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快速走出疫情影响，重振消费信心？

在城市烟火气中孕育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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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新年，上海各大商圈人气回归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杨欢 方翔

淮海中路上，光明邨的门前排起长队，酱鸭、熏鱼等熟
食都是上海人的心头好；南京路步行街上，拉着小推车的市
民走进新雅粤菜馆，装满年货后又直奔其他老字号……随
着兔年新春的临近，上海街头的烟火气越来越浓，于人头攒
动中孕育着发展新动能。
消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也是引领经

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上海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把恢复和扩大
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迈入2023年，上海如何快速走出疫情影响，重振消费信

心？如何挖掘消费新赛道，增强国际竞争力？如何支持“小
商户”参与保障“大民生”，留住“烟火气”“人情味”？今年两
会上，代表委员纷纷为此献智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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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信心
助力消费“回血”

疫情三年以来，从全球宏观经济到每个

人的微观生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出行及社交活动的受限，以及企业经营承压、

居民收入受损而导致的消费信心下滑，给重

启消费、提振经济带来考验。因此，大力提振

消费信心，成为代表委员们的共同建议。

信心比金子更珍贵。市人大代表，上海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振表示：“消费是扩大内

需的重要抓手。2023年，提振信心很重要，要

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信心。”

“在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反复冲击之下，

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修复仍然需要时

间。”市人大代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

表示，提升消费信心的关键，在于做好稳增长、

稳就业、稳物价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同时着力消除制

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搭建起消费友好型的

社会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她建议出台一系列的消费优惠条件，例

如发放消费券、搭建优惠平台，让更多市场主

体用市场化方式，调动起居民消费能力。可

以补贴一点、优惠一点、激励一点，将基本民

生消费需求转化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引领

和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

“综合海外放开疫情管控后的经济走势

经验判断，上海消费市场完全恢复还需要时

间，但近期的客流量和销售已经走出低谷，逐

渐企稳。”市人大代表、百联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管理部高级总监肖敏表示，一方面稳预期

很重要，只有稳定的经济增长预期，投资、消

费才能有后续的动力。另一方面，发放消费

券、线上线下相互带动、开展“迎新购物季”

“五五购物节”等多种促销活动，对于提升消

费信心、消费能力有很重要的“回血”作用。

抢抓数字先机
挖掘消费“新赛道”

疫情期间，大量消费行为从线下转到线

上，加速推动了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

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位代表委员建议，

上海应抢抓数字先机，挖掘消费“新赛道”，让

更多的新技术、新趋势“破土而出”，数字赋能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上海市政协委员、豫园股份董事长黄震

提出，要充分发挥上海商圈应用场景丰富、消

费密度高的独特优势，以《上海市培育“元宇

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2—2025年）》为指

引，在元宇宙新赛道产业基金设立过程中对

实体消费定向倾斜，由政府方联动商圈运营

主体，引入国内外的数字专业团队及产业链

企业，重点聚焦大豫园片区等泛商圈功能片

区开发，打造元宇宙标杆示范街区场景，形成

元宇宙产业集群示范效应。

“上海在促进新经济发展、促进创新创业

上仍有巨大潜力，让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在促

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上发挥作用。”市

人大代表、小红书创始人瞿芳认为，要发挥平

台企业在促进消费、带动线下商业等领域的

作用，而这也是平台经济助力实体经济的一

部分，“社交媒体、内容平台可以为上海商业、

文旅‘种草’，吸引更多人来上海购物、旅游，

促进线下经济的繁荣”。

她表示，当下，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

转型，消费领域也不例外。上海是中国消费

品牌最为集中的城市，发展新兴的数字化商

业、数字化营销平台，可以进一步打响上海品

牌，为上海品牌创造生意增量，实现数字经济

和消费商业的共生共荣，进而形成一批有上

海特色的新经济平台。如果平台能在数字商

业、数字营销等领域有所作为，也可以为上海

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增量。

建设城市品牌
提升国际影响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3年，上海将推

进实施新一轮城市商业空间布局规划，全力

打造东、西两片国际级消费集聚区。紧抓“国

际”二字，代表委员建议进一步提升上海的消

费国际化程度，不仅要复苏本地消费、国内消

费，也要让国际消费者纷至沓来。

“世界上的大城市往往通过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的建设，来提高城市的生活水平，成为

