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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产业园区创新下一站

进入第15年的“双11”，在消费者端的反
馈归于平淡。

那些疯狂“剁手”的燃情岁月，逐渐被理
性、克制、谨慎所取代，这场电商“造节”带来
的狂欢，不得不走向新的叙事语境。

数据知冷暖。自去年起，各大电商平台
不再主动披露具体成交额。但第三方市场数
据则显示，销售总额和产生的包裹数均有所
下滑。

不算“总账”，意味着纵向对比失效。淘
天和京东分别公布了一些品牌数据。这些可
比数据指向了品牌在平台之间横向竞争。

卖家的战火味依然很浓， 齐刷刷卷向
“最低价”。围绕“谁才是最低价，最低价是怎

么来的，到底有没有最低价”的争论甚至超
过商品本身。

“最低价” 假象，“养链接”“先涨价再降
价”“一天一个价”“打折清库存”， 套路年年
有，今年特别多。

过往，在平台复杂的规则之下，最低价
看似近在眼前，但一出手就远在天边。如今，
大主播走到台前， 谁的直播间才有最低价，
仿佛成了薛定谔的最低价。

我们需要的“双11”不能只有最低价，一
个只有最低价或者只满足于最低价的“双
11”，终会困于最低价。

在残酷的以“最低价” 为名的流量竞争
中，平台与主播之间兵戎相见，消费者与主播

之间失去信任，平台与消费者之间越走越远。
直播电商在野蛮生长中重构在线零售

“人货场”新模式，裹挟巨量现金和流量的直
播间， 一边拉近了消费者与商品的消费距
离，一边也形成了灰色利益链。

直播行业的高佣金和坑位费成了公开
的秘密。主播拿走天价坑位费，平台大部分
GMV被一个人所占，费力补贴不见效，商家
的利润无限摊薄。

几方缠斗之下，消费者在各个平台横挑
比价、疯狂凑单、激情退货，搞得筋疲力尽，
得到的实惠却屈指可数。

在大众实际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有所
变化的当下，我们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一腔热

血的“双11”，更不是无限趋向于某一方利益
诉求的“双11”。

透支其他参与者利益的商业模式，让其
长期处于被动、 硬抗甚至赔本赚吆喝的境
地，不会形成好的商业循环。

在消费者、商家、主播、平台之间，我们
需要的是有价值、有品质、有可持续动能的
“双11”。

在一个巨大的消费磁场中，提供更多好
物、好的购物体验，拉动更多购买，打开高品
质、高性价比、高附加值的消费通道。

相比“双11”初来乍到的时候，中国消费
结构与发达国家日益相像，越来越多的人愿
意为情绪、氛围、生活品质花更多的钱。

一份“重塑全球消费格局的中国力量”
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家庭全年在食
物上的支出占比将下降18％，而“可选品”与
“次必需品”的支出将显著增加。

这些“可选品”与“次必需品”会是一件
潮牌滑雪服，一件citywalk的鲨鱼裤，一套露
营装备，一个心仪已久的文创手办，一次久
未兑付的出国旅行……

“造节”消费从量变走向质变，把钱和时
间花在更多场景里， 才能实现全民消费升
级，让大家有热情、有激情、有幸福感、也有
获得感地去消费。

当“双11”走向自己的“成人礼”，最低价
不应是唯一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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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不能只有最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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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以“产业园区创新的下一站在哪？”

为主题的“深蓝智库×创新北京”闭门沙龙在北京

商报召开。 来自产业园区运营发展一线的政府相

关负责人、行业专家、园区运营管理者以及企业负

责人相聚一堂， 就未来产业园区的发展趋势与创

新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

2023年1-5月，海淀区规
模以上文化产业单位收入合
计 4380.4亿元 ， 同比增长
22.3%，占全市比重57.1%,收
入规模位列全市第一。

据于佩丽介绍， 海淀区目前拥有40多个文创园区，
其中13家达到市级标准。这些园区在发挥同业态或相近
业态企业集聚的基础上，产生了集群效应，并延伸产业
链价值。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与发展，文创园区的建设逐
渐从最初的总部型经济， 向为市民服务的方向转变。在

