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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满足新兴文旅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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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和企业强强联手相关部门和企业强强联手，，通通

过首发过首发、、首秀首秀、、首展首展、、首店等丰富多首店等丰富多

元的形式元的形式，，新颖新颖、、新奇的消费场景新奇的消费场景，，

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消费场景的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消费场景的

需求需求，，丰富消费体验丰富消费体验。。

首发经济释放上海消费潜能首发经济释放上海消费潜能
本报记者 唐一路

高 原 大 集 有 新 意
本报记者 贺建明

网红主播正在推介山南网红主播正在推介山南农特产品农特产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建明贺建明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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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挤满了首发品牌的首秀现场观众挤满了首发品牌的首秀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12月1日，西藏山南市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帐篷大集”——为期一周的雅

砻物资交流会（以下简称“物交会”）。

今年是物交会举行的第 44个年头，传

统与现代交融，高原大集有了新意。

鲁琼交易市场内，帐篷摊位鳞次

栉比，各式商品琳琅满目：措美的牛

羊肉、加查的木碗、扎囊的氆氇、贡嘎

的金丝帽、隆子的黑糌粑⋯⋯来自山

南市 12 县（市、区）的农特产品纷纷

亮相，构成了独具高原特色的帐篷百

货商场。

牛羊肉展区历来占据物交会的

C 位，交易也是最为红火的。措美县

作为山南市牧业大县，一直是参展人

数最多的县。“物交会是我们县牧民

销售畜产品的最大平台，今年有销售

展位 859 个、参展牧民 2132 人，进场

牛羊肉总价值 3800 多万元。”措美县

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普布扎西说。

经过一番挑选、议价，乃东区市

民琼琼在措美县哲古镇扎杂村村民

旦增罗桑的摊位，以均价 3000 元的

价格购买了四条牛腿。“年底制作风

干牦牛肉是传统。因为哲古草原的

牦牛肉品质好，所以我每年都要买几

条牦牛腿。”

除了商家优惠外，琼琼这单还得

到了政府实实在在的补贴。“今年消

费券不用抢，扫描卖家的收款码输入

金额，政府的消费补贴就直接扣减

了，很方便。”

山南市商务局局长李浩路介绍，

为提振消费、活跃市场，今年物交会

通过现场消费满减的方式给予消费

者 政 府 补 贴 。“ 市 里 投 入 补 贴 资 金

500 万元，对满 200 元的单笔消费，不

限单数、不限品类，消费者通过扫描

商家‘藏源乃东’收款码，输入实际消

费金额后，每人最高可享受 400 元的

满减补贴。”李浩路说。

因牛羊肉品质好，不少外地消费

者也乐于购买。依据羊的骨骼、肌肉

纹路，措美县哲古镇村民平措熟练地

将羊肉分割后进行真空包装。

“以往邮寄整只羊很麻烦，今年

的分割真空包装服务，不仅让邮寄更

方便，也让肉质更加保鲜。”在山南工

作生活了 16 年的于泽浩，每年都要

购买羊肉寄给河南老家的亲朋好友，

今年的服务令他特别满意。

线下交易火爆，线上订单也纷至

沓来。由于地处祖国边陲，西藏农特

产品出藏时效差、物流成本高。如何

破解掣肘问题，提高消费者购买体验

就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是我们第二次承接物交会

的网络直播，通过对上一年数据的总

结分析，今年我们大胆创新，提前通

过冷链车将货值 1000 万元的热销产

品运送至位于湖北武汉的云仓。”西

藏美葱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

书飞说，“消费者在直播间下单后，货

品会在第一时间从云仓发出，大大节

省了物流时间。我们也会根据产品

销售情况，及时对云仓进行补仓。”

不仅物流时效提高，物流成本也

有红利。据了解，第 44 届雅砻物资

交流会期间，山南市共投入物流补贴

100 万元，消费者通过电商直播平台

线上购买的物交会参展商品，可直接

通过邮政、京东、顺丰等快递现场服

务点寄出，所产生的邮寄费用享受全

额补贴。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盛会与

直播带货效应叠加，线上线下同时销

售，让更多特色产品走出西藏。

山南市委副书记尼玛旦增说，雅

砻物资交流会 1981年首次举办，最早

只是为了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要。随

着时代发展，物资交流会规模越来越

大，参展商户越来越多，已发展成为加

快商贸流通、提振市场消费、增加群众

收入、扩大对外开放、繁荣地方经济的

重要平台，为展示山南人文魅力、推动

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此次物交会以‘提振消费、活跃

市场、促进增收’为主题，共设 2685

个展位，除各县市区农牧民商户外，还

有来自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等国的

客商和台湾、广西、内蒙古等地的商

户参会。”尼玛旦增说，今年，山南市共

统筹 6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促消费活

动，同时，通过“现场直播+区外建仓”

