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在网红直播带货大戏轮
番上演、在线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同
时， 市民线下消费也正在复苏，申
城春天的消费活力如约而至。 建议
通过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来
赋能营造安心消费环境，加强线上
线下联动推进促消费组合拳，优化
行业治理水平和创新行业统计指
标体系等方式，不断提升上海建设
国际消费城市的消费能级和对外
辐射力。

目前不少市民对线下消费仍然
有隐忧， 对卫生环境和防疫工作落
实有了更高要求。 疫情期间，不仅有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推出的随申码个
人健康信息查询系统， 平台企业积
极创建了针对商户端的覆盖消费者
登记可追溯和商家防疫信息展示系
统，比如推出了“安心消费系列”解

决方案。 但数字化新基建并不是“一
劳永逸”，而要“长期有耐心”，建议
要加强随申码的衍生拓展应用与平
台企业在消费场景实现优势互补和
信息系统的嵌入融合， 加强政府专
项资金对数字化新基础设施研发和
应用的持续投入与创新实践， 通过
不断完善科学、 精准和动态的防疫
大数据信息网络， 营造让消费者真
正安心便利的消费环境。

危中寻机，化危为机。 一方面线
下企业在疫情倒逼下加速提升互联

网运营能力， 另一方面平台企业也
进一步强化与线下企业的优势互
补。 近期， 实体书店与外卖平台的
“联姻”成为线上线下联动的“新大
陆”。 未来更多的“实体商业+互联网
平台” 创新模式也将在本地社区生
活不断涌现。 建议通过互联网平台
联动线下商圈，开展新品首发、美食
节、夜间生活节、国潮老字号游园会
等丰富多彩的主题促消费活动，串
联“吃住行游购娱”，让线上平台用
户流量资源、网红营销资源、到家即

时配送资源与实体商业线下的商品
和服务供给资源、 文化体验资源进
行精准匹配， 形成多个线上线下有
机联动的消费热点， 充分释放消费
需求潜力。

平台企业依托大数据挖掘，未
来在优化行业治理水平、 食品安全
监管和消费维权方面可实现更大作
为，并成为优化消费环境的主力军。

此外，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线上线下
“无边界”发展，要求创新调整传统
的行业统计方法和评价指标系统，

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 为此，建议试
点在线平台开具餐饮发票及完善纳
税方案的工作， 实现通过平台企业
对中小餐饮企业社零总额的有效汇
聚，也为税收增长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美团上海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 ）

在新业态形成的过程中 ，

良好的产业生态起到了 “润物

细无声” 的作用， 能够提供条

件保障， 赋予行动能量， 激发

主体愿望， 引导创新行为， 从

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二8 编辑/陈瑜 cheny@whb.cn 文汇智库

荐 读

《中 国 社 会 变 迁 （ 1949 ～

2019）》 （李友梅 等 著， 社科
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3 月）

当代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

的社会变迁 ， 改革开放以来的

社会转型尤其是社会治理转型

鲜明地成为它的重要脉络 。 本

书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阐释了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社会变

迁以及社会治理转型如何推动

社会转型的实践路径 ， 不仅关

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变化中的

制度关联 ， 而且从社会治理转

型的视角折射社会变迁的逻辑

与机制 。 社会变迁必然会牵动

社会关系变化 ， 并引发既有秩

序及其内在动力源的调整 ， 进

而产生 “秩序与活力 ” 的平衡

问题。 这正是本书的核心议题。

打造一台“购物节”大戏，引燃消费热情
■ 晁钢令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疫情之下 ， 上海经济展现出
了坚强的韧劲 。 消费市场也在加
快恢复 ， 根据全市重点企业监测
显示 ， 3 月零售额比 2 月大幅增
长 41.3%， 其中 ， 购物中心和餐
饮行业日均营业额近一个月内分
别回升 35 个 （恢复率达到 56%?

