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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7 年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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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带动的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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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总额也从“千亿

级”跨越至“四千

亿级”。

交流和融合，

是近年来购物节活

动 内 容 的 演 变 趋

势，也是宁波商贸

业发展的关键词。

数据速读

大聚焦·FOCUS

因时而变，宁波商贸驶向新航道
——从12届购物节看零售业转型

记 者 徐展新
通讯员 姚 珏

12，常常象征着一个轮回。
对 于 肖 杰 来 说 ， 过 去 的 12

年，也是他在零售行业“拼杀”的
一个轮回。卖麻辣烫、做饮品、管
理便利店，他见证了宁波零售业和
消费市场的起伏变迁。“从 2007年
初在天一广场边开店，到如今淡出
行业一线，亲历的故事太多，看到
的变化也太多。”肖杰说，“如果用
一条主线串联起来，那无疑是‘购
物节’。”

2007 年 7 月 28 日，宁波首届
购物节开幕。此后 12 年，它从未
中断，伴随着一批又一批从业者成
长，在宁波树立了大型消费节庆活
动的标杆。

12年增长12倍
购物节与宁波共成长

回溯 12 年前的场景，肖杰记
忆犹新。“当时的购物节只限于海
曙区域，但轰动效应辐射全市。那
段时间，宁波零售业发展很快，消
费者都愿意掏出钱包，参与这场前
所未有的大集市。”肖杰认为，这
场选址于宁波商贸核心区域的购物
节，既占天时，也有地利，更有人
和。

的确，2006 年至 2010 年是宁
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最快的
五年。2007 年，全市社零总额首
破千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17.3%。
首届购物节也应运而生，7天实现
销售额 4.5亿元。到 2010年，全市
社零总额已达 1704.51 亿元，依旧
保持 19.2%的高增长，那年的购物
节已冠上“宁波”之名，商务和旅
游部门均参与主办，首次将时间拉
长到1个月，实现销售额25亿元。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这
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家实行
富民惠农政策，启动扩大内需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催生了一大批高收
入阶层和中等收入家庭，让消费成
了提高生活品质的新风尚。“透过
那几届购物节，能观察到宁波商贸
业发展的整体趋势——购买高质
量、高档次商品成为时尚，私人轿
车、住房及高档次饰品、金银珠
宝、高档家用电器日益普及，由汽
车带动的成品油消费大幅增加。此
外，一批城市综合体、商圈、特色
街出现，带动了购物、餐饮、旅
游、交通、信息业的发展。”该负
责人说。

欣欣向荣的市场背后，新的
“挑战者”正在摩拳擦掌。2009 年
和 2010 年，宁波先后获得“电子
商务十大创新创业城市”“中国电
子商务最具创新活力城市奖”两大
奖项，电子商务崭露头角。此后，
全省电商换市大幕拉开，“新零
售”概念提出，对实体购物节带来
了一定冲击。

对照近 5 年的购物节“成绩
单”，其带动的销售收入从 2014年
的 39.1 亿元增加至 2017 年的 53.6
亿 元 ， 个 别 年 份 增 幅 一 度 低 于
10%，之后又反弹到14.2%。

销售数字的变化，反映了线
上、线下商家的摩擦与碰撞。究竟
是线上平台的低廉价格、快速配送
体系更吸引人，还是强互动、强体
验的线下门店更容易获得青睐？

肖杰的耳边也常听到质疑声，
有的来自顾客，有的来自同业：

“购物节真有必要搞下去吗？实体
商业还有发展潜力吗？或许应该尽
快换阵地，赶上互联网的潮流。”

他的选择是退出。“这一行业
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或许不再适
合我这样观念传统的零售人了，这
是年轻创业者的舞台。”肖杰的自
嘲，也是许多上一代从业者的心
声。

从 2007 年到 2019 年，宁波购
物节带动的销售收入增长了约 12
倍，宁波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
从 “ 千 亿 级 ” 跨 越 至 “ 四 千 亿
级”。体量的增长固然可喜，但内
部结构的调整、新旧事物的更替更
值得关注。

加速业态融合
传统节庆“百花齐放”

这段时间，宁波购物节正如火
如荼举行。据了解，今年的购物节
8 月 1 日开幕，设置促销活动 159
项，涉及零售、餐饮、住宿、旅
游、文化、体育等领域，划分文化
主题、亲民惠民、线上线下联动、
商银商旅商文商体互动 4个主题板
块。“除了常规促销，我们将更多
精力用在跨区域配合、文商旅融合
上，推动传统节庆‘百花齐放’。”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交流和融合，是近年来购物节
活动内容的演变趋势，也是宁波商
贸业发展的关键词。

