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定商圈发展规划 优化发展环境 提高市场化运营能力

闫立刚：“十三五”时期，北京商圈按广

域级、区域级、地区级和社区级进行了分

类。去年1-11月，全市52个重点商圈限额

以上商业单位零售额2666.7亿元，占全市

社零总额比重达到19.7%，同比增长

30.6%，对社零总额贡献达到48.9%，拉动

社零总额增长5.1个百分点。截至12月底，

全市52个重点商圈客流量约12.2亿人次，

同比增长15.1%。

今年，北京将按照全市总规控规的布

局，按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要求，

进一步研究制定北京市商圈发展规划，明

确空间布局、功能定位、规范标准，优化

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市区都将制定具体

政策措施，改善营商环境；制定考核指标

体系，请第三方对客流、销售、服务等方

面进行动态评价；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

作用，建立完善的市场化运营管理机制。

用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提高软硬件供给能

力、提高国际消费枢纽作用、提高社区消

费水平、提高数字化和文化赋能，提高商

圈和周边交通保障，提高商圈的营商环境

优化。

北京商报：城市商圈已成为消费升级、

优化供给的主平台，下一步北京将如何进

一步打造高品质、差异化商圈？

”

“

市人大代表、市商务局局长闫立刚：

2022年北京商业要“精耕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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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政策，是

2021年的热频词汇，“绿色金融”也受到了

更多关注。1月8日，在正在召开的北京市

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北

京市美臣保理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黄轶，

市政协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常委姚卫

海等均就北京绿色金融发展提出了建议。

北京的绿色金融发展，在2021年驶入

了“快车道”。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

月末，北京市主要中资银行绿色信贷余额

1.27万亿元，同比增长9.78%；北京碳市场各

类碳排放权产品累计成交6874.6万吨，成交

额19.74亿元，成交均价稳居全国第一。

姚卫海指出，近年来北京大力发展绿

色金融，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自下

而上的实践创新，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绿色

金融重要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加强顶层设

计，未来要持续将绿色投融资融于产业的

中长期绿色发展规划和区域布局之中，完

善绿色标准体系，建立绿色产业规划与绿

色金融发展规划之间的协调机制。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国民经济和产业

发展规划，推进各项节能减排措施和绿色

能源的应用与普及，在北京市事权范围内

更新制定适合北京市政治、社会和经济发

展特点的绿色低碳产业、产品和绿色金融

标准体系等重点内容。

绿色金融飞速发展背后，如何保持合

规有序发展、如何持续吸引社会资金配置

到绿色产业、如何确保有绿色融资需求的

企业真实符合绿色金融标准，相关问题成

为绿色金融发展路上不容忽视的课题。

在保证信息真实性方面，姚卫海认

为，健全绿色信息披露机制是重要一环。

建立健全全市统一的环境信息披露标

准，强化对企业ESG和气候信息披露的

管理和监督要求，不仅包括对金融机构

持有的绿色资产的信息，还应包括这些

资产和主要资产的碳足迹。打破由于信

息不对称、数据共享层次低等问题所导

致的绿色投融资瓶颈，有效制约污染性

投资，防范“洗绿”风险。

姚卫海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通过政府

这只“看得见的手”克服绿色金融的“负外

部性”，是促进绿色金融在市场化条件下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例如通过政府部

门牵头制定北京市绿色信息共享机制实

施条例，搭建绿色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

立绿色项目信息数据库。“还可以通过地

方性立法等手段有针对性地加大对非绿

色项目的减碳排污要求，一方面可以降低

非绿色项目的碳排放与污染水平，另一方

面也提升了非绿色项目和能源的运营成

本。”姚卫海建议称。

在北京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此类问题

已经得到了关注，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在加紧

推进绿色项目库和气候投融资平台建设，研

究强化绿色资产交易、环境信息披露等功能。

在谈及如何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积极

性、促进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时，姚卫海

表示，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担保、

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方面，综合运用财

政奖补、贴息、风险补偿等手段，加强财政

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

力，构建可持续绿色金融助力绿色发展的

财政政策体系。

黄轶则进一步建议，要建立健全多角

度、全链条、广覆盖的绿色金融奖补政策

闭环机制，制定出台包括信贷贴息、债券

贴息、上市奖励、保费补贴、担保奖励和风

险分担等在内的系统性、集成化绿色金融

奖补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撬动更多

社会资本参与绿色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岳品瑜廖蒙

责编汤艺甜 美编张彬 责校李爽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北京两会特别报道

“冰丝带”碳排量接近于零 揭秘冬奥场馆黑科技 多方协同“造福”绿色金融

国家速滑馆

运营一年约节约200万度电

城建集团负责新建的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标志性建筑，采

用全冰面设计，冰面面积达1.2万平方米，是目

前亚洲最大的冰面，平时可接待超过2000人同

时开展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壶等所有

冰上运动。

“冰丝带”的完美弧线背后，凝结了科技

创新的“中国智慧”。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

3360块曲面玻璃拼装而成的天坛轮廓曲面玻

璃幕墙系统，攻克了175mm小直径“冰丝带”

