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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

老商圈融入更多文化资源

换上汉服、点单宫廷晚膳、品尝宫廷小

点……位于前门大街的宫宴餐厅，频频出现

在社交平台中，吸引年轻人到场打卡。宫宴的

出现是一个缩影，东城区商圈都在主动寻求

文化内容的入驻。面对摆脱标签、如何破圈

的问题，老商圈更新升级，尝试接轨更多的年

轻客群。

广誉远中药博物馆、大成小像老北京微

缩景观、杜莎夫人蜡像馆、二锅头博物馆等主

题展馆、博物馆成为前门大街的牌面。同样，

2019年重张开业的隆福寺，首层引入了更读

书社以及饿鱼、椒小厨、HalfCoffee等特色餐

饮商户。

改造后的隆福寺北里保留了原有建筑特

色元素，同时变身为文化创意园区。该区域引

入的商户包括木木美术馆、联合办公

WeWork、知名华人建筑师张永和的建筑事

务所等知名文化机构，国际滑雪板领导品牌

Burton的中国旗舰店，苏苏、京A、宴锦堂等

北京知名特色餐厅，特色精品酒店八十一酒

店等。

木木美术馆为隆福寺带去更多年轻的客

群。据悉，木木艺术社区开业以来，日均客流

量达1000人。商圈内的“烟火气”也因办公氛

围而更加浓郁。目前隆福大厦已经全部满租，

吸引了华夏银行、北京中小企业再担保、北奥

集团等10家文化金融企业入驻办公。

据悉，隆福寺二期新建的地铁东四站织

补项目功能定位为国际文化体验与创新，重

新命名为“隆福寺东院”，将与英国V&A博物

馆、设计博物馆等国际知名博物馆或美术馆

合作，打造国际文化交流体验街区，预计2023

年开业。值得关注的是，笑果文化脱口秀剧场

也将伴随隆福寺二期开业，吸引更多年轻客

群进入到商圈中。

|联动 |

文旅带动消费力

文商旅的互联互动是商圈定下的小目

标，这也需要一个更新的解法。位于前门大街

南部胡同区的漫心酒店与宫宴、唐山皮影戏

等进行了合作，推出套票业务。即消费者在漫

心酒店前门大街店入住，将获得观赏票，去宫

宴看一场展览或去剧院欣赏一场皮影戏等。

“顾客住在四合院，也能深度感受文化氛

围”，漫心酒店前门大街店总经理助理李志勇

表示。

宫宴也借着“网红”招揽顾客。宫宴餐厅

负责人介绍，到店消费者多为18-40岁客群，

客单价500-600元。

从旅游住宿到看一场本地演出、吃一顿

京味儿餐食，文商旅联动注入了更多消费力。

李志勇介绍，店内顾客消费力在中高档以上，

入住当天会在前门大街周边消费，粗略计算，

每位顾客将带动街区近千元的消费。借着暑

期市场，更多外埠亲子旅游度假活动还能进

一步促进北京本地市场的消费。

文旅内容也承载了“1+N”的消费潜力。

据隆福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白天，办公人员

的消费全部在商圈内发生。随着二期项目增

加商业设施，仅在商圈内就会产生更多消费。

周末，项目内会不定期举办市集等IP活动，销

售额较平时增长近50%。

文化对消费、客流带动在王府井大街逐

渐显露。2019年，王府井百货推出和平■

局，重塑半世纪前老北京城的景象。公开资

料显示，疫情前和平■局日均消费人次超

万，亲子客群增加，给王府井百货客流带来

增量。

商业与文旅想要深度绑定，需要更多符

合现代生活的创意点。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

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表示，在相互融合的过

程中，商业、文化、旅游各个业态需要找到特

色，并将特点、传统底蕴与现代生活的时尚相

结合。例如，现代年轻人喜欢汉服，需要汉服

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现代感，这是一

种美的再造。

|跨界 |

商业不仅是消费服务场所

今年，东城区持续推进五大商圈建设，

编制《东城区2022年商圈建设发展工作方

案》。其中提到，东城区商圈规模将迈上新

台阶，王府井商圈加快迈向百亿级商圈，崇

文门商圈规模突破50亿元，前门、东直门、

隆福寺等特色商圈规模实现新突破。东城区

还将推动60家左右首店、旗舰店和特色体

验店落户商圈，时尚品牌和老字号品牌交

相辉映，文化赋能的商业业态、服务业态不

断落地。

未来商业不再是简单的消费服务场所，

而是商业服务和城市服务、社会服务、产业

服务的充分融合。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

会主任郭增利认为，对于一个能够展现城市

文化高度的商业设施而言，本地人和观光人

都能青睐是重要的前置条件。“本地人喜

欢”意味着项目所体现的本土文化被认可，

本地人愿意参与其中。这样才能够为观光人

群带来他们想要感受的、可见化的城市“人

文影子”。

赖阳指出，前门大街的更新，需要有北京

独特的文化底蕴打底，而街区需要与更多时

尚内容结合。前门大街的新国潮、独创性门店

