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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场 是 繁 荣 市 场 、保 障 就 业 的 重 要 渠

道。日前发布的《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

施》提出，“加快传统消费数字化转型”“发展

即时零售、智慧商店等新零售业态”。当前，

消费不断升级，对商场提出了更高要求。紧

跟 需 求 步 伐 各 地 不 少 商 场 主 动 拥 抱 互 联

网 、大 数 据 等 数 字 技 术 ，加 快 建 设 智 慧 商

场 ，打 造 新 场 景 、新 业 态 ，为 消 费 者 带 来 全

新体验。

顺 应 实 体 零 售 转 型 升 级 和 数 字 化 发 展

趋 势 ，今 年 1 月 ，商 务 部 公 布 了 全 国 首 批 12
个全国示范智慧商圈和 16 个全国示范智慧

商店，为智慧商店建设提供了经验模板。各

地 建 设 智 慧 商 店 有 哪 些 新 做 法 ？ 消 费 者 有

怎样的新期盼？记者进行了探访。

新技术带来智慧消费
新体验

华灯初上，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商圈游人

如织。步入其中，各式各样的“智慧”元素与人

群频频互动，数字光影在夜幕中愈发夺目。

记者在现场看到，正值就餐高峰，商场内

多家餐饮门店内的机器人忙碌起来，提示排队

进度、引导消费者就餐，让等待的消费者少了

一份枯燥。

在停车场出口也不用排队缴费，消费者

通过小程序可以智能停车，查询免费停车时

长、停车费用等情况，还可实现购物自助积分、

积分换礼、代客泊车等功能。

类似的消费新体验，在三里屯商圈还有

不少。在太古里南区广场北侧的一家化妆品

店，一些顾客正在彩妆区 AR（增强现实）“魔

镜 ”前 试 妆 ，可 以 自 主 选 择 各 种 品 牌 的 化 妆

品，也可以随心搭配眼影、眼线、唇彩等。“魔

镜”能够展示化妆前后对比图，更清晰地展现

妆容效果，为顾客挑选购买合适的化妆品提

供参考。

商 场 和 商 圈 是 城 市 商 业 体 系 的 重 要 内

容 ，也 是 促 进 流 通 创 新 、培 育 新 兴 消 费 的 载

体。很多实体店适应消费升级需求新变化，

加快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商店，创新

消费场景。

商务部办公厅印发的《智慧商店建设技

术指南（试行）》提出，智慧商店是指运用现

代 信 息 技 术（互 联 网 、物 联 网 、5G、大 数 据 、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对门店商品展示、促