三年前，宁波购物节第一次将
覆 盖 范 围 扩 大 到 全 市 各 区 县

（市），开闭幕式也频频选址北仑、
镇海、余姚等地。今年的购物节，
鄞州和海曙依然是举办活动的“大
户”，合计举办 65 项活动，但北
仑、镇海、宁海、余姚、慈溪也齐
头并进，举办活动均超过10项。

得益于此，一批距离核心城区
较远的商业体进入视野。

今年 7月，腾讯旗下的“腾讯
位置”统计了宁波 120个购物中心
一周的总客流量，发布了一份“宁
波购物中心热力榜”。杭州湾世纪
金源购物中心、余姚万达广场、镇
海新城吾悦广场、余姚银泰城、象
山涌金广场进入榜单前 15 名，特
别是世纪金源购物中心 （第 3 位）
足以和天一广场、鄞州万达掰掰手
腕。虽然该统计报告的信息来源单
一，不能完全采信，但也从侧面展
示了宁波商业版图的扩张趋势。

同时，节庆活动的边界也越来

越模糊——鼓楼的老建筑成为葡萄
文化节的举办地，以海鲜闻名的白
沙码头玩起了“旅游音乐”，新锐
业态集聚的镇海新城吾悦广场则发
起一场甬菜传承活动。围绕“七夕
节”和暑期，各类文化体验活动、
娱乐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购物节
办了十多年，早就不只是‘购物’
这两个字了，要让顾客边玩边消
费，边互动边消费。”一位参与海
曙恒一广场“七夕米粉节”的商家
告诉记者。

在宁波，商贸业的跨界融合已
成为大势所趋。银泰、二百、新华
联都迈出了业态调整的步伐，苏宁
推出宁波首个“生活广场”，杉井
奥特莱斯则与太平鸟等服装企业合
作探索零售全场景。各大商场里，
新兴商业业态也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首家“小红书”线下店入驻万
达，“三只松鼠”开设线下“投食
店”，京东与五星电器联合打造

“无界零售体验店”，一次次刷新人
们对零售的认知。

去年，市商务局发布了批发零
售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按照
该计划，到 2020 年实现商品销售

总额30000亿元、社零总额5400亿
元，创建 10 个城市智慧商圈和 30
条商业特色街区。“目标已经确
定，商贸业转型步伐还需加快。”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既要夯
实基础，也要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消费体量庞大
商贸业升级正当时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提出，要深挖国内需求潜
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
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
费。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
政策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促消费的举
措。

从中央到地方，消费作为经济
增长第一动力的重要性正在形成共
识，这也是宁波连续 12 年举办购
物节的最大动力。

作为长三角地区南翼的经济重
镇，宁波消费市场体量庞大，今年
上 半 年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达
2012.3亿元。但和上海、苏州、南
京、杭州相比，宁波依旧落后一
步，上海上半年社零总额已突破
6000亿元。

根 据 WIND 资 讯 展 示 的 数
据，宁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全国排第五位，但人均消费支出
和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之 比 仅 为
61.1%，消费的动力仍不够强劲。
此外，2014 年到 2017 年，宁波的
存贷比一直在全国 26 个重点城市
中排名第 24 位，居民可支配收入
部分较高，同时也意味着消费趋向
偏保守，仍有潜力待挖掘。

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尹秋
平做过这样的判断——充分刺激宁
波市民的消费动力，需要“五朵金
花”，分别是“有钱花”“有地花”

“ 放 心 花 ”“ 开 心 花 ” 和 “ 敢 于
花”。“考虑到宁波人更愿意存钱而
非花钱，我们将重点放在‘有地
花’‘开心花’‘放心花’三个方
面。”尹秋平说。

当前，我市正研究出台《国际
消费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初步
规划打造泛三江口国际消费中心，
初步构想将江北沿江地块定位为

“ 最 国 际 ”， 将 鄞 州 （原 江 东 区
域） 定位为“最时尚”，将海曙的
中心城区定位为“最宁波”，梳理
出宁波消费市场的层次与特色。
这份仍在完善中的 《意见》，为宁
波商贸业新一轮的调整升级指明
了方向。

“想在和上海、杭州的竞争中
赢得优势，宁波要发挥外贸优势引
入更多全球性的品牌商，设立更多
免税运营机构。还要深耕传统文化
的沃土，把宁波故事讲好，让宁波
形象立起来。”业内人士分析。

行业变革的大环境下，连办
12 年的宁波购物节是记录历史的
载体，也是观察变化风向的窗口。
因时而变，宁波商贸正驶向一个全
新的航道！

来自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的
最新信息，7月份，宁波市区居民消
费 价 格 总 水 平（CPI）同 比 上 涨
2.6%，较上月提高 0.2 个百分点，但
增幅仍低于全国平均0.2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6.2%，非食品
价格上涨 1.8%；消费品和服务价格
均上涨2.6%。

