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业当日，不少闻讯而来的市
民便迫不及待地涌入商场。“人还真
不少。”老顾客王先生跟老伴儿走进
商场，发现通往二楼的扶梯前都排
上了队。

商场内完全看不到百货店的痕
迹，原先摆放着专柜的一楼开了一
个天井，从顶层直接往下，看起来更
加敞亮。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紫红
色“绒绒怪”，吸引市民前来拍照打
卡。据了解，这是“赛特+”携手新
锐装置艺术家姚文静独家定制的
“绒绒怪”IP，希望让毛茸茸的小怪
兽成为冬天里的一抹温暖，传递给
来到这里的顾客。

在王老先生的记忆中，原先的
赛特购物中心是“高不可攀”的。
“（20世纪）90年代刚开业的时候，
这里卖的东西那都是高端奢侈品
牌。”王老先生听说商场今天要重新
开业，特意和老伴儿过来看看，“变
化还真是挺大的，我记得以前一进
来，全是各种高端化妆品的专柜。”
正值中午，他和老伴儿准备就在这
里解决午饭，逛到4楼找了一家顺
德菜馆，开业酬宾，打7.8折的基础
上，还能使用“59元团100元”的优
惠券。

据了解，1992年开业的赛特
购物中心，曾是老牌高端百货的
代表，在开业初期创造了京城商
界的多个“第一”：第一家自动滚
梯最多的商场，第一家使用电脑
联网收银系统的商场，第一家将
奢侈品牌带入北京的高端精品百
货……

随着消费方式的变化和新型购
物中心的崛起，赛特购物中心在新
的市场环境中逐渐黯淡，被列入北
京首批“一店一策”试点项目。2020
年3月底，赛特购物中心正式闭店。

经过两年多的升级改造，赛特
购物中心更名为“赛特+”，并被赋
予全新的定位——“北京CBD新社
交聚场”。据“赛特+”方面介绍，目
前购物中心出租率超过98%，开业
率达到88%。

笔者在现场走访看到，重装亮
相的“赛特+”引入了大量餐饮业
态，分布在不同楼层，仅一楼就有
5个店铺主营咖啡、茶饮；不少餐
厅为“赛特+”量身定制了首店和
全新形象店。从各楼层的主题可
以看出，“逛吃”成了新购物中心
的主要特色，如一楼“微醺”，二楼
“苏醒”，三楼“雅集”，四楼“臻
味”，五楼“美馔”，地下一层叫“烟
火”，聚集了一众网红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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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特+”开业 餐饮成主打特色
经过两年多的升级改造，近

日，位于北京长安街东侧的原赛特
购物中心以“赛特+”的新身份重新
亮相。

据了解，经过重新设计装修，这
家老牌高端百货，变成了适合“逛
吃”的社交聚会场所，完全看不到百
货商场的影子，餐饮成为这里最大
的特色，一批黑珍珠、米其林榜单餐
厅入驻；同时引入了体验业态，搭配
健身房、美发等生活服务业态，进一
步丰富了建国门商圈的生活氛围。

北京正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传统商场转型升级近年来受到广泛关
注。针对传统商场硬件设施老化、难以适
应新消费需求等问题，2019年，北京市商
务局会同相关部门、各区政府积极开展相
关工作，采取“试点先行”的方式，“一店一
策”推进传统商场升级改造工作。

“一店一策”改造先后将25家商场纳
入试点名单，包括长安商场等20家试点企
业基本完成升级改造，主要做法包括闭店
改造、调整定位、业态品牌优化等。例如，
东安市场完成闭店改造，升级为北京最潮
的沉浸式买手制百货。长安商场由单一
购物向休闲消费、体验功能、亲子功能的
社区生活方式中心转型，这几年在新的市
场环境下，对业态进行调整，增加“父母食
堂”、简餐等餐饮业态。通过升级，今年7
月，长安商场客流同比增长30%，改造后的
四层客流同比增长105%。由新燕莎金街
购物广场升级而来的王府井喜悦购物中

心也即将开业，成为国内首个“新国潮购
物中心”。

北京市还出台财政贴息奖励政策，引
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传统商场升级改造
项目。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一店一策”试
点企业在改造方式、形象设计、业态转型、
品牌组合等方面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全市
20余家商场主动改造提升。

