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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商业从艰难探索到无限繁荣，经历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零售业态和服务业种从初期的屈指可数发展到如今的百花齐放、欣欣
向荣。 目前，为了满足和迎合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零售业态和服
务业种正在加速融合，业态边界越来越模糊，功能越来越丰富，为商业服务带
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零售业态只有百货
商场、粮店、副食品店、蔬菜店、专业店、信托商店和供销合作社
等屈指可数的几个种类。 其中，百货商场主要经营各种生活日
用品，实行商品部制，下设纺织、服装等细分部门；粮店
则供应粮油等主食产品；副食品店销售肉、蛋、豆制品、调
味品等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副食品；蔬菜店供应各类蔬菜；专
业店包括五金店、化工店、电器店等；信托商店则销售
各种二手商品；供销社面向农村，主要设立在全国各
个集镇。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各地的供销社建筑式
样都是统一的，每家供销社门口上都写着“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标语。

“事实上， 在改革开放以前， 我们没有业态的说
法。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专家委员会副理事长
刘海飞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业态一词是改革
开放后从日本引进的。

2004年，商务部为发挥新型零
售业态对商品流通的促进作用，指
导各地做好商业网点规划工
作，借鉴发达国家对零售业态
划分方式，按照我国零售店铺
的结构特点， 根据其
经营方式、商品结构、
服务功能，以及选址、
商圈、 规模、店
堂设施、目标顾
客和有无固定
营业场所等因
素，将零售业分

为食杂店、便利店、折扣店、超市、大型超市、仓储会员店、百货店、专业店、专卖店、
家居建材店、购物中心、厂家直销中心、电视购物、邮购、网上商店、自动售货亭、电
话购物等 17种业态，并规定了相应的条件。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沉寂的中国商业和零售业，带动中国商业和零售业突
飞猛进，跨越式前行，各种业态百花齐放，蓬勃发展。如今，不仅商务部当年划分的
17 种业态得到长足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更多新的业态不断派生出现，数量远
远超过当初划分的 17种业态。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非零售范畴的服务业也日
益发展壮大，并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 数字显示，2009 年我国实
现服务业增加值 14.8 万亿元，比“十五”末的 2005 年增加 7.3

万亿元， 增长近 1 倍；2015 年， 服务业占经济比重为
50.5%，远远超出了“十二五”规划的 47%的目标；今年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约为 247742.6 亿元，同比增长 7%，已
经达到同期 GDP 总量的 54.5%。

“业态一方面在不断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业态的
边界也不断模糊化。 ”刘海飞对中国商报记者说，现
在的商业形态实际上不光是买卖商品， 还提供各种
服务。为了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零售业态
发展出了更多的形态，并不断地跨界，和服务业深度
融合。 例如，以前没有购物中心业态，现在购物中心

成为新业态；以前综合超市里没有餐饮，现
在不但有餐饮， 还添加了更多的零售和服
务内容。

刘海飞认为， 未来的商业趋势
是，商品购销业比重逐年下降，生活
服务业比重将进一步上升。“真
正的商业增长点不在购销业，而
在服务业。 ”他说，为了迎合消费
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未来将呈现

出业态模糊化、 多种零售
业态和服务业种跨界融
合的局面，从而形成新的
商业形态。 因此，未来不应

该强化零售业
态， 而应该提
倡 业 态 模 糊
化。

70 年间，
中国商业从艰难探索到无限繁荣，
零售业态从屈指可数到百花齐放；
今天，更多的形态不断涌现并不断跨界，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未来，将呈现出业态“模糊化”、多种零售业态和服务业种跨界融合的局面

山西长治，居太行之巅，位于
山西省东南部， 是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全国十大魅力城
市。 2017 年，长治市委市政府大力
实施“品牌强市”“品牌强农”“品牌
脱贫”战略，在全国率先创立首个
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
农合区域公用品牌———山西“长治
神谷”。

