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业中心作为集购物、餐饮、娱乐、文化等功

能能于一体的现代消费空间，是人们节假日吃饭聚

会会、休闲玩乐的好去处。

实体商业曾是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较大的

行业之一。今年元旦期间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

实体从业者普遍对春节销售有信心，但也担心疫

情反复，因此大多抱有谨慎乐观的预期。

不过结果令人惊喜。记者走访调查发现，春

节期间多个购物中心、百货商场业绩超预期，不

少个体门店业绩较 2019 年同期保持平稳或增

长，店员自由选择回家过年或留店上岗，餐厅年

夜饭早早被预订完，堂食排队、影院爆满的情景

复现。穿越疫情阴霾，人们谈笑风生，最抚慰人

心的城市烟火气已然回归。

市场红火超预期

近年来，线下商业店铺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一些门店无奈撤店闭店，一些门店选择坚守，还

有一些门店实现了逆势增长。一些企业在疫情

期 间 开 店 、扩 店 ，也 终 于 在 2023 年 初 迎 来 了

转机。

2 月 7 日中午，记者来到北京世纪金源购物

中心的巴奴毛肚火锅店，店内早已满员，已经有

客人在外等位。“尽管今年春节北京好多人都回

老家过年了，但我们店每天平均翻台也超过 6

次，特别火爆。”巴奴集团品牌战略媒体公关马俊

彦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巴奴北京店的营业额相

比 2022 年继续提升。巴奴在疫情期间也一直盈

利，所以一直在开店。北京门店数从疫情前的 2

家增加到如今的 11 家，马上还要再开 3 家，分别

在朝阳大悦城、合生汇和荟聚 3 个商场，都已经

装修好了。”

“客流量迅速恢复，超出我们的预期。”北京

世纪金源购物中心的 FILA 运动服饰店店长李广

宇告诉记者，今年 1 月门店营业额达到 280 万元，

而 2022 年 1 月约为 220 万元。2021 年初门店扩

大了店面，但 2022 年有小半年时间因为疫情影

响，只能进行线上引流销售。“如今大家对市场环

境有信心了，因此定下了更大的业绩目标，今年

门店销售目标是 2500 万元。”李广宇说。

“春节前夕，商场里有的店铺销售额同比增

长了 50%至 100%。”新华百货宁夏中卫店 Kappa

店铺导购员韩莉告诉记者，他们的店铺是去年

5 月开业的，2022 年下半年，中卫疫情反复，店铺

闭店了 2 个月。今年春节前夕，在店铺折扣、商

场满减、政府补贴等多重促销措施带动下，店铺

喜迎开门红，销售额比预期增长了 148%。

凯德、万达、龙湖等商业运营体的数据显示，

兔年春节线下各类消费需求十分旺盛。春节期

间，凯德旗下购物中心客流实现同比增长。例

如，重庆来福士商场日均客流同比增长 72%，其

中 单 日 最 高 19.5 万 人 次 ，总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30%；成都凯德广场·金牛春节假期日均客流创

下近 5 年新高，超过 2019 年同期 25%，销售额超

过 2019 年同期 32%。

凯德相关负责人说，特别是一些具有旅游目

的地属性的二三线城市，如杭州、苏州、长沙等，

客流增长更为明显。预计随着消费恢复和旅游

及跨城市流动的增加，商业将迎来进一步复苏。

线下客流的强势回归，让万达商场数据表现

亮眼。以银川金凤万达广场为例，春节假期客流

同比增长 58.8%，销售额同比增长 93.8%。

市场整体回暖，北京龙湖天街销售情况明显

提升。春节期间，龙湖天街各类餐饮团年饭预订

火爆；随着爆款影片上映，天街影院销售迎来小

高潮；国际潮流服饰品牌同比明显提升，创下历

史业绩新高。据初步统计，春节期间，龙湖在上

海的各个商业项目客流量及销售额同比提升约

40%。以龙湖上海奉贤天街为例，春节单日销售

额比春节前一周提升约 15%，单日客流量一度接

近 8 万人。

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全国

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与去年春节假期相

比增长 6.8%。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春节百货商圈销售和客流普遍比 2022 年春

