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消费不可或缺

高端消费回流的背景下，消费

者关注的不止是品牌与服务，文化

消费成为揽客的主流手段。这也正

是因为物质条件极为丰富，人们往

往会更加重视精神上的共鸣，而熟

悉的文化元素往往能够勾起消费者

的认同感。正因看到了这一点，文化

艺术便成为王府中■区别于其他同

行业者的重要元素。

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

出，“扎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培育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

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今年起，东城

区将以王府井大街为主轴，向西连

接故宫打造古都文化带，向北衔接

隆福寺建设开放式街区，探索王府

井与隆福寺形成“宽街窄巷”，将故

宫-王府井-隆福寺“文化金三角”打

造为国际顶级文化矩阵。

作为东城文旅局组织的“故宫

以东”文商旅联盟成员，王府中■一

直在发力文化消费。英国蛇形美术

馆首家海外展亭、刷爆社交平台的

大型户外动态艺术装置“流曜”、在

商场临近步行街入口处静静绽放的

动态艺术装置“卷舒”等国际顶级艺

术展都吸引了不少京城年轻人前来

打卡。去年，王府中■还成立了全新

拾玖贰壹文化创意平台，旨在探索

文化艺术与商业的结合，并成功推

出了王府中■咖啡青年节、香港著

名摄影师、艺术家夏永康“MOODS

情绪”主题摄影展北京首展、向阳

“过去是现在的未来”系列作品展等

文化艺术展览。拾玖贰壹也积极与

其他联盟成员联动各自资源，尝试

开发新的文商旅产品。

王府井的时髦有目共睹，如果

将这份时髦继续延续下去，是大街

上管理者与商户共同的课题。王府

井管委会主任宋叙坦言，王府井现

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商业需要

通过文化赋能进行升级改造。

借助文化来激活王府井，需要

几步？宋叙指出，通过提供更多的产

品、文化丰富街区内容，让跨界业态

加入到传统商业街区的塑造当中，

才能够吸引消费者更久地停留。在

发展王府井街区更新的同时，也要

考虑如何把王府井打造成为国际

IP，从而产生购买力。

Q：近五年，王府中環对北京
市场、王府井商圈进行了摸索、立

足再到引领的过程，整个过程中经

历了几轮大型调整，都做了哪些方

面的改进？改进之后的效果如何？

A：作为香港置地在北京打造

的时尚高端生活方式零售中心，王

府中■在2018年开业之初处于品

牌孕育阶段，我们结合王府井商圈

的历史文化特点，引入众多国际知

名艺术机构的大型装置艺术展览

在中国或内地首展，大力推动王府

中■品牌在北京市场快速提升知

名度。

今年王府中■迎来了四周

年庆典，我们在保持时尚高端品

牌调性的同时，对场内的租户开

启了升级改造。接下来，王府中

■还将对B1整个楼层升级改

造，未来全新亮相的B1楼层也

将成为王府中■非常重要的一

块商业组成。

Q：整个发展过程中，最难的

是哪年？王府中環是如何进行过
渡的？

A：王府中■自发地进行了各

种措施。除了按照政府规定在特殊

时期调整营业时间，全面配合健康

防疫检查外，亦率先升级了我们的

公共区域卫生消毒设备，如在

2020年初就为客人日常接触的扶

梯履带配备了紫外线消毒装置，公

共区域也增加了消毒的频次。

同期也推出了线上商城，我们

也尝试通过直播等形式进行场内

品牌及线上商城的推广。今年二季

度面对北京部分区域静态管理以

及餐饮企业停止堂食的情况，我们

积极与租户联动，推出了零接触购

物、星厨到家、定制家宴等服务，满

足了客户在特殊时期的购物及餐

饮需求。

Q：从商圈的角度来看，您认

为王府井想要成为千亿级商圈，或

助力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还缺什么？

A：毗邻紫禁城的王府井商

圈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而

由东城区文旅局牵头创建的“故

宫以东”文商旅联盟就是将整个

商区内有影响力的几十家行业

翘楚串联。未来该联盟如果可以

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和品牌资产，

无疑将会拉动北京本地消费者

回流以及国内外游客在王府井

商区的汇集。

Q：您如何看待疫情防控下，

北京消费市场的变化？您觉得未来

什么样的消费需求是消费者所追

求的？

A：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北

京消费市场呈现恢复性增长趋

势，其中服务性消费和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均有显著增长，我们

依然对北京的高端零售行业充满

信心。从消费者需求上看，我们相

信回归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绿色

健康生活方式依然是后疫情时代

的主流趋势。

香港置地集团中国商用物业总经理方瑞翔：

高端消费能带动本地消费回流

赋能千亿商圈

在北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背景下，王府井商圈被赋予了

高期待，该商圈将成为北京千亿级

商圈之一。身处王府井这一特殊地

理区域的王府中■，与王府井及北

京城市建设的发展需求是不谋而合

的。通过王府中■的发展与高品质

购物体验，助力王府井地区重新焕

发魅力，打造更具有全球视野的商

业区。

正如王府井发力的后街经济

和夜经济，主要依靠王府中■的自

然优势与主题策划。“在后街经济

方面，王府井百货大楼、王府中■

西座草堂等区域，我们希望能够把

这些项目串联起来，打造成为王府

井的儿童友好街区，同时，王府井

管委会也在规划能否在后街引入

一些露天电影、演出等丰富多元的

文化元素。”宋叙指出王府井最新

规划方向。

而近年来，王府中■也正是依

托政府政策，在配合步行街功能优

化的同时，不断探寻消费增长的内

生动力。方瑞翔指出，近期的“都市

慢游季”主题户外奢华野营活动，

便是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

展的以户外生活方式为主题的大

型体验活动，诸如此类活动不仅充

分响应了政府政策的号召，也为王

府中■自身拓宽了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

早在2018年12月，商务部就印

发了《关于开展步行街改造提升试

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王府井等11

条步行街开展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

工作，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国内领先

水平的步行街。在该政策的导向下，

王府中■与王府井百货、银泰in88

等商场一道，在充分挖掘自身特色

的同时，大量引进国际品牌，让消费

者不禁感叹“这条老牌步行街变得

越来越有国际范儿了”。

此外，随着包括王府中■在内

的商场业态形式的逐渐丰富，特别

是艺术馆、儿童剧院等文化板块，以

及电影院、餐厅、儿童体验区等休闲

板块内容的扩量提质，消费者的逛

街体验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

如今，王府井商圈在承载首都

旅游功能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

北京人开始选择在王府井购物。北

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赖阳指出，“强化为本地人服务的功

能，让更多北京人回归步行街，才能

形成步行街的内生增长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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