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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卓澜 胡静蓉 从小到大，
不同类别的商业空间规划都有了新方
向。近日，北京市商务局公示《北京市
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草案）》
（以下简称《专项规划》）中提出，北京市
将构建“国际消费体验区、城市消费中
心、地区活力消费圈和社区便民生活
圈”四级商业消费空间结构，服务市民
公众多层次消费需求。北京市商务局指
出，通过谋划全市商业消费空间发展目
标、层级体系与空间布局，从而增强商
业消费空间综合竞争力，推动全市商业
消费空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

在加速完善北京老商圈、促进商业
提质升级的步伐之下，北京为推动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再出新招。近日，由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
商务局共同组织编制的《专项规划》明
确了商业消费空间中长期发展的总体
目标。到 2025年，北京要构建起层次
结构清晰、空间布局高效、功能业态完
善、空间品质宜人的商业消费空间体
系，初步建成便民优质的社区消费网
络，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城市高质
量发展。

《专项规划》提出，北京构建“四级两
类多维”的商业消费空间体系。即国际
消费体验区、城市消费中心、地区活力
消费圈和社区便民生活圈的四级商业消
费空间结构，和划分更新提升型和新增
培育型两种商业消费聚集区类型。

与之相对应的是，北京市提出了
“4+29+80+N”的总体空间布局，包含4
片国际消费体验区、29个城市消费中
心、80个地区活力消费圈及结合街道、
社区建设若干个社区便民生活圈。其
中，按照《专项规划》，北京将整体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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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4片国际消费体验区。这些区域将以
面向全球、辐射全国、引领京津冀为目
标，服务国际超广域和国内广域消费人
群，坚持消费国际化与在地性并重，着
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影响力和美誉
度的国际消费金名片。

北京市商务局表示，到2035年，北
京整体形成国际消费有魅力、城市消费
有实力、地区消费有活力、社区消费高
便利的全市商业消费空间新格局，充分
展现首都风范、中华风尚与时代风情，
助力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
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实现。

培育差异化商圈消费

实际上，为了建设成为“中国潮”
“国际范”与“烟火气”共融共生的国际
消费中心示范城市，北京已经做了众
多努力。

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北京等五
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
建设。一年来，北京新落地近1300家首
店，国际品牌占比近15%，孵化新消费品
牌超50个。同时，2022全球首发节已于
9月6日开启，“国潮老字号”“文创新消
费”“数字高科技”“运动快时尚”四大领
域全球首发中心加速布局。

笔者在走访中看到，北京各大商圈
近两年内加速了首店、首发、商业项目
改造的进程。以王府井为例，商圈内的
王府中環今年以来引入了BVLGARI宝
格 丽 、Cartier卡 地 亚、HUBLOT宇 舶
表、端木良锦、AHKAH、TASSELS等品
牌精品店；东安市场引入了超过600个
以上国际一线奢侈品牌、独立设计师
品牌和高街潮牌；东方新天地在过去
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引入了 20余家茶
饮、咖啡门店。同时，随着王府井步行
街北延以及地铁8号线的全线通车，北
京的本地客流也都纷纷回到这条历史悠
久的商业街。

在城市消费中心的建设过程中，传
统商场、老牌百货的转型亦是重要的一
环。北京针对此提出了“试点先行”“一
店一策”的方式对传统商场进行升级改
造。截至目前，北京已经打造了一批地
标性消费项目，22个传统商圈和 20个
传统商场完成升级改造。据介绍，29个
城市消费中心，包括 17个更新提升型
和 12个新增培育型，深度融合多样化
城市功能，承载全市综合性、高能级商
业活动。

除此之外，在建设若干个社区便民
生活圈上，北京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2022年 7月，北京市商务局出台《加快
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促进生活服务
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措施》提到，到2025
年，全市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
盖，形成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生
活服务体系。目前，北京基本便民商业
网点超9万个，已实现全市社区基本便
民商业服务功能全覆盖。立足2022年，
北京将精准补建和规范提升基本便民
商业网点410个左右，每百万人口拥有
连锁便利店（社区超市）数量达 320家
左右。

分级管理加大合力

针对城市商业发展的不同，划分不
同级别是十分必要的。北京国际商贸中
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指出，随着城
市空间格局、居民结构的变化，需要遵
循不同的规律对商业消费空间的布局进
行规划，为商业的发展方向进行引导。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曾在
“美好生活?2022国际消费全球”上表
示，居民消费和商业经营模式都在发生
深刻转型，数字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
费、体验消费等升级趋势势不可挡，融
合经济、实时零售、社交化购物等新模
式迅速兴起。