居民感受最直接的食品中，菜
价、肉价、蛋价都上涨了。其中，鲜瓜
果、猪肉、鲜菜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33.3%、26.5%、8.1%；禽肉类、鲜奶和
鸡蛋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3.7%、3.4%
和3.2%。随着8月1日起东海伏季休
渔部分解禁，鱼虾等水产品价格提
前降下来了。7月份，海水鱼、虾蟹类
价格同比分别下降6.2%和5.4%。

环比来看，7 月份，猪肉、虾蟹
类、鲜菜、鸡蛋价格分别上涨 9.9%、
8.5%、7.4%和 6.6%，鲜瓜果、海水鱼
价格分别下降10.9%和1.0%。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五涨二
降”。其他用品和服务、教育文化和
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5.0%和 4.4%，生

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价格分别
上涨 3.6%和 2.6%，居住价格上涨
1.1%，交通和通信、衣着价格分别下
降1.0%和0.4%。

7 月份，宁波市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PPI）同比下降 2.1%，降幅
较上月扩大 0.5个百分点，已连续 3
个月呈现下降态势。全市调查的 35
个大类行业价格，同比由上月“17
降 16 涨 2 平 ”转 为“20 降 13 涨 2
平”。下降影响力居前三位的分别是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分别下降
17.3%、3.8%和 3.8%，共拉动 PPI 同
比下行2.3个百分点。

有关专家认为，一段时间以来，
猪肉、水果、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
虽然有所上涨，但市场供应是有保
障的，社会各界不必过分担忧。随着
夏季应季水果大量上市，以及 9 月
16 日东海全面开渔，鲜果、海鲜价
格有望走低。

（俞永均 戴璐璐）

7月宁波市区CPI
同比上涨2.6%

正在销售饰品的外国商户。（徐展新 摄）

购物节期间，宁波消费氛围浓厚。（徐展新 摄）

俞永均

购物节已成为宁波的一场消
费盛会。有数据显示，从 2007
年创办至今，宁波购物节带动的
销 售 收 入 增 长 了 约 12 倍 ， 仅
2017 年就带动商家实现营业收
入53.6亿元。今年，宁波购物节
还与消费促进月相结合，安排了
159 项促销活动，周期延长到 1
个月，并新增了 2019 购物节嘉
年华系列活动。

“畅享购物，夏逸宁波”，是
今年购物节的主题，也道出了购
物节创设的宗旨。作为一个实体
活动，购物节主要通过商业体

（单位） 之间的跨界联动，立足
便民利民的创新体验，把老百姓
的注意力从电脑前唤回商店里、
马路上，重塑更加鲜活的购物消
费体验。

那么，走过 12 个年头的宁
波购物节，如何在消费迭代升
级、新消费强势崛起的新背景
下，起到更好的引领作用？

一要跳出商贸办购物节。随
着宁波经济步入“万亿 GDP”
时代，市民消费更趋多元化，特
别是文化、旅游等精神消费的比
重增加。为此，购物节既要热闹
又要精耕细作，满足市民在购物
的同时又有社交和娱乐，顺应文
化与体验相结合的变革。事实
上，近年来文商旅一体化趋势加
速，像青岛的城市购物节吸引了

当地出版集团的加盟，重庆夜游
市场的火热带动了当地文化、饮
食、购物等方面的消费。

二要把重大节庆活动串联起
来。为了让购物节成为拉动地方
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各地都在
创新思路，其中嫁接大活动是一
个选择。比如，2018 上海购物
节从 9 月 28 日开始到 11 月 11 日
结束，其间刚好举办首届进口博
览会，有效打响了上海购物品
牌；2017 厦门购物嘉年华以金
砖会晤为契机，为厦门市民和各
地游客展示五国风采，既提升了
商业品牌影响力，又营造浓厚的
购物氛围。宁波购物节能否与 6
月举行的中东欧国家博览会联
动，让中外宾客充分享受宁波这
座千年古港的浓厚商业氛围？

三要积极挖掘购物节大数
据。随着“80 后”“90 后”消费能
力增强，他们带来了新的消费理
念，这个群体更容易被新兴购物
节吸引。为此，参与购物节的商家
要在消费者体验购物流程后，利
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对其购物心
理、潮流动态等进行跟踪对比，投
其所好，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和定
制化产品，培养忠实客户群体。

四要用好购物节这个消费
“风向标”。从全国来看，目前上
海、天津、重庆、青岛、大连、
厦门等大中城市都在举办自己的
购物节。宁波商贸企业要关注各
地购物节动态，充分挖掘节日潜
能，如天津购物节从 8月份持续
到 10 月份，贯穿中秋、国庆、
重阳等重要节日节点。同时，研
究跨界联动的新机遇，不断提供
新的商业服务产品。

让购物节
引领宁波新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