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商圈影响力下降，背后原因何
在？

一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三四线城市，
株洲商超有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天
虹，家电有苏宁、通城、国美，百货有株百、
王府井、平和堂，购物中心有步步高、苏宁
广场、神农城、万达、未来云，并不缺乏有
潜力的商业巨头。

但顶层设计的缺失，导致了各自为
政，商业巨头难形成聚集效应。“哪里是次
中心商圈，细究之下，哪都不像。”上述业
内人士认为，在中心商圈打造上，政府首
先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高起点设
计，不能再重蹈覆辙。

重振中心商圈雄风，福州的经验值得
株洲借鉴。

曾几何时，与株洲中心商圈一样处于
核心商圈地位的福州东街口商圈，因天桥
拆除、龙头企业福州东百大楼改扩建等原
因，商圈客流陷入几十年来最低谷。

如何重振福州第一黄金商圈雄风，
2014年，福州市委市政府以福州东百改扩
建为契机，将建设中的地铁入口直接连同
新东百大厦地下二楼，并将周边三坊七巷
纳入整体业态调整，实现传统街区与现代
商圈的无缝接驳。2018 年，调改后的东百
中心，孵化出全新的百货物种——“超级
百货”。当年，东百中心销售额达 20亿元，
客流突破 3000万。项目内 2个品牌业绩排
名全国第一，164个品牌业绩福建省第一，
121个品牌全市第一。

而以支持商圈龙头企业转型升级为
引爆点来升级商圈，邻居湘潭亦可作为样
板。2015年，建设路口 28万平方米的超级
商业航母——华隆步步高商业广场全新
升级开业，成为湖南省单体面积最大的商

业巨舰，一举改写了湘潭商业历史。
去年，步步高九华新天地开门迎客，

20 万平方米购物中心和 5 万平方米商业
主题街区构建了全新的城市商业空间布
局，成为湘潭 3.0 升级版超大型商业综合
体。于是，才有了“不少株洲人都觉得湘潭
越来越好逛了”的感受。

面临新老商圈转换的株洲，又该如何
作为？

龙红艳则认为，要依托株百区位优势
及老字号品牌优势，加快推进株百、千金
广场、原五公司地块连片开发，实现资源
整合，盘活现有资源，就地转换为集购物、
休闲、餐饮、娱乐等于一体的现代购物中
心。具体来说，是围绕株百、千金、五公司
区域，打造高端沉浸式新消费场景购物街
区，释放龙头带动效应。同时，促成王府井
二期、大汉悦中心二期建设与合作，以商
业航母为中心商圈发展增添强劲引擎，带
动中心商圈品质提升。

在刘良才看来，中心商圈提质升级，
要大力推进政企联手招商引资，树立招大
商、人人招商的思路，推进首店、首发的引
进工作，打造中心商圈网红经济、首店经
济、总部经济、夜间经济集聚区，进一步丰
富消费品牌矩阵，引领消费新风尚。

在功能调优方面，龙红艳认为，中心
商圈急需建设一批扶梯传送式人行天桥、
地下通道、地下人防工程，使株洲百货、王
府井、家润多、大汉悦中心等商业板块形
成小融合，通过业态组合发挥聚合优势，
形成中心广场、钟鼓岭步行街、芦淞服饰
城的大融合。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快推动
中心商圈立体停车场建设，优化交通组
织，提升中心商圈绿化、休闲、广告牌等基
础设施，完善中心商圈功能配套。

中心商圈，强劲“心脏”如何造
——株洲商圈系列报道之一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李军 通讯员/王海艳

株洲工业积淀深厚，在中国工业史上留下诸多精彩笔墨，但说到展
现城市商业气象的商圈，多年来鲜有令人惊艳的表现。

作为城市商业的重要载体，商圈可提振内需，可促进消费升级，是
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建设“幸福株洲”，城市商圈如何补短板、锻长板，“圈”出幸福生活？
近期，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恢清赴芦淞区调研中心商圈建设，提出

