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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 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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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明确，“建立县域统筹， 以县城
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农村商
业体系”，以供应链、物流配送、商品和服
务下沉以及农产品上行为主线， 以数字
化、连锁化、标准化为方向，进一步推动
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斜。

计划从完善县域商业网络设施和业
态、发展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推动县域流
通企业转型升级、丰富农村消费市场、推
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提升优质农产
品供给水平、 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等7个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并提出加强
统筹协调、做好政策衔接等保障措施。

发展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方面，《行动
计划》提到，鼓励邮政、供销、快递、商贸
流通等主体市场化合作， 整合各类物流
资源，在电商快递基础上，叠加日用消费
品、 农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等双向配送
服务，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降低物
流成本。

鼓励电商平台、 大型商贸流通企业
在具备条件的县城，依托自建物流、第三
方物流体系，对接本地零散的商超、便利
店，精准匹配周边消费订单需求，为居民
提供高效便捷的到家服务。

丰富农村消费市场方面，《行动计
划》明确，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
能家电、绿色建材和家具家装下乡，加快
农村充换电设施建设， 完善售后回收服
务网络， 促进农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
代。鼓励组成县域零售商采购联盟，集中
向生产厂家、品牌供应商采购商品，解决
中小企业进货渠道混乱、 议价能力弱等
问题，提高商品品质，降低采购成本。

结合乡镇商业设施改造，引导餐饮、
亲子、娱乐、维修等服务业态聚集，促进
家政服务向县域下沉。 鼓励文化和旅游
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 依托乡村旅游重
点村镇、乡村旅游集聚区和休闲露营地，

打造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家乐、自驾
游等精品线路，吸引市民下乡消费。继续
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 推介一批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建设一批全国休闲
农业重点县。

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方面，《行
动计划》提出，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
深化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利用县
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的场地和设备
等资源， 打造一批县域电商直播基地、
“村播学院”。培育“土特产”电商品牌。深
化“数商兴农”，发展农特产品网络品牌。

此外，《行动计划》还要求，各地要加
强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与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 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以及
发展改革、农业农村、供销等单位相关资
金的衔接， 发挥各自优势， 避免重复建
设。用好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物
流配送中心等现有设施设备，引入邮政、
供销、快递和有实力的商贸流通企业，拓
展公益性和增值性服务， 实现市场化可
持续运营。

据介绍， 计划重点提出了“三个一
批”， 即建设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
心、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集贸市
场）和农村新型便民商店，打造一批县域
商业“领跑县”，总结推广一批典型案例，
加强经验复制推广， 推动县域商业高质
量发展。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会同有
关部门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进一步
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斜，加快补
齐农村商业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健全
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 发展共同配送、
即时零售等新模式，推动农村电商高质
量发展，拓宽农产品上行渠道，促进农
民增收和农村消费，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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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经济正旺

8月13日晚，位于石景山区的首钢园六工
汇已热闹起来， 消费者们在灯光下穿梭于琳
琅满目的摊位之间， 一高炉前的广场附近同
样人流如织。据悉，首钢园获评2023年夜京城
特色消费地标，今年承办活动超200场，涉及
夜经济活动超过50场，二季度至四季度，园区
将充分发挥滑雪大跳台、 服贸会场馆、 三高
炉、四高炉等独特的空间优势，举办啤酒节之
夜、演唱会、摇滚音乐会、水乐汇、首钢园·星
光季等夜间经济系列活动。

不仅是石景山区，北京各区均在抢抓暑期
的夜经济机遇。8月12日，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
2023年花海山谷旅游季正式启动。据四海镇镇
长代强介绍，花海山谷旅游季正式启动，四海
镇在观赏千亩花海基础上又转型升级，首次开

办花海夜市、花海乐园。据悉，四海镇也将持续
围绕庆丰收、摘秋果、品美食、体育赛事、主题
节庆等内容，充分利用“四季花海”文化IP，打
造网红打卡地，点亮东部山区夜经济。在大兴
区，8月11日开始，为期15天的林校路“夏夜回
归计划”市集活动也正式开集迎客。

此外，自“月华璀璨 京彩未央”2023北京
消费季夜京城活动5月10日在SOLANA蓝色
港湾启动以来，朝阳区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
办起了“国际茶香文化节”，还将推出新型
夜游产品， 在游船上及沿岸重要节点空间
打造创新体验型消费空间； 国贸商城等多
个商圈将围绕“夜味”“夜动”“夜购”，推出
优惠满减、充值送积分等活动；朝阳大悦城
将举办啤酒后花园嘉年华， 丰富消费者夜
间消费体验……不断发力夜经济的朝阳区
正“越夜越繁华”，从夜市到商圈再到夜间文
旅消费集聚区一片繁荣景象。

经济“晴雨表”

夜经济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是
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繁荣程度被看
作是一座城市经济开放度、 便利度和活跃度
的晴雨表。因而，从北京的夜经济发展已可窥
见经济复苏的“晴朗度”。

从个体上看，今年5-6月，北京胡大饭馆4
家门店日均接待客流6000余人，比4月增长了
10%左右。从整体上看，艾媒咨询数据显示，3
月以来， 北京地区夜间休闲娱乐消费订单同
比增长 37.5% ，“夜市” 搜索量同比增长
279.9%，“夜京城”效应初显。此外，还有数据
显示，今年3月以来，北京市夜间消费（18时-
次日6时）大幅增长，餐饮消费订单同比增长
57.8%， 其中， 蓝色港湾商圈订单同比增长
152%， 燕莎商圈消费订单同比增长101.2%；

