，北京

商业服务业将持续发力数字经济，打造成

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北京样本。

完善商业设施

2021年，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

下，北京紧紧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发挥消费推动国民经济高效循环的促进作

用，积极适应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习

惯的转变趋势，进一步优化消费供给。

1-11月，全市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3.1%，两

年平均增长2.4%。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3564亿元，同比增长10.4%。餐饮收入

1035.3亿元，同比增长31.7%，增幅快于全

国（21.6%）10.1个百分点。这离不开近年来

北京升级商业设施、提高消费供给水平、注

重活动造势等多方面的举措。

培育数字消费新模式

未来，北京实体商业将与数字经济深

度融合，顺应消费发展新趋势，按照“新装

备、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新消费”五新

一体的目标，应用5G、区块链、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培育数字消费新

模式，提高农产品流通、商圈数字化水平，

推动餐饮业数字化转型，挖掘新的消费增

长点，促进消费升级。

推进数字化转型

2021年1-11月，北京市网上零售额

4916.8亿元，同比增长20.5%，增幅高于全

国（13.2%）7.3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北

京商业服务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通过了

“三个抓”，即抓政策引领、抓平台搭建、抓

重点行业，推进商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例

如，修订完善“互联网+流通”创新示范项

目支持政策，重点培育发展智慧流通平台、

新零售、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在

服贸会期间成功举办“2021中国电子商务

大会”，围绕“数育新机、商引未来”主题，与

国内外政企嘉宾共享电子商务发展新成

果，共话数字商务未来新趋势。

多元消费融合

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

着力提升消费供给多元化、品质化水平，

高质量打造消费新增长点。在优化全域

消费空间版图方面，深入实施消费新地

标打造行动，建设优势互补、特色凸显的

消费地标；打造优质消费品牌集聚中心

方面，深入实施消费品牌矩阵培育行动，

构建“集聚、传承、孵化”全链条培育体

系，打造“美食、时尚、绿色”多元化消费

品牌；促进多元消费生态融合发展，深入

实施数字消费创新引领、文旅消费潜力

释放、体育消费质量提升、教育医疗消费

能级提升等行动。

激发实体活力

为更好地依托国际消费中心培育建

设，进一步激发实体商业活力，在北京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中，需要坚持规划

引领和差异化发展，优化消费地标布局。加

大商业品牌首店政策实施力度，大力引进

国内外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体验店，发

展原创品牌概念店、定制店。重点商圈试点

建设智慧商店、智慧街区、智慧商圈，加大

AR虚拟试穿、VR虚拟购物等体验式消费

场景应用，促进传统商圈向体验式、参与

式、互动式转变。

北京商报记者王维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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