和 29 个 百 分 点 （恢 复 率 达 到
78.1% ? 。 通过举办 “购 物 节 ”

活动或许能够刺激市民因疫情而
受到极大抑制的购物消费需求 ，

进而掀起新一轮消费热潮 ， 有力
促进消费回补和需求强力释放 。

“购物节” 一般是指在某一特
定的时间， 商业企业联合组织、 共
同参与的社会化集中促销活动， 政
府有关部门或行业组织有时也会参
与组织或予以配合。 在活动期间 ，

主要是以各商业企业开展较大幅度
的打折和优惠活动为主要内容， 同
时也有展览展销、 新品发布、 抽奖
赠券以及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相配
合， 从而形成全民狂欢、 集中购物
的热潮。 国外比较有名的购物节有
美国的 “黑色星期五”、 “超级星
期六”， 以及俄罗斯的 “网络星期
一” 等。 我国各大城市也有不同的
购物节， 而阿里巴巴集团利用民间
自发形成的 11 月 11 日 “光棍节”

的机会， 开展了 “双十一” 网上购
物节的活动，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国 “购物节” 的
标志。

上海原有的以线下促销活动为
主的 “上海购物节” 起始于 2007

年 ， 每年在 9 月中下旬举行 。 这
是一个嵌入在 “上海旅游节” 之中
的 “节中节”， 主要是想借旅游节
的人气和氛围， 开展商旅文一体化
的主题活动 ， 以放大购物节的效
应。 但也因为如此， 其本身的影响
力就减弱了 （因即时媒体的主要关
注度在旅游节?。 但购物的实际效
应还是不错的。 从已有 “购物节 ”

对市场销售的拉动效应来看还是比
较明显的。 2019 年 “双十一” 全
国的网上成交额高达 4101 亿元 。

线下商业企业也受益颇丰， 据有关
方面统计， 2019 年 “双十一” 期
间 ， 线下商业企业的客流增加了
50-60%。 “上海购物节” 的市场
效应同样也很明显， 2019 年 “上
海购物节” 期间， 上海主要的百家
商业企业营业收入高达 188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0.6%。

“购物节” 一般都会同一些节
日相联系 ， 如国外的 “黑色星期
五”、 “网络星期一” 都是在 “感
恩节” 的前后， “上海购物节” 也
是在临近国庆节时举办。 这是因为
节假日往往是人们愿意购物的最佳
时期 。 但也有人认为 ， 每年的 5、

6 月份和 9、 10 月份是适合举办
购物节的时期。 因为一方面气候适
宜， 人们愿意上街购物。 另一方面

正处于换季的时候， 人们需要购买
换季的服装和家居用品， 商家也愿
意甩买即将过季的商品。 笔者曾多
次建议出， “上海购物节” 和 “上
海旅游节” 不要同时举办 （在旅游
节时也可组织各种促销活动， 但不
要以 “购物节” 命名 ?， 这样就可
以提高 “上海购物节 ” 的影响力 ，

同时也能为全年增加一个新的购物
高潮。 而时机的选择可以是 12 月
下旬 ， 也可以是 5 月下旬 。 因为
从历年数据看 ， 这两段时间是人
们购物欲望最高的时期 。

当前， 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
或达到正常水平， 但人们的购物消
费欲望因疫情而造成的心理影响受
到了很大抑制， 尚未充分释放。 能

否通过举办 “购物节” 的活动来刺
激一下消费， 拉动一下市场， 形成
“消费回补” 效应 ？ 笔者认为是可
行的。 建议可在 5 月中下旬举办一
个以 “消费回补 ” 为目的的主题
“购物节” 活动， 以进一步推动市
场复苏 。 主题可用 “大地回春 ”、

“五月红” 等， 也可在一定范围内
征集相关主题。

此次购物节的举办同样应当是
政府和企业联手， 以策划一系列主
题活动的形式开展。 建议至少可举
办以下几项主题活动。

“购物节 ” 开幕式 。 同历次
“上海购物节” 一样 ， 在主要商圈
举办隆重的 “购物节 ” 开幕式活
动。 而这次开幕式上， 要鲜明地表
达出战胜疫情同时要复苏市场， 振
兴经济的主题， 激励企业和消费者
以行动来挽回疫情所造成的损失 ，

获取抗疫战斗的全面胜利。

慰问 “白衣天使” 活动。 这次
战 “疫 ” 医护人员作出了重要贡
献 ， 被人们誉为 “白衣天使 ” 和
“最可爱的人 ”。 可在这次 “购物

节” 中， 组织部分商家面向全市的
医护人员开展定向优惠销售活动 。

例如用发放 “优惠购物券” 或凭医
护证件享受大幅度优惠的做法， 吸
引广大医护人员前来购物和消费。

“首店 ” 品牌推广活动 。 这两
年 ， 上海大力引进国内外品牌的
“首店”。 2019 年上海新开设的全
国 “首店 ” 品牌有 217 家 ， 全球
“首店” 品牌有 20 家， 占全国的一
半以上。 “首店” 经济正是上海打
造 “上海购物” 品牌和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战略。 所以可在
此次 “购物节” 中， 专门组织 “首
店” 品牌的集中推广宣传活动， 向
消费者们介绍上海新引进的全国首
店品牌， 特别是全球首店品牌， 让
上海消费者能知晓和接受这些品牌。