政策的支持引导下，经过多年的发展也为大家带来了更
好的营商环境。”于佩丽表示。同时，海淀区还积极挖掘
历史文化，以“一村三山五园”建设为契机，将文创园与
之结合，为后续力量的释放积蓄了能量。

于佩丽指出，在打造文创园区时，希望将园区中的
文创市集与商业相结合， 在实现文化传播效益的同时，
为企业带来实际经济效益。

此外，通过融合海淀独有的文创园区、历史文化资
源等，策划更多能够走出海淀、与各区和其他行业联合
的文化传播活动， 让更多带有文化特色的商业项目落
地，为商业发展打开新格局。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于佩丽

打造“文创市集+商业”园区新模式

产业园区创新的下一站
在何方？“产业园区转型存在
多个路径，结合北京市超大规
模的消费市场来说，建议打造
中高端品牌的汇聚高地。”张

晓敏表示，中高端品牌不仅涉及商品，还涉及服务。
张晓敏指出，北京在构建以高端消费品牌聚集为特

色的产业园区方面，既有条件基础，也有一些值得借鉴
的实践探索。

在实践思路上，张晓敏建议，首先在规划园区时，应

将消费互联、 产业互联等业务合作进行提前规划和融
合，突出商品消费、跨境消费。为此，可以集中于“双枢
纽”自贸区，借助大兴国际机场及首都机场来重点发力。
对于园区的打造，她认为需要持续的培育和激发品牌的
亮点，使品牌在现有基础上更加有优势。其次，北京拥有
众多高水平的会展和赛事，可以将这些活动作为重要抓
手，促使“展商转变为投资商，展品转变为消费品”，并吸
引更多的国际头部企业进入我们的园区。最后，张晓敏
认为，应当重视投资的作用，特别是消费类设施上的投
资，并充分发挥北京在服务消费上的优势。

●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投资消费所副所长 张晓敏

构建中高端品牌汇聚高地

“产业园区的创新要围绕
园区的痛点来展开。” 在翁晶
看来，产业园区与企业是一个
共存共生的关系，只有帮助企
业存活和发展，才是园区创新

的方向和目标。“因此园区需要构建一个精准服务企业
的平台。”

从企业实际出发，翁晶表示，只有真正深入了解企
业，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为企业解决需求、提供帮助，这样
的园区管理平台才更有实用价值。因此，园区可以通过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来进行数据收集、数据分
析及优化，让企业信息更充分完善。

让政策智能匹配推荐更精准，更具实际效果，翁晶指
出，“虽然政策扶持的内容很多， 但因为存在信息不匹配
等情况，企业有时容易错过好的政策和扶持机会”。为了
解决这一难点，翁晶表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牵头把产业
园区的运营商进行评级，这样在进行政策推荐的时候，政
府部门就能更精准地为园区进行匹配，精准度就会更高。

“目前大多数园区处在一个抱团取暖或资源补短的
阶段”，因此翁晶认为，园区间的互动互助、战略合作等
是一种比较好的趋势。同时园区还要努力贴合当下比较
热门的领域，比如文旅消费方面。产业生态与文旅生态、
产业园区与文旅结合，才能让科技走向生活，让产业更
贴近生活。

●中国低碳智慧园区联盟副秘书长 翁晶

多生态融合才能让产业更贴近生活

作为身在产业园区规划
运营一线的民营企业家，卜朝
晖表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产业园区要怎么活下去，接着
才是怎么发展。

结合多年积累的规划、设计、运营经验，卜朝晖指出，
树立园区经营管理五大模型很是关键。 一是找准园区定
位，可以根据地方政策的引导、园区本身的产业基础以及
周边业态发展情况等做辅助；二是做好财务模型，产业园
区也是一个商业项目，要计算投入和产出，分析判断投什

么、投多少；三是以园区业态特点、商业和公共服务配比
等，打造产品模型。另外还有招商模型和运维模型。

谈及未来趋势，卜朝晖认为，有三大趋势值得关注。
首先，增量变存量，建设变运营。其次，园区主导产业更
细分、业态更融合。最后，在运营方面，有产业链上溯的
发展趋势。实际上，园区运营好不好就看两条标准，一看
入驻率，能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招租，二看能不能留住
商户。园区运营企业的收益，除了租金差价和政府补贴
外，近年来也出现了向产业链上游上溯的趋势，做投资
层面的规划和设计。

