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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千圈”图景如何？一刻钟便民生活
走出家门，步行15分

钟，能满足怎样的生活需

求？买菜、用餐、维修、养

老、休闲健身、托幼……如

今，许多城市通过打造“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

足不出“圈”便能“一站式”

享受多种便民服务。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

象，服务半径为步行 15

分钟左右的范围内，以

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

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

标，通过多业态集聚形

成的社区商圈。

自2021年起，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在

全国范围内推进，先后确

定了第一批30个、第二批

50个、第三批 70个试点

地区。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束珏婷近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截至去年10

月底，前三批150个试点

地区累计建设2973个生

活圈，服务居民约 6000

万人。

“一个城市的宜居品

质，既要有繁华的商业街

区，也要有为老百姓服务

的民生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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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赖阳认为，在建设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的过程中，

应该鼓励更多自主创新的

新消费项目在社区商业里

成长，将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打造成服务保障民生、

推动便利消费、扩大就业

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自2021年开始，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
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2021年5月，商务部等12部门出台了
《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
意见》，提出了6项工作任务：科学优化布
局、补齐设施短板、丰富商业业态、壮大市
场主体、创新服务能力、引导规范经营。

为何要创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商务
部相关负责人曾在当时表示，城市核心商
圈和社区商业的资源配比失衡的问题长期
存在，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的便民生活
圈建设相对滞后，存在社区商业网点布局
不均、设施老旧、业态传统、服务单一、同质
化竞争、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等问题。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畅通国民经济
循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的重要一环。
2021年7月，《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指南》发布，社区团购、智能设备等成
为关键词。同时，鼓励“一店多能”，提出探
索平台化集成创新模式，鼓励专业运营主
体整合商户资源，通过小程序、App、综合
服务信息平台等，接入购物、餐饮、休闲、文
化、养老、家政等线上功能，面向居民提供
周边商品和服务搜索、信息查询、生活缴
费、地理导航及线上发券、线下兑换等免费
服务，打造商业集约式发展生态圈，打通智
慧城市、智慧社区、智能管家，融合商业属
性和社会属性。

2023年7月，商务部等13部门联合印
发了《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以下简称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在全

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推动
多种类型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据商务部统计，前三批150个试点地
区已累计建设2973个生活圈，服务居民约
6000万人。作为落实《三年行动计划》的一
项举措，商务部于去年11月1日起开展“全
国一刻钟便民生活节”，组织150个试点地
区结合老字号、汽车、家电、家居、餐饮、再
生资源回收等重点工作部署，因地制宜开
展社区邻里节、购物节、美食节、团购节等
便民服务主题活动。目前，该活动已延长
至2024年2月29日。

束珏婷表示，围绕便民生活圈政策创
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将集中推广前三
批试点地区建设经验。同时，还将进一步
完善小修小补便民地图，方便居民查得快、
找得到。

150个试点地区已建设2973个生活圈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怎么建？《三年行动
计划》提出，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缺
什么、补什么”“因城施策、一圈一策”原则。

按照目标，“十四五”时期每年选取试
点、打造“百城千圈”，到2025年，在全国有
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推动多种
类型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形成一批
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优质，
智慧高效、快捷便利，规范有序、商居和谐
的便民生活圈，服务便利化、标准化、智慧
化、品质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对恢复和扩大
消费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居民综合满意
度达到90%以上。

在发展便民业态中，重点发展“六个
一”，即发展“一店一早”（便利店和早餐
点）、补齐“一菜一修”（菜市场和小修小
补）、服务好“一老一小”（养老和托育），优
先满足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生活
需求。

