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
聚合多种业态，增进情感

连接

岁末年初，伴着冬日暖阳，位于江西

南昌市西湖区万达广场的西西弗书店内

咖啡飘香，家住西湖区朝阳新城的市民

杨璐和朋友经常相约在这里，手捧中意

的咖啡，翻阅心仪的书籍。她们还会在

书店的生活创意空间选购一些文化创意

产品，参加书店主题活动，报班学习插花

技艺。

“相较于传统书店，我更喜欢这种新

型书店。在外部环境上，装修时尚、文艺

感十足；在内部业态上，读者们除了能阅

读、购买书籍，还能参加书店定期推出的

读书会、作者分享会、花艺教学等活动，都

很吸引人。”杨璐说。

近年来，“书店+”模式在各地流行，人

们发现一些新型书店不是简单地售卖书

籍，场景上多功能的设置给消费者带来别

样的消费体验。

“实践证明，书店、商超等实体店通过

聚合多业态、营造多场景，招徕的客流要

远比单一业态更多，顾客的消费黏性也会

不断增强。为此，我们一直鼓励连锁书店

打造集文化展示、创意销售、影剧院等功

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图书零售业态和文化

综合体，让文化消费供需两旺。”南昌市西

湖区副区长牛浩说。

在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

夫看来，传统门店除了提供人们消费的

场所之外，还可以通过各种科技元素的

嫁接以及餐饮、娱乐等其他业态的融入，

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的参与

感，让供需双方在情感共振与文化共鸣

上建立起更多的连接，实现体验刷新与消

费升级。

驱车来到宁夏南部的沙坡头高速公路

服务区，淡雅的装饰让人眼前一亮。这里

不仅开设特产展区，展示枸杞、葡萄酒等，

而且还展示羊皮筏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建起小型沙漠儿童游乐场，让在这里泊

车小憩的人们不仅能远眺腾格里沙漠，而

且能品名茶、尝美食、赏非遗、买特产、带孩

子玩耍。

“我们的目标是让高速服务区变成旅

游的第一站。”宁夏同元交通资产管理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公司投资 435 万

元对自治区内 14 处高速服务区进行场景

化改造，打造多样业态，实现从单纯的停

车、加油、吃饭到特色文旅服务场景的升

级，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消费体验，让高

速服务区成为充分展示地方旅游形象的

载体与窗口。

“要促进消费场景融合发展，这是激

发消费新活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蕴认

为，为支持和引导对传统商业设施进行场

景融合改造，建议对相关市场主体给予一

定改造补贴或采取税收减免等方式，提升

市场主体改造升级的主动性，更好适应消

费升级需求。

智能——
加快数字化改造，推进线

上线下协同发展

当前，一个个数字化消费场景扑面而

来，进一步激发了智慧零售新活力。

便利店数字化运营，让人们更省时省

心——

最近，在北京朝阳区工作的李玉经常

在连锁便利店便利蜂买早餐：“除了种类

多、新品上市快、营养好吃，还能全程‘自

动化’。”走进便利店，她在早餐柜台前电

子屏上自助选餐。柜台另一边的工作人

员收到订单，迅速将产品和结账二维码递

出，李玉凭码在自助收银机上结账，快速

高效。

便利店是最靠近消费者的零售业态

之一，数字科技加速赋能便利蜂等新型便

利店，从“自助点餐”“自助收银”，到“无接

触服务”，让人们消费更智能。

1 月 17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

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的通知》提出，推动

实体商场、超市、便利店等数字化改造和

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仓储会员店、“门店到

家”服务等零售新业态，加快培育体验式、

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提升消费智慧化、便

利化水平。

老百货开出新零售业态，惠及更多消

费者——

1 月 8 日，在江苏江阴市人民路上，银

泰百货旗下的银泰云店开了一家名为“ in⁃
time365 集合店”的新型百货集合店，80 平

方米的店内除了供体验的商品外，还设有

3 块数字化“云屏”，用户注册成为会员后，

即可通过“云屏”下单消费。

银泰云 店 利 用“ 云 屏 ”的 交 互 方 式 ，

通过银泰百货数字化平台，结合线下各

种热门美妆、潮流服饰的试用，帮助消费

者收获一站式购物体验。线上线下的商

品同价，顾客下单后通过系统后台判断

哪里直发最便捷。去年“双 11”期间，银

泰云店订单同比增长 8 倍。“一些知名品

牌通过云店同步进入中小城市，让小城

青年也能享受到与一线城市专柜无差别

的商品和服务体验。”银泰百货云店负责

人张蕾说。

王蕴认为，“十四五”期间，要坚持创

新驱动，大力发展数字流通，加强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加速流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和跨界融合，推动国内贸易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便民——
完善城乡多层次商贸网

