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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纷纷布局 谁将成为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商务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
意见》），提出要用5年左右时间培
育建设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重庆、成都、西
安、青岛等地已经围绕《指导意
见》紧锣密鼓地开展相关工作。

什么是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各地为何纷纷抓紧建设？
具备哪些条件的城市有望入围？

一国乃至全球消费市
场制高点

很多人脑海中首先想到的
大概是巴黎、伦敦、东京等名店
云集、大牌汇聚、大量新品首发
的国际性大都市。如今，中国也
瞄准了这样的目标。《指导意见》
提出：利用5年左右时间，指导基
础条件好、消费潜力大、国际化
水平较高、地方意愿强的城市开
展培育建设，基本形成若干立足
国内、辐射周边、面向世界的具
有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综合性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动形成一
批专业化、特色化、区域性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使其成为扩大引
领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拉
动经济增长的新载体和新引擎。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
进司方面表示，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是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
功能之一，是消费资源的集聚
地，更是一国乃至全球消费市场
的制高点，具有很强的消费引领
和带动作用。

想要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基础条件好、消费潜力大、
国际化水平高、全球影响力和
吸引力大、辐射带动能力强等

是前提。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

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能否成为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要看消费的时尚
引领程度和能力以及消费者的
国际化程度。对标世界著名消
费中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
等，这些城市的共同点就在于服
务业高度发达，商业竞争充分，
国际知名品牌和国际消费者集
聚程度高。此外，成为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不仅要有国内消费
者，还要有大量的国际消费者，
这就意味着这些城市要能提供
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
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认为，成为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基本条件一
是消费基础要好，一个城市的消
费规模大、消费增长速度快，其
消费基础才会好。二是国际化
程度要高，一个城市进口规模
大，意味着该城市国际化渠道
多，便利化程度高，国际商品和
国际服务就会多，消费资源就会
集聚。

有助于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

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的“三驾马车”之一，是扩内需、
稳经济的重要抓手。今年上半
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0.1%，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的第一动力。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
进司方面表示，培育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带动一批大中城市
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快消费转型
升级，对于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等具有重要意义。

张建平表示：“中国经济正
在朝着服务化、高技术化的方向
发展，高质量的发展要求这些城
市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同时，
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能够对
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形成强大
的需求拉动力量。”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最新数据，2018年中国公民出
境游花费排名世界第一，全年
在境外消费达2773亿美元。从
抢购国际大牌衣物饰品，到抢
购日本电饭煲、德国刀具、澳大
利亚雪地靴等，中国消费者已
经成为许多国家着力吸引的顾
客。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
成，将更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
国际化、品牌化的消费需求，将
境外消费转为国内消费，留住
消费者的“钱包”。

前景如此吸引人，各地纷
纷摩拳擦掌。今年5月，武汉
市出台《全市加快新消费引领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
动计划（2019—2021年）》，提出
到2021年，形成现代化商业聚
集地、国际化消费目的地、便利
化时尚宜居地，打响“武汉购”
品牌。9月，深圳市出台《深圳
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动
计划（2019-2021年）》，提出将
深圳建设为消费创新的“全球
重镇”、国际品牌的“重要驻
地”、中国制造的“世界橱窗”、
引领潮流的“时尚之都”的总体
要求。10月，宁波发布《宁波市
建设国际消费城市实施方案》，
提出要构建国内进口商品集散
网络，打造中东欧消费品进入
中国的首选之地，打造全国重
要的进口消费品集散中心、配
送中心和交易中心。

海南的离岛免税店一直是
国人境内消费的好去处，打造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自去年就
加快了步伐。去年底，国家发展
改革委专门印发《海南省建设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实施方案》，
提出要打造业态丰富、品牌集
聚、环境舒适、特色鲜明、生态良
好的国际旅游消费胜地。

哪些城市将入围？

8月27日，美国连锁会员
制仓储超市Costco大陆首店在
上海闵行正式开业。开业仅6
小时，就因太过火爆而被迫暂
停营业。

上海是中国著名的消费城
市，也是国际零售商和国际知名
品牌集聚度颇高的城市。

中国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怎么建？从上海的做法中或
许可窥一二。

聚集优质消费资源。上海
已经成为各大知名品牌新品首
发的首选地，也是全国拥有最多
“旗舰店”“首店”的城市。商务
部数据显示，2018年，共有835
家上海“首店”落户，2019年上
海至少还将力促500家品牌“首
店”落地。

建设新型消费商圈。在
2019上海购物节上，首批9个上
海地标性夜生活集聚区发布，包
括黄浦滨江外滩地区、新天地、
徐家汇、静安寺等知名商圈。

推动消费融合创新。“三枪”
与网易云推出联名内衣，“蜂花”
推出金典香皂伴手礼，“老凤祥”
推出迪士尼系列产品……近年
来，上海引导推动了一批老字号
的改革创新。目前，老凤祥、光
明乳业等5家企业年营收超百
亿元。

