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放大“徐州商圈”效应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梁伟

徐州市商务局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推动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高质量发展。徐州，作

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是区域消费链条上的关键枢纽。在今年的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支持徐州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提升“徐州商圈”集聚效应等被列入 2023 年重点工作。围绕建设淮海经济区之首、长三角北翼的现代国际商都，打造立足

淮海、引领苏北、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特色化、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标，徐州正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丰富消费体

验，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推动消费市场有序发展，让“消费”成为徐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徐州商圈”能级持续提升

近年来，徐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力和辐射力日益增强，在消费领域尤甚。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 2012 年以来除

2020 年受疫情冲击外，始终保持增长态势，居淮海经济区首位。2022 年，徐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4102.7 亿元，增长 1.6%，

高于全国 1.8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1.5 个百分点，在全省四个国际消费中心创建城市中增幅第 1、总量第 3。

中心商圈辐射力不断提升。以彭城苏宁广场、徐州金鹰、云龙万达、经开区环球港等为代表的高端商场，以宜家家居、奥

特莱斯等为代表的特色商场，和以彭城壹号、回龙窝等为代表的时尚街区，提升了徐州消费辐射力。以全省第二大商圈——彭

城广场商圈为例，其消费辐射半径由 2015 年的 100 公里扩展至目前的 150 公里，辐射淮海经济区 10 城；商圈中的苏宁广场、

金鹰国际 2 家企业重大节假日外来消费最高占比超 50%，比 2015 年提高了 20 个百分点（通过会员消费统计）。力争到 2025 年，

商圈商业辐射半径达 200 公里，区域商贸中心首位度从 1.36 提高到 1.8。

消费活动影响力明显增强。围绕居民消费提质转型升级新趋势，“市县区、政银企、内外贸、线上下”联动，汇集“政府+

报业+商家”三方资源，以“品质生活”为主题，聚焦“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着力打造“淮海新消费”活动品牌。2022 年成

功组织“夏夜生活”“金秋惠购”“乐购冬日”等系列消费促进活动，开展专题促消费活动 1500 余场，发放家电、餐饮、零售、

汽车等各类消费券共计 3 亿余元，直接拉动消费超过 60 亿元，有力消减疫情影响，实现全市消费市场企稳回升。

消费平台载体日益完善。目前，徐州共有 1000 平方米以上商场 58 家，其中市区 10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 4家。

中心商圈拥有 7 家在营、2 家正建大型商场，成为淮海经济区规模、档次首屈一指的中央商务区。云龙万达广场、新淮中心、泉

山三胞广场、铜山万达广场、壹方城、经开区环球港等集商业、旅游、文化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以及彭城壹号、回龙窝等为

代表的时尚街区，接连推进落位，与中心商圈共同把传统的购物场所变成游、购、娱的嘉年华，辐射淮海经济区。

新消费场景持续培育发展。首店、首发等新兴消费业态发展良好，金鹰、苏宁、杉杉奥特莱斯等商业体不断集聚名品、名

店品牌，培育夜食、夜娱、夜秀、夜展等延时消费场景。依托淮海国际博览中心建设，着重发展集聚人气、带动餐饮、住宿、

交通、旅游等方面发展的会展经济，如举办新能源车展、农博会等一批影响力大的展会，推动“会展+贸易”“会展+商贸流通”

跨界融合，构筑会展消费新场景。

对标创建找准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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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标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新进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提升中心商圈辐射范围、集聚能力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将

以问题为导向，为下一步工作谋划与开展找准方向。一是商贸流通业整体规模仍不高。传统商贸仍占主导，电子商务、会展等

就业弹性较大的新型商贸流通业占比过小。本市商贸企业主要从事批零、餐饮等传统经营，业态创新转换跟不上形势发展，难

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潜力。缺少规模大、起点高、效益好、核心力强的商贸流通业，中心商圈超 20 亿的实体零售企业

仅有一家。二是促消费方式相对单一。三年来，主要以减税降费、消费券、满减优惠等促消费方式为主活动措施轮番推出，但

受居民收入预期不佳影响，整体消费行为更加谨慎和理性，制约消费增长，市场信心恢复仍需时间。三是消费国际属性仍偏低。

作为老工业城市，缺少地产优质消费品，对外输出消费品基础薄弱；外贸体量在全省 4 个创建城市中偏小，进口总量仅占进出

口的 15%；与宁、苏、锡相比品牌集聚度较低，优质名品消费供给资源不够集聚，影响了区域中高端消费支出资源集聚。

多维推进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围绕城市繁荣度、商业活跃度、消费舒适度、政策引领度等方面，徐州正加快谋划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方案，以培育新

消费、新供给、新动能，巩固淮海经济区商贸中心城市首位度。

完善消费载体，实现消费硬件提升。继续培育特色核心商圈，布局高品质消费基础设施，推动高端要素资源加速汇聚；多

渠道扩大特色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做强消费品集散平台，高标准培育建设一批高品位的文体娱乐、艺术收藏、购物休闲、餐

饮美食等商业特色街区。加快德基广场、君太百货、文庙等重大商贸项目建设进度，力争顺利竣工营业。

增加消费供给，促进消费内涵提质。引进高端商贸企业、品牌店、特许经营、进口商品直销等新业态，培育“买全国、卖

全国，买全球、卖全球”的商业贸易功能，指导中心商圈企业进一步加大国际名品引进，提升区域品牌集中度。以国家级社区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为契机，建设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

圈，构建适应消费需求发展变化的新型社区商业场景，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发展多元消费，加快消费创新提速。全面推进会展消费、繁荣夜间消费、发展数字消费、拉动大宗消费，发展电子商务、

数字文化服务创新等信息消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加大政策支持，加强“同线同标同质”工作推进，开展“超级产地日”、

直播产地专场等线上线下联合营销活动，助企打造地产名片，拓展国内销售渠道；更大力度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培训，培育一批

跨境园区、孵化基地，推动有需求的企业加快布局跨境电商进口业务，做大跨境进口交易规模，促进消费升级。

培育特色消费，丰富徐州品牌内涵。围绕“淮海新消费”继续开展促消费活动，丰富商文旅消费内涵，实施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三品”战略，培育本土消费品牌，特别是老字号品牌。发挥老字号在建设自主品牌、全面促进消费、坚定文化自

信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老字号企业参加“网上年货节”“唱响四季”等消费促进活动。盯紧重要节日节点，组织发动全市各

经营主体开展丰富多样的促消费活动。以创建国际美食之都为抓手，放大彭祖伏羊节影响力，助力餐饮业、旅游业等关联产业

发展繁荣。

打造消费环境，增强舒适消费体验。建立“徐州商圈”协调管理机制，为区域内外消费者提供更优良的购物环境。加强国

际消费便利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徐州综保区、保税物流中心、航空口岸、铁路货场、国际邮件互换局等海关监管场地运营能

力。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加强商品质量、食品安全、市场秩序综合监管和治理，加快培育一批放心消费示范

企业、示范商圈、示范餐饮、示范景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打造放心消费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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