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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路时尚街区

在奔跑中调整姿态

杭州拱墅：高地造峰，冲刺“社零第一区”
詹丽华 柳景春 何婕妤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0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增速比 9 月加快 1.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表示，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国庆假期以及“双11”促销活动等因素影响，消费带动作用增强，提振了消费信心。

杭州市拱墅区也不例外。根据拱墅区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今年 1—10 月，拱墅社零总额约 1122.3 亿元，同比增长 2.0%。

从下半年开始增速明显回升，其中9月当月增长6.7%，而从各权重单位的反馈来看，10月、11月增长仍在“加速”。

11月22日，杭州启动发放新一轮餐饮消费券。拱墅则在此基础上再度加码，“券上加券”，落地全国首条美团“神

券街”，不仅能够叠加使用“食在杭州”餐饮专项消费券和美团优惠券，还能参与线下打卡和互动抽奖活动，促

进人气与消费进一步回流线下、回归本地。

拱墅正在奔跑中调整姿态，这个全省“社零第一区”在高基数之上坚持承压前行，全

力冲刺，势要高地造峰。

于拱墅而言，2024年的消费市场似乎有一个让人振奋
的开篇：春节假期，拱墅区 25 家样本企业 8 天里共实现销
售额 9.25 亿元，其中大武林商圈实现销售额 4.3 亿元，同比
增长8.0%，实现人流量3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然而，人潮之下有暗流涌动。
“去年下半年开始，上海市场的客单价开始表现出下降

趋势，今年一季度同样的情况蔓延到了杭州。”杭州联华华
商集团董事长张慧勤坦言，2023年杭州GDP刚刚冲上2万
亿元，联华华商也打赢了业绩收官攻坚战。还来不及庆祝，
2024 年就要在高基数之上保存量保增长，“我们每年都在
打硬仗，今年也不例外。”

总部位于杭州市拱墅区长庆街道的杭州联华华商集
团，在全省拥有超 500 家门店，年营业收入近 120 亿元，已
连续 22 年位居浙江省内连锁超市行业第一。作为一家以
本地消费为主的老牌零售企业，在完成规模布局之后，如何
保持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

毋庸置疑，传统商超仍然是零售市场的主力业态，今年
包括永辉超市、中百集团等在内的一众商超先后加入“调
改”潮。而联华华商也正在悄然谋划一场增长“突围”。

从年初开始，张慧勤就在酝酿门店“焕新”，试点是位于
杭州拱墅区的运河广场店。“调整了布局动线，将门店与周
边商家连通成一个消费街区；收缩卖场面积，陈列商品数更
加聚焦，精确跟踪和管理库存。”张慧勤说，这些调整反映在
消费者体验上是卖场环境更明亮、宽敞，更能满足“逛”的场
景需求，而好的体验反馈在业绩上则是零售总额同比提升
27%，客流同比提升16%，客单提升8%，坪效明显提高。

试点的成功，让联华华商更有信心复制此模式，6 月开
始逐步启动旗下门店调改优化。张慧勤表示，后续联华华
商将陆续对全省约 200 家位置、规模适合的门店进行改造
升级，“既提供好商品，又帮顾客省钱，全面提升我们的整体
竞争力。”

这还不是全部。6 月 28 日起，联华华商开始在全省范
围内分区域逐步启动比质比价活动，承诺“三公里商圈内

‘买贵退差’”，欢迎消费者同质比价；同时，围绕这一承诺，
配套一系列反应机制，倒逼企业效率提升；以线下门店为中
心，辐射线上零售渠道，全渠道布局，形成一张
消费者“立体触达网”⋯⋯

与已连续三年成为全省“社零第
一区”的拱墅一样，随着基数越来
越高，“攀峰”也越来越难，不得
不 选 择 在 奔 跑 中 调 整 姿 态
——联华华商也是如此。

“零售是一个每天都需
要进步的业态，每天都有顾
客来，今天收到的反馈明
天就可以改进，明天就会
更好。”在张慧勤的手机里
有一份未公开的设计方案，
针对联华华商全省第一家门
店的全面更新，那是她理想中
社区型零售业态的模样，“希望
新的一年里能实现。”

高质量样本
一家老牌商超的增长“突围”

联华华商的“突围”，其实也是各零售企业在
快速迭代的新消费环境之下，面对巨大的经营效
益压力，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缩影。

“消费者所见或许只是购物环境的更新、促
销活动的变化，但这背后是零售企业针对供应链
的改革、服务水平的提升和自身的降本增效。”长
庆街道负责人坦言，每次上门访企除了倾听企业
需求，交流最多的就是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深刻
思考。

就业绩表现而言，从 0 到 1 的调改已经开始
奏效——9 月，联华华商单月客流同比提升超
10%，单月零售额同比增长近 2%。如期而至的
国庆假期、“双 11”等促销活动，以及消费品以旧
换新政策的带动，联华华商很有信心在四季度再
攀全年业绩“高峰”。

