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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各具特色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竞相发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国际消费中心是现代国
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之一，
具有强大的消费实现、引领和
带动作用。2021年7月，经国
务院批准，上海、北京、广州、天
津、重庆等五个城市率先开展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工作。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
设即将迎来两周年，上述五城
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培育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还有哪
些待破解的命题？对标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还有哪些城市在
持续发力？近日，中国城市报
记者进行了相关梳理和采访。

蹄疾步稳成绩明显

累计引进首店3177家、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217家、223家
老字号年度总营收达1300亿
元……在不久前的“品创·全
球品牌节2023”开幕式上，北
京市商务局亮出了北京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最新“成
绩单”。

两年来，北京消费市场“高

科技、大平台、多商圈、重品质、
强保障”的优势不断凸显。今
年前5月，全市总消费额同比
增长8.9%，60个重点商圈客流
量同比增长25.9%，消费市场
持续回暖复苏。

相比之下，上海同样不遑
多让。今年1月至5月，上海市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07.6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7.5%。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的全球影响力、美誉度不断
提升。

此外，广州、重庆、天津的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也
都各有亮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
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评价，
近两年来，先批复的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取得阶段性成
效。疫情期间，上海、北京、广
州、天津、重庆五大城市率先制
定相应规划和工作方案，开展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扎实推进建设工作向纵深发
展，均取得阶段性成效。

“今年以来，各试点城市更
是抓住疫情优化调整后消费反
弹的时机，持续改善消费环境，

丰富消费场景，推动消费市场
持续扩容提级，从而推动了消
费市场稳步复苏、消费结构加
快升级，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
重要力量。”刘向东说。

“点赞”当前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的还有中国商业联合
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国际
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
阳。“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
商圈改造提升、首店经济、夜间
经济、文旅商体融合以及消费
新模式探索方面，均取得了显
著成效。”赖阳说。

以商圈改造提升为例，赖
阳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以
前，商圈是一个接一个的百货
店，其品牌严重同质化；如今，
商圈在聚焦核心商业的同时，
不断加快与文化、艺术、时尚等
多种服务业态集成融合发展。
观察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其商圈品质提升明显。”

“去年，商务部公布首批全
国示范智慧商圈，对行业的转
型发展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许多城市不仅对一些大型商业
综合体进行升级改造，还搭建
了统一的智慧化管理体系、服
务体系以及运营体系，推动商
圈提质升级，不断发展竞争新
优势。”赖阳说。

如何再上新台阶

刘向东分析，与纽约、伦
敦、巴黎、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相
比，我国试点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还有较大差距，具体体
现在满足本国消费者对国际
化、高品质、时尚性的需求、全
球著名消费品牌及其总部汇集
配置、新产品新消费展示发布
和体验应用以及大型化、综合
化、多样化、分层化发展等方面
均有不足之处。

“尤其是在国际化、品质化
和引领性等方面，各试点城市
各有短板。”刘向东举例，在国
际化方面，重庆发展略显不足，
国际品牌的总体数量不够，尚
未形成世界级的商圈，距买全
球目标尚有差距；在品质化方
面，北京、上海等城市软硬环境
仍有待提升，消费便利化的制
度供给有待全面完善，如免税
购物提取还存在诸多不便利；
在引领性方面，广州、天津虽在
数字化消费场景打造方面下了
不少功夫，但在引领全球智慧
消费的新潮流方面还有提升空
间，免税、退税和报税等跨境电
商政策尚待优化完善等。

赖阳认为，建设培育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必须推动优化
营商环境迈向纵深，确保持续
发展。

赖阳举例，随着文旅商体
深度融合，市场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跨业态、跨行业商业模式

创新。这些商业模式创新可能
面临复杂的审批手续，容易受
到一定程度制约，而破解这些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

又比如，推动首店经济也
有赖营商环境改善提高。首店
经济的繁荣需要地方政府持续
推进“放管服”改革，增强服务
经济、服务发展、服务企业的意
识。例如，对品牌首店入驻和
开业进程中所涉及的新品通
关、新品首发、知识产权保护
等，可开启“绿色通道”，缩短办
理时限，加快开业进程。