节有明显增长，大型商圈尤其明显，因其聚客能

力更强，增幅平均在 10%以上。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杨青松表示：“和

春节前谨慎乐观的预期不同，实际情况是疫情

快速消退，企业业绩略超预期。政策上，恢复

和扩大消费被放在优先位置，在具体经营中，

消费者吃喝游购娱多元消费、连带消费，这些

都让企业有了促消费的抓手，市场在较大程度

上恢复了信心。”

准备不足存遗憾

春节消费市场迎来全面复苏，餐饮服务、服

装销售等都需要大量人手。面对这种情

况，有的店铺用额外补贴留住员工，

有的店铺选择让员工轮流休

假 ，尽 最 大 可 能 令 员

工、顾客都满意。不

过，人手、备货不足等

问题仍旧成为这个春

节假期的一个遗憾。

华熙 LIVE·五棵

松的蜀主成都串串酒

馆去年开业后生意火

爆，日常营业需要数

十名服务员，但这个春

节店内仅有 3 名

店 员 、6 名

厨师，

平均每天有三四十桌排队等位。店员说，人手不

足，实在忙不过来，给顾客提供的服务就相对变

少了。

同样位于华熙 LIVE 的韩国料理店分米鸡，

春节期间给员工实行分批放假，春节休一批、元

宵节休一批，春节期间留下 2 名服务员、3 名厨

师。分米鸡店员告诉记者，“华熙是北京较为繁

华的商业地段，这里年轻人多，游客也多，排队情

况非常普遍”。

除了人手不够、服务不足问题，部分餐饮店

在原材料供应方面也准备不足。1 月 23 日（大年

初二）晚饭时间，记者在北京世纪金源购物中心

五层的餐饮楼层看到，大多数餐厅外排队的椅子

上都坐满了等候的顾客。在客堂·新客家菜店

里，一些菜品显示已售罄，店员张女士告诉记者，

“供货商回家过年了，有些菜品就没法做。我们

店内也没有预制菜，都是原材料当天来货当天

做，所以客人一多，一些菜就沽清了”。

客堂·新客家菜是 2020 年在金源新开业的

一家粤菜馆，也是北京首店。“我们公司在广东做

餐饮二三十年了，北京店在疫情期间不敢扩张。”

张女士去年被公司从广东派到了北京，她预感今

年经营状况会有所改善，“今年挺有信心的，接下

来可能会招人、扩店”。

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处于业绩上升期的巴

奴毛肚火锅店直接给员工开出了“优厚大礼包”：

对除夕当天及春节期间在岗的员工，给予法定假

日 3 倍工资+春节红包+春节补贴。“大家都铆足

了干劲。”马俊彦说。

“这个春节各种业态迎来全面复苏，全国的

银泰百货业绩也都有所增长。”常驻杭州的银泰

百货商品营销部负责人宋逸洲告诉记者，唯一遗

憾的是，受之前疫情影响，一些服装品牌将秋冬

装订货砍单，结果春节时发现货不够卖。“零售行

业的库存周转效率会影响现金流，很多厂商没有

预判到今年消费复苏会这么快，就没有生产足够

的货品。”

实际上，在去年 12 月，银泰百货就确定了春

节期间的整体营销方案，在今年元旦前后不断和

供应商沟通，做足货品准备。“今年的备货实现了

双位数增长，但还是出现了断货情况，品牌大仓

都没有货了。”宋逸洲说。

整体来看，和春节前市场对商

业复苏仍存在一丝担忧的状况相比，整个节日期

间因客流火爆、员工休假而凸显的服务能力不

足、货物供应不上等问题，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

人们消费力和购买力正在充分释放。

探索优质新体验

随着消费者多元化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实体

商业经营者意识到，如今消费者来商场的目的，

不再仅仅是为了购买一个商品、一项服务，更多

的是看重线下环境带来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因

此，越来越多的经营者结合热门 IP、传统文化及

最新潮流，在打造线下优质场景、关注年轻人潜

在需求等方面做足功夫。

例如，春节期间，北京西单大悦城举办了超

级有料市集，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潮物与原创设

计产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手绘春联福字，为顾客

提供多元的节假日游逛体验。西单大悦城联合

汉祖艺术实验室举办了兔年主题艺术展——“潮

起悦上，遇兔元卯”元卯人微缩场景 IP 展，弘扬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引“Z 世代”等更为年轻的