销、结算、管理、服务、客流、设施等场景及采

购 、物 流 、供 应 链 等 中 后 台 支 撑 ，实 现 全 渠

道 、全 场 景 的 系 统 感 知 、数 据 分 析 、智 能 决

策、及时处理等功能，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流

通 渠 道 重 构 优 化 ，以 更 优 商 品 、更 高 效 率 和

更 好 体 验 满 足 顾客便利消费、品质消费、服

务消费需求的商店。

走 进 江 苏 南 京 新 街 口 苏 宁 易 家 旗 舰

店 ，在 影 音 体 验 区 ，多 个 品 牌 的 家 电 影 音 产

品同场展示、同台竞技，既方便消费者选择，

也带来沉浸式购物体验。此外，门店还引入

家 居 产 品 和 家 装 服 务 ，结 合 门 店 直 播 、在 线

3D 搭 配 等 数 字 化 场 景 ，为 消 费 者 提 供 全 套

家庭场景解决方案。

智 慧 商 场 新 体 验 有 力 拉 动 了 消 费 。 数

据 显 示 ，7 月 28 日 至 8 月 18 日 ，南 京 新 街 口

苏宁易家旗舰店客流同比提升 56%，家电 3C
一 站 式 智 慧 化 以 旧 换 新 订 单 量 同 比 提 升 七

成 ，绿 色 智 能 家 电 成 为 消 费 者 购 物 首 选 ，智

能 扫 地 机 器 人 销 量 同 比 提 升 165% ，智 能 洗

烘 一 体 机 销 量 同 比 提 升 118% ，节 能 冰 箱 销

量同比提升 73%。

数字化助推服务精准化

商场开展数字化转型，推进智慧化运营；

购物中心尝试线上线下融合，拥抱云商模式；

美术馆探索沉浸式场景，打造全新体验……走

访市场一线，智慧商圈、智慧商店建设推动消

费场景不断创新，呈现一些新趋势新特点。

商场门店场景加速数字化。

“专门带着孩子来体验商场的裸眼 3D 屏，

感 觉 就 像 置 身 科 幻 世 界 。”在 陕 西 西 安 京 东

MALL 沉浸式综合类消费商业体，消费者李莉

说。这家 4 万多平方米的购物中心，从整体设

计到交互体验都充满潮流与科技元素，成为当

地消费市场的知名打卡地。商场的外墙打造

了一块巨型裸眼 3D 屏，逼真的 3D 效果令人感

觉身临其境。店内配有全息投影、VR 装备、

智能机器人、虚拟直播间、电路透明机房等科

技装置及设施，让人耳目一新。

新 场 景 是 智 慧 商 场 建 设 的 重 点 方 向 之

一。在全国，不少商场应用 5G、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推

动线上线下融合，实施全场景、全链条、全用

户、全品类的数字化，深挖信息数据分析，促

进 价 值 转 化 ，改 善 门 店 经 营 ，提 升 消 费 者 体

验。还有一些商场注重创新线下应用场景，

推进智能导购、智能停车、电子结算、自助收

银、电子价签、智能支付、个性定制、虚拟试衣

间等智能化、便捷化技术及其设施设备应用。

商场供应链加速智能化。

在重庆来福士购物中心，智能控电、智能

环境监测、能耗管理监测等智能运维系统的投

用，极大降低了商场管理成本，提升了管理效

率。“仅仅是空调和灯光的智能调控，就节约了

30%左右的能耗。”重庆来福士相关负责人说，

商场还搭建了客流分析系统和会员管理系统，

通过消费行为画像和分类，实现对几十万会员

的数字化管理和服务。

作为流通环节的重要一环，提高效率、降低

成本是智慧商场建设的重要考量。不少商场在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注重推动零售流通渠道重

