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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争夺战
日前终于一锤定音。

7月19日，商务部部长王
文涛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在上
海市、北京市、广州市、天津市、
重庆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培育建设。

已有20余座城市争相竞逐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提法
由来已久。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
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
费的意见》，拉开了我国积极培
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序幕。

2019年，商务部等联合出
台的《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指出，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现代国际化
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消费
资源的集聚地，更是一国乃至全
球消费市场的制高点，具有很强
的消费引领和带动作用。

“十四五”规划纲要更是明
确提出，全面促进消费，培育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现
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之
一，是内循环的发力点，具有很
强的引领、带动和示范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品牌领导
力研究中心主任刘慧在接受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此背景下，多城踊跃宣
布加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竞逐。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
国内已经有20余座城市将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作为发展目
标之一。除了北上广深一线城
市外，还包括杭州、武汉、南京、
济南、青岛、大连、宁波、厦门等
二三线城市。比如今年地方两
会期间，GDP十强城市均提出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

城市也在近期先后出台了专门
的政策规划，例如《南京市创建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
划(2021年—2023年)》《杭州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
计划（2021年-2023年）》等。

最终，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花
落北、上、广、津、渝这五座城市。

北、上、广已频频发力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要承
担的角色有哪些？简单概括有
三个特点：国际、消费和中心。

王文涛在培育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培
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聚焦

“国际”，广泛聚集全球优质市
场主体和优质商品、服务，加快

培育本土品牌，努力构建融合
全球消费资源的集聚地。

同时要紧扣“消费”，高标
准推进商圈建设，引领消费潮
流风尚，加强市场监管服务，全
力打造消费升级的新高地。

此外，要突出“中心”，不断
强化集聚辐射和引领带动作
用，形成全球消费者集聚和区
域联动发展的中心。

纵观入选的五座城市，与
其所在区位密不可分。刘慧表
示，从地理位置上看，首批入围
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具有区
域带动效应，包括以北京和天
津为核心的京津冀片区、上海
为核心的长三角片区、广州为
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以重
庆为核心的西南片区。

记者发现，北上广作为老牌
一线城市，近期已在创建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的赛道上频频发力。

5月31日，北京市宣布实
施“十大专项行动”，培育建设
具有北京特色和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根据北京
市商务局最新披露的数据，今
年上半年，共有434家首店（含
旗舰店）落地北京，已超出去年
全年首店入驻数量近250家，
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

近期，上海市专门发布实
施了《全力打响“上海购物”品
牌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三年 行 动 计 划（2021—2023
年）》，进一步明确上海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的重点方向。来
自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上海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到 9048 亿元，同比增长
30.3%，增幅高出全国7.3个百
分点。

作为“千年商都”，广州市在
今年4月便成立了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广州市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29.57亿
元，同比增长31.7%，比2019年
一季度增长11.9%。

跻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也就意味着这些城市站在了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8字形交叉节
点上。对内，是消费回流的有
力支撑；对外，则是展示中国消
费的关键品牌。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明分析，从基础优势上看，开
放度高是五座城市的共性，特
别是北上广三座城市，代表了
国内城市开放的最高水平。

而当前，北京的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海的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和广州的中国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均扮演了
城市乃至全国对外实现货物与
服务开放的“窗口”。

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反超广州居全国第三

除三座一线城市外，重庆、
天津此番则更多以黑马的姿态
成功入围。

从区位条件看，重庆是唯
一一座内陆城市，也是唯一一
座中西部城市；从社会消费品
零售数据和游客数量来看，重
庆在消费方面的发展态势已不
容小觑。

据当地统计局数据，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前十
强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重
庆、广州、深圳、成都、苏州、南
京、武汉和杭州——这些进入
消费十强的城市，恰巧也是
2020年的GDP十强城市。

但与2019年相比，2020年
的排名变化较大：排在前三位
的上海、北京、重庆2020年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1万亿
元，分别是15932.5亿元、13716.4