比例仍待提升，街区更要从游客打卡为主升

级变化为本地消费人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隆福寺地处三条地铁线交汇点，这里可以

形成以地铁站为纽带的全新商业中心，地上

地下的结合使得隆福寺有着更丰富的品牌、

更有氛围的街区体验环境和更加充分的商业

服务空间。

北京商报记者王维祎实习记者王思琦

有着前门大街、王府井商业

街、隆福寺街区等老牌商街的东城

区正在蝶变。8月2日，北京商报记

者走访东城区商圈发现，扎实商业

设施的同时，东城区也不断加码文

化元素。未来的商业街区与体验、

文化娱乐消费密不可分，这也是北

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重要一环。当商业中融入文化时，

如何“既叫好又叫座”是运营者应

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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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交相辉映、中华文化与

世界文明协调共融的首

都文化新中心”

前门大街多元活动

汉服主题走秀

沉浸式灯光秀

国潮市集

街区更新要求

“吸引本地家庭、

吸引年轻人群、

打造网红品牌、

提升商业活力”

隆福寺核心元素

古今隆福

开放首都

国际地标

文化四合

韩国肉毒素厂商Medytox（美得妥）布局中国

市场受挫。8月1日晚，华熙生物发布《关于投资

Medybloom的后续进展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钜朗公司已委托律师于2022年7月29日向Me-

dytox发出律师函，行使其权利终止及/或撤销及/

或解除合资协议及依据合资协议签署的其他相关

协议，并保留就此事追究Medytox相关法律责任

的一切权利。

Medytox是韩国生物制药公司，主要产品包

括肉毒素产品、玻尿酸填充剂、医疗器材和处方

药。2015年5月，华熙生物与Medytox成立合资公

司MedybloomLimited，联手开发、拓展Medy-

tox生产的特定注射用A型肉毒素及其他医疗美容

产品的中国市场。

根据合资协议的约定，华熙生物及Medytox

各拥有合资公司50%持股权益，合资公司拥有相

关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独家代理权。2020年3月，华

熙生物向联营企业增资1700万港元，用于支持合

资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Medytox后来在本土市场发生造假事

件，这也被业内视为双方分手的“导火索”。2020年

6月，据韩国相关部门调查，Medytox在生产过程

中使用未经批准的原液，通过材料造假获得流通

许可，违反韩国《药师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央视财

经报道称，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食药厅）将无

限期暂停生产、销售和使用Meditoxin三种规格的

产品，并于2020年6月25日起撤销Meditoxin的批

准文号。

Meditoxin（Neuronox）是Medytox旗下的

肉毒素产品之一，此外，Medytox还拥有Innotox、

Coretox两款肉毒素产品。作为韩国第一家获得肉

毒素许可的公司，其肉毒素产品在韩国的市场占

有率约为40%，连续十年排名第一。

对于终止合作的原因，华熙生物在公告中也

提到2020年的召回事件。华熙生物方面表示，Me-

dytox自合资协议签署后从未向合资公司提供任

何相关产品以供销售。基于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

于2020年采取的行政措施，Medytox一系列的产

品（其中包括肉毒素产品）遭受召回和销毁的命

令、取消产品批准的程序以及暂停制造销售和使

用的命令。钜朗公司与Medytox签署合资协议并

据此运营合资协议项下项目的合作目的在可预见

的未来无法实现。

此外，Medytox于中国注册的肉毒素产品注

册状态至今未完成产品注册手续。2019年11月11

日起，上述产品一直处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审评中心审评审批中，而未经注册的相关产品

无法在中国进行销售，导致Medytox无法通过合

法方式向合资公司提供肉毒素产品。

北京君都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生命

科学与健康医疗法律部主任张文波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任何一个合作都是基于彼此的信任和数