“北京全力拓展消费空间载体支撑，

推出全市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
分级打造国际级、城市级、地区级商圈
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其中，北京要发
挥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双枢
纽’优势，打造国际消费桥头堡，加快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深化医药产品
进口、免税保税相衔接等试点工作，支
持海外仓、保税仓发展。”郭文杰指出。

根据规划分层级、分需求发展，能满
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赖阳认为，不
同的商圈层级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根
据商业发展的特点进行细分，能够科学
管理、优化布局，从而有利于整个商圈
的整体提升，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建设。同时，打造国际级消费中心城
市，北京实际上有着超广域影响力，所
以国际级既要满足本地消费人群又要在
国际上有足够的消费竞争力。

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
会会长王永平对上述观点表示了认同，
他指出，规划对于城市商业的发展作用
重大。王永平表示，“商业的发展与所
处位置、周边人口、客群购买力有密切
的关系。打造高端商业，要考虑周边人
群有没有相应的购买力；如果要打造整
体的商圈，各个商场之间则要考虑有没
有天桥、地下通道相连接”。

王永平认为，这为商业的发展提供
了新的可能性，规划对于“存量”部分进
行分级，突出了不同层级的发展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地区活力消费圈中
“新增培育型”商业的消费中心建设，在
具体操作中应明确新增商业的定位。
王永平表示，“增量所带来的效果并不
一定是好的，如果新增商业项目引入
后，与该区域原有项目同质化，可能会
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

“对于城市格局的变迁进行实时修
订，根据现代消费趋势引进各个层级相
应的业态，四级空间融合发展，是对于
商业发展方向的引导，能够避免城市空
间的无序。”赖阳表示。

北京打造兼具“烟火气”与“国际化”消费中心城市
“4+29+80+N”消费空间结构出炉

提高政治站位，突出统筹协调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深刻学习领会
完善平台经济治理，推动平台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结合北京市平
台经济治理水平和企业发展实际，按
照“市级直接部署推进”的工作思路，
确保“百家电商平台点亮”行动（以下
简称“点亮”行动）及时、准确落地，取
得实效。成立由主管局领导任组长、
24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专项工作组，
加强市、区两级协调联动；印发《北京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落实总局“百家电
商平台点亮”行动工作方案》，细化行
动进度安排和具体要求，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

加强分析梳理，突出精准规范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指导平台企业根
据“点亮”行动要求，通过全国12315平
台、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平台、总局网

络交易监测监管五级贯通系统等多渠道
查找企业“点亮”短板，全面梳理问题清
单，督促平台企业开展自查整改。组织
开展对平台企业“一对一”精准培训，要
求相关平台企业以首善之都的标准落实
“点亮”任务，为行业合规发挥好带动引
领作用。局领导带队赴京东、抖音等重
点平台企业座谈指导，帮助企业深刻认
识“点亮”行动重要意义，提醒企业关注
行业合规水平，关注公众感受和消费诉
求，主动防范化解潜在经营风险，促进企
业可持续发展。

注重科学评估，务求取得实效

对照平台企业自查报告，北京市市、区
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对平台落实情
况进行评估。同时加强技术筛查比对，一
方面，依托上半年企业报送的平台内经营
者身份信息数据，开展亮证亮照情况抽查
比对；另一方面，组织第三方监测机构对平
台内经营者“点亮”情况进行更大范围抽
查，发挥科学评估作用。“点亮”行动开展以
来，在京头部平台企业“亮照、亮证、亮规
则”取得实质成效。京东、美团为落实在

App端首页首屏公示平台资质和规则要
求，率先创新实现App端首页浮窗显示平
台证照资质和规则，消费者可随时点击查
看营业执照、许可证和备案凭证、平台规则
及规则修订等内容，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抖音电商设置平台服务
协议和交易规则历史版本展示专区，内置
协议和规则下载功能，修改服务协议和交
易规则前征求意见并公示；减少查看平台
内经营者资质证照跳转步骤，核验品牌商
标注册证或经销商品牌授权书，并为品牌
店铺提供展示品牌证明文书渠道。京东配
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大力推行电子营业执
照，现已有2.2万商家完成申领及亮照；积
极落实“点亮”行动要求，梳理各类证照200
余种、规则300余项，新增展示经营者资质
信息183条，平均每日巡检24万余商家。
美团自“点亮”行动以来共梳理美团规则中
心200多项规则，新增和修改规则20多项，
新增和修改时都在规则中心对外公示。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督管
理处）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扎实开展“百家电商平台点亮”行动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

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市场监管
总局《关于开展“百家电商平台点亮”行动的通知》要求，积极引导
督促在京平台企业落实“亮照、亮证、亮规则”，进一步提升平台合
规水平，激发平台创新基因和发展活力，助力中小微市场主体数字
化转型，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