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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集聚品牌资源 提升产业能级 引领消费潮流

多地做强“首发经济” 解锁流量密码

� � � � 5月 10日，2023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在上海开幕，活动主题是“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品牌新力量，品质新生活”。 图为在南航展台，工

作人员佩戴 VR 设备展示体验过程。 CNSPHOTO提供

品牌好故事 品质新生活

� � � �眼下，“首发经济”正在成为吸引消费的

“流量密码”，更是消费创新的重要体现。 近

日，2023 国际消费季暨第四届上海“五五购

物节”共同启动。作为购物节标杆活动之一，

2023“上海全球新品首发季”也同时开幕。据

悉，在活动期间，预计有逾 150 家首店旗舰

店抢滩上海消费市场，近 300个国内外品牌

举办首发活动。 不仅如此，随着多地政策的

推动，“首发经济”在全国多个城市呈现出欣

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展现首发魅力

从潮奢聚集的南京西路，到旗舰店扎堆

的淮海中路； 从融合艺术与时尚的新天地，

到兼顾商业和文化特色的静安寺……一直

以来，上海都是首店云集之地。2023“上海全

球新品首发季”活动期间，很多品牌开设首

店、首发新品，掀起“首发经济”热潮。

早在首届“五五购物节”期间，上海首创

“全球新品首发季”活动 IP，经过四年积累，

该活动已经成为上海发展“首发经济”生态

的一个重要平台。 数据显示，2018 年初至

2022 年底， 上海引进各类国内外品牌首店

达到 4881 家，平均每天新增约 2.7 家，其中

全球首店或亚洲首店 77 家、 全国首店 925

家，数量和质量稳居全国第一。仅在 2022年

全年，上海新增各类首店达到 1073家。

值得一提的是，为助推“首发经济”健康

发展，上海已连续三年发布“本市年度‘首发

经济’活跃指数”，从竞争力、成长力和影响

力维度开展客观评价。 2022年度上海“首发

经济” 活跃指数为 87.7， 其中竞争力指数

87.01， 成长力指数 87.87， 影响力指数

88.44。

专家表示，在政策+活动的有效机制推

动下，“首发经济”逐渐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

新名片，诠释“上海购物”的新内涵。 其中，

“上海全球新品首发季” 成为上海各区全力

发展“首发经济”、探索消费市场新动能的竞

技场。

据了解，上海静安、黄浦、徐汇等“全球

新品首发地建设示范区”， 纷纷围绕品牌在

沪首发、落地品牌首店、设立企业总部推出

支持措施和政策，先后通过首发季平台进行

发布，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形成了构建

从“首发”到“首店”到“总部”的“首发经济”

效应的强大推动力， 助力集聚品牌资源、提

升产业能级、引领消费潮流。

激活消费潜力

近年来，首店如雨后春笋般在多个城市

出现。 相关统计显示，2022 年，上海共引进

115家“中国首店”。 同年，杭州共引进 53家

“中国首店”，成都、北京等城市也引进数家

首店。 得益于多地出台的政策，“首发经济”

还将进一步发展。

“首店经济”正在与江苏的城市亲密牵

手。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苏州共计引进

17 家品牌首店，同比增长 143%；南京也引

进了 17 家首店， 其中 4 家为全国首店；徐

州、宿迁等地也迎来了区域首店。江苏“首店

经济”成为市场活力和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

重要“催化剂”。

这离不开相关政策的积极推进。 据了

解，江苏“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培育打

造南京、苏州、徐州、无锡等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 目前全省商务系统紧紧围绕夜间消费、

商文旅体融合、“首发经济”、 消费新场景打

造等四个方面，营造消费市场的“烟火气”，

全力促进消费市场的强劲恢复态势。

专家认为，支持各地核心商圈、街区等

开展首店首发首秀首展，将是江苏今年打造

消费中心城市、 培育高品质消费的关键一

招，也必将对消费活力、消费信心带来有力

提振。

释放经济活力

如何让市场释放出更多活力，促进消费

需求的增长？

专家表示，经济发展需要更多新鲜的活

水注入，让市场或行业激荡碰撞出更多的灵

感，产出更多好的产品和服务。 因此，发展

“首店经济”，引进各种品牌“新面孔”是一个

重要密码。 同时，依托于首店背后的稀缺性

与新鲜感，这种“物以稀为贵”的商业模式往

往能升级为撬动城市消费的流量密码，助推

城市消费升级。

今年 3 月，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商

务部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首店经济”

“首发经济”，壮大定制、体验、智能、时尚等

新型消费。

北京市商务局近日发布《加快恢复和扩

大消费 持续发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 2023 年行动方案》提出，北京大力发展首

店“首发经济”，加大对时尚品牌首店、旗舰

店的品牌方和引进方以及新品发布活动支

持力度， 争取全年新增品牌首店 800 家左

右。

无独有偶，深圳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的关键一环是集聚全球优质商业资源。

据了解，深圳市明确提出，要做强“首店经

济”和“首发经济”，支持中高端消费品牌跨

国公司在深设立全球总部，布局产品创新中

心和消费体验中心等，提升消费吸引力。

另外，西安市也出台《西安市商圈商业

街区建设行动方案》，抓企业促活力，实施商

贸企业“内培外引”工程，招引“首店、首发、

首秀”。

专家表示，越来越多的首店聚集对消费

市场是强有力的“加持”。 这也意味着，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要发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

