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淮
海
中
路
上
的

K
1
1

商
场
备
受
各
类
潮
流
首
店
的
青
睐

本
报
记
者

陈
梦
泽

摄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胥柳曼 视觉设计 /邵晓艳2020 年 4月 16日 /星期四

要闻 5

今年上海计划新开 27家购物中心 不拼速度拼稳健

数字化转型加速大健康消费升级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鼓励行业龙头

企业和大平台带头举办各类营销活动，上海
正通过一系列措施激发消费回补。记者了解

到，近期上海多家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发放购
物券、以旧换新、国际进口日等多种方式，线

上线下联动，促进消费回补，释放“上海购
物”的内在潜力。

上海苏宁易购昨天宣布，从即日起至 6

月 30日，面向上海消费者发放 3亿元苏宁

消费券，其中，1亿元为家乐福定向消费券。
同时，消费券将覆盖消费电子、电器、母婴、

百货、快消、售后服务等全领域。

这 3亿元苏宁消费券将以电子券的形

式，在线上苏宁易购 APP、线下各业态门店
等各个渠道发放，根据产品类型分为 1000

元、800 元、500 元、300 元、200 元、100 元、
50 元、30 元等不同面值，每人最多领取

5000多元。
上海苏宁总经理助理王磊表示，60%到

70%的消费券是在线下使用的，希望让更多

消费者走出家门，支持实体商业的复苏。“我
们计划至少要撬动 20亿元以上的销售额。”

记者了解到，此前京东、新世界城、国
美、永乐等线上线下的行业龙头企业，也都

通过发放消费券等组合拳，来促进上海消费

市场的回暖。其中，新世界城联合支付宝等
平台，在 4月 3日至 12日的“春季时尚消费

周”里发放 500万元消费抵用券，每 100 元
消费券带来了 500元的销售增量，产生“乘

数效应”。国美、永乐则在 4月 18日至 5月 5

日，面向上海居民发放超 1亿元的消费补

贴，覆盖家电消费的各个品类。

“我们鼓励线上的大平台企业和线下的
传统商业企业开展联动，率先发动全行业力

量，启动促消费的新举措。”市商务委副主
任周岚表示，疫情催生出新兴的商业模式，

比方说直播电商、社群电商、小程序电商等，

这些新的业态和模式赋能传统商业转型升
级，一方面促进当前的消费回补，另一方面

也要把它们固化下来，为“上海购物”提供发
展新动能，助力上海国际消费城市建设。

继三八妇女节、清明小长假之后，即将
到来的五一假期，将成为今年上半年“上海

购物”释放内在潜力的重要节点。记者了解

到，在五一期间，各区将举办各类促消费的
活动。例如虹口区以“乐活虹口”为主题，联

动区内商业企业举办购物节，普陀区则将举
办汽车节，结合新媒体，引流更多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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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五一假期 多龙头企业发券促消费

    2020年，上海新开购物中心的进度有所

放缓，疫情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原因。《报告》显
示，据多方信息核对和调查统计，2020年计