的方式大力开展直播带货，推动山南

市特色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4 年前三季度，国内出游

人 次 42.37 亿 ，同 比 增 长 15.3%。

《2023 年 Z 世代在线旅游洞察报

告》显示，Z 世代已逐渐成为未来

消 费 领 域 的 主 导 力 量 ，贡 献 了

40%的消费规模。可以推测，18

岁至 30 岁的年轻人越来越成为

文旅消费的主力军。

为了契合和满足年轻一代的

文旅消费偏好和需求，各地文旅

产业纷纷加强业态、产品和服务

创新，文旅市场焕发蓬勃生机和

活力。例如，随着 5G、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

文旅和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为年轻

群体追捧的新潮流。

随着年轻一代的民族自信、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增强，

传统文化体验游成为新时尚。透

视年轻群体的文旅消费行为，不

难发现，他们往往倾向于深度游

和自由行，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的

文旅体验，喜欢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量身定制旅行计划，渴望在

旅途中找到独特的感受和意外的

惊喜。《报告》指出，约 90%的 Z 世

代喜欢走街串巷、体验当地人生

活的探索型旅游。而在此形势

下，文旅产业和市场在激发年轻

人文旅消费潜力方面，依旧面临

着一系列挑战。

年轻人的个性化文旅消费需

求与当下标准化的文旅供给之间

存在矛盾。例如，有些景区有着

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地貌，但现有

的旅游线路和活动安排较为单

一，难以更好满足年轻游客日益

增长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旅游体

验需求。为此，自然风光类的旅

游景区需要推出定制化的旅游产

品和创新服务。例如，可以推出

徒步旅行、露营、攀岩等多种户外

探险活动，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分析游客行

为，提供更加贴合个人兴趣和需

求的旅游产品与服务。

数字化浪潮下的技术快速更新迭代也是一大挑战。

年轻人对于新技术的接受度和使用频率较高，而文旅业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相对滞后，必须加快技术创新和应用

步伐，在产品和服务研发、目的地营销等方面推动文旅业

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这方面，淄博、天水、榕江等

地分别凭借烧烤、麻辣烫、村超等事件成为网红旅游目的

地 ，为 文 旅 产 业 激 活 年 轻 人 消 费 提 供 了 宝 贵 经 验 和 启

示。这些地方通过线上创新营销的方式，充分利用社交

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数字化工具，进行品牌宣传和推广，

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同时，线下政策对文

旅数字营销的支持也为当地文旅业的出圈提供了有力

保障。

当前，尽管各地有许多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产品、服

务、项目不断涌现，但年轻群体的文化体验需求并未得到充

分满足。例如，一些博物馆虽然展品丰富，但缺少互动环

节，游客难以产生共鸣，无法真正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为

此，博物馆类的文旅空间可以引入如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

手段，创建沉浸式体验区，让年轻人通过互动游戏等方式深

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同时，还可以定期举办主题工作

坊、专家讲座和艺术创作活动，鼓励年轻人参与其中，亲手

制作与展览相关的作品，从而加深他们对文化的认知和

兴趣。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是文旅产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之一。随着年轻一代逐渐成为旅游市场的主力军，他们对

旅游体验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美景和舒适，而是更加注重旅

行过程中的环保和社会责任。文旅产业需要在加强环保教

育、推广生态旅游、优化旅游规划和管理等方面作出努力，

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环保的旅游体验。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旅游学院）

首发经济，主打的是“第一次”——涵盖

了企业从产品或服务的首次发布、首次展出

到首次落地开设门店、首次设立研发中心，

再到设立企业总部的链式发展全过程。上

海多措并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首发经济驶

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首店持续入驻

走进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武康—安福

风貌街区，老上海浓郁的人文气息与时尚新

品牌的完美融合随处可见。徐汇区湖南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蓝天表示，武康片区以历史

文化资源为特色，打造开放型街区治理样

本，呈现出本土品牌集聚、首发效应显著、街

区品牌共融、商业文化互促等新消费发展趋

势。“如今，这片街区 85%以上为近年来创立

的自主品牌，且创始人团队以‘80 后’为主。”

在这片老街区，一幢西班牙风格建筑格

外引人注目，这幢建筑已成为中国香薰品牌

观夏的首店。

观夏有一个特别的“净手仪式”，顾客可

免费体验“茵陈蒿”洗手液和“昆仑煮雪”护

手霜，在亲身感知中构建对品牌的价值认

同。“近年来入驻武康—安福街区的品牌中，

不少都具有流量黏性强、营销模式虚实融合

的特点，很注重沉浸式体验。观夏、三顿半

等本土品牌都有很高的人气。”蓝天说，“这

些本土自主品牌都在风貌街区的流量中获

得了实打实的销量，也拥有了越来越可观的

经济体量。”

上海静安区以其区位优势、经济实力和

人文环境成为全球和中国首店青睐的活力

中心。“商圈是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是

提升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引擎。”上海市静

安区商务委员会主任沈虹表示，静安区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近 3 年连续保持中心城区第

