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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博览

北京夜间经济正在强力复苏
北京夜间经济正随着北京

消费季的不断推进在强力复苏。
近期，记者走访了多条刚

刚公布的“深夜食堂”特色餐饮
街区，发现特色餐饮街区夜间
消费复苏明显。

此外，不同街区也在结合
周边消费群体需求特点做相应
的业态升级，同时也出现了越
来越多以“深夜食堂”为主打、
多业态融合的特色街区，为消
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夜间消
费场景。但值得注意的是，夜
间经济的强势复苏对街区的周
边配套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餐饮业态同质化、夜间出行
等问题仍有待改善。

夜间消费“落户”商
业街

记者在霄云美食街看到，
这里已经完全恢复了往日生
机。大部分的商户座无虚席，
马路边边烤串店更是连店外的
就餐区都已坐满。

该店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因为霄云美食街周围主要是写
字楼，因此相对周一至周五人比
较多，尤其是周五晚上是消费高
峰。在该负责人看来，现在消费
者有很强的夜间外出消费需求，
并且也不再担心外出就餐，餐厅
也在夜间消费复苏的过程中快
速恢复到疫前水平。

作为北京夜间消费的地
标，华熙LIVE?五棵松商业街夜

间也已经恢复了以往的客流
量。9月19日晚间，北京商报记
者走访华熙LIVE?五棵松商业
街时发现，这里人群熙熙攘攘，
不仅有大量的年轻消费者，还
有很多老人和孩子。华熙
LIVE?五棵松商业街也打出“好
久没有玩到天亮了”的醒目标
语，而华熙LIVE?五棵松商业街
也发挥自身“一站式”夜间消费
的特色，利用多业态、多场景的
优势吸引到不少周围消费者。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也发
现，在北京消费季背景下，很多
商户开始通过各类促销活动吸
引消费者。

位于霄云美食街的七福神
日式串烧店推出了9月18-30
日全品8折的活动，食万两也推
出了所有烤串半价的优惠。位
于华熙LIVE?五棵松商业街的
火鬼披萨近期推出了啤酒半价
的活动。更有许多商家的门口
贴出了“一分购，购全场”的宣
传标牌。

记者在该商业街区看到，
不少商家门口都排起了长队。
火鬼披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从9月初开始，店里的生意
就越来越好，周末的晚上几乎
都是爆满。

特色街区、主题活动
联动拉客

记者在走访特色街区时也

发现，不少特色商业街已经成
为各类主题活动主办方“争夺”
的宝地，各类美食主题活动亮
相不同的商业街，与商业街产
生联动效应，进而带动更多的
客流。

以华熙LIVE?五棵松商业
街为例，自9月17日起“雪花燃
动之夜国际啤酒节”就在此地
举行。据该啤酒节的工作人员
称，啤酒节持续到9月22日。
每天晚上12点结束，但是从7
点到12点之间都是人山人海的
景象。

9月18-20日，刚开街不久
的北京望京小街举办了第十届
北京汉堡节，超过40家汉堡、精
酿啤酒品牌集体亮相。据介
绍，该届汉堡节开始两天以来
已有超1万人来到现场，而在汉
堡节现场活动结束后，这股汉
堡美味热潮会延续到线上，展
开为期约一个月的评比大赛。

此外，记者在现场采访过
程中也了解到，活动主办方选
择在望京小街举办此次活动
主要就是想借助望京小街的
高人气为此次活动增加热度，
同时这类街区由于业态更为
丰富、管理更加有序，并且具备
夜间消费潜力，所以在选择活
动举办地时会优先选择这类商
业街。

自9月8日“北京时尚消费
月”活动启动以来，北京夜间消
费持续复苏。据了解，活动期

间，北京市商务局上线了“夜行
地图”（微信小程序），联动全市
各类知名酒吧、餐吧、音乐现场
50余家推出各类优惠活动。

餐饮街区发挥示范
作用

在此次发布第一批“深夜
食堂”特色餐饮街区的同时，
北京市商务局表示，将进一步
提升上述街区的运营管理、提
升服务质量，在完善夜间服
务、制止餐饮浪费、减少一次
性餐具使用、推动厨余垃圾减
量等方面认真落实相关要求，
积极创新经营方式；继续抓好
“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挖
掘培育工作，不断激发餐饮消
费升级潜力，促进本市“夜经
济”繁荣发展，更好地满足市
民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同时也将继续关注北京其他
“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的
发展情况。

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北
京“深夜食堂”特色街区的建设
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并且已经
成为拉动北京夜间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

但与此同时，记者在走访
体验的过程中也发现，“深夜食
堂”特色街区存在业态同质化、
交通出行不便的问题，在很多
业内人士看来，“深夜食堂”特
色街区的建立对于北京夜经济

繁荣有强劲的推动作用，北京
在引导建立夜消费特色街区方
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同时
“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的评
选对于鼓励引导其他街区发展
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在此基
础上，已经公布的街区更应该
结合自身优势，完善服务及消
费体验，为持续推动北京夜经
济发展助力。

北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
赖阳认为，随着消费趋势的变
化，消费者更加倾向于集消费、
文化、休闲等于一体的特色商
业街区，消费者前往美食街的
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用餐，因此，
夜消费街区不应只聚焦于餐饮
方面，还需有更加丰富及多元
化的内涵。