划新开业 3万平方米以上购物中心 27家，新
开数量明显低于 2019年，但商业建筑面积为

238.38万平方米，与上年实际新开持平。

而在 2019年，新开购物中心（含 3万平
方米以上改造升级的购物中心）共 42家，其

中新建新开 32家，比 2018年减少了 6家，存
量改造升级 10家。截至 2019年底，上海共有

3万平方米以上的既存购物中心 290 家，总
商业建筑面积 2200.4万平方米。

从 2017年开始，上海新开和改造项目就
呈现双降，表明上海新开购物中心从大幅度快

速增长转向稳健发展。《报告》认为，由此可见，
一些商业地产投资开发商运营商根据市场形

势，不再片面追求快速开店，而是更加稳妥，趋
于理性，条件环境不成熟宁可不开或推迟晚开。

记者了解到，如南翔印象城、东渡蛙城、

天安千树、百联崇明商业广场、元祖梦世界、
上海梦中心、LoVE@大都会、大宁久光城等

原计划在 2019年开业，但为了更好地适应消
费者市场需求，创造更好的业态布局，均推迟

到 2020年开业。
业界分析认为，疫情过后，上海购物中心

或将出现新一轮的重组调整。一部分生命力
不强的小微品牌商将关门歇业，一些功能不

齐、设施陈旧、原本经营不佳的单个商业实体
可能很难挺过这次疫情的冲击。有专家指出，

未来可能会出现商业项目的转让兼并，调整
重组，有规模有实力的头部企业会更加优势

集中。
此外，在新一轮的调整中，商业实体企业

将更多地转向以满足民生健康家庭生活、居
民生活必需品的社区型购物中心，事实上，这

一趋势在 2019年就有所体现。2019年上海
新开购物中心继续向郊区社区、开发园区发

展，浦东新区、闵行区和宝山区新开社区型购
物中心数量占全市新开数量的 60%，根据统

计分析，2019年社区型购物中心经营规模增
幅达 20%。

    上海购物中心在 2019年继续为社会消

费品零售增长做出重要贡献。《报告》显示，
根据上海市商业信息中心相关数据和部分

购物中心抽样分析统计，2019年上海购物
中心的经营规模总额为 2010亿元，同比增

10.5%，增幅比上年微降，占全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4.9%，比上年增 0.54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超大型购物中心因业
态功能齐全、品牌资源足、环境地段好，充

分发挥了吸客能力强的优势，经营规模增

幅达 11.5%。这些购物中心数量虽然只占总
数的 10%，但经营规模占整个经营规模总

数的 50%以上。

《报告》显示，2019年购物中心经营规
模 20亿元以上的超过 30家，比上年增加了

8家，占既存购物中心总数 10%。其中 50亿
元以上的有 6家，分别是国金中心、月星环

球港、恒隆广场、豫园商城、百联青浦奥莱、

五角场万达广场；经营规模 20亿～50亿元

的超 25家，分别为上海环贸、上海新天地、
上海万象城、佛罗伦萨小镇、第一八佰伴等。

“2019年，上海购物中心纷纷在业态创
新和知名品牌首店的引进上下功夫，做到

了能级双升。”《报告》指出，为适应新的消

费需求，各购物中心高度重视新型业态引

进和创新，积极引入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形
态，手工制作、怀旧场景、文化艺术、书法绘

画等进驻购物中心，增强了顾客身临其境
的体验感。

此外，一批购物中心更是成为“首店收
割机”。据睿意德、中商数据统计分析，2019

年境内外共有 986个各类品牌首店进入上

海，其中近 80%的品牌首店入驻购物中心。
以 333家重点知名品牌为指数统计，连为

一体的新天地街区与新天地时尚表现最为
突出，港汇恒隆广场、上海 K11、BFC 外滩

金融中心并列亚军。

    上海购物中心如何走出低谷，危中寻

机？
根据多家研究机构的调研，尽管疫情

对实体商业产生巨大冲击，但整个消费市
场和消费信心的基本面仍是向好，通过政

府和企业共同努力，二季度全上海市将开
展“五五”购物节，进一步扩大“上海购物”

品牌影响力，消费市场将会较快得到恢复

增长。
《报告》指出，购物中心应在业态布局、

空间环境上加以调整，适应疫后消费新趋
势。“随着人们对健康卫生的重视，大健康

产业以及与健康相关的消费业态得到创新
发展，开放式运动带动户外运动用品的体

验消费，赋予健康知识、健身体验消费将得

到青睐；宅家防疫培养了和睦的家庭生活

以及学习情趣，购物中心带有私域性的家
庭聚会及特色餐饮，敬老亲子活动，琴棋书

画插花布艺体验活动将促进家庭消费升
级，这些消费趋势促使购物中心重视新的

业态布局，创造新的消费空间满足疫后消
费者新的需求。”

此外，疫情期间，直播、社群、微商城、

小程序等数字化营销成为上海商业逆势下
的新亮点，将加速购物中心数字化转型的

步伐，加大对数字化运用的投入。

《报告》指出，随着 5G技术的普及，购

物中心的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但这不仅

是单纯数据的运用，而要通过数据化、信
息化将购物中心的“人、货、场”成为一个

系统。即在“场”内通过数据、视频，实施远
程运行监控，达到效率最大化；同时通过

网络信息给自己的会员以及周边的消费
者分析画像，推送购物中心内各品牌业态

的服务场景和信息，形成互动，开展智慧

营销、精准营销。同时通过网络互动交流
扩大线上流量，利用各种形式和活动将线

上流量吸引到线下，聚集有效客流，实现
流量变现。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疫情之下，尽管开店进度有所放缓，但 2020 年
上海计划新开业 3 万平方米以上购物中心仍有 27
家，商业建筑面积为 238.38 万平方米，与上年实际
新开持平。记者从上海购物中心协会昨天发布的《上
海购物中心 2020 年度发展报告》获悉，去年本市经营规
模达到 50亿元以上的购物中心共有 6家，首店经济和业
态创新为“上海购物”带来持续动力，而面对疫情，购物中
心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势在必行。

新店少了 但商业面积和去年持平

规模大了 6家购物中心超50亿元

 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需求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