作为全国覆盖全区域、 全品
类、全产业链的地级市农合区域公
用品牌，山西“长治神谷”自 2017
年 9 月创立以来，采用科学、完善
的“母子品牌”运营模式，带着长治
市 1 万多家合作社的农产品销往
北京、河南、上海、江苏、杭州等全
国 10 多个省（区、市）。 山西“长治
神谷”农合区域公用品牌矩阵已初
具规模，建立起“品牌引领+万社联
盟”运营体系。 品牌旗下已形成以

小米、黑豆、高粱种植为代表的小
杂粮产业，以党参、黄芪、连翘种植
为主导的中药材产业，以核桃、花生、
瓜子种植为重点的干果产业，以青椒、
旱地西红柿、土豆种植为突破的蔬
菜产业等等。 今年 10 月，山西“长
治神谷”产品成功出口韩国市场。

近日，在“太湖明珠 ”“鱼米
之乡”———无锡成功举办山西·长
治神谷小杂粮山货节，带来了一场
购物的狂欢， 共话山西“长治神
谷”，共品上党美食。山西省长治市
农经局局长丁向东说：“山西·长治
神谷小杂粮山货节的成功举行，标

志着山西‘长治神谷’进入了走向
全国市场合作发展的新阶段。 ”

骏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一
家综合性投资企业，事业版图横跨
房地产、医疗、生物科技、休闲餐
饮、酒店、矿业、信息科技、海外投
资等。这次与山西“长治神谷”强强
联手、深度合作，代表着对山西“长
治神谷” 品牌及产品的高度认可，
与山西“长治神谷”一起共同助力
农产品加速走入千家万户。

这次山货节，他们带来了闻名
全国的沁州黄小米，有着“十里香”
美誉的大红袍花椒，皮薄果大的黎
城紫皮核桃， 软糯绵甜的沙地红
薯，好水、好粮、传统手工制造的陈
酿圣堂醋，拥有 1200年历史的“潞
酒”，人称“党参之王”的潞党参等山
西“长治神谷”牌农产品，并设置了试吃
体验环节，使现场气氛十分火爆。

山西“长治神谷”始终将“做食
品就是做良心”的理念贯穿于种养
加、产供销、内外贸等全过程，以市
场为导向， 紧跟消费需求变化；以
合作社为纽带，打通线上线下营销
渠道，帮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他
们始终坚持诚信原则， 严格自律、
认真自检自查，坚决抵制假冒伪劣产
品，以对社会和大众负责的态度，切
实履行食品安全职责，承担社会责
任，接受社会监督。

近年来，山西“长治神
谷”在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强
力推动下，品牌快速在省
内外叫响。 山西“长治神
谷”引领推动农产品由规
模化生产向优质、 专用、
特色生产经营转变，正逐
渐形成独特的市场优势
和竞争力。 通过不断提升

母品牌山西“长治神谷”的影响力，
降低生产主体进入市场的成本，实现
子品牌产品溢价，扩大了农产品有
效供给渠道。

以本次山西“长治神谷”小杂
粮山货节和无锡店揭牌为新起点，
一手联系合作社， 一手连接大市
场。携手努力，并肩向前，共同践行
农产品走出山西、走向全国的美好
愿景，真正为全国人民送上好粮。

长治神谷：品牌运作引领万家合作社开拓新市场

“太湖明珠”“鱼米之乡”———无锡成功举办山西·长治神谷小杂粮山货节，带来
了一场购物的狂欢。

山西·长治神谷小杂粮山货节设置了现场试吃
体验环节，现场气氛十分火爆。

业态跨界趋向“模糊化”

商业业态的边界不
断模糊，新的业态不
断涌现，与服务业深
度融合。

跨界
融合

食杂店、便利店、折扣店、超
市、大型超市、仓储会员店、
百货店、专业店、专卖店、家
居建材店、购物中心、厂家
直销中心、电视购物、邮购、
网上商店、 自动售货亭、电
话购物等 17 种业态。

2015 年， 我国实现服务业
增加值 34.16 万亿元；
2018 年， 实现 46.96 万亿
元；
2019 年上半年，实现 24.77
万亿元。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的
零售业态只有百货商场、粮店、副食品店、蔬
菜店、专业店、信托商店和供销合作社。

2005 年，我国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7.5 万亿元；
2009 年，实现 14.8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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