弯弧玻璃加工、幕墙索柔性体系结构变形、立

面造型复杂等一系列难题，打造出象征速滑

运动员高速滑动的最美“冰丝带”造型；世界

首创柔性索网上单元铝板屋面施工技术，实

现了屋面加工工厂化、现场施工装配化，为屋

面工程提供了崭新的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冰丝带”1.2万平方米冰

面制冰系统采用环保型CO2跨临界直冷制冰

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CO2速度滑冰场。这也

是目前最环保的制冰技术，能够实现冰面温

差控制在0.5摄氏度以内。“在冷凝热回收系统

下，制冰过程产生的冷凝热可以进行回收利

用，按年运营约能节约200万度电，碳排量接

近于零。”裴宏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高山滑雪中心

原土剥离后收集再覆盖

高山滑雪项目是雪场上速度最快的项目

之一，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位于延

庆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地依托小海陀山天

然地理优势，拥有800米落差、3000米坡面长

度，建设有7条雪道。

“我们首次采用测绘无人机实施大范围山

地地形测绘，生成三维数字地形模型并优化设

计方案、调整雪道形态，将原挖方20.4万立方

米优减少到10.7万立方米左右，优化后挖方量

减少60%，同时大量减少了树木砍伐和植被修

复，保护了原有生态环境。”裴宏伟表示。

同时，为解决陡坡运输难题，从人背马

驮、遥控履带车到直升机吊装，建工集团还独

创了一套长距离、无动力的溜槽运输系统，在

挖掘机无法作业的地方，让碎石土等物料坐

着“滑梯”自动下降，节省工期6个月。

科技参与的同时，“绿色办奥”的重要性

不容忽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建设中实施了

生态修复工程，修复面积占全部赛区的1/2。

其中，建设团队开创性提出了全范围表土剥

离与利用方案，也就是将赛区建筑施工表面

的原生土全部收集，建设完工后全部原土覆

盖。对地面以下15-20厘米厚的腐殖土也进

行剥离储存，造雪工程完毕后再回铺，从而有

效保存了土壤内的种子。

冬奥村

装配技术避免大建大拆

在非竞赛场馆，科技也已融入生活。北京

冬奥村（冬残奥村）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核

心区南部，目前由20栋公寓楼、1个运行区和1

个广场区组成。冬奥会期间将启用18栋公寓

楼，冬残奥会期间启用西区9栋公寓楼。北京

商报记者了解到，在赛后，冬季奥运村将改造

为北京市人才公租房。

“装配式建筑技术”在冬奥村发挥了大作

用。在充分调研现有装配式建筑体系的基础

上，建设团队研究开发了钢框架———装配式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实现了工程地

上主体结构全部为预制装配构件，利用防屈

曲钢板墙技术提升建筑的抗震性能，通过大

开间的平面布置使室内空间灵活可拓展，满

足了赛时与赛后两个阶段建筑功能转换的需

求，避免了转换过程中的大量拆改。

此外，裴宏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冬季奥

运村在建设过程中优化完善了弱电智能化系

统。“根据住户的生活习惯，可以实现智能灯

光及遮阳控制、新风空调联动、温湿度及空气

质量智能调节等，在创造舒适居住环境的同

时，达到绿色节能的目的。”

在更寒冷的延庆山地新闻中心，工程建设

过程中则使用了各类超低能耗工程技术。“高效

的外保温层比传统建筑的更厚，就好比在冬天

穿了更厚的保温衣，它可以降低室内能耗。被动

房外窗的传热系数更小，隔热性能更好。此

外，建筑采用了无热桥设计，可以降低室内外

的冷热传导，实现降低能耗的作用。新风热回

收装置的效率大于等于75%，还有高效的气

密性，这些都能够降低室内能耗。”裴宏伟向

记者解释称。 北京商报记者杨月涵王晨婷

北京冬奥会召开在即，“科技办奥”亮点纷呈。1月7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市

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冬奥场景内已先后测试

和使用了200多项技术，涉及信息工程与软件工程、公共安全、高清视频、5G和

新能源等领域，在这些技术中，已确定赛时应用70余项。

场馆建设是办好冬奥的重点，场馆里有哪些“黑科技”值得关注？针对此问

题，北京商报记者对市人大代表、北京城建集团总经理裴宏伟进行了专访。

加速市场升级、丰富消费场景、推动高水平开放……北京“两区”建设和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步履持续加速。1月7日，北京商报记者在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的间隙，专访了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闫立刚。在他的介绍中，2022年北京