势，促进内外市场联通，成为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交汇点， 让消费者或商户能更好实现

“买全球、卖全球”，经济发展活力也将更好

地显现。 （依琰）

余明辉

自助餐因不限量、随便吃，一度成为

餐饮浪费的重灾区。据悉，为防止自助餐

变成“浪费餐”，某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推

行《自助餐反浪费管理员制度》，在辖区

13 个自助餐厅设置十余名反浪费管理

员，对食品采购、加工、用餐等全过程实

施反浪费管理。对此，当地有自助餐厅会

按 20 元/人的标准收取押金。 客人用餐

完毕，由工作人员确认未造成浪费后，餐

厅会当场将押金原路退回。

事实上，早在上个月底，浙江宁波北

仑区某自助餐厅就推出了“押金制”，顾

客入店就餐时会被另外收取 50 元押金，

并同步告知顾客如果食物浪费 200 克以

上将收取这 50 元， 没有浪费的餐后即

退。 更早的 2013年，山东淄博市也有不

少自助餐店被曝收取自助餐“浪费押

金”，引发热议。

而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反食

品浪费工作方案》明确，支持自助餐服务

单位实施对消费者浪费行为适当加收费

用的措施。 这更是被一些人认为是自助

餐可以收取“浪费押金”的信号。问题是，

真是这样的吗？ 答案值得商榷。

首先，就上述方案来看，其虽然说支

持或者说赋予了自助餐厅等可以对浪费

食品的消费者适当加收费用等措施，但

这并不能与他们可以随意收取“浪费押

金”画等号，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更重要的是，在反食品浪费方面，消

费者和商家都有着相应的义务。 我国的

反食品浪费法明确了包括自助餐经营者

在内的商家具有事前宣传，事中提醒、劝

阻等义务。如今，一些自助餐商家却以反

食品浪费的名义收“浪费押金”，具有加

重消费者义务、企图通过“浪费押金”减

轻自身责任的嫌疑， 是一种经营和消费

的不公平。

更关键的是， 不管是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还是价格法等法规都明确，消费者

具有公平消费和明白消费的权利， 经营

者有对经营商品或服务明码标价的义

务，除此之外无权额外收费，消费者也有

权拒绝缴费。

这种情况下， 再看一些自助餐厅收

取的“浪费押金”，无疑是一种明码标价

之外的额外收费， 尽管这是以反浪费的

名义暂时收取的押金， 但仍掩盖不了其

涉嫌违法的实质。而且，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 26 条第二、第三款规定，经营者不

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

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

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

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

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

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

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反自助餐浪费，收“浪费押金”并非

智慧方式。反食品浪费既神圣又艰巨，包

括自助餐在内的餐饮场所是重要任务

区， 有些自助餐经营者因此积极采取措

施应对，其美好初衷无疑值得肯定，但要

谨记的是， 再美好的愿望也不能越线行

事，或以随意加大消费者义务为前提。

“浪费押金”引热议

防止浪费应更智慧

各式各样的品牌首店，

成为美好生活的一道“风向

标”。 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市

场加速复苏，以及多地出台

政策推动“首发经济”，各类

品牌首店接连在全国多个

城市落户，呈现出欣欣向荣

的发展态势。

精准发力 助中小企业恢复元气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是反映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指数。 中国中小

企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 月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 高于

2022年同期水平。不过专家认为，尽管数据向好，但中小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

困难仍较多，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 （详见 2版）

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 构筑世界联通新桥梁

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体现的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决心。今年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 16.8%。外交

部表示，中欧班列加速发展，已经成为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贸易线和“一带一

路”建设大动脉。 （详见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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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排放标准将实施

二手车市场影响几何

5 月 8日，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实施汽车国六排放标准

有关事宜的公告》。公告明确，自今年

7月 1 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

国六 b 标准阶段，禁止生产、进口、销

售不符合国六排放标准 6b 阶段的汽

车。

深圳罗湖商业城

如何再现辉煌

近期，记者实地走访深圳多个商

圈发现，相对于各大商场客流的明显

增多，作为曾经深圳顶级商圈的罗湖

商业城却显得较为冷清。 曾经的“购

物天堂”如何重塑品牌形象，恢复往

日的辉煌，成为摆在罗湖区政府和相

关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预约量大增

是谁在推动医美消费热潮

近期，全国不少地方的爱美人士

似乎都在扎堆消费医美项目。 据了

解， 全国各地的多数医美机构像是

“约定”好了一样，不仅面向新老客户

推出了免费项目，还在月卡、季卡、半

年卡上一再打折，背后似乎有一只手

在推动这场医美消费热潮。

马拉松赛事火爆

品牌打造成各地新课题

近一段时间，马拉松赛事相当火

爆， 全国多地陆续开展马拉松赛事。

据了解， 随着马拉松赛事的重启，各

地的赛事营销内卷加剧，服务不断升

级。 对于举办马拉松赛事的城市而

言，如何打造赛事品牌成为需要研究

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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