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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业步行街发展思路探讨 

曾庆均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摘要】:本文在分析重庆商业步行街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商业步行街对重庆城市及商业发展的影响与作

用，并从搞好商业步行街建设发展规划、错位经营等方面讨论了都市区商业步行街发展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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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重庆市都市区商业步行街为例，谈商业步行街发展的基本思路。重庆直辖市在统计口径上分为都市区、渝西经济走

廊和三峡生态经济区。都市区是重庆直辖市的市域中心城市，是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总面积 5473平方公里，常住人

口 627.16万人(2004年年末人口)。 

重庆商业步行街的发展现状 

商业步行街在重庆的发展，存在其客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随着重庆直辖，经济飞速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体闲与

购物相结合的“一站式消费”作为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逐渐被人们接受，消费者在购买选购商品时更趋于选择卖点集中并有充

分消费选择权的“街”。而重庆都市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它不能围绕单一的中心的发展，决定了它要以“多中心，组团式”商

业结构发展。因此在重庆市的商贸发展中，围绕渝中区、沙坪坝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南岸区，相继形成了解放碑、沙坪坝、

观音桥、杨家坪、南坪五大商圈，而每一个商圈又带动了一条或几条商业步行街的发展。重庆商业步行街大部分是原先基础良

好的商业街区，后来将机动车道路改建为步行道或者修建公园和广场作为连接，其建筑格局、商业布局等基本延续多年来已经

形成的风貌。 

重庆都市区商业步行街，大体存在五种类型:历史上形成的，城市中心区和城市区域中心的商业步行街是城市名片，体现城

市繁荣，如解放碑商业步行街;城镇化建设后，为消费需求的增长、市场发展的需要而兴起的商业步行街。如江北商业步行街，

沙坪坝三峡广场，杨家坪商业步行街等;专业商品街和服务性街区，如女人街，好吃街，北滨路，南滨路等;旅游观光体闲步行

街，尤其是有很长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古城镇，如磁器口商业街等;室内商业街。如南坪浪高地下商业街，北城天街 MALL等。 

重庆都市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特有的“多中心、组团式”的商业格局。每一个商圈都成就了一条或多条商业步行街，

每一条商业步行街也可能带动一个商圈的形成。重庆最大的几条步行街区正是处于几个组团的商业中心位置，且每个街区或者

商圈又融合了多种类型的小型特色商业街。以观音桥商业街为例，以三个特色市场吸引消费各最具人气的体闲及购物地带，江

北新嘉陵公园、金源不夜城及相连的市民广场;扼守在观音桥门户的近 3万平方米的协信黄金海岸商业街，以餐饮、娱乐、购物

为主;各种大型商场、百货的聚集地北城天街地带。新世纪、茂业、香港城、北京华联、远东及北城天街购物广场等聚集在此，

与欧式一条街形成了购物、饮食沿线。其繁华程度直逼解放碑。在业态上，观音桥步行街也较丰富，除重百、新世纪、家乐福

等外，远东百货提升了当地百货业档次，香港城增加了时尚流行度，永辉超市则满足了市民居家生活的需要。该商圈还将大力

发展便利店、折扣店等新型业态。金源不夜城和北城天街这两个大型室内商业街就是在江北步行街街区。金源不夜城是我市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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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最大的集餐饮、娱乐、体闲于一体的大型地下商业街，面积 4.6 万平米。北城天街已成功引入商家数百家并划分了五个功能

区。观音桥商步行街不仅仅是要将本区人流固定，更要引领重庆消费潮流，具有商业购物、文化体闲、酒店餐饮、金融贸易、

商务办公等功能的城市综合区。 

都市区商业步行街也存在一定问题，如百货商场、大型超市扎堆淘金，导致业态单一;各大商业步行街内大型百货商场过多，

专业店和专卖店经营规模明显偏小;步行街越建越大，导致人流、车流不畅等。 

商业步行街对城市及商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一)商业步行街是城市的商业文化名片 

商业步行街是城市繁荣的象征，是城市运营的点睛之笔，是提升重庆城市形象，打造城市亮点的重要举措。正如解放碑商

业步行街，有着“西南第一街”的美誉，俗语说不到解放碑就等于没有来过重庆。可见，解放碑正是重庆的一张商业文化名片。

商业步行街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实力的象征，更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一个显著特征。国外如伦敦的牛

津街、巴黎的香榭丽舍在街、东京的银座等，国内如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等，这些著名的步行街已经成为其国际大

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商业步行街已经成为一个地区展示其城市形象与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城市中的亮点所在，具有城

市名片的作用。 

(二)重振原有商业中心并带动各组团新一轮发展江北商业步行街、沙坪坝三峡广场、杨家坪商业步行街、南坪商业步行街

的兴起带动了几大商圈的飞速发展，创造了许多重庆的商业神话。还有正在筹备中的大渡口商业步行街，都是想通过步行街带

动各组团商业的发展。 

(三)改变了城市单一中心化的格局 

步行街对重庆商业结构更新改变了单一购物结构，通过发展旅游文化等多种功能，提升了城市生活品质。强化了重庆各组

团的价值和凝聚力，改变了城市单一中心化的格局。 

(四)步行街对城市文化提升与再造影响较大 

商业步行街所倡导的不仅是城市文化的堆砌或变迁，它蕴藏着文化移植、文化嫁接、文化转换的城市发展，因此步行街将

商业文化提升为社会文化层次。如三峡广场、三峡景观园、名人雕塑园、绿色艺术园、体现出浓郁的巴渝文化特点。 

(五)功能定位上仍只停留在购物消费等单一层面 

特别是主城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商业中心区，国际商务、会展等功能不突出。在空间布局上，部分商业中心没有将商住功能

