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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消费升级的风口
陈跃刚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

个小池塘。” 进博会的客商刚刚满载而

归， “双十一” 的惊人数据又再次向世

界证明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消费潜力。

2135 亿元 ！ “双十一 ” 一天的交

易额就将近 2017 年美国对中国出口总

额 (1303.7 亿美元) 的四分之一！

除了成交额， 今年 “双十一” 还刷

新多项纪录： 物流订单突破 10 亿 ， 菜

鸟的统计显示： 今年仅国内仓配的备货

量 ， 加起来达 300 多万吨 ， 能填满 50

个西湖； 18 万个品牌参与， 237 个品牌

进入 “亿元俱乐部”； 技术升级改变消

费体验， 通过指纹和刷脸方式完成的支

付占比达到 60.3%； 70 种消费保险及区

块链技术为消费者 “保驾护航” ……

阿里 CEO 张勇说， “双十一” 是

中国消费升级的侧影 ， 也是数字经济

崛起的见证 。 的确 ， 这些数据展现出

中国消费升级的活力和商业变革的强

劲动力 ， 反映出中国数字化商业的产

业升级 、 技术升级 、 体验升级 。 从买

买买到拆快递 ， 这次 “双十一 ” 带给

消费者的体验是 “好货” “好玩” “好

服务 ” “好品质 ” ， 以及 “通全球 ”

“线上线下通”。

笔者尤其注意到一个现象 ， 今年

“双十一 ” 从线上走向线下 。 据统计 ，

100 个新零售商圈、 20 万家智慧门店 、

银泰百货、 居然之家、 盒马鲜生等商家

加入进来。 另外， 天猫、 饿了么、 口碑

还联动了 100 万餐饮、 水果、 鲜花等本

地生活服务商家。

有人说 ， 2018 年将成为我国消费

升级的元年。 9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发布 《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

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

10 月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完善促进

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 ）》。 11 月 ， 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开

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 中国将顺应国内

消费升级趋势， 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

策措施， 促进居民收入增加、 消费能力

增强， 培育中高端消费新增长点， 持续

释放国内市场潜力， 扩大进口空间。

消费升级风口到来， 以满足消费者

需求为根本， 以提供极致体验为优先 ，

跨界创新独具魅力的商业模式 ， 深耕

运营效率 ， 中国商业面临难得的发展

机遇。

（作者为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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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桥旁重温“一茶一笼”恬淡生活
百年老字号“南翔馒头店”怀揣整体美学与人文情怀回归