吸引国内外人才的重要竞争力。所以在设计

业态组合时，要研究上海作为东西方文化交

融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特质和特点，需要引入

哪些领域的领先业态，才能吸引国内外人才

留在上海、游客选择上海。”

市人大代表、瑞安房地产有限公司行政

总裁王颖表示，城市的文化风貌不仅具有历

史意义，也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去年

年底开业的“海上第一名园”张园就让城市中

心老街区焕发新生，在历史建筑中承载起消

费新时尚。

“上海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

中，一定要避免品牌雷同、千店一面，必须与

其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形成差异。”而王颖的

建议就是发扬在地文化、扶持原创设计，鼓励

创造有本土特色的商业品牌及文化内容，以

本土原创、潮流时尚、国际交流为切入点，激

发商圈活力，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力，以此向世

界讲好上海故事。

民进上海市委提交的《关于上海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议》提案则建议，制定上

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球营销推介计划，与

上海城市品牌的宣传推广结合，加强“上海购

物”品牌整体形象策划，有针对性地增强国际

宣传推介活动。探索借鉴国内外数字资产发

行经验，联合上海数交所、重点商业集团、重

点发行平台等多方机构，面向海内外发行“上

海购物”品牌数字资产，放大上海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品牌效应。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还应重点发力

壮大本土品牌，引领国内品牌走向世界。肖

敏代表表示，上海的一批老字号就是宝贵财

富。“老字号品牌的传承与超越不仅仅彰显了

其自身的品牌价值，更是代表上海、中国向世

界展示的品牌财富。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背景下，百联集团将积极推动旗下8家中华

老字号品牌企业高质量创新与发展。”

重拾“烟火气”
“小商户”保障“大民生”

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不仅有高

大上的“国际范”，也要有接地气的“烟火

气”。代表委员指出，在上海全面推进“15分

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过程中，要支持“小商

户”参与保障“大民生”，让城市更有温度，让

不同收入的群体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

“展现城市以个人为主体的商业活力，不

等靠要，应该发挥自主创业的活力。”市人大

代表、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郑凯捷认为，地摊经济能够成为恢复城市经

济活力、助力消费和收入增长的重要手段。

郑凯捷指出，从上海经济发展历程来看，

当年的地摊经济曾经给城市发展带来很大活

力，改革开放早期很多市场主体也是从小摊

小贩经济起步，最后逐步发展出大事业、大连

锁。而在新的经济发展趋势要求下，地摊经

济也可以成为引发和发掘新业态新模式的重

要载体。

“上海应制定专门支持地摊经济的相关

法规制度，合理规范和保障低碳经济发展空

间。”郑凯捷举例说，可以按照区域，规划一部

分需求较为刚性的地摊经济发展空间，例如

在中心城区、五个新城、郊区区域，设立小吃

街、早点摊、夜市等大中小型摊贩营业区域，

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问题，而不是从源头上直

接进行刚性制约。

郑凯捷同时建议，上海还可以从政策指

引、税费配套、摊位费用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整

体设计，形成一套较为规范的体系。“让人流

动起来，让城市活跃起来，让不同收入群体都

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增厚上海城市的烟火气，

助力部分有潜力的地摊经济孕育发展成为更

高能级的经济形态。”

“城市烟火气要逐步恢复，力求让市民的

物质和精神消费重新动起来，将国际游客的

目光重新拉回来。”市人大代表、上海艾能电

力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柯丁也建议进一步

加大对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支持力度，一定

程度降低准入标准、降低监管强度，形成室内

街边、线上线下、白昼黑夜的活力消费场景。

他认为，这不仅是城市活力的体现，也是人民

美好生活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