商业发展的新方向、新规划已然清晰，商业主管部门的新目标与新任务也随之划定。

在闫立刚看来，北京商业服务业发展的“工作清单”非常明确，而重点在于如何

“精耕细作”。“政府工作报告把任务、项目、目标都明确了，关键是要抓精细化落实。”

他表示，针对问题和堵点，要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让每一个项目落地，让每一项政

策发挥真正的效果。

推动6个物流基地和4个一级批发市场高质量发展

闫立刚：2022年将加快推进6个物流基地

的规划落地和升级，其中包括重点加快顺义空

港、通州马驹桥、平谷马坊以及大兴京南物流4

个物流基地的转型升级，以及推动房山区和昌

平区2个物流基地的规划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在批发市场方面，将加快4个一级农产品

批发市场的升级建设。其中黑庄户北京鲜活

农产品流通中心已经开始试营业，新发地等

批发市场的转型升级及高质量发展方案正在

积极推进。

市商务、规土、发改、市场监管、交通、财

政等部门正在积极研究制定物流基地、农产

品批发市场高质量发展标准规范、土地利用、

固定资产投资、食品安全卫生、交通环保和财

政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并会同相关区制

定具体工作方案，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

提高标准化、数字化、市场化水平，促进基地和

市场高效、安全运行。市商务局还将会同相关

部门指导配合有关区，促进其他区域性和专

业性批发市场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确

保北京“菜篮子”循环畅通、保障供应。

北京商报：在2022年的北京商务工作

中，保障民生方面会有哪些亮点？

”
“

发展首店、总部经济 加强品牌引入和孵化

闫立刚：2021年北京共有901家首店、旗

舰店落地，是2020年入驻首店数量的近5倍，

但这还远远不够，所以在2022年，北京还要继

续加大品牌引进的力度。品牌引入主要从两

个方面进行，一是要加大国际品牌和民族品

牌的引进，二是加大服装等时尚类企业总部

的引进，加快补齐北京时尚类消费的短板。

同时，品牌打造上不仅要引入，还需要进

行本土孵化。2021年，北京推出南阳共享际、

红桥市场、王府井19号府三处新消费品牌孵

化基地；2022年，朝阳区、东城区还将推出两

个新基地孵化品牌。目前北京已经孵化了30

余个品牌，未来仍要在品牌培育、推出头部企

业等方面发力。

北京商报：实体商业发展离不开品

牌助推，2022年北京在品牌建设方面有

哪些计划？

”

“

建设中高端特色跨境电商产业

闫立刚：北京在电商以及跨境电商的

发展上十分具有优势，2022年要通过政策

扶持和开展多方面活动来带动跨境电商

发展。

北京将加大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和宣传

引导，支持本市重点跨境电商平台加速全

球布局，协助出口企业与平台企业加强合

作对接。尤其是要促进北京市重点企业跨

境业务回流，吸引跨境电商龙头企业，以及

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符合新业态新模式的

初创企业来京发展。在网络购物、本地生活

服务、视频直播等领域，重点培育一批规范

化的消费平台类头部企业和直播电商类头

部企业。

下一步，天竺综保区、大兴综保区、

跨境电商示范区等将发挥北京区位优

势及巨大的消费市场优势，建设中高端

特色跨境电商产业群，突出发展医药健

康、生鲜食品、生活时尚等境内外交易，

形成具有首都特色的中高端跨境电商产

业体系。

”
北京商报：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北京

在这个领域会否继续推出扶持政策？
“

全力保障冬奥后勤 挖掘冬奥遗产商业潜力

闫立刚：在2022年冬奥会中，北京市

商务局承担了服务保障的许多重要任务。

在冬奥会前期及全过程中，制定并落实餐

饮原材料供应分类保障工作方案，遴选餐

饮原材料供应基地，组织餐饮服务保障人

员培训，组织各类需求单位和保障企业对

接，全力完成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食品原材

料供应任务。同时，还将为奥运村提供纪念

品和商品销售、鲜花、照片洗印、美容美发、

洗衣等7类商业服务，并为外国领导人驻

地提供特色商品与服务。

同时，认真研究冬奥遗产的商业利

用。在紧抓冬奥契机之下，北京要拓展消

费新场景，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例如，围

绕冬奥全场景建设，积极推进数字人民币

在本市交通出行、餐饮住宿、购物消费、旅

游观光、医疗卫生、通信服务、票务娱乐等

重点场景的推广应用，通过创新便捷支付

方式为传统商业赋能。未来，还将借助冬

奥会热度，进一步激发冰雪运动消费活

力，例如设计开发北京冰雪游、北京冬奥

游等主题线路，丰富冰雪运动的器材装

备，以及体育+消费、文旅+消费的多类型

商品与服务的消费供给。

北京商报记者刘卓澜

北京商报：从2008年夏奥会到2022年

的冬奥会，北京商业服务业都扮演至关

重要的角色。今年的冬奥会中，北京商业

服务业负责了哪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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