相对分离，显得起点和档次不高，不利于商业气氛的营造，服务也比较落后，如电子商务等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仍没有在商业中

心区广泛普及开展。 

(六)提升重庆市流通产业的有效载体 

流通产业是 21世纪最有潜力的产业。商业步行街造就了商业中心，是产品交换与消费的终端载体，打造商业步行街区，有

利于整合流通产业链，极大的改善商业空间布局，促进重庆市商贸流通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增强商贸流

通中心的聚集和辐射效应。特别是商务中心区的形成，有利于吸引世界 500 强企业及国内国际金融，中介等现货服务企业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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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扩大对外开放，加快重庆国际化起程。2005年，重庆商业中心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05.77亿元，占全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 60.53%，初步显示了聚集效应。 

(七)城市功能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城市是经济活动的载体，也是居民生活的物质空间。从这两方面来看，都离不开商业步行街区这一重要的配套。商业步行

街区加速了金融，保险，信息，贸易等现代服务业集聚，是城市生产企业展示形象，交换产品，交流信息的最佳场所，是连接

生产与消费，产品与市场的重要载体，也是城镇居民物质享受和精神追求的地方。 

都市区商业步行街发展基本思路 

重庆都市区是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布局结构，而每个中心就可能创造一个商业步行街，当然一个成功的商业步行街也可

能造就一个中心，一个商圈。 

(一)完善商业步行街的建设发展规划 

要根据错位发展的原则，明确功能定位，根据区位条件、人口流量、产业支撑、各种软硬件环境和地方文化等，确定各个

商业步行街的功能和分工，避免功能重复，造成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要把商业步行街区的建设融入城市景观建设，使得商业

步行街真正成为现代城市和风貌展示区和城市亮点，起到“城市名片”的作用。不能急功近利，要留足公共文化体闲及绿化用

地，突出生态环境功能。要把商业步行街区的规划建设与城市旅游产业和发展结合起来，既要有看点，又要留得住人，把城市

旅游与购物、体闲及文化娱乐融为一体。商业步行街除了其它软硬件设施配套外，要配套适合高级白领特别是商务人员居住的

高档时尚住宅和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国外的商务中心区高档住宅用地的比例一般占总用地面积的 30%左右。 

(二)合理布局商业步行街的空间 

重庆主城区城市布局的多中心，组团式，决定重庆商业中心区的空间布局不能像平原按照“中地理论”向四周展开，形成

圈层结构。而只能按照“通道辐射”原理，以交通干线、交通枢纽、城市组团、居民点等为依托进行空间布局，形成层级结构。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商业步行街区内部要形成便捷的交通网络体系和完善的附属设施如停车系统。 

(三)加强市场监管营造诚信消费环境 

诚信与品牌是商业步行街区的软环境基础，加强诚信与品牌建设是建设商业步行街文化、打造商业步行街区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手段，为此，建议做好以下工作:加强市场监管与调控，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方便、公平、放心”的消费市场环境;

切实加强商贸企业的培训，提升商业步行街区附加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通过各种渠道，围绕“诚信”、“时尚”、“文明”等元素

各种宣传，有效提高商业步行街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四)错位经营 

在商业竞争的新形势下，错位经营应是重庆商业步行街发展的根本出路。 

1.步行街与步行街之间的错位经营。首先，街与街之间规划要错位。无论是改造还是新建商业步行街都是要规划先行。街

与街之间规划实现错位的最关键因素是要实现错业规划，实现行业间的错位，从而有效避免同业的过度集中所带来的恶性竞争

的后果。其次，街与街之间定位要错位。商业步行街街的准确定位是决定商业街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与其他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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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街错位经营的重要因素。再次，街与街之间特色要错位。商业步行街的特色就是高度专业化，以满足消费者的特定需要为

鲜明特征，在根本上实现了与其他商业街的错位经营。如女人街，好吃街，磁器口商业街等。最后，街与街之间风格要错位。

商业步行街的风格是指整体格调和形象，商业步行街应保持和树立独特统一的建筑风格。哈尔滨中央大街以俄式建筑风格最为

鲜明;南京夫子庙商业街从明末清初青砖、桶瓦、歇梁、飞檐的建筑风格中，可以透视到南京十朝古都的商业文化。 

2.商业步行街内店与店之间的错位经营。首先，街内店与店之间业态要错位。街内店与店之间应充分考虑到业态间的竞争

力和亲和力，购物中心、百货、超市、专卖店、餐饮、体闲、娱乐、文化的业态组合应错位合理。其次，街内店与店之间商品

要错位。街内店与店之间经营的商品特别是主力商品特色要鲜明。再次，街内店与店之间服务要错位，这个错位具体体现在优

质化、人性化、诚信化等诸多方面，是突出服务特色，实现服务错位的重要手段。最后，街内店与店之间营销要错位。伴随着

商业微利时代的到来和竞争的加剧，打折成为店与店之间最为普遍的促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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