据调查。前期的商业洽谈涉及生产技术、利益分

配、投资比例，洽谈后达成战略共识。合伙过程中，

不排除有信息不对称、隐瞒事实的可能，那这个时

候另一方就要终止合作，将损失降到最低。

“截至公告披露日，相关产品均未获得中国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批准，合资公司亦未自

Medytox获得任何产品以供销售。本次终止合作

不影响公司现有的医疗终端业务，亦不影响其他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华熙生物在公告中提到。

据了解，全球已上市的肉毒素品牌有7个。艾

尔建旗下保妥适（Botox）是全球肉毒素市场份额

第一的产品，目前保妥适（Botox）产品市场份额保

持在65%以上。作为国内医美行业重要市场部分，

2020年之前，肉毒素主要由艾尔建的保妥适和兰

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衡力二分天下。2020年10月，

韩国药企HUGEL旗下A型肉毒素乐提葆（Lety-

bo）在国内获批上市，由四环医药独家代理。2020

年11月，英国益普生（Ipsen）生产的肉毒素产品吉

适（Dysport）在国内正式上市。

8月2日，针对肉毒素业务的后续布局计划，北

京商报记者联系了华熙生物方面，对方表示，以公

告内容为准。公告称，未来，公司将立足自身战略

规划，关注行业发展动态，不排除寻求其他肉毒素

产品的合作机会，通过不断强化核心竞争力，走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北京商报记者姚倩

Medytox肉毒素入华折戟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张

天元）随着餐饮市场的高速发展，

预制菜离消费者越来越“近”。8月2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

消协”）发布的今年上半年投诉热

点指出，预制菜标识的不详细，使

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分析指

出，随着预制菜市场的快速发展，

需要相关规定的出台促进产业标

准化发展，行业需要尽快建立相关

规定，推进产业经济提质增效。

根据中消协对2022年上半年

的投诉热点分析显示，食品安全问

题成为新热点问题。其中，预制菜

菜品标识不详细，外卖、堂食中使

用预制菜未告知，消费者知情权、

选择权受到损害。

虽然说预制菜已成为近年来

餐饮业发展的亮点，面向C端消费

者的产品也逐渐丰富，不过，最初

预制菜随餐饮工业化应运而生，大

部分均销售给B端企业。根据《2022

预制菜产业报告》显示，目前，中国

预制菜市场B端与C端比例大概为

8：2，也就是说，大约80%的预制菜
最终是从堂食和外卖的渠道流向

消费者，C端的比例还不太高。

北京商报记者也从社交平台

看到，部分消费者表示在部分餐饮

品牌门店用餐时都曾“遇到”过预

制菜，这其中以快餐品牌居多。有

消费者在大众点评中称，“吉野家

出餐快，虽然知道是预制菜，但是

适合想简单解决一下晚饭”。无独

有偶，在真功夫、谷田稻香、煲仔皇

等餐饮品牌的评价中，都出现了关

于预制菜的评价，但许多消费者都

表示已经习以为常了。

与此同时，北京商报记者也注

意到，在这些消费者晒出的用餐照

中几乎都没有预制菜菜品的标识。

不仅如此，记者在外卖平台浏览时

也发现，这些门店的菜品介绍中多

没有标注上是否为预制菜所制作。

对此，中消协表示，建议相关

政府部门加强对预制菜等新业态

研究，强化从业人员资质、进货渠

道管理、标签标注等规定，防范食

品安全风险。

关于许多餐厅使用预制菜的

原因，资深连锁产业专家文志宏表

示，预制菜能够大大提高餐厅的经

营效率。产品从原材料的分拣、清

洗到切配等环节会耗费大量的人

力成本，会降低餐厅的运营效率，

而且需要面积较大的厨房，提高了

餐厅的经营成本。而预制菜是由工

厂统一生产加工，能够降低餐厅运

营成本，提升效率。

虽然预制菜有效提高了餐厅

的经营效率，但其中也可能会出

现隐患，尽快规范从业者行为变

成了当务之急。文志宏指出，目前

对于餐厅经营中使用预制菜的规

范和标准并未完全建立起来，所

以才会出现当下的情况。建议有

关部门尽快建立相关规范和标

准，一方面能够使经营者的行为

更加规范；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预制菜标识不详细成投诉新热点

中消协建议强化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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