受众群体，探索非遗文化、艺术、潮流新形态。

在北京大兴大悦春风里，原创 IP 第二届火

神庙春风灯会“山海神韵 千灯送喜”热闹展出，

非遗花灯吸引消费者纷纷拍照打卡。

春节期间，全国万达广场开展了“万味奇遇

美食节”联动活动，线上发起“家乡味最治愈”话

题讨论，众多餐饮达人、普通消费者、餐饮商户参

与晒出家乡美食，带动曝光 4.9 亿。去年 12 月，

万达广场汇聚国内外 9 大 IP，进行了 IP 集结线下

展览，不仅有年轻人喜欢的诛仙重制版手游、黑

猫奇闻社，还有适合儿童的奇奇和努娜、海底小

纵队等形象，并推出了原创英雄群像 IP“无暗英

雄”，通过线下场景、主题剧本推理、线上漫画等

多元形式，让原创 IP 陪伴消费者，形成场域之外

的情感链接。

在重庆来福士，水晶连廊的“探索舱·观景

台”升级为“探索舱·云端乐园”，推出西南地区首

个城市高空江景秋千“云中飞跃”，游客可尽享在

极速起飞降落中飞跃山城云端、纵览城市美景的

快感。

“年轻消费者是未来消费的主力，他们特点

突出，追求自我、喜欢互动分享、追求体验和价

值、热衷 IP。因此，企业应更加重视提高体验互

动性，好的体验是顾客前来购物的理由，体验不

仅仅是增加餐饮、亲子等体验品类，更重要的是

改善体验场景、提升体验服务。”杨青松表示。

除了愈加丰富的场景互动体验，如何再进一

步增加消费者黏性？宋逸洲给出了银泰百货的

答案。“今年开始，我们最大的转变是与消费者进

行更多情感连接。原来更多的是做交易，今年在

费用投入、业务动作上，我们会加大投入跟用户

做交情，给用户创造价值。”

“比如银泰推出‘车服务’，顾客在北京某地

要去银泰，可以打电话到总台或者联系熟悉的导

购，银泰会派专车或叫车接送顾客。对于开车的

用户，银泰

会 赠 送 停 车 券 。 再

比如，今年我们会给周边小区的

邻居们提供免费除螨、清洗空调等服务。”宋逸洲

说，“这些跟销售、交易都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之

所以投入，就是想和用户建立情感连接，相信顾

客会感受到。”

信心回归向未来

今年以来，多地出台了一系列营商改革创新

举措，不断释放消费潜力。1 月 30 日，北京市发

展改革委和北京市商务局联合印发《清理隐性壁

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实施方案》，从完善准入准

营制度、规范监管执法、推动符合消费企业特色

的改革创新、提供高效政务服务 4 方面，共推出

了 51 项改革举措，为消费复苏注入信心。一段

时间以来，北京、上海、无锡、苏州等多地支持“摆

摊”，支持打造“夜经济”，努力让城市变得更有活

力、更加热闹。

“北京出台的政策措施坚持问题导向、关注

细节、灵活务实，抓住了商区目前面临的难点和

痛点，非常有针对性。华熙 LIVE 的目标客群是

年轻消费群体，年轻人的消费特点是重视体验，

喜欢参与和互动，因此我们希望为他们提供更多

好玩的活动，丰富休闲体验。”华熙 LIVE·五棵松

品牌媒体中心总经理袁颖慧告诉记者，随着科技

发展，新玩法、新体验层出不穷，希望各项政策尽

快落地，支持企业为消费者创造更多、更有趣的

休闲体验。

和传统商场不同，华熙 LIVE·五棵松是沉浸

式互动体验商业，融体育、娱乐、生活、教育、艺术

五大业态为一体。袁颖慧坦言：“今年春节期间，

因为大家可以去外地探亲或旅游，我们年前预计

商业客流量和营收会比前两年减少。不过，最终

结果超出我们预期，春节期间华熙 LIVE 的日均

客流量达到 5 万人次左右。”