亿元和11787.2亿元——重庆超
过广州，排名全国第三。

从消费总量上看，重庆是
全国第三个消费总额突破万亿
元的城市；从增速上看，2020
年重庆消费增速同比增长
1.3%，位居十强城市第一名。

另一方面，重庆还是国内
最受游客欢迎的城市之一，在
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2019
年，游客总量近6.6亿人次。

此外，重庆还持续大力提
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2019
年8月，国务院批复《西部陆海
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重庆为
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牵
头建立省际协商合作机制。

记者从重庆市委宣传部获
悉，如今重庆外贸年进出口超过
6500亿元，年利用外资稳定在
100亿美元以上，在渝世界500
强企业达296家，与重庆开展经
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24个。

此外，重庆市商务委的数
据显示，2020年重庆市全年进
出口总值6513.4亿元，比2019
年增长12.5%，逆势创造新高，
高于全国10.6个百分点，总量
排名全国第十一、中西部第二。

作为曾经的工业城市，重庆
对外经贸“朋友圈”逐渐壮大。

天津：老牌工商业城市
如何奋起直追

然而相比于重庆，天津似
乎面临着更多压力和挑战。

比如记者查询天津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发现，2020年和
2019年官方没有给出明确数
据，过去两年的表述分别为：

“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下降15.1%”“2019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较上年下降0.3%”。

而2018年，天津市统计局
数据给出的数据是，天津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533.04亿
元，增长1.7%。

中国城市报记者据此推
算，2020年天津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是4683.46亿元，2019
年是5516.44亿元。

按照去年全国的排名，天
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应排在
西安（4948.33亿元）之后，位列
全国第15名；合肥则以4513.76
亿元位列全国第16名。

另外在能突出消费活力的
首店经济方面，据赢商网不完
全统计，2020年天津市共有62
家首店开业。

这一数据与其余几城相比
差距较大——去年，有909家
首店登陆上海，北京首店数量
为 250 家，重庆首店数量为
150家，广州首店数为112家。

此外，天津作为近代国内
最早的通商口岸和北方重要工
商业城市，蕴含丰富的商贸基
因。因外资进入早，外商和租
界较多，“五大道”上充满欧式
风情的小洋楼，更是见证了这
座城市对外贸易的高度繁荣。

但最近几年，这种“国际范
儿”在吸引境外旅客消费方面
增长放缓。据携程与万事达卡
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跨境旅
行消费报告》显示，2019年入境
游旅客前十大消费城市分别是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
杭州、南京、成都、东莞。在这
份报告中，天津排在第13位。

不过，接受记者采访的专
家都认为，入围国际消费中心对
天津来说是一种更大的机遇。
特别是天津拥有国际商品贸易
港和海空两港国际集散中心，
多年来在汽车、冻品、粮油等大
宗进口商品方面具备规模优势。

刘慧分析，北京和天津是
京津冀的双中心，京津冀又是
中国的“首都经济圈”，且北京
的四个定位没有经济中心。另
外，北京与天津有距离优势，交
通便利，容易形成联动。

官方层面也在加速行动。
天津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培育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已列入天津“十四五”规划
纲要之中。天津将抢抓自贸试
验区先行先试、服务业扩大开
放试点城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试点政策叠加效应，紧紧围
绕提升国际知名度、商业活跃
度、消费繁荣度、到达便利度和
政策引领度，全力打造国际文
化旅游消费目的地、国际消费
品牌集散地、国际时尚潮流引
领地和国际交通枢纽地。

7月21日，天津市统计局
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褚丽
萍则释放了一组更令人振奋的
数据：今年以来，天津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保持了两位数
增长，上半年为17.2%。

北北、、上上、、广广、、津津、、渝渝：：

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何脱颖而出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何脱颖而出

7月20日晚，夏日的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上“六合IN巷”露天集市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

前来游览购物。 中新社发 周东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