同时，提出创新消费场景，如引导邻
近居民区的传统商场向社区商业中心转

型，拓展社区食堂等服务功能；鼓励健身
房、游泳馆、多功能运动场、保健理疗店等
进社区。

2023年，商务部发布2023年度《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典型案例集》。案例集
编制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
究院指出，概括来讲，通过推进试点建设，
探索形成了几类推进模式，包括以综合菜
市场为主体的推进模式，以社区商业综合
服务中心（邻里中心、生活广场）为主体的
推进模式，以商业街为主体的推进模式，以
商圈为主体的推进模式等。推动了几类经
营主体下沉社区，即社区商业专业化运营
商、大型物业服务商、大型连锁企业（餐饮、
零售等）等，引导各类企业和商户走进社
区，提升服务功能和品质。

比如，社区食堂是上海构建“15分钟社
区生活圈”的一个缩影。临近午餐时间，上
海大街小巷的社区食堂开始热闹起来。价
格亲民、菜色丰富、搭配健康，这样的便民
食堂不仅吸引周边老人、白领和居民前来

用餐，而且频频登上社交平台，成为新晋
“网红”。

北京将便民生活圈纳入《北京市商业
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作为全市四级商
业消费空间体系第四级：“社区级”，一体化
构筑多层次商业格局。丰台区东铁匠营街
道建设“15分钟中医康养服务圈”，让养老
更有人情味。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将社区服
务用房用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打造
集党群服务、社区便民、社区为老服务等于
一体的综合性社区商业“一刻钟便民生活
街”，社区书店有了自习室，孩子放学有托
管；小修小补、配钥匙、洗衣、美发、家政服
务等更是一应俱全。

苏州市制定智慧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
案，建设便民惠民智慧服务圈。鼓励借助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发展满足社
区居民定制化、智能化消费需求的无人值
守便利店、智能冷冻柜、自助售卖机等便民
服务业态，拓展智能体验，推动智能技术和
设施设备进社区、进门店。

打造生活圈，“缺什么、补什么”

“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本质上是
民生服务品质的整体提升，特别是在建
设宜居城市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内容。”
赖阳说，一说到宜居城市、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一眼能
看得见的现代化大型商贸综合体、大型
步行街、繁华商业街区，但是一个城市
的宜居品质，从根本上讲，既要有繁华
的商业街区，也要有为老百姓服务的民

生商业。
他表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与步行

街、商圈，构成以步行街为引领、商圈为
支撑、便民生活圈为基础，布局合理、主
体多元、业态多样、商居和谐的分层分类
城市商业体系，是加快城市商业高质量
发展，推动城市建设从外延式发展向内
涵式提升转变的体现。

赖阳介绍，我国社区商业发展大致分
为满足社区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社区品质
生活消费需求、满足社区生活便捷性需求
和社区第三生活空间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补足网点，满足基本消
费功能；第二阶段向规范化、连锁化、品
牌化发展；第三阶段的关键词是“零距
离”和“云服务”；第四阶段是云消费时
代，社区商业呈现“智能化、有温度、共
享式、新时尚”的社区第三生活空间发
展趋势。

他认为，更高标准的社区商业，应该
是打造有烟火气的社区消费圈，满足社
区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时尚品位和消
费体验。社区消费圈重塑社区商业服务

体系，朝着时尚生活中心、社会交往中
心、休闲娱乐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和亲子
教育中心的方向发展。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
南》提出，探索平台式创新模式，推动便
民生活圈各业态联动发展，构建线上与
线下深度融合、虚拟与实体互相补充的
社区商业综合服务体系。同时，提出鼓
励亲子体验、社交客厅等新模式新业
态。”赖阳说，以产品设计时尚化、店铺时
尚化为代表的时尚化，也成为当前社区
消费圈的发展趋势。

赖阳表示，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不想为别人打工，而是愿意跟几个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创新创业，这也是城市
就业的一个结构性变化。因此，在建设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过程中，应该为年
轻人创新创业提供环境，鼓励更多自主
创新的新消费项目在社区商业里成长，
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成服务保障民
生、推动便利消费、扩大就业的重要平台
和载体。

（据《新京报》）

专家建议建设生活圈兼顾提供创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