此外，出行方便是促进夜
间经济繁荣的重要一环。如果
消费者不能顺利出行，那即便
商场、餐厅、剧院、景区延长了
营业或开放的时间，如果不能
吸引来不同区域的消费者，那
么这些场所所能服务的范围
就会大幅缩小。因此，顺畅的
出行对于夜经济的发展非常
重要，需要相关政府部门与街
区、商户联手共同优化夜间停
车、打车等出行难题，提升消
费者夜间消费、出行体验，这对
于街区进一步吸引消费者进而
推动北京夜经济持续发展十分
重要。

（北京商报）

本报讯 日前，北京市疾
控中心制定了便利店小商店
日常防疫指引。

便利店小商店日常防
疫指引建议顾客，如果出
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特
别是近期与呼吸道传染病
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不
要前往便利店小商店。顾
客在挑选商品或排队结账
时，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社
交距离。顾客应避免直接
在面部或嘴唇上试用化妆
品样品，可用手背代替测
试 ，测 试 后 需 消 毒 或 洗
手。付款时尽量使用扫码
等非现金、非接触的支付
方式。购物店如果有测体
温、戴口罩等防疫要求，请
顾客予以配合。

依据指引，便利店小
商 店 应 建 立 健 康 监 测 报
告 制 度 。 管 理 人 员 和 工
作 人 员 如 果 有 发 烧 或 呼

吸道、消化道传染病症状
时不得上班，建议尽快就
医。服务人员在直接为顾
客 提 供 服 务 时 需 佩 戴 口
罩。售货员与顾客保持 1
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必要
时安装透明隔板。工作人
员应引导顾客在排队结账
时保持 1米以上的社交距
离 。 举 办 宣 传 促 销 活 动
时，应引导顾客保持社交
距离，避免顾客长时间在
一个地方聚集。

购物店的试吃试用等活
动中产生的牙签、一次性纸
杯、纸巾等物品应及时分类
投放处理。店内保持空气流
通，营业前进行充分通风。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保证运
转正常。必要时在出入口等
位置配备免洗手消毒剂。店
内日常以清洁为主，预防性
消毒为辅，顾客经常触摸部
位要定期清洁消毒。

□ 赵昂

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9
年我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为
6536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
39.3%，增速明显，外卖产业渗透
率也较上一年度提升3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如今消费
者不只通过外卖渠道购买餐食
饮品，也在购买其他商品，从蔬
菜水果、日用品、药品到服装不
一而足。而外卖的这项消费功
能，也在疫情期间对于保障消
费者日常供应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外卖消费正在向更多品
类、更多消费场景拓展，数据显
示，51%的消费者曾经通过外卖
渠道购买蔬菜水果，41.7%的消
费者购买过生活用品，25.3%的
消费者购买过药品。事实上，
配送速度更快，时效性更强的
外卖渠道，正在成为越来越多
消费者采购日用品的重要渠
道，不管消费者是否自行烹饪，
外卖消费都不可或缺。在这样
的情况下，外卖在多消费场景
的拓展，已经和电商平台形成

了竞争关系。毕竟，随着物流
业的发展，许多物品并不需要
通过电商平台从原产地订购，
同城一样能够购买。

那么，外卖平台真的能取
代电商平台吗？如果点开外卖
平台的商超界面，可以发现大
多数外卖平台在商品销售商仍
与电商平台有所差距。比如商
品信息和图片有限、难以选择
更多规格、难以看到综合评价
等，个别商家商品缺货来货信
息更新也较慢。也就是说，目
前，外卖平台在相当一部分零
售品门类上，依然难以与电商
平台竞争。

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只
有3.9%的消费者通过外卖渠道
购买过服装，而服装类产品、电
子类产品恰恰是电商销售的主
要商品。相反，没有特定产地
要求的日用蔬菜水果，电商平
台一直涉足较少。当然，蔬菜
水果和日用品的配送，也依赖
于本地仓储和配送体系，这正
是一些电商平台所缺乏的。

换言之，目前外卖平台与
电商平台，在网络零售业上仍然

处于“泾渭分明”的状态。但这
并不表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
态，不会在某个时间点上被打
破。毕竟，如果有外卖平台能
够将商超界面、评价模式、零售
功能做得与电商平台相媲美，如
果外卖平台上的服装类、电子类
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保证与电商
平台无异，那么，消费者会不会
更倾向于选择既能喂饱自己、又
能满足购物需求的平台呢？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这样的
选择倾向真的出现，会不会对现
有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竞争格局
产生变化？毕竟，一些外卖平台
和电商平台在第三方支付工具的
选择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当然，现在一些电商平台
也在争相进入线下零售领域，
不仅与外卖平台竞争，也与城
市既有的零售服务商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竞争局
面。但是，线下布局带来的成本
压力也是巨大的，这场博弈究竟
谁能胜出，还真的不好说。如果
不能让自己的平台拓展到更多
消费场景，提供更多服务，谁都
不可能是永远的老大。

外卖消费会取代电商平台吗？北京市发布便利店
小商店日常防疫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