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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深化商圈改造提升行动，统筹
推进物流基地规划建设

●强化新消费地标载体建设
●试点建设8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
●积极培育数字消费、文化消费、绿色消费、冰雪消费
●加强商旅文体等消费跨界融合
●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着力建设公园城市，核心区继续挖潜增绿，其余各区全部达到国家森林城市标准
●高质量建设国家植物园，新增城市绿地200公顷，新建10处郊野公园，着力打造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大尺度绿化空间
●高水平建设运营环球主题公园
●深化京西地区转型发展，做好新首钢工作遗存和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推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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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在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的重要节点，如何让消费热起来、经济活起来，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
●完成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重现重点文物建筑群历史文化风貌
●推进路县故城、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基本完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
●加强博物馆之城建设，更加便利公众走进博物馆
●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建设书香北京
●着力打造“演艺之都”，推进“大戏看北京”
●拓展“漫步北京”“畅游京郊”品牌建设
●深入实施“文化+”融合发展战略，积极开展数字艺术、沉浸式演出等数字文化场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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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首旅集团总经理白凡：

扩内需刺激刚性需求充满空间

疫情之于消费不再是最大的制
约因素了。过去三年，尽管对居民
生活造成影响，但是面对中国庞大
的市场，消费潜力是巨大的，经济
的韧性是十足的，扩内需刺激刚性

需求充满空间。 在促消费方面，希
望未来政府能出台相应的刺激政
策，包括消费券的发放，在更大的
范围，应用更方便，刺激力度更大
一点。

市人大代表、首创郎园总经理赵春燕：

文创园转化成消费将形成新势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
2023年的一个重要抓手， 实际上
就是要促进消费。 在促进消费的
过程中，实际上文化消费是一个大
的端口。

假如说我们想要拓展创新性
消费， 其实是要制造消费的理念。
如果想要消费提升的话，那现在文

化消费最好的一点在于实际上我
们创造的是心理消费，这个是对于
我们现有的传统商圈整个的从理
念上面的一个改变。文创园其实就
有一个特别好的先天优势，因为文
化的核心是直击人心，把它转化成
消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消费
势能。

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冬梅：

打造“双奥”文化旅游，带动京津冀文旅协同

北京市在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
上都走在前面，可以利用自身优势，
去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这方面，
我觉得北京市可以利用“双奥之
城”积攒下来的宝贵经验，包括比

较有名的一些冬奥场馆、文化遗址
等，打造“双奥”文化相关的旅游，
将京津冀的文化协同发展起来，同
时带动河北、 天津等地文化旅游业
的发展。

市人大代表、北京槐井石舍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克俊：

有内容、有品质的民宿正成趋势

我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以
前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一名设
计师，2015年我离职回到家乡，从民
宿行业做起， 建立了门头沟最早的
民宿之一。最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
看不上我做的事情， 认为我注定失
败，可到了今天，即使经历疫情也没
有摧垮我们的企业，而且，随着国家
政策在这些年开始对新农村建设大
力扶持，我们也赶上了风口，很多乡
村规划建设、民宿改造建设、文旅策
划、 景观设计规划等项目纷纷主动
找上了我们。

民宿行业发展到今天，从早期的

农家乐时代， 已经发展到今天对品
味、格调有很高追求的中、高端民宿
时代，在中国，已经出现了集琳琅满
目的各色精致院落于一体的宿集，
出现了景致极佳、 环境优雅的高端
民宿。优质民宿的品牌也已经出现，
很多大型的企业和资本把眼光投向
了乡村民宿产业，纷纷介入，民宿行
业已经开始洗牌， 经营不善的小微
民宿正在逐步被淘汰，有内容、有品
质的民宿成为现在的趋势。 尽管此
前受到疫情影响， 但这个趋势是无
法阻挡的。 而我们也要在这个趋势
下，积极面对、与时俱进。

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

构建政、商、企三位一体式
商圈管委会

国际一流商圈是展示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的名片， 是助力
本土品牌走向世界的主场。北
京目前仅有王府井、CBD和三
里屯具备国际一流商圈的潜
力， 在打造差异化和识别度
的国际一流商圈方面有一定
优势， 但存在的问题也相对
较多。

通过调查我了解到，目前
北京的商圈缺乏统一的规划
和管理。商圈由于商业体产权
较杂乱， 导致商会发挥的作
用十分有限，同时，各业主利
益出发点不同、资源及能力不
同， 很难形成共建商圈的合
力。因此，我建议构建基于政
府的顶层设计、 商会的市场
导向和企业的利益诉求的三
位一体式商圈管理委员会。