中心商圈引爆、品牌企业引领、新型消费引导、网红街区引流“四引”思
路，为株洲城市商圈突围“出圈”提供新指引。

这次，我们推出城市商圈系列报道，把脉中心商圈、区域商圈及社
区商圈，看现状、探症结、寻路径，以期为城市商圈破局重塑、形成全新
矩阵，引发更多有益的思考。

中心商圈，犹如城市商圈的“心脏”。
在株洲，中心广场商圈和芦淞服饰市场群，构成株洲中心商圈版图。依

托交通区位优势，上世纪80年代起，这里汇聚诸多优势资源，成为株洲乃
至全省人流、物流、车流、资金流的集散地，有“三湘第一商圈”的美誉。

时光更迭，因为城市格局重塑、消费习惯改变、商业竞争分流等，中心
商圈空间发展掣肘，核心吸引力下降，人气日渐式微。

“心脏”强劲，方能血脉畅、气象活。如何重振“三湘第一商圈雄风”，释
放中心商圈消费动能，提升城市功能品位？

株洲中心商圈提质
政府可有更大作为

随着中心商圈式微，株洲人“无街
可逛”的尴尬日益凸显，消费需求不断
外溢长沙、湘潭等周边地区，不少在株
邵阳人甚至表示，邵阳比株洲好逛，消
费逐渐回流。

事实上，纵观全国，在新旧消费转
换 期 ，传 统 商 圈 短 暂 低 迷 并 非 株 洲 独
有。

几年前，株洲商圈人调研四川宜昌
国贸时，其商业体量，与株洲百货无异。
那时，株洲商圈人暗自认为，株洲中心
商圈，比宜昌国贸所在的夷陵广场商圈
还稍胜一筹。

2016 年，宜昌引进投资 6.5 亿元，对
国 贸 大 厦 启 动 颠 覆 式 重 构 ，扩 建 改 造
后，新国贸由南北两栋楼组成，体量扩
大到 15 万㎡，高度提升至 120 米，成为
改写宜昌中心城区天际线的地标式商
业综合体。

去年，株洲商圈人再次调研夷陵广
场商圈，全新的沉浸式消费街区，让其
傻了眼。他们不禁感慨，政府要有怎样
的勇气和魄力，让一个地方标志性商业

“老店”深度转型。
夷陵广场商圈的深度转型，离不开

政府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魄力，株
洲中心商圈提质，亦要坚持规划主导、
功能分区、业态多元、功能互补、集聚发
展原则，聘请一流专业城市策划机构参
与、制订科学系统的株洲中心商圈商业
发展规划。

中 心 商 圈 ，是 一 座 城 市 业 态 最 丰
富、功能最齐全的商业商务集聚区，承
载着城市的商流、物流、价值流和信息
流，是城市释放消费能力的重要场所。
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高品质
商圈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 何 让 中 心 商 圈 有 颗 强 劲 的“ 心
脏”，政府相关部门该解放思想，有更大
作为。中心商圈升级非一朝一夕，要立
足长远，要确保政策和思路的持续性。
近年来，北京、杭州、潍坊等地皆出台了
商圈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株洲在中心商
圈 改 造 过 程 中 ，亦 可 同 步 加 强 政 策 设
计。同时株洲应向长沙、杭州、宜昌等外
地传统商圈升级成功的城市学习，在顶
层设计上下功夫，优化商圈整体布局，
创造更优良的营商环境，做实商圈升级
文章。

经观杂谈

今年第一次政企“早餐会”上，株洲百货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百货）总经理龙红艳提出中心
商圈提质升级议题后，全市上下迅速启动调研行动。

历时两个月，经过市、区两级多轮调查问卷分
析、商圈负责人座谈会、调研后，4月 13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恢清亲临现场调研中心商圈建设。调研组
一行走街串巷，问历史，问现状，寻对策。行走间，昔
日“三湘第一商圈”的繁华，徐徐展开。

现今的钟鼓岭夜市街，昔日庆云宾馆旁的繁体
“锺鼓嶺”街牌，见证了它曾经的辉煌。这条全长 440
米的小街，上世纪 80年代是株洲最大的农贸产品集
散基地。每天凌晨，伴着这里的人声鼎沸，株洲逐渐
苏醒。