儿童商品展示销售活动。 以迎
接 “六一” 儿童节为契机， 开展各
种各样的儿童用品展示销售活动 。

可组织集中的品牌展销会， 也可在
各大商场布置特定的展销场景， 还
可以组织各种互动性强的亲子游乐
活动， 以提高儿童商品的销售量。

夏秋流行色发布活动。 正值春
夏换季时期， 人们换季商品 （特别
是时装服饰? 的购买欲望很高。 在
此次 “购物节” 中， 适时地举办夏
秋流行色发布活动， 将有效地带动
流行服饰的销售。 同时， 也可同时
举办上半年的时装设计展示活动 ，

为换季商品的销售热潮推波助澜。

夜间经济复苏活动。 可在上海
几个最有影响的夜市商圈 （如新天
地、 老外街、 丰盛里等? 举办一些
活动， 以推动夜间经济的复苏。 也
可选择 “购物节 ” 中的一个周末
（如开幕式当天?， 在上海的主要商
圈延长商店营业时间至午夜 ， 使
“夜上海” 的热闹气氛重现申城。

为促使“购物节”产生更好的市
场效应，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商旅文相结合。在“购物
节”期间，要充分利用商旅文相结合
的方法扩大市场效应。 各旅游区和
主要景点要开展各种吸引游客的活
动。在南京路世纪广场、新天地等处
可组织各种演出活动，各商场、购物
中心也可开展相应的文化艺术活
动， 通过文化和旅游活动带动更多
的人气，扩大市场效应。

二是要线上线下交融共同推动
消费高潮。 在网上销售已经相当成
熟普及的情况下，“购物节” 必然是
线上线下共同举办的活动。 所以除
了上海的各购物平台应同时开展相
应的促销活动外， 各有条件的商业
企业或品牌商也应积极开展线上的
促销推广活动。

三是要做好相应的配套服务
工作。 如在必要的情况下可适当延
长轨道交通的运营时间 ；要组织好
安全保卫工作 ，特别是要坚持做好
卫生防疫的各项措施 ；认真处理消
费者投诉， 完善企业和社会的售后
服务体系， 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

《饱食穷民 》 （【日 】斋藤茂
男 著 ，王晓夏 译 ，浙江人民出
版社 | 活字文化 ，2020年1月 ）

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 ， 日

本终于走出了战后在生存线上

挣扎的饥荒时代 ， 然而生活水

平的提高并没有减少人们的焦

虑和不安全感 ， 仅仅是从 “贫

困中的贫困 ” 转变为 “繁荣中

的贫困”。 在这个不再为温饱发

愁的新时代依然陷入穷忙和债

务缠身的极限状态的人们 ， 被

称为 “饱食穷民”。 他们既是支

撑日本经济发展的 “企业战

士”， 又是这个残酷竞争社会的

牺牲品 。 本书是日本著名记者

斋藤茂男的代表作 ， 被认为是

描写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社会问

题的经典之作。

论 道

赋能新业态需要营造新生态

锐 见

购物节可形成
全民狂欢 、 集中购
物的热潮

策划一系列主
题活动为 “购物节”

增色

如何进一步扩
大 “购物节 ” 市场
效应

【核
心
观
点
】

◆ “购物节” 一般都会同一些节日相联系， 如国外的 “黑

色星期五”、 “网络星期一” 都是在 “感恩节” 的前后， “上

海购物节” 也是在临近国庆节时举办。 从历年数据看， 12 月

下旬、 5 月下旬是人们购物欲望最高的时期。

◆举办一个以 “消费回补” 为目的的主题 “购物节” 活动，

以进一步推动市场复苏。 可以策划一系列主题活动的形式开展，

如 “购物节” 开幕式、 慰问 “白衣天使” 活动、 “首店” 品牌

推广活动等。

◆从已有 “购物节” 对市场销售的拉动效应来看还是比较

明显的。 2019 年 “双十一” 全国的网上成交额高达 4101 亿

元。 线下商业企业也受益颇丰， 2019 年 “双十一” 期间， 线

下商业企业的客流增加了 50-60%。

《共有的习惯 :18 世纪英
国的平民文化 》 （ 【英 】 E.

