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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北京地铁开设130处便民服务设
施，其中九成以上为品牌便利店。近期，探访多
家地铁便利店，发现轻食、饮料等商品最受上班
族欢迎。在探访中，也发现一些现象，比如，一些
地铁站尽管客流量很大，但进店人次并不是很
多。对此，地铁公司也在“绞尽脑汁”为商家提供
帮助，希望使便利店提供的商品服务更受乘客欢
迎。预计今年，北京地铁还将再增加20处便民
服务设施，进一步满足乘客需求。轻食、饮料最受上班族欢迎

面包、三明治、酸奶……在地铁14号线来
广营站京东便利店内，受上班族欢迎的轻食摆
满了整面货架。每天早晨7点左右，随着早高
峰到来，从便利店经过的上班族都会迅速地
挑选自己爱吃的食品，然后走进附近的写字
楼上班。

这家便利店是京港地铁精挑细选线路和车
站开设的第一家便利店。它位于商场和写字楼
林立的望京地区，也是上班族非常多的区域。
针对上班族，车站和店内均进行了精心的设
计。为了给通勤乘客节省时间，方便乘客能在
14号线来广营站快速找到地铁便利店，京港地
铁特别使用了活泼、鲜明的“京港地铁出行小管
家阿捷”的卡通形象作为标识，在车站各出入口
的最佳可视区域，为乘客贴心“指引”，乘客从列
车下来出站，无论是走扶梯还是楼梯，都能看到
醒目的指引标识，吸引乘客前往便利店。

便利店内设置了休闲食品及饮料区、日配
简餐食品区、日用百货区等多个区域。乘客需
求较高的食品和饮料放在了店面最显著的位
置。除此之外，还能挑选到口罩、棉签、纸巾等
护理类产品以及数据线、文具等办公用品，基本
能满足周边上班族日常工作和生活需求。

京港地铁非票务收入部总管黄伟伦介绍，
去年12月底14号线来广营站地铁便利店开业，
经过1个多季度的培育推广，目前店铺整体经
营良好。食品类销售额占比较大，其中面包类
产品最受欢迎，其次为冷餐鲜食、休闲食品。但
由于受到地铁通勤特征影响，高峰时间销售更
好，平峰阶段顾客则相对较少。

据了解，像这样的便利店在北京地铁路网
内还有很多，大多服务于地铁通勤族。比如在
地铁东单站，京轻便利店主打义利面包、北冰洋
饮料等老字号食品；在金鱼胡同和欢乐谷站，
D+便利店针对旅游乘客引入了预包装食品。

北京地铁增值服务管理部副部长齐艳介
绍，截至去年12月底，北京地铁在全路网共开
设130多家便民服务设施，覆盖5号线、6号线
和7号线等共计90多座车站。其中，京轻、D+、
罗森、多点四家便利店占比较高，同时辅以少量
的花店、药店、书店等便民特色小店。以上各类
便利店与近几年在北京地铁线路内早已成熟布
设的自动售货机、鲜花机、口罩机等，共同为地
铁乘客构建了出行的便利服务集群。单从地铁
便利店的经营来看，早上轻食类产品广受欢迎，
晚上品质类甜品较受欢迎，乘客整体满意度非
常高。

北京地铁将再增
20处便民服务设施

不仅仅是对现有便利店进行
调整，北京地铁还将继续新增20
处便民服务设施，为乘客提供更
多品类、更贴心的便利服务。

2022年北京市交通工作会明
确，今年北京将强化地铁增值服
务，在车站继续新增20处便民服
务设施。齐艳介绍，目前，北京地
铁公司正在开展新一轮的乘客需

求调查等前期准备工作，相关开
店事宜正在有序推进过程中。

而据黄伟伦介绍，京港地铁
未来将会逐步在所辖线路开设
便利店。

此外，黄伟伦表示，以14号线
来广营站为例，除了便利店，地铁
还会引入自动售货机、自助拍照
机等商业设施，打造地铁商业角

落，培育乘客的消费习惯，为乘客
提供更丰富的便民生活服务。同
时，京港地铁还在探索“地面”和
“地下”的商业互动，积极与政府
及14号线沿线商家开展研究，共
同打造基于地铁的商业带，未来，
将陆续推出一系列地铁与商业的
精彩活动。

（刘洋）

与地面上的便利店不同，地铁
便利店服务的大多数是地铁乘客，
也表现出与地面便利店完全不同
的生态特征。比如，一些大客流地
铁站，如果便利店的位置不是设置
在乘客通行的必经之地，真正进店
消费的乘客并不多。

齐艳介绍道，“由于历史原因，
北京地铁经历了十几年的便利店
空窗期。2021年，市政府出台了实
事惠民工程项目，其中第13项就是
在地铁里设置便利店、书店、药店
等便民服务设施。但经过一个多
季度的经营，我们发现要想把北
京地铁的便利店从“开得了”向
“开得好”迈进，还需要解决很多
实际问题。”

齐艳介绍，一方面是地铁的大
客流无法有效转化为进店消费客
流。“动线”的设计在便利店导流中

非常重要。“北京地铁在设计之初，
没有统筹考虑商业开发的需求，所
以预留的商业空间不一定在客流
动线上，不能真正发挥便利服务的
作用，导致进站客流无法有效转化
为进店客流，致使经营效果不够理
想。”齐艳说。

缪东介绍，从经营情况来看，
经营排在前几名的便利店分别位
于西钓鱼站、金鱼胡同站、欢乐谷
站、雍和宫站以及东四站，而这些
车站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客流
车站。其中，东四站此前经营并不
是很好，调研发现，安检设备的设
置影响乘客“看得见、摸得着”便利
店，经过调整客流动线后，营业额
有了明显提升。

许多车站的便利店通过“微手
术”的方式，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大客流车站变成了经营能力很强

的车站。比如，改变导流围栏等车
站设施，重新设计客流动线，使乘
客更易进入到便利店进行消费，真
正享受到方便快捷的服务。

另外就是要做好“地面”和“地
下”的服务功能的互补。

北京地铁公司为了进一步改
善便利店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煞
费苦心。齐艳说，为方便各个商家
每日送货，地铁公司研究制定了专
门的方案，在指定时段让商家使用
电梯，既确保安运营全，又能为商
家提供便利；为了帮助商家扩大宣
传，让更多的乘客知道便利店，地
铁站里还专门录制了广播，提醒乘
客便利店的位置和营业时间。

齐艳表示，通过多方面努力，
尽管部分车站地铁便利店经营还
有一些困难，但整体上看仍是趋势
向好。

“绞尽脑汁让便利店实现盈利”

今年将再增20处地铁便民商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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