与钟鼓岭南角紧紧相邻的，是商圈“发动机”株
洲火车站。便捷的交通，引来了一批又一批创业者
们，各地人流、物流、车流、资金流集聚于此，又通过
一个个包裹、一条条客运专线，辐射全国。那时，光芦
淞服装市场，就建立起了 150多条客运专线、辐射全
国 20余省、230余县（市、区）约 15万个销售网点，成
为“中国服饰商贸名城”。

钟鼓岭北角，是与芦淞服饰城遥相呼应的富豪
街。“这里是富豪的消费地，也是诞生富豪最多的地
方。”回忆起八九十年代中心商圈的繁荣景象，株洲
百货副总经理罗文如此感叹。他说，那时，金利来、梦

特娇、小辣椒等各种潮牌聚集于此，富豪街是株洲最
早的时尚风向坐标，全城青年男女竞相向往之地。

与富豪街毗邻的传统商业体株洲百货，也在时
代的洪流中大刀阔斧地改革，不断更新着经营理念，
紧跟时尚潮流，业绩和人气扶摇直上。

1992年，株洲百货销售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成为
全省非省会城市里第一家过亿的商店。那时，中国商
业联合会开展全国百家最佳效益零售商店评选，株
洲百货在全国排名第 19位，中心商圈商业龙头地位
逐渐显现。

而紧邻株洲百货的，是株洲最大的医药公司人
民药店、最大的书店新华书店；一街之隔的是当时株
洲地标电信大楼；西南边，是株洲最大的医院中心医
院。

“那时，株洲人说‘进城去’，就是来中心广场这
一带。”罗文回忆，东西南北各个方向来的公交车满
载乘客，几乎都在中心广场下车，而想要乘车回去，
最少要等三趟。

以中心广场为中心，向东以新华桥连接荷塘区，
向西经株洲大桥连接开发中的河西，向北连接田心，
向南连接徐家桥、建宁、解放街等株洲最有底蕴的老
街。通过火车站，又与全国市场产生商贸连接。在长
沙五一商圈尚未形成前，这里，是当之无愧的“三湘
第一商圈”。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近十余年来，中心商圈
不断更新迭代，一个个新的商业体拔地而起。王府
井取代了富豪街，平和堂强势入驻，大汉·悦中心
成为时尚潮玩聚集地，株洲百货也在改革中不断刷
新着业绩，成为株洲人的生活仓库，芦淞服饰市场
群发展出 38 个专业市场，长出我市第二个千亿产
业集群。

与此同时，株洲商业版图开始由“一中心”向“多
中心”发展，响石广场、红旗广场、神农城、长江广场
……一个个新的区域级商圈你追我赶。天虹、步步
高、苏宁、万达等大型商业体在各大新商圈相继绽
放。初步统计，株洲目前拥有 5万平方米以上的商场
13 个，城市大小商业综合体 32 个，这促进了株洲商
业的繁荣，也一定程度上分流了中心商圈人气。

近日，记者多番走访中心商圈发现，临街商铺出
现较多空置，家润多广场与千金广场等多个商业体
因疫情原因人流锐减，高端品牌缺乏。有市民甚至感
慨：“在株洲无街可逛”。

中心商圈到底怎么了？
记者采访了株洲百货、大汉·悦中心、家润多等

多个商业体负责人，试图找到其中“症结”。
板块分裂，小商业体发展上不去，大商业体空间

拓展难，是他们普遍反映的难题。
株洲百货总经理龙红艳介绍，内容迭代是商圈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当下，电商改变了原有商业格
局，要抓住未来消费者，传统商业体必须向体验式商
业迈进，构建沉浸式、数字化新型消费场景，在此趋
势下，场地是他们最大的瓶颈。