同时， 商圈空间布局有待
优化。 我提议建立“丰”“目”
“田”字形空间布局。北京街区
布局方正， 不适合借鉴巴黎的
香榭丽舍大街有十多条呈辐射
状的特色商业街的空间布局，
但适合借鉴伦敦牛津街和纽
约第五大道的空间布局。 一是
采用“丰” 字形王府井布局设
计，南北延长主轴王府井大街，
将主街逐步延长至两倍及以
上。二是采用“目”字形CBD商
圈设计， 匹配其区域较大、室
内商圈为主的特色。三是采用
“田”字形三里屯商圈设计，将
三里屯太古里作为“田”字的一
格，逐步开发其他方格，整体组
成“田”字形空间布局，适合将
区域商圈逐步连成一大片，有
力提升商圈活跃度。

市政协委员、喜隆多购物中心董事长刘东晖：

打破夜间经济
就是吃饭、逛街的传统认知

在北京打造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的重要节点， 商圈同样是
促进消费的主力军。 不同年龄
的消费群体有着多维度的消费
需求，银发经济、新型休闲娱乐
消费、宠物经济、网红经济等都
是不同消费者所关注的重点。
正是多样的消费人群构成了多
元化的消费格局， 商场应深挖
差异化消费需求， 不断扩大内
需，从而促进消费。

不过，仅了解到消费者需
求还远远不够。出台鼓励政策
能够支持多元消费模式茁壮
成长。同时，线上线下消费融
合发展作为商业的热门话题，
同样适用于商圈发展。 因此，

我建议，要深度融合“智慧+服
务” 的线下消费和“智能+体
验”的线上消费，全维度激发数
字时代新消费活力。

夜间经济近年来一直被
视为推动城市活力的重要抓
手，对于激发商圈消费潜能更
有着重要意义。要打破夜间经
济就是吃饭、 逛街的传统认
知，不仅在“点亮”上下功夫，
更要在模式、场景和业态上推
陈出新，让夜间经济更加多样
化、潮流化，实现夜间经济的
“破圈”。这就需要多部门联动
协作“下好这盘棋”，合力推进
创造夜间经济高品质体验，推
动夜间经济更好发展。

市政协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委副主委刘学增：

推动北斗定位等技术
改造传统商圈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落实
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要求。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 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引领作
用、 消费科技场景的促进作用和金
融保险的支撑作用， 实现传统商圈
的转型和质量升级。

我建议加大科技赋能，推进云计
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底层技术在
传统消费、新兴消费、数字消费等领
域的融合应用，推进传统商圈数字化
改造。同时，要紧抓消费向智能化科
技化升级转变的大趋势，加大消费领

域科技支撑力度，推进消费结构更加
优化、消费模式更加多样、消费业态
更加丰富、消费规模更加壮大。

不仅如此， 利用数字经济打造
出特色商圈更能扩大消费中心的整
体规模。因此，我建议采用虚拟助手
等技术，推动北斗定位、仓储机器人
等技术，打造“西单、王府井数字商
城”和“西单、王府井商城生活仓”。
同时，采用顾客分层画像、双目立体
视觉等人群密度统计技术， 促进商
圈业态优化布局，打造“京文化”前
门大栅栏商圈。

市政协委员、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苏宏：

探索创新“非遗+”
推动与现代商业相结合

北京作为3000年古城有很多
传承，一方面需要去挖掘和发现；另
一方面，在传承过程中，不应该是简
单地保护， 而是使其在文化建设中
能够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北京
非遗产业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还
存在一些问题。 当前非遗产业发展
仍然处于良莠不齐的状态： 非遗在
保护的基础上， 传承和市场处于割
裂状态，喜爱和消费不同步，亟须打
造传承+市场的非遗闭环生态圈；非
遗传承人未能充分享受政府相关政
策扶持；非遗产品也缺少市场支撑，
失去可持续发展动力。

在具体举措方面， 首先要加强
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 完善非遗产
业社会生态系统。 非遗传承人处于
非遗保护的核心地位， 建议政府加
大对非遗传承人的扶持力度， 优化
非遗技艺传承环境， 培育优质非遗
企业，提高传习补助标准，将非遗传
承人作品作为城市礼品纳入政府采
购。鼓励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在职业
学校开设非遗专业， 在试点学校开
设必修课程， 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
开设非遗体验课程。

同时，在传承过程中，不应该是

简单地保护， 而是使其在文化建设
中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我建议探
索创新“非遗+”发展模式，激发非
遗传承新活力。 非遗复兴的关键
是非遗商品消费者的年轻化，年
轻人对个性化商品表现出独立的
消费需求，独立IP、个性化定制、主
题创意商品都是当下年轻消费群体
比较热衷的方向和青睐的消费对
象。 推动非遗与现代商业结合，把
握文创消费市场动向， 探索创新
“非遗+老字号”“非遗+文创”“非
遗+研学”“非遗+体验”“非遗+演
艺”等发展模式，为非遗文化开辟活
化路径。

在2022年12月，市文旅局曾就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计划促进
“非遗+互联网”合作，拓宽相关产品
推广和销售渠道； 促进非遗深度融
入旅游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和民
宿发展。我认为，对于相关的企业和
个人来说，要能够响应起来，抓住政
策带来的机遇，把握好发展的商机，
这是更重要的。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陆珊珊
张天元 冉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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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