休闲娱乐订单同比增长31.2%，即时零售消费
订单同比增长32.9%。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指出，
北京各区纷纷开始布局夜经济背后有一个背
景，即今年的核心发展目标就是扩内需、保增
长、 促消费。“夜间经济本身就能拓宽很多消
费场景、消费渠道。”王鹏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疫情之后的复苏来说，夜
经济能够拉动生产，同时又能扩大就业，促进
区域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夜间经济无形中增
加了商业综合体消费的时长，从内容上来说，
又增加了消费的场景、业态，丰富了消费的内
涵，有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从消费
业绩和数量的角度来说， 其实也是通过需求
侧消费来带动供给侧的发展， 有助于更好地
提振经济、提振信心。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也向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夜间经济可以丰富人们的夜
间文化生活， 提供更多的娱乐和休闲场所，
丰富夜间文化活动，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和满
足感，还能推动产业链的完善和提高整体经
济的竞争力。“一方面，夜间经济可有效延长
消费时间， 提供更多的消费场所和选择，激
发市场活力，促进消费增长。”柏文喜表示，
“另一方面，北京各区发力夜经济，也关乎
区域发展，通过夜间经济的发展，可以提升
城市、 区域的品牌形象， 增加当地的吸引
力，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投资，推动城市的发
展和繁荣。”

多节点再发力

已然进入8月中旬，尽管距离暑期档结束
仍有时日，但秋季将至，北京各区又将如何以
夜经济接续促消费的后半程？

“从长线来说，暑期过去之后，北京作为
全国非常重要的旅游城市， 有大量的历史文
化资源，接下来的秋季、冬季其实有很多的节
假日、重大活动，比如国庆、9月马上会到来的

服贸会，届时会有很多国内外游客，需要提前
做好准备抓住这些时间节点。”王鹏认为，各
区在打造夜间经济时其实也可以跟数字化
相结合， 也可以进一步开发一些夜游活动，
夜游故宫、夜游长城、夜游国博等等，还可以
在适当且安全可控的情况之下开展一些步
行街外摆市集，“让商业活动更有活力、 更有
生活气息”。

分区域来看，王鹏认为，北京市各区在建
设夜经济上还是要“一区一品”，突出各区的
特色。“比如东城区要跟南锣鼓巷等做好一
体化的联动，做好深度体验；西城可以跟金
融街、西单百货商场等通过购物节的方式进
行数字化的营销，提升业态；通州副中心的
运河商务带就可以通过夜间的活动扩大消
费场景；大兴可以用好空港示范区、大兴机
场、北京野生动物园等等。此外，远郊区，比
如怀柔、平谷、延庆就可以通过农家乐，利用
好当地的历史、文化、地理资源做好立体化营
销， 把夜间经济真正地跟当地的特色产业相
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不少的内容北京已
然将其规划其中。 在“2023北京消费季夜京
城”活动正式启动之时，北京市商务局就发布
了2023年“夜京城”的13个特色消费地标、38
个融合消费打卡地和30个品质消费生活圈点
位，包括前门-大栅栏、什刹海-地安门、蓝色
港湾-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798-751艺术街
区、国贸中心-CBD、工体-三里屯、“鸟巢”-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13个“夜京城”特色消费
地标，簋街、朝阳大悦城、郎园Park、北京欢乐
谷等38个“夜京城”融合消费打卡地，五道营
胡同、崇文门、奥运村、朝外等30个“夜京城”
品质消费生活圈。

此外，从时间节点上看，该活动还将围绕
暑期、中秋、国庆等多个促消费节点，融合商
旅文体多个领域， 开展百余项促进夜间消费
的主题活动。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冉黎黎

“2023北京消费季夜京城” 活动启动以

来，北京各区争相抢跑夜经济，近期的夜间活

动也精彩纷呈。 石景山区将举办夜经济活动

超过50场、延庆区四海镇首次开办花海夜市、

朝阳区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办起了“国际茶

香文化节”……夜食、夜购、夜游、夜娱，作为经

济的晴雨表之一， 北京各区的夜经济已然显现

出经济拉动力。有数据显示，3月以来，北京地区

夜间休闲娱乐消费订单同比增长37.5%。

有关分析认为，暑期档即将过去，接力暑

期夜经济，北京各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可以跟

数字化相结合进一步开发一些夜游活动，也

要注意通过利用好当地的历史、文化、地理资

源做好立体化营销， 把夜间经济真正地跟当

地的特色产业相结合，做到“一区一品”。

到2025年 >>�

●全国打造500个左右县域商业“领跑县”

●建设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
超市、集贸市场）和农村新型便民商店

●90%的县达到“基本型”及以上商业功能

●具备条件的地区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进一步畅通

●农民增收和消费提质实现良性循环

●更好满足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

实施步骤 >> 1 部署启动阶段
（2023年7-12月） 2 全面推广阶段

（2024年1-12月） 3 总结评估阶段
（2025年1-10月）>> >>

目标

主线

任务

打造

●供应链

●物流配送

●商品和服务下沉

●农产品上行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8月14日对外发布。计划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

打造500个左右的县域商业“领跑县”，建设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集贸市场）和农村新型

便民商店。90%的县达到“基本型”及以上商业功能，具备条件的地区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

通渠道进一步畅通，农民增收和消费提质实现良性循环，更好满足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

重点任务 >>
●完善县域商业网络设施和业态

●发展农村物流共同配送

●推动县域流通企业转型升级

●丰富农村消费市场

●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提升优质农产品供给水平

●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三个一批” >>
●建设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

心、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
集贸市场）和农村新型便民商店

●打造一批县域商业“领跑县”

●总结推广一批典型案例

2023年“夜京城”

13个特色消费地标

38个融合消费打卡地

30个品质消费生活圈点位
“夜市”搜索量同比增长279.9%

今年3月以来，夜间消费（18时-次日6时）订单情况：

▲37.5% /�休闲娱乐 / ▲57.8% /�餐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