“我们想引进 MLB、劳力士、GUCCI、香奈儿等国
际一线品牌，皆因场地受限遇阻。”龙红艳介绍，一个
高端品牌场地动辄 750平方米，甚至上千平方米，而

株洲百货一层楼才 5000 平方米。近年来，因场地面
积不足而招不进商的情况越来越多，要发展，扩容是
第一步。

目前，株洲百货、千金广场、原五公司地块占据
商业中心的“黄金码头”。然而，千金广场生意清淡萧
条，原五公司地块闲置未用。株洲百货却因场地限制
规模无法扩充，分割局面导致优质商业资源未能有
效整合，形成联片联动发展效应。

“体量再大一倍，我们会完全不一样。”大汉·悦
中心总经理刘良才也如此感慨。大汉·悦中心开业于
2015年，以时尚潮玩聚集地为特色，经过 7年升级调
改，现已成为株洲引领新生活方式的情景体验式综
合购物中心。2021 年，大汉·悦中心全年客流高达
1350万人次。

然而，要达到新消费引导、网红街区引流的发展
目标，目前的管理体量与品牌组合，还远远不够。此
前，大汉·悦中心欲与一街之隔的华晨湘江大都会联
手，打造大汉·悦中心二期，这计划因华晨停工而搁
置。

而中心广场东南角的王府井，也欲在立人小学
位置开发王府井百货二期，因学校分流方案未定，项
目尚无进展。

位于中心广场西南角的家润多广场，也因先天
不足难以形成商业动线，虽已发展近 20 年，在中心
广场四周成为“塌陷的一角”。

由此导致的困境是多重的：中心商圈高端市场
空白，新业态规模小，无法满足新一代消费者新需
求，高端消费者外溢长沙；除几个大型商业体外，中
小型商业体空置率高，运营压力之下，填补式招商加
剧了发展的同质化。再加上交通拥堵、停车难、基础
设施落后等原因，中心商圈的人气正逐渐流失。

尽管如此，株洲中心商圈的核心地位
仍旧不可复制。

夜幕降临，钟鼓岭夜市摩肩擦踵，120
多个夜市摊位前，顾客来往穿梭。这里，是
株洲夜生活的开始，也是中心商圈文化底
蕴的出发地。

与之呼应的大汉·悦中心，是另一个
夜间经济样板商圈。JOJO 街上，潮牌随着
季节更换，是株洲青年的网红打卡地。街
区的七七地摊火锅店内，悬挂着该店连续
两月拿下全国连锁店销量冠军的锦旗。

ELEVENCLUB 西 餐 酒 吧 、侯 师 傅 热
炒、7—11国际便利店、肉匠烧肉屋……这
两年，大汉·悦中心以餐饮娱乐首店引进
为牵引，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时尚潮玩街
区。

在株洲百货大楼，集聚着全市百货类
50%的首店和独店。周大福、玉兰油、爱
步、斐乐、朗姿女装……数不清的全省单
店销量冠军在这里诞生。

这些，代表了株洲强劲的消费力，也

代表了中心商圈的强劲实力。
“比如斐乐，河西一商圈以一楼 800

平方米招引其入驻被拒，最后选择入驻株
百四楼 100多平方米的档口，并成功拿出
全省单店销量冠军的成绩。”龙红艳说，当
下的株百，除了面积达不到各大品牌要求
外，业绩完全可以满足，这是其他商圈没
法达到的。

此外，纵观全市各大商圈，中心商圈
的交通，亦无处可比。在这里，四通八达的
交通网络通联全市，30 分钟即可通达株
洲主城区、1 小时内通达株洲城区，火车
站、城际站等大交通枢纽毗邻而居，是市
内县区和周边地市最快直达的中心。作为
辐射全市乃至周边区域的中心商圈，不管
在过去还是现在，都至关重要。

最关键的是，中心商圈沉淀着株洲商
业 60 年的深厚文化底蕴，承载了株洲人
半个多世纪的购物娱乐情结，来中心商圈
逛街，早已融入株洲人的基因，成为一种
情怀和信仰。

繁荣：“三湘第一商圈”的前世今生

更迭：优势资源纷纷出走，中心商圈人气不再

底蕴：中心位置不可复制3

重振：扩容提质拥抱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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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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