人的味觉是顽固的。

其 “顽固” 之由， 固然源于唇齿舌尖

的鲜美， 更重要的， 它还深深烙着生活印

迹与情怀记忆。

经过半年多重装升级， 位于豫园九曲

桥畔、 曾获米其林推荐的上海 “南翔馒头

店” 于上月底以崭新形象回归迎客。 在继

续沿袭百年匠心、 传承非遗制作技艺的同

时， 这个有着 118 年历史的金牌老字号对

“创新” 二字有了独到的演绎： 选用更地

道食材， 开发节令鲜味， 与一桥之隔的百

年湖心亭产生勾连互通， 重温当年老城厢

“一茶一笼” 的恬淡生活方式。

此次改造升级， 是南翔馒头店一百多

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整饬， 意味着这

家终日顾客盈门的老字号对于新时代如

何传扬金字招牌 、 海派文化的认真思考

和自我迭代 。 它向 “热气腾腾 ” 的海派

老城厢历史致敬 ， 也迈出了布局海内外

市场的步伐。

这份 “顽固” 的味觉体验从记忆中回

归， 还会被岁月沉淀得越醇越香。

当百年老店与整体美学邂逅

步入店堂， 在一楼至二楼的转角墙面

上 ， 赫然画有 “南翔馒头店 ” 的品牌标

识： 两个垂髫小儿， 一前一后扛着一个热

气腾腾的小笼包， 欢快地行走， 标识中还

分别用中英文标注着 “南翔馒头店， 源起

于 1900 年”。

这是这家有着 118 年历史的老店第一

次系统性启用品牌形象标识。 老城隍庙餐

饮集团品牌营销负责人金磊这样注解： 以

前， 门庭若市的老店觉得有了蜚声四海的

招牌就能行遍天下， 但伴随着消费升级，

老店开始慢慢察觉， 招牌不等于品牌———

品牌在首肯质量的同时， 还需要融合美学

内涵、 形象识别， 在传扬的过程中才更容

易在情感和文化上取得消费者的认同。

店堂内的各个细节也都依托品牌标识

传颂起品牌文化和故事。 比如， 在菜单、

餐具、 墙面、 桌椅的细节处， 随处可见这

两个生动的 “扛着包子的垂髫小儿” 以及

百年老店的前世今生和传奇点滴。

此次店堂内外的装饰布局、 硬件提升

以及品牌标识的打造， 全部由香港著名设

计师陈幼坚操刀， 糅合了东方文化与美学

的新中式风格， 在店堂的角角落落都得到

了充分展现 。 比如 ， 印有品牌标识的墙

面， 其底色就颇费功夫———为了调制出与

盛放小笼包的竹笼相近的清漆竹笼色， 并

显示出竹篾的肌理效果， 先后做了几十次

调色尝试。

老店还很懂得 “留白”： 店堂内整体

桌位比以往缩减了 10%， 包厢也缩减为

三个———留出更多舒朗空间， 让人们在品

味美食之余沉淀心绪， 细细品鉴文化。

9 克皮子 21 克馅的坚守
与应和四季的创新

此次重装回归， 南翔馒头店不仅怀揣

着更多文化元素与海派情怀， 更延续了一

贯的好品质与好口味。 金磊介绍说， 南翔

小笼馒头以皮薄、 馅丰、 汁多、 味美、 形

佳而著称 ， 其背后是百年坚守的独特配

方： 使用清炖鸡汤和皮冻， 使得肉质鲜美

紧致不油腻。

非遗技艺则特别看重擀皮过程， 通常

使用两根擀面杖同时擀皮， 擀出来的皮称

之为 “太阳皮” ———中间薄两头厚。 中间

薄 ， 便于蒸制肉馅后晶莹剔透 、 汤汁满

溢； 两头厚， 捏制过程中便于褶子聚拢成

型， 形成好看的宝塔状。

至于 “江湖流传” 的 “十六褶” 还是

“十八褶”， 这对于南翔馒头制作技艺来说

从来不作为具体考量标准， 因为所有褶子

数量全部取决于当时馒头皮的材质和技艺

师傅的手感———以完美为准则， 不作具体

苛求 ， 全部存在于 “心传 ” 。 当然 ， 由

“心传” 而出的 “艺术品” 也还是有比较

恒定的数值 ： 通常一个小笼馒头是 9 克

皮 21 克馅料， 褶子数量在十四至十六褶

左右。

重装回归后的口味创新是一大亮点，

老店请来了非遗制作第六代传人和米其林

一星主厨一起参与新品研发。 比如， 除了

鲜肉小笼外， 增加了季节性的时令鲜味，

根据不同季节， 加入蟹膏蟹黄或虾仁、 野

菜、 松茸、 刺参、 鲅鱼等等， 取时鲜以应

和大自然的四季馈赠。 而价格除了部分时

鲜产品会稍稍上涨外， 其他基本维持原有

消费水准。

一屉小笼一杯醇茶， 两大
老字号重演老城厢生活

新回归的南翔馒头店还将联合一水之

隔的 “湖心亭” 茶楼， 推出南翔小笼馒头

专属配茶套餐。 为此， 店堂内专门辟出茶

艺空间， 由湖心亭经验丰富的茶艺师为每

款小笼定制与之口味相匹配的茶单， 为顾

客配茶、 沏茶、 上茶， 丰富经典海派美食

的味觉和文化体验。

南翔小笼馒头的诞生与茶文化本来就

有很深的渊源。 当年南翔馒头店在九曲桥

畔开业后 ， 对面湖心亭茶楼里喝茶的茶

客 ， 通常喜欢叫上一客馒头送过去当茶

点。 久而久之， 馒头渐渐做小， 放在小型

竹笼格里蒸制， 而后送到茶馆作为点心，

“喝茶 、 吃小笼 、 听曲 ” 曾被民间称为

“豫园三件事”。

出于食品安全考虑， “过桥串巷” 送

小笼是不可能了， 但把湖心亭的茶艺空间

引进来 ， “适适宜宜喝茶吃小笼 ” 却不

难———这也是豫园两家久负盛名的百年老

字号在新时代的再度结缘。

去年， 豫园商城启动新一轮改造， 打

造豫园故里、 豫园漫步以及空中豫园三大

主线。 其中 “豫园故里” 就是以九曲桥广

场为中心， 覆盖南北延伸的豫园老路、 文

昌路这条动脉， 打造可品味的传统街区。

地处九曲桥广场核心区域的南翔馒头店的

重装升级， 正是豫园商城区域迭代更新的

重要一步， 也意味着其所处的黄浦区开始

重塑老城厢商业。 未来， 南翔馒头店还将

推出家庭手作体验、 餐饮文化展示、 研发

伴手礼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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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达累斯萨拉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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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肯
尼亚总统肯雅塔
时， 咄咄逼人追
问 “中国债务陷
阱” 时， 遭到了
肯雅塔的有力回

击 。 肯雅塔甚至反问 CNN 主持人 ：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为什么非要聚
焦于一个贷款方 （中国）？” 这让该主
持人颇为尴尬， 碰了一鼻子灰。

CNN 主持人咄咄逼人的态度 ，

实际上反映了许多欧美人的心态———

无视非洲国家政府对于自身发展政策
是有规划的这个事实， 不希望中国参
与非洲事务。 不过， 这并不代表非洲
国家也这么想。

“（类似债务陷阱的） 批评来自
那些 ‘出钱太少’ 的人。 而资金是推
动非洲发展所必需的。 不断谈论债务
陷阱是为了阻止中非合作， 整个非洲
都希望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非洲
大陆工业化进程 。” 非盟轮值主席 、