拱墅也有意再助商家“一臂之力”全力冲刺全
年胜，首选节点就是一年一度的“双11”。今年“双
11”，拱墅区持续“出招”促消费，联动杭州大厦、银

泰百货、联华华商、美团小象超市等商场、超市为
消费者发放了总额3500万元的商超消费券。

“这段时间的客流确实增加了不少。”武林银
泰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店庆的大力度折扣，拱
墅联动各零售业态发放消费券也“功不可没”，

“优惠叠加后商场内商品价格与电商平台价格基
本持平，而且直接打折、即买即用、不等不抢，消
费体验感更好。”

同样加入“双 11”活动的还有杭州大厦，其精
心打造的“11.11 宠粉狂欢季”节点活动，实现销
售业绩爆发。“今年 11 月 11 日是工作日，但客单
量比去年 11 月 11 日（周六）还好，当天销售额同
比上升 15.98%。”杭州大厦所在的天水街道相关
负责人在复盘“双11”大促成绩时表示，同一个促
销周期内，今年线下销售额同比上升近 3%，“可
以说，如今商超等传统零售业态在周年庆、会员
日、‘双11’等消费节点上正拿回主动权。”

政府补贴首次“入场”也成为今年“双 11”一

大亮点。武林街道联合武林路街区数十家商家
品牌搞起了特色营销，同时开展“政府补贴叠加
天猫双11优惠，恭喜老家电提钱退休”活动，将线
上流量引入线下场景，仅“双 11”当周，街区日均
人流就达10万人次。

“双11”16年了，这一电商平台“造节”的代表
为何仍具有持续影响力？

“在更好的替代品出现之前，‘双 11’依然是
商家们最具确定性的增长机会。”张慧勤坦言，当
企业所处的环境变得愈发动态而不确定，抓住那
些确定性增长的机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
选择。

这也是拱墅选择在杭州启动新一轮消费券
的基础上，“券上加券”、再度加码的原因。效果
也很明显，仅以联华华商参加 2024 年第四轮“大
武林商圈消费券”为例，使用商超消费券超 25 万
张，消化消费券总额超500万元，直接拉动社零近
3000万元。

促消费之思 抓住最具确定性的增长机会

有外地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上周末在杭
州大厦“内购节”购物的经历，“排队3小时终于进
了老铺黄金柜台”。即使等待时间长，她依然觉
得很值，因为等待期间有店员送巧克力和水，折
扣和积分算下来相当于住宿没花钱，买金还打了
九折。

根 据 拱 墅 区 统 计 局 最 新 公 布 数 据 ，今 年
1—10月，拱墅社零总额约1122.3亿元，同比增长
2.0%。在高基数之上，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都来
之不易。

为了扩内需、促消费，2024年以来，一系列全
国性及地方性消费刺激措施相继出台。一项重
要的政策是国务院 3 月发布的《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两
新”），“两新”中的大规模设备更新集中在工业领
域，消费品以旧换新主要针对大众消费者，汽车
和家电是两大主力销售商品，对社零拉动效应明
显。

拱墅很好地承接了“两新”政策落实，其中
1—9 月拱墅全区限上新能源汽车累计零售额
97.2亿元，同比增长81.7%；限上家用电器类零售

额 9 月单月增长 119.7%，五星电器、苏宁易购等
家电卖场消费拉动明显。

“通过正确消费决策、提高生活质量正成为
消费者的核心诉求，在主动选择更高质量生活的
过程中，‘更简单、更长久、更安全’的消费逻辑备
受推崇。”天水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无论是
线上线下各企业、商家，都更着重深化消费者的
购物体验。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也针对消费问题发表观点，认为增加有效消费需
求，要理解现阶段消费需求的新特征，区分生存
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及消费实现方式的差
异。其中，服务消费较多地依赖规模经济和集聚
效应，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

对拱墅而言，发展型消费才是与城区发展水
平更契合的布局重点。“整个武林商圈的业态正
进入良性循环。”拱墅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 ，受 商 圈 业 态 调 整 的 影
响，武林商圈上半

年的社零增速有所下降，但随着四季、万枫等高
端酒店陆续开业，恒隆广场的建设进入后期、招
商开始启动，2025年大武林商圈的“提档焕新”基
本完成，消费吸引力增强，“拱墅的社零消费新动
力也将发挥更大效果。”

浙江高质量发展正面临着必须跨越的平台
期、瓶颈期，解决高质量发展新的“成长的烦恼”，
创新是关键。拱墅也正立足本地实际，先立后
破，鼓励创新，拿出爬坡过坎的韧劲和只争朝夕
的拼劲，加快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奋力打开
高质量发展新天地。

承压中提档焕新 高基数上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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