谁能入围第二批名单

2019年，商务部等14个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
提出利用5年时间，指导“基础
条件好、消费潜力大、国际化程
度较高、地方意愿强”的城市，
培育若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聚焦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
设这一目标，今年以来多个城
市频频发力。

今年2月，山东省济南市
商务局将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创建列为2023年全市商务
工作要点之一，提出将“持续开
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创建战略
研究，出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培育建设方案，进一步明确发
展方向和创建路径”。

3月,湖北省武汉市政府
出台《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实施意见》，明确
提出“武汉将加快培育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布局消费场
景新地标,构建多元包容消费
空间”。

此后不久，2023年湖南省
长沙市商务及开放型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2023 年重点聚焦

“五大”发展路径，推动长沙商
务和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中，聚焦“大消费”，着力提速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5月，四川省成都市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实施《成都市推动消费提振
升级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
动方案》《成都“新十二月市”促
消费活动实施方案》，以进一步
促进消费，助力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

为何各城市纷纷锚定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标？

刘向东认为，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不仅能提升城市的
国际形象，吸引更多企业落户，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布局，
提升高端和新兴产业集群质量
优势，而且还能够通过发展首
店、首发、首展、首秀经济，实施
消费提振行动，培育经济的内
生动力，在恢复和扩大消费方

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赖阳看来，这些城市不

仅只是为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当
前消费升级的趋势，全面提升
城市商圈品质，推动业态创新，
加速商文旅体融合。同时，通
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引导整个城市实体商业的全
面升级，以达到更高水平地满
足消费者高品质消费需求的
目的。

城市有温度自会有热度

对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城市“后浪”们摩拳擦掌,在这
场城市“升级”大戏中争当主
角。城市“后浪”如何才能拿到

“入场券”?
在刘向东看来，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需要满足至少4
个方面的条件，必须是优质消
费品资源的集聚地，要具有引
领全球消费趋势的能量和能
力，要成为联通世界和开放多
元的国际交通枢纽，要有良好
的居民消费软环境和城市治理
水平。

以居民消费软环境和城市
治理水平为例，刘向东认为，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首先要让
消费者买得放心、买得安心，
不仅要有良好的市民素质，还
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消
费者权益保护，让纠纷解决更
加便利快捷，具有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的一流城市治理
水平。

赖阳认为，首先，城市要具
备一定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国
内外主流品牌和高端品牌入
驻；同时，城市要有一定的历史
文化底蕴，能够传承独特的商
业文化，不断擦亮老字号金字
招牌；此外，城市还要有完善的
品牌孵化、创新机制，有较强的
创新活力。

刘向东提醒，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各地要强化国际
性、注重引领性、突出开放性，
不仅要因地制宜在软硬件设施
和环境方面加以改进，如借鉴
类似淄博烧烤的经验，全面整
治市容市貌和提升市民素质，
为消费者营造放心安心舒心
的消费环境。更重要的是要
针对不同的细分消费者提供
更加人性化个性化多样化的
服务，让消费者能感受到城市
的温度。

赖阳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在他看来，当前国内城市普遍
在友好型街区环境、氛围营造
上存在短板。一些城市在规划
设计管理上偏向“整齐划一”，
忽视了对人与人更好地交往、
交流以及对创新业态发展的支
持，这使得城市变得过于生硬、
冷漠。

7月初，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朝外一盒（THE BOX朝外）”吸

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打卡。朝外一盒（THE BOX朝外）是朝外大街

街区更新项目中诞生的首个商业空间。

中新社发 胡庆明摄

暑期伊始，位于上海浦东世博地区的“上海千古情景区”重

启开园，以更丰富的空间布局和游览路线，为市民与游客带来更

加舒适的游玩体验。图为游客在穿越街上观赏评弹表演。

中新社记者 殷立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