P. 汤普森 著 ， 沈汉 / 王加
丰 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
纪文景， 2020 年 1 月）

霍布斯鲍姆盛赞的史学巨

擘， 社会文化史大家汤普森的

里程碑著作 。 《共有的习惯 》

对 18、 19 世纪英国社会的乡规

民俗进行了再考察， 对于当年

贵族与平民的关系、 乡间的风

俗作了深入的描绘。 作者独特

的 “道德经济学” 的观点有助

于我们破除理性经济人的迷思，

探索人性的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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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促消费组合拳

当供给侧或需求侧受各种因素
影响， 发生结构性变化后， 经过一
段时间的互动和磨合， 往往会形成
一些新的供需结合方式 ， 即所谓
“新业态 ”。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 无人制造、 免接触配送、 在线
消费、 直播带货、 视频会议、 远程
医疗等新业态逆势飞扬， 就是很好
的说明。 从产品或服务的角度看，

新业态的 “新” 可能是内容本身 ，

也可能是呈现的形态； 可能是提供
方式， 也可能是形成的逻辑。

新业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

而是源于供给与需求的双螺旋互
动。 在新业态形成的过程中， 良好
的产业生态起到了 “润物细无声 ”

的作用， 能够提供条件保障， 赋予
行动能量， 激发主体愿望， 引导创
新行为， 从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新生态需要 “结网增效 ”。 生
产要素的快速流通和高效转化是新
业态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 因
此， 部署和建设高效能的社会传输
体系势在必行 ， 一要加快布局 5G

网络、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 物
联网、 数据中心等 “新基建 ”， 形
成高速互联的网络信息设施基础 。

二要着力解决城市、 园区等重要节
点之间的快速通勤问题。 增强网络
的连通性能和坚韧度， 为新业态发
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生态需要 “数据赋能 ”。 新
业态大多出自数字经济领域， 对于
数据资源有天然的偏好和依赖。 建

设高效能的数据中心 ， 推动跨行
业、 跨区域、 跨领域的数据标准化
采集和共享设计， 开发利用政府和
公用事业部门沉淀的海量公共数据
和 “准公共数据 ”， 可以为新业态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能量。 此外，

算力提升、 算法更新以及应用场景
构建是数据赋能的利器， 也应成为
新生态功能性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

新生态需要 “精准服务 ”。 新
业态的发展往往 “其作始也简， 其
将毕也必巨”。 在由简到繁 ， 从易
至难的每个阶段， 都需要专业化的
创新服务。 在新业态形成初期， 创
业投资、 管理咨询、 孵化等可以帮
助企业渡过最初的难关。 当业务结
构日趋复杂， 技术需求增加后， 技
术培训、 知识产权服务等可以助企
业一臂之力。 当新业态企业达到一
定市场规模 ， 出现更大资金需求
时， 融资策划和上市辅导等成为其
新的服务需求。 高密度和高能级的

创新服务业是新生态的重要特征 ，

需要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

新生态需要 “科学治理 ”。 伴
随新业态而来的 ， 不仅有新产品 、

新服务和新模式， 还有大量新技术
的使用。 有的新技术不太成熟， 如
果使用不当， 可能会产生社会负效
应。 另外， 在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
下 ， 一些新技术应用于具体领域
后， 超出了既有政策和制度设计的
预设范围， 形成了对社会秩序、 商
业道德及科技伦理的冲击和挑战 。

譬如， 无人驾驶汽车在紧急突发情
境下， 选择被迫撞击对象的计算规
则设定问题。 另外， 一些新商业机
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收集和分析
涉及用户隐私的消费行为数据。 要
应对这些新问题， 及时且有效的政
策和制度供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新生态好比一个 “大花园 ” ，

既要尊重气候条件、 地理环境、 水
土等自然存在及规律， 也可以通过

选种、 培土、 施肥、 修剪、 除草等
人工干预手段 ， 促使其更好发展 。

营造新生态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 并赢得广泛的社会响应和
支持。 这样， 才能迎来新业态竞相
绽放的满园春色。

新业态能否可持续发展， 必须
符合 “多快好省 ” 的要求 ， “多 ”

指的是为顾客提供更多选择机会 ，

满足其个性化需求。 “快” 体现在
对顾客需求的响应速度， 从捕捉需求
信息， 到产品实现或服务完成， 瞬间
就位。 “好” 强调的是品质， 要从供
给侧的 “千军万马” 中脱颖而出， 必
须保证需求侧的良好消费体验 。

“省” 既指向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也
有让消费者 “省心省力” 的含义。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教授、 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

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上海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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