构，推广集采集配、统仓统配、反向定制等新模

式，利用数据助力降本增效和价值转化。同时，

强化物流支撑，推广自动订货、组货选货、智能

盘点、前置仓、无人仓库，促进降本增效。

商场服务更加精准化。

在上海豫园，打开“乐游豫园”微信小程序，

就能一键获得导航、信息、互动、营销等综合服

务。该程序上线以来，已整合几十个文旅点位和

消费场景，涵盖游园导览、便民服务等板块，让市

民游客更好享受“城市微旅行”的游览体验。

智慧商场建设，本质在于通过优化服务，

提升消费体验，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在调研走

访中，很多商场通过运用小程序、APP 等营销

工具，为消费者提供卡券线上发放、全渠道兑

换及活动发布、智能推送、积分通兑等数字服

务，提升服务水平。有的商场通过线上导流、

线下体验，线上线下流量共享，统一即时送达

服务，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便利。

新供给激发市场新活力

智慧灯杆、虚拟试衣镜、智能货架……来

到广东广州天河路商圈，随处可见智慧消费场

景。走进广州北京路，新大新百货大楼上的户

外超高清曲面屏裸眼 3D 引人关注，炫酷的视

觉体验营造了满满的科技感。

作为广州传统商圈之一，天河路商圈也曾

面临同质化竞争。面对挑战，商圈主动迭代升

级，不断调整优化经营业态，目前，从改造前的

零售业态占 70%、餐饮占 30%、文化艺术等业

态基本空白，调整为零售业态占 57%、餐饮占

24%、商务配套占 9%、休闲旅游占 8%、文化艺

术占 2%。如今，在商圈购物中心，游客能看新

品首发、观美术展、看音乐剧，体验更加丰富。

智慧健身镜、智能 LED触摸互动屏、自助停

车查询系统、停车空位监测大屏……天河路商

圈的数十种智能公共设施，创新了消费模式，也

带来新的吸引力。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张

继行认为，实体零售发展面临经营成本上涨、

消费需求结构调整、网络零售快速发展等诸多

因素影响。但背靠中国大市场，实体店的未来

仍充满希望。和线上购物相比，商场有独特的

优势。随着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线下

购物能满足集购物、娱乐、休闲、饮食、出游于

一体的社会性需求，以及消费者面对面选购、

拥有和使用商品的即时性需求。围绕需求发

力，商场定能激发新活力。

“智慧化是商场转型的主要方向，创新是

智慧商场建设的重要动力。”商务部研究院电

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说，近年来，我国

实体零售规模持续扩大，业态不断创新。下一

步，应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应用，提高流通效率和服务水平，给消

费者提供更多新供给。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示范商圈、示

范商店要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进一步

加 强 探 索 和 创 新 ，持 续 促 进 消 费 恢 复 和 扩

大。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优化智

慧设施、智慧服务、智慧场景和智慧管理，引

领行业创新转型。要发挥智慧商圈、智慧商

店的平台作用，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满足居民品质化、多样化消费需求。

（贾司瑒参与采写）

主动拥抱新技术，打造新场景新业态

传统商场加快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王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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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家
装市场信用体系
建设，形成有效的
行业自律机制，增
强高品质产品和
服务供给能力，营
造更加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各大购物中心、百货商场加快数字化转型，创新消费场景，助力消费升级。图为玉泉区凯德茂购物中心，消费者正在选购化妆品。

丁根厚摄（人民视觉）

家 装 消 费 是 居 民 消

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舒适

的 居 住 体 验 是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的 重 要 内

容 。 商 务 部 等 13 部 门 日

前发布的《关于促进家居

消 费 的 若 干 措 施》提 出 ，

“ 大 力 发 展 绿 色 家 装 、装

配 式 装 修 ”“ 健 全 家 装 标

准 规 范 ”“ 引 导 家 装 企 业

加强从业人员培训，组织

职 工 积 极 参 加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

这 些 措 施 进 一 步 明 确 了

家装行业的发展方向，有

助 于 引 导 企 业 增 强 高 品

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

推动家装行业健康发展。

也要看到，由于家装

工程涉及多个环节，再加

上 一 些 装 修 公 司 管 理 不

规 范 ，装 修 工 期 延 误 、家

装 材 料 以 次 充 好 等 市 场

失范行为时有发生，侵害

了消费者权益，影响了人

们 的 装 修 体 验 。 中 国 消

费 者 协 会 近 日 发 布 的

《2023 年 上 半 年 全 国 消

协 组 织 受 理 投 诉 情 况 分

析》显 示 ，家 装 领 域 消 费

纠 纷 有 所 增 加 。 在 家 装

过程中，消费者往往举证

难 度 大 ，消 费 维 权 成 本

高 。 进 一 步 健 全 家 装 标

准 规 范 ，营 造 更 加 安 全 、

放心的消费环境，需要各

方共同努力。

今 年 6 月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

全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装修活动中的各方责任。

相关部门要通过定期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切实增强对行

业的约束力，压实装修各方主体的责任，减少违法违约

行为的发生。对于投诉数量居高不下的家装公司要列

入“黑名单”，加大处罚力度。

要更好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为帮助消费者更好

规避消费陷阱，消协等社会组织要做好家装消费投诉信

息的搜集与发布，对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曝光，可通过典

型案例开展公益诉讼，提升行业自律水平，为消费者合

法权益护航。

打铁必须自身硬。家装公司应恪守诚信经营的从

业准则，苦练基本功，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家装消费涉

及领域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提振家装消费，有利

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为此，家装企业要充

分认识到本行业对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的重要作用，

把目光放远，大力提升供给质量，积极创新消费场景，有

效改善消费条件，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

家装质量关系到亿万家庭的生活品质。希望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加快推动家装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形成