政策的调整将推动生产经营和生活回归常

态，为市场注入信心。相信市场将迎来新机遇。

凯德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经济强大基本面、庞

大的市场规模和内需潜力，对于商业零售来说具

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凯德在中国深耕近 30 年，

长期看好中国市场。

对百货行业而言，2023 年是充满机遇的一

年。杭州大厦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的不确定

性、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波动等，带来了货品

短缺、到货时间滞后、消费预期降低等问题，但是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

变，消费市场仍表现出较强韧性，政府各项扩内

需、促消费举措也在陆续出台，疫情防控政策优

化后消费释放、反弹和回暖已经出现。

“我们相信真心实意服务好用户，满足用户

需求或潜在需求，就是我们本身价值的体现。”宋

逸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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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圈烟火气回来了

□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方 郭文培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春节以来，人们的消费意愿得以集

中释放，多地线下实体商业实现全业态复苏，商圈客流激增，餐饮、影院、购物等消

费持续升温，着实超出了许多经营者的预期。在业内信心逐渐增强，熟悉的商业氛

围回归的同时，实体商业从业者们也在深度分析消费者需求，寻求更多创新改变。

开年以来，火爆的消费热潮为经济增长增

添了信心和动力。线下商场各种促销优惠举措

多点开花，各类文化、潮流、艺术、娱乐活动丰富

多元，让消费者在吃饭、购物、娱乐之外，还获得

了多种新形态场景体验加成。在超预期的销售

和客流增长下，无论是一线从业员工还是商业

主体经营管理者，都在较大程度上恢复了信心，

看到了强大的消费潜力。

持续提振消费信心，要打好促消费“组合

拳”。春节刚过，各级政府纷纷召开会议，部署

稳经济举措，乘势推动消费加快恢复、促进消费

扩容升级成为关键词，并从各方面部署多重举

措，推动帮扶个体工商户纾困，加大对重点市场

主体的支持力度。随着一系列举措共同发力，

“消费马车”正跑得稳、跑得快、跑得远。

为更好推动消费回暖，市场主体要瞄准消

费新动向提质升级。当前，市场主体普遍收获

了春节业绩增长的喜悦，各项政策针对性地解

决当前经营难点和痛点，许多受访者摩拳擦

掌，迫不及待想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体

验，创造更大的价值。

与前几年实体商业受到线上销售的冲击

不同，现在的线下商家将数字化玩转得明明白

白，通过打通线上线下，强化与客群的紧密联

系，线下实体商业同样可以触达千万级海量用

户。经历过疫情，如今消费者更加看重和珍惜

线下场所的交流和聚会，这也将为实体商业的

持续复苏注入活力。

随 着 消 费 市 场 多 样 化 、 新 颖 化 、 个 性

化、健康化趋势愈加明显，市场主体要顺应

居民消费升级趋势，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发展，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丰

富消费体验，从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相

信接下来将有更多蓄势待发的商业体，不断为

消费者带来各种新玩法、新体验，增强消费者

体验感、获得感、幸

福感，持续为经济企

稳回暖加力。

推 动 消 费 加 快 回 暖
李 方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闫伟奇 美 编 倪梦婷

右图 今年元旦假期，广州市各大商

圈、文化旅游场所打折促销、游园集市、潮

流夜市等活动纷呈，消费市场有序恢复。

图为广州天河路商圈夜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左图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

中粮·祥云小镇冰场上，许多孩子

在家长的陪伴下尽情滑冰嬉戏。

（资料图片）

2 月 7 日，北京世纪金源购物中心的一家餐厅内，顾客在享用美食。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