络，丰富便民惠民商业生态

鱼面、豆腐皮、羊羹……一道道地方

特色美食，让凌晨时分的浙江诸暨市安

华镇充满了活力。据统计，目前，镇上营

业 至 深 夜 2 点 之 后 的“ 夜 宵 店 ”达 70 余

家，日均客流超 2 万人次。以夜间餐饮为

引擎，去年安华镇餐饮营收达 2 亿元，同

比增长超过 200%。

安华镇以“浙夜好·夜安华”为主题，

推 进“ 夜 经 济 ”小 镇 建 设 ，打 造“ 网 红 打

卡”地标性平台，组织举办啤酒节、“夜间

运动客厅”等活动，促进了夜间消费活力

释放，带动就业 5000 余人。

1 月 24 日相关部门发布的《“十四五”

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规划》提出，“推动区

域商圈提升商业综合体、高端商务区等

消费聚集区设施条件，打造潮流购物、夜

间消费等特色商圈”。去年 6 月，商务部

等 12 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提出，“鼓励商

业与物业、消费与生活、居家与社区等场

景融合，实现业态多元化、集聚化、智慧

化发展。”当前，各地着力推动社区商圈

建设，优化便民商业设施布局，让百姓在

家门口消费更便利。

尝试“一店多能”，提升消费体验——

1 月 15 日，江苏南京市孝陵卫商圈，

苏宁易购首家家装家电家居服务“四位一

体”门店正式落地。通过调整空间布局和

展示形态等举措，整合家装、家电、家居三

大商品品类，为消费者提供全屋家装定

制、家电家政生活服务等一站式解决方

案。开业期间，这个店家电套购订单占比

近四成，较门店升级以前，总体销售增长

40%，服务订单量增长 334%。

“零售业升级要以用户为中心，将销

售逻辑从‘提供单品’转变为‘提供一站式

解决方案’，通过供应链和场景资源整合，

提升消费者购物便利度和满意度，以体验

和服务升级带动消费品质提升。”苏宁易

购高级副总裁顾伟说。

创新商业模式，增强便民效能——

辞旧迎 新 之 际 ，途 虎 养 车 北 京 姚 家

园店一片繁忙，到店车辆挤得满满当当，

全店上下 6 名技师和工作人员一齐上阵，

对工位上的车辆进行全面检测和维保。

“春节期间正是用车高频期，抓紧来给车

子做个检测和保养。线上预约，到店就

可以养车，很是方便。”家住北京朝阳区

的孙光和说。

今 年 春 节 ，参 与 2022 年“ 过 年 不 打

烊”的途虎养车工场店已覆盖全国 200 多

座城市，通过“线上预约+线下履约”的创

新商业模式，让人们用车养车更便捷、更

实惠。

瓜子二手车提供一站式服务，消费者

线上下单订车，平台送车上门。瓜子二手

车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王晓宇表示，

线上车源供给多，给消费者充分的比价空

间，二手车销量稳步增长。

付一夫建议，适应消费需求，各地要

加 快 构 建 布 局 合 理 、业 态 齐 全 、功 能 完

善 、智 慧 便 捷 、规 范 有 序 、服 务 优 质 、商

居 和 谐 的 便 民 生 活 圈 ，打 造 便 民 服 务

链，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增加百姓生活

舒适度。

上图：在上海街头，一家集合了艺术

展览、画材、图书、生活家居、艺术衍生品、

服装零售等多种业态内容的超级百货集

合体验店，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人民视觉

线上线下加速融合，新型业态惠民便民——

商业新模式激发消费新活力
本报记者 齐志明 张 文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 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5128 元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8.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其中，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47412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2%，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8931 元，比上年

名义增长 10.5%。

居民收入的高低既反映市场主

体的运行情况，又反映社会消费潜

力的基本情况。2021 年，我国最终

消 费 支 出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为

65.4% ，拉 动 GDP 增 长 5.3 个 百 分

点 。 在 防 控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背 景

下，我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有力激

发了内需潜力，促进经济持续稳定

恢复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

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

力，传导到社会领域，有可能加大居

民增收压力。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实现居民收入稳定增长，需要多措

并举，不断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政

策体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劳动报酬是城乡居民收入的

主要来源，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占比有所提高，但仍然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21 年，全国

居 民 工 资 性 收 入 19629 元 ，增 长

9.6%，成为拉动居民收入增长的重

要动力。增加劳动报酬的前提是稳

就业，要千方百计保市场主体，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进减税降

费，减轻企业发展负担，让企业更多

经营性收入转化为劳动者报酬。此

外，还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完善职

业技能培训体系，不断提高劳动者

的就业能力。

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

制。建立健全统一的要素市场，畅

通要素供求渠道。构建知识、技术

等创新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机制。深

化城乡资源要素一体化配置体制改

革，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拓宽城

乡居民增收渠道。

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壮大中等收入人群。我国消费的主要生

力军是中等收入群体，要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优质就业岗位数量，提高就业稳定性

和就业质量，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向中高收入人群迈进。提高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减轻居民家庭在住房、教育、育幼、医疗、养