加强消费环境建设。2018
年，上海市共受理处理消费者投

诉207279件，涉及商品和服务
总额14.2亿元，其中，承办市民
服务热线转办件29028件，平均
满意度96.1%。健全的消费维
权体系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
消费环境。

除了已经抢先布局的上海，
还有哪些城市有潜力冲刺首批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北京、
广州为全国社零总额前3名，均
超9000亿元，上海、北京更是突
破1万亿元。重庆、武汉、成都、
深圳、南京分别位列第4至第8
位。

看社零增速。武汉、成都、
青岛、济南等城市增速均超
10%，增速较快。社零消费只是
城市消费实力的众多指标之一，
国际化水平、城市旅游消费、民
航旅客运输量、消费便利程度和
服务性消费等，也都不可忽视。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
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消费力强
的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入围比
较确定。此外，一些旅游城市，
如青岛、厦门、西安、成都、南京
等，能够带动消费，且国际交往
较多，同样潜力巨大。

张建平指出，上海、北京、广
州是中国一线城市消费的典型
代表，也是非常有希望成为国际
消费中心的城市。同时，二线城
市的消费潜力也很大，例如成
都、重庆有非常好的消费文化和
消费氛围，特别是在“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这两个城市对南亚
和东南亚地区的辐射力度也在
不断加大，有望成为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
“集结号”已在全国吹响。

（人民日报海外版）

从凭票购买到无人收银，从定额
配给到大数据决定门店商品，从遍布
乡镇的供销社到新一代本土便利店，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零售业发
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便利店正渗
透到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供销社是当时
零售业的代表，典型地反映了当时计
划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
系，在城市及农村建立了上下相连、
纵横交错的零售网络。

“一有稀缺物品到货，供销社里
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从事运输工
作的黄国源回忆起儿时的供销社，所
有东西都要凭票证才能购买。

供销合作社算得上是中国本土便
利店的前身。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
束，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另一
种“便利店”形态开始全面取代供销
社。它们存在于商业街、弄堂口、小区
楼下，随处可见，被称为烟杂店、小卖
部，提供“近邻式”的周到服务。

上世纪90年代初，“7-11”便利
店首次引入中国大陆市场，在深圳开
出5家门店。几年后，海外的便利店
品牌罗森在上海开出了中国大陆的
第一家店，全家便利店落户上海。

在洋品牌便利店四处开花的同
时，中国也涌现出一大批本土连锁便
利店品牌。如快客、苏果、好德等品
牌，不过它们很少走出省份。因此，对
于不同省份的人，虽然身边都少不了
本土便利店的影子，名号却截然不同。

中国现代化便利店的繁盛和流
行反映的是城市社会结构和人们生
活方式的变化，尤其是24小时便利店
的普及，更满足了都市人的夜间需
求，使得他们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融入人们生活，数
字经济遍地开花。“数字化便利店”也
应运而生。

在北京一家便利蜂便利店，“95
后”姚洁文熟练地自助打了一杯咖
啡，转身从货架上挑了一个小蛋糕，

然后到自助收银机结账，整个过程不
超过5分钟。

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岩
永正嗣看在眼里，他正带领数十家日本
企业代表到便利蜂便利店考察交流。
最近两年多时间，这家便利店品牌已经
在全国8个城市开了近千家门店，

“中国本土便利蜂这样数字化驱
动便利店的模式令人眼前一亮。”岩永
正嗣说，这些数字化便利店最大的不
同在于，用互联网、数字化和移动支付
等代替了传统人工主导的门店运营的
模式。中国的新兴便利店正不断地给
传统便利店带来启示和变化。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目前拥有便利店10.6万
家，就便利店密度而言与日韩等国
还有差距。但从发展速度看，行业
销售额和门店数量最近几年都呈现
两位数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本
土便利店正利用科技打破传统便利
店的规则。 （新华社）

从供销社到新兴便利店看中国街角“小店”的变化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教授荆林波日

前带领45位中科院MBA研究生到超市
发学院路店、四道口店进行参观交流。

超市发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燕川向
研究生们介绍了超市发的历史变迁；
作为国有企业所承担的诸多社会责
任；多年来多措并举地开拓社区经营、
扎根社区经营；为顾客提供温暖的商
品、温暖的服务；根据顾客所需打造的
千店千面等，得到了参观人员的高度
认可和赞美。

超市发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燕川与
参观人员在超市发四道口店超书房开展
了座谈，对店铺选址、员工管理、供应链
保障、外埠公司经营等专业问题进行了
交流。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超市发理念
新、服务强，走在时代前列，在行业中有
领先性和引导性。

中科院MBA研究生
到超市发参观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