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 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家对
中国所谓批评的实质。

的确， 大部分非洲国家当前尚处
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如果没有稳定可
持续的外来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将难
以为继， 乃至工业化进程都将再次回
到慢车道甚至被迫 “下架”。 除资金
的因素外， 采用何种发展模式， 也是
非洲国家亟须解决的问题。 想学欧美
模式， 但非洲国家交不起高昂的 “学
费”； 学中国模式， 似乎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方面积累
的宝贵经验， 对广大非洲发展中国家
来说， 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更何
况， 中国这个老师还不收 “学费”。

卡加梅表示， 中非合作论坛是一
个非常好的合作机制， 自 2000 年启
动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医疗、 教
育到基础设施建设、 工业化， 非洲国
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从中受益。

他还认为 ， 非洲国家和中国一样渴
望发展和 稳 定 ， “新 殖 民 主 义 ”

“债务陷阱” 等论调意在给中非合作
设置障碍 ， 非洲国家不应受到这些
炒作的干扰。

那么， 非洲国家会不会爆发债务
危机呢 ？ “非洲绝对不存在债务危
机。”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德西纳如
此表示。 他从偿债率、 债务增长驱动
因素等方面入手， 强调非洲渴望弥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短
板， 由此产生的债务是基于投资需求驱动的， 这与单纯基于消
费需求产生的债务是不同的。 同时他表示， 非开行是 “一带一
路” 倡议的坚定支持者， 相信 “一带一路” 必将给非洲基础设
施建设带来积极的影响。 坦桑尼亚 《金融时报》 主编冯布卡也
认为： “西方贷款人并不是圣人， 不论是在贷款协议还是其他
任何合同之中， 你得到的就是你们协定的合同所规定的。”

虽然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低， 但非洲国家的确普遍存在债
务问题。不过，这些债务多半是历史遗留问题，跟国家收入、支出
结构相关联，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形成或得到解决的。而且中国并
不是非洲国家主要债权国，更不是始作俑者和主要责任方。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
究项目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提供的贷款目前并不是
造成非洲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 中国出口信贷以有竞争力的市
场利率为基础， 与中国的机械、 设备出口和基建项目挂钩， 非
洲国家用项目收益或其他方式偿还。 这是实现南南合作 “双
赢” 的一种方式。

另据该研究项目负责人德博拉·布罗伊蒂加姆的文章 《美
国政治家对中国在非洲的看法全错了》 称， 目前 40%的中国贷
款用于发电和输电， 30%的贷款用于将非洲摇摇欲坠的交通基
础设施现代化。 对非洲中国项目的就业情况调查发现， 中国公
司雇用的 3/4 或更多的工人是当地人。 如今， 在 “中非合作
论坛” 的大框架下， 许多非洲国家创造了实际财富， 基础设施
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这不是一句 “债务陷阱” 的质疑就可以
抹灭的。

（本报达累斯萨拉姆 11 月 13 日专电）

老字号，不能只有招牌没有品牌

餐饮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 而今 ， 伴随着时代发展和消费升
级 ， 餐饮消费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消
费———消费者在选择餐饮产品时， 更渴
望与餐饮产品所蕴藏的美食文化进行一
种精神上的互通与交流。 因此， 传承传
统饮食文化， 要充分挖掘产品背后的文

化内涵， 并借由更多的表达载体和形式
将其表现出来， 与消费者产生审美、 情
感、 乃至记忆上的认同与共鸣。

在全力打造上海 “四大品牌” 的当
下， 对于 “品牌” 二字的理解也递进到
全新层级———有了招牌， 不等于就有了

“品牌”，“品牌”应当蕴含着生活美学、情
感记忆和文化传递。

百年老字号南翔馒头店， 抱持着金
字招牌阅尽沧桑 ， 但在此轮升级改造

中， 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挖掘、 整理
南翔小笼馒头的发展历史和各种故事 ，

借由新的载体将它生动地呈现给消费
者 。 店内全新的品牌标识体系 、 文化
墙、 餐具、 包装盒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
被设计出来 ， 与消费者发生更多交流 ，

引发更多共鸣。

一茶一笼一生活， 人们不仅记住了
唇齿间的鲜美， 更一点点还原着经岁月
磨砺沉积下的芳华。

南翔馒头店
前世今生
南翔馒头店，坐落于豫

园九曲桥畔，创建于清朝光

绪二十六年（1900 年），是豫

园人气最火爆的点心店。 南

翔馒头诞生于现嘉定区南

翔镇，后由吴翔升将其引入

豫园 ，并开设 “长兴楼 ”，这

是南翔馒头店的前身。 善于

经营的吴翔升利用老城隍

庙游人、 香客众多的特点，

用篾竹篓 、 荷叶等包装小

笼，便于游客带回去与家人

共享或馈赠亲友 。 南翔小

笼馒头也由此一炮打响 。

随着老城隍庙市场日益繁

荣 ，上世纪六十年代 “长兴

楼 ”店名被

改为 “南翔

馒头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