老等方面的支出负担，稳定消费预期。

多措并举提升居民收入，为释放消费潜力创造重要条件，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这对全面促进消费、培育完整内需体

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经济社会不断

发展，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能推动

更优质商品、更高水平服务、更丰富精神文化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增

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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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智能结算、自助售卖、即
时配送……近年来，我国各
类流通市场主体一方面积极
跨界经营、发展综合服务，另
一方面加速应用先进信息技
术、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有效提升供给能力，不断拓
展便民消费新场景，满足了
多样化、便利化、品质化消费
需求

提升居民收入水
平，实现居民收入稳
定增长，需要多措并
举，不断完善促进共
同富裕的政策体系，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

今年春节，很多消费者在网上置办年货、选购商品。“我平时工作比较

繁忙，春节假期宅在家休息，买了一台投影仪，享受家庭影院的乐趣。”北

京朝阳区居民曹连鸽说。春节期间，智能投影仪、无线吸尘器、扫地机器

人等绿色、智能、健康、个性化等商品消费增长明显。

1 月 10 日（腊月初八）至 2 月 7 日（正月初七），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

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中国消费者协会等部

门，共同指导电商及相关企业举办“2022 全国网上年货节”，各地开展了

丰富的配套活动。福建在“网上年货节”同期举办“2022 电商主播大赛”，

云南开设“一部手机游云南”“一部手机云品荟”等活动，山东青岛举办“品

上合味 过喜庆年”上合特色商品展销……各地通过多种让利形式，加大

促销、推广和服务力度，发放优惠券，开展满减、秒杀、直降等活动，让消费

者得到实惠。

据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平台监测，“年货节”期间，品质年货成为采

购热点。“年货节”启动后的 10 天内，礼盒装食品、营养滋补品销售额明显

增长，巧克力礼盒、黑芝麻丸同比分别增长 67.4%、105.9%，半成品菜肴受

追捧，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 45.9%。智能清洁电器备受消费者欢迎，除

螨仪、洗地机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40.1%、32.9%。家电消费品质升级，智

能投影仪和智能按摩仪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89.5%和 34.8%。个性化消

费 激 发 市 场 活 力 ，全 屋 定 制 成 为 家 装 新 趋 势 ，商 品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53.3%。文创产品、国潮商品网上消费走俏，博物馆文创产品、国潮商品、

民族乐器、汉服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83.3%、72.4%、44.6%、32.9%。

今年春节喜逢北京冬奥会，消费者的冰雪热情被点燃，周边产品消费

增长迅速。京东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冰雪运动逐渐深入人心，消费增长

显著，今年春节冰雪运动相关品类更是成为热销“新年货”，成交额同比增

长超过 3 倍。

“网上年货节”展现消费新亮点
杨翔宇

“擦玻璃、地毯清洗、油烟机

清洗……春节期间，58 到家推出

了包含‘家庭保洁+擦玻璃+油烟

机清洗’的大扫除套餐，保洁阿姨

上门快、服务到位，过节也更舒心

了。”家住北京朝阳区八里庄街道

的王欣瑞说。

岁 末 年 初 ，家 政 服 务 需 求

大。58 到家通过“58 智慧家政系统”实现

与全国家政劳务人员直连，平台自动分配

订单，并借助大数据算法将派单距离缩短

至 3 公里以内，保障用户最快 1 小时享受

到上门服务。

日前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充分运用

新型数字技术，强化就业、养老、儿童福

利、托育、家政等民生领域供需对接，进一

步优化资源配置”。《规划》还提出，“加快

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并要求“发展基于数

字技术的智能经济，加快优化智能化产品

和服务运营，培育智慧销售、无人配送、智

能制造、反向定制等新增长点”。

呈现运动风格，融入镀黑、夜视、镂空

等设计元素，乍一看是运动手表，其实是

机械表。近日，曾生产出中国第一块手表

的老字号——海鸥，在得物 APP 独家发售

首个专为年轻人打造的全新潮表系列产

品“喜型于色”，开启了海鸥首个年轻潮流

产品线，产品在春节期间受到不少年轻消

费者喜爱。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年轻用户

手表消费偏好进行精准“画像”，再把调研

结果反馈给研发、设计与生产团队，最终

实现供需对接更紧密。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为更好畅通国

内大循环提供了新机遇。”得物 APP 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杨冰表示，电商平台要在

消费数据和动态的潮流趋势研究、灵活的

新品设计和供给、首发渠道与资源等各环

节与老字号品牌深度合作，释

放老字号的商业潜力，推动形

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

需 求 ”的 供 应 链 良 性 循 环 模

式 ，用 数 字 经 济 助 推 国 潮 的

“传承与创新”。

北 京 工 商 大 学 商 业 经 济

研究所所长洪涛认为，要坚持

以数字化发展为导向，充分发挥我国广阔

市场空间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充分释放

数据要素价值，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据

流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高

效贯通，推动数据技术产品、应用范式、商

业模式和体制机制协同创新。

推进商业数字化转型 促进消费提质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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