●北京青旅时空创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卜朝晖

产业链上溯成发展新趋势

王勇表示， 九号公司是一
家智慧移动能力公司，九号公司
的发展，与其所在的中关村东升
科技园园区是共存共荣的。

王勇认为，从企业角度来
讲， 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
但企业除了需要自身努力外，政策扶持和营商环境这些
都是更好成长的关键后盾。 因此企业想要更好地成长，
与园区的区位优势、政策导向、营商环境、产业链配套等
息息相关。

王勇指出，在众多因素中，产业链配套极为关键。园

区如果只有政策扶持，但没有配套的产业链，无论是什么
企业，都很难长久、健康地发展。“最关键的可能还是等落
地后，看营商环境能不能留得住，服务能不能打动企业。”

此外，他还表示，对于像九号公司这样的高科技企
业来讲，“北京市场监管等部门和所在产业园区‘无处不
在，无事不扰，无微不至’的管家式专人服务，对企业来
讲是真正管服一体，有温度、有力度、有方法”。

对于企业发展面临的痛点难点，他也给出了自身的
看法，“安居才能乐业”。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讲，人才是
企业的核心，因此人才落户、白领公寓、教育资源匹配等
方面不容忽视。

●九号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勇

企业与园区共存共荣

从2010年至今，宋秀平介
绍了首创郎园的五类运营模
型 ， 包 括 商 务 园 区 郎 园
Vintage、消费园区郎园Park、
产业园区白马湖动漫广场、“产

业+消费”园区郎园Station、游戏型商业BOM嘻番里。
回顾郎园发展的14年， 宋秀平指出，“我们一直在做

的就是‘文化产业+’的运营，在文化产业的基础上叠加新
消费、文旅、科技等，并且每个园区都是因地制宜的，通过
强运营，即发挥策划能力，用策略驱动产业和商业融合”。

“实际上，运营的核心在于运营‘人’。在此基础上，

我们的运营方法就是左手空间、 右手内容。” 宋秀平表
示，做内容IP是为了增加园区的文化温度，做空间IP则
是让园区具备烟火气和活力。

目前，商业和消费的逻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宋秀平直言，以前是先造场，再招商，然后货找人；现
在是先抓人，再根据人的需求匹配产品，所以场景打造，
抓人才是核心。宋秀平表示，整个园区的运营逻辑其实就
是通过文化内容先吸引C端， 然后精准的C端成为B端的
精准流量， 最后B端又反过来为C端提供更好的服务。而
且在招商的时候，园区会和商户一起做很多内容共创，最
终打造出来的场景，受众也会再参与创造和传播。

●首创郎园品牌总监 宋秀平

运营的核心在于运营“人”

尹翼介绍，以北京门头沟
的中关村（京西）人工智能科
技园为例，目前中关村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产业园区
上主要做了三方面创新，“第

一是区企共建创新；第二是基于人工智能产业的产业生
态创新；第三是打造数智低碳园区的硬件创新”。

“作为中关村发展集团旗下的新一代专业园区，中关
村（京西）人工智能科技园结合先进设计建设思路及运营
理念，深度融合中关村发展集团‘七位一体’战略规划，整

合数智园区、零碳园区、智造上楼、三生融合等理念。其
中，数智园区规划是园区规划建设的重中之重，我们又在
此基础上做了延展，与其他六项做联动。”尹翼表示。

同时，基于应用需求，数智园区的总体规划还针对
园区运营方、入园企业、政府机构和员工客户4个主体做了
10项需求规划。她认为，数智园区的规划不仅仅是园区信
息化，更是基于产业生态、已经入园的企业员工和客户，以
人为本的一个建设规划，这样才能实现园区和企业价值共
成长。 北京商报记者 张茜琦 卓洋 实习记者 程靓/文

张笑嫣/摄

●中关村（京西）人工智能科技园资产运营总监 尹翼

打造数智园区是基于产业生态和人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