从前期规划到商户入驻，相关部门还
主动上门提供政策宣讲培训、各类资料预
审、开工手续受理等服务，打通政策落地
的“最后一公里”。

比如“赛特+”在品牌签约的过程中，
北京市商务局、朝阳区商务局、朝阳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建外街道办事处等多部门
就专门为入驻商家开展了系列政策宣讲
培训，并提供资料预审、开工手续上门受
理等服务，尽可能让服务走在前面，为商
户顺利开业提供保障。

“老商场的改造并非一劳永逸，需要
不断结合市场的新需求，提供独特的消
费体验。”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
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在科技
赋能和消费升级驱动下，我国消费市场
逐步向精细化、个性化发展，新消费应运
而生。

他认为，新消费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消费者对于品质升级的追求，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从追求物质需求的满足，过渡到
追求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享受，包括
文化和艺术消费、旅行和体验消费、自我
提升和教育培训、社交网络和数字娱乐等
体现在审美、文化娱乐体验、社交社群展
示和认同上的消费占比越来越高。传统
商场在转型过程中，要重视消费者的购买
兴趣，通过别具一格的场景设计，提升品
牌的情感价值，从而得到更广泛消费者的
认可。 （陈琳）

去百货业态
餐饮、咖啡厅聚集

黑珍珠一钻餐厅蘭頌打造的全新品
牌BONBOEUF全国首店落户“赛特+”。
蘭頌主理人叶昕介绍，她从前年开始就在
为BONBOEUF选址，但一直没有找到理
想的位置。“后来赛特找到我们，我们觉得
这里很符合品牌定位，所以一拍即合。”叶
昕说，当年她结婚时所用的化妆品就是在
赛特购物中心买的，因此对这里有着特别
的感情。这次开店，她和丈夫对餐厅进行
了精心设计，在店内包间引入光影设备和
会议系统等，方便开展商务活动。“大家可
以一边用餐一边开会，还可以唱歌，是一
种全新的融合体验。”叶昕说，期待赛特能
重续辉煌，再次成为北京餐饮新地标。

在“赛特+”二楼，有一间店铺就像“毛
坯房”，只有简单的水泥地面、白墙。但这
里人气不小，各种手工制作的精美摆件、
饰品汇聚成市集，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选
购。“这个空间是我们欧啦（hola）青年创意
社交平台打造的一个线下新型社交购物
场景，主题叫偏离15?的生活片场。”欧啦
青年创意社交平台创办人吕霖介绍，这个

场地主打“社交空间”，欧啦线上注册用户
已超过6000人，主要是一些艺术家、独立
设计师、手作人等，他们会用自己的角度
去诠释对当下生活的解读，这个空间就是
让他们的想法落地。

“我们的业态并不固定，比如开业7天，
这里是手工市集；未来，这里会是一个灵活
多变的组合，可能会举办生活剧场、互动哲
学社、动植物标本展、手工作坊……”吕霖
说，各个创业人提供主题、想法，审核通过
后，帮助他们让想法落地。像这种空间，
目前北京已经有6个，它们在商场、购物中
心和园区里，打造“城市会客厅”的概念，
既可以作为会客寒暄的社交场所，又可以
是短暂放空的自洽空间。

一些老商户也重新回归。集品堂上
世纪90年代刚进入中国内地时，第一家店
就开在赛特，直到2020年3月商场闭店才
暂时离开。集品堂北京区域负责人骆瑶介
绍，最初入驻时只在超市入口处有个1平方
米的柜台，后来扩大到30平方米，最鼎盛的
时候年营业额能达到3000万元。“赛特不仅

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也承载了集品堂发展
的回忆，所以这次我们选择了回归。”骆瑶
说，此次开设的是北京区域最新形象店，店
里除了零售区，还设置了开放式加工车间，
可以对顾客订购的虫草、花胶、燕窝、海参
等食材进行现场加工。此外，位于商场地
下的星巴克也再次归来，在一层临街位置
升级为星巴克甄选店。

“老赛特曾经是北京商业的一座地
标，主打的是高端，不光有最好，还有最
贵。在北京人心目中，老赛特就是高端商
业的代名词。所有一线品牌、国际知名品
牌，在老赛特都是有专柜的。”老员工赵剑
在赛特工作了近30年，在他看来，这次改
造是顺势而为，“购物中心要为顾客提供
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这是新兴商场或
购物中心应该具备的。”他说，“以前在老
赛特，我们有一句话叫‘创造百年品牌’，
这是老赛特人的一种情结。现在经过公
司改制后，一个崭新的赛特重新启航，作
为老员工，我们还是希望能把未尽的力量
贡献给赛特。”

新老面孔齐聚 期待赛特再次成为北京新地标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一店一策”助力传统商场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