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培育一批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

专业能力的从业队伍，增强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能

力 ，推 动 家 装 行 业 更 加 规 范 、健 康 、可 持 续 发 展 ，让 人

民群众住得更加安心、舒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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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若羌县供销社主动

对 接 各 乡 镇 ，与 农 户“ 一 对

一”签订农产品收购协议，以

销定产，促进农产品规模化、

标准化、订单化生产，实现从

源头到餐桌的精准对接。

海南三亚市供销合作社

将脱贫户的农副产品上架到

德航供销农村电商平台，助

力土鸡、蜂蜜、板栗等特色农

产品打开销路。今年以来，

该供销合作社常态化开展消费助农集市活动，

通过“小集市”撬动“大市场”。

今年 4 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

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关于共同推

进消费帮扶工作的通知》，就供销合作社系统、

工会系统共同推进消费帮扶工作作出进一步

部署。各地供销合作社联合各界力量积极行

动，大力拓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共

同推动消费帮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发挥更大作用。

“今年我们又被选入‘832 优选’专区，这

对我们提升销量很有帮助。”黑龙江延寿县亮

珠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范说，作为

“延寿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使用者之一，去

年公司加入“832 平台”（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网络销售平台），短短半年销售额已突破 3000
万元。

延寿县是中国优质香米之乡。在“832 平

台”指导下，亮珠粮油公司利用平台提供的数

据作为支撑，从采购对象需求出发，设计不同

规格包装大米，受到市场欢迎。

“832 平台”是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指导下，由中国供销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的脱贫地区农副

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平台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上线运行以来，在培养电商人才、带动脱贫地

区农副产品销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

至 目 前 ，“832 平 台 ”累 计 销 售 额 突 破 400 亿

元，入驻供应商超 2 万家，在售农副产品超 30
万款，注册采购单位超 60 万家，累计让 320
万农户受益。

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国生说，“832 平台”将通过规范化

运营、打造品牌、产业帮扶、

构建销售服务体系等举措，

助 力 脱 贫 地 区 农 业 实 现 可

持续发展。

近年来，全国供销合作

社系统发挥流通服务优势，

积 极 搭 建 线 上 线 下 农 产 品

产销对接平台，依托全系统

农产品市场、连锁超市等经

营网点和电商平台，设线下

消费帮扶专区专柜 5600 个、

电商平台开设线上消费帮扶专区 2100 多个，

举办、参与产销对接活动 3000 多场次。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要在总结现有好经验好做法的基础上，持续推

动脱贫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加快完善物流

和 销 售 体 系 ，为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提

供重要支撑。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齐志明

本报电 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等部门共同举

办的“2023 首届大件物流与供应链发展大会”将于 10 月

在 北 京 举 行 。 大 会 将 围 绕 我 国 基 建 工 程 项 目 趋 势 走

向、大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与我国大件物流发展

规划的关系进行深度研讨，分析大件物流供应链未来

发展趋势和重点领域，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同

时，通过此次大会，全方位展示我国大件物流前沿技术

与创新实践，进一步提升大件物流装备、从业人员的技

术水平与服务质量，推动我国大件物流与供应链高质

量发展。 （杜海涛）

首届大件物流与供应链发展大会将举办

本报电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启动零售门店数

字化解决方案征集活动，面向连锁零售企业以及为其

提供数字化服务的软硬件服务商、设计公司等机构，广

泛征集零售门店数字化解决方案，优秀方案将在今年

底向社会发布。目前，数字科技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零

售门店的优化与改造过程中，但相关技术对应的零售

场景、投入产出，以及不同数字化方案之间的关联度、

与业务的匹配程度等缺乏梳理与量化，迫切需要相关

行业机构提供技术框架，引导零售企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升级。 （王 珂）

零售门店数字化解决方案征集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