一，尤其是南京西路商圈，集中了 2000 多个

国内外知名品牌和全市三分之一的高能级

首店。今年静安区将聚焦“全球新品首发

地、高端品牌首选地、中国品牌集聚地”功能

再发力，打造世界级地标性商圈。

今年国庆节前夕，长宁区的上海荟聚正

式开业。荟聚引入超过 312 个精选品牌，其

中首店及特别概念店占比约 71%，包含了 23

家全国首店、29 家上海首店、77 家区域首店

及 51 家品牌旗舰店及概念店。除了新商场，

老牌商场龙之梦城市生活中心也掌握了首

发经济的“流量密码”。2019 年以来，龙之梦

已累计引进全国、上海及区域首店近 1000

家，目前在场经营的全国、上海及区域首店

454 家。

政策推动发展

2018 年，上海率先发布打造全球新品首

发地政策措施 1.0，先后推进 7 个区建设首发

地示范区。今年 5 月，上海 7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上海市首发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将持续打响“首发上

海”品牌，将上海打造成国内外品牌首发、首

秀、首展、首店的集聚高地。

每年 3 月份到 5 月份，上海都会策划“首

发上海”春季系列活动。为吸引高能级首店

落地，上海市对在“首发上海”活动期间开设

的亚洲及以上级别首店，予以 120 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对在“首发上海”活动期间举办的

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市场引领性的活动，给予

最高 120 万元的补贴；支持具有引领性的国

内外品牌在上海开设高能级首店，对亚洲及

以上级别首店予以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鼓励有条件的区，对全国及以上级别首店给

予相应资金支持；对与全国及以上级别首店

签订 2 年及以上入驻协议的引进方，给予相

应资金支持。

2022 年，徐汇区发布《徐汇区关于推进

“首发首店”经济发展的扶持意见》，加大各

类商业业态首店、旗舰店、潮牌店等引进力

度。徐汇区商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晓

洁介绍，对国内外知名品牌首店、具有重大

影响的首发首秀和商旅文体融合等活动，将

给予最高 500 万元奖励；2023 年，静安区发

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的实施方案》，

明确将打造首发经济地标，深化静安“新品

首发地示范区”建设等；长宁区制定“提升消

费能级”商业发展政策，对首发、首秀、首店

有针对性地进行支持，打造集新品发布展

示、交易运营于一体的服务生态链。

“上海将聚焦形成品牌集聚效应、驱动

上游产业链升级、推动消费高质量增长，加

快国内外品牌在沪首发全球新品、落地品牌

首店、设立企业总部，进一步推动形成从首

发到首店再到总部的首发经济效应。”上海

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说。

实现量质齐升

为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消费场景的需求，

丰富消费体验。相关部门和企业强强联手，通

过一系列措施助力首发经济实现量质齐升。

长宁区特色商圈、街区资源丰富。长宁

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朱虹表示，长宁区坚持

首发经济与城市更新战略相结合，持续推出

愚园路、武夷路、上生新所等有历史文化底

蕴的城市更新载体，这些全球新品首发地标

为品牌首发打造街区绿地、屋顶秀场、城市

公园等有别于常规店铺的场景，实现品牌与

区域价值的最大化结合。

长宁区通过定期举办“大虹桥商务会客

厅系列活动”，为更多时尚消费品企业提供

高规格、精准的企业对接服务，为企业打造

互利共赢的“生态圈”；普陀区不断调整商业

创新政策，培育品牌发展土壤，自 2021 年以

来，共引进各类国内外品牌首店 209 家。

“充分挖掘首发、首店的长尾效应，更要

注重首发之后的持续运营。”上海市商务委

员会主任朱民表示，要实现品牌与城市的双

赢，需强化链式发展思维，提高品牌适配度、

市场能见度、服务便利度。“让城市 IP 与品牌

融合，就能让首发品牌更深入人心。”

为推动全球新品首发地建设，徐汇区湖

南路街道积极为风貌街区品牌链接产业链路街道积极为风貌街区品牌链接产业链、、

资金链资金链、、人才链人才链、、创新链等资源创新链等资源，，形成了形成了““商商

业业++””的全生命周期营商模式的全生命周期营商模式。。一系列知名一系列知名

本土品牌在选择入驻风貌街区时本土品牌在选择入驻风貌街区时，，湖南路街湖南路街

道联动徐汇区条线部门跨前服务道联动徐汇区条线部门跨前服务，，基于品牌基于品牌

发展所需的商业氛围发展所需的商业氛围、、人才储备人才储备、、设计研发设计研发、、

投资孵化等要素投资孵化等要素，，为企业推荐契合度高的上为企业推荐契合度高的上

下游资源下游资源。。

消费者正在体验首发电子产品消费者正在体验首发电子产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