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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首店经济： 

苏州如何使“流量”变“留量” 

 

近年来，各类首店纷纷选择落户苏州，呈现出“首店经济”

加快发展的趋势，但如何进入国内首店经济城市前列，还需积极

借鉴先进地区做法，使“流量”变“留量”，打造真正具有竞争

力的长三角区域消费中心。现综合有关情况，供领导参阅。 

一、什么是“首店经济” 

“首店经济”由上海于 2015 年率先提出，是指一个区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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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国内外品牌在区域首次开设门店或推动传

统老店创新升级，使品牌价值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耦合，以及由

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 

“首店经济”中的“首店”，指的是在行业里有代表性的品

牌或新的潮牌在某个地区首次开设门店，例如全球首店、中国首

店、区域首店、行业首店、体验首店、创新首店等，或是已入驻

的品牌设立创新模式的概念店等。 

首店经济一定程度上可看作一座城市经济活跃度的“晴雨

表”。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首店品牌落户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从

顶层规划的引领到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都是各首店品牌得以安

心发展的前提。作为首店首选地的各大商圈、购物中心应摒弃传

统收租思维，从营运端发力，形成更贴合首店品牌在地化发展需

求的新商业模式，让品牌“引进来”“留下来”。正如一些先发

地区经验所呈现的，一系列的政策举措为首店经济发展铺平前路，

快闪店、概念店等多维度商业创新构建起首店与新市场之间的沟

通桥梁，并由此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双向合力，为首店经济发展筑

牢根基。 

首店经济的主体是“店”，核心是消费者。深刻把握消费

者需求，持续提升产品服务质量，首店品牌才能实现长期可持

续发展。对于消费者而言，“首店”仅为一时之新，唯有真正

契合需求的好产品、好服务，才能赢得消费者长久信任与长期

复购。因此，我们在引进首店时，应制定合理的规划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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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盲目扩张带来恶性竞争。同时，首店品牌自身与商圈运营

主体也应把握市场规律，洞悉行业发展趋势，深度挖掘消费潜

力，以差异化发展走出“千店一面”的同质化困局。在此基础

上，还要聚焦产品研发与创新，持续推出适应市场、契合消费

者需求的优质产品，不断提升品牌服务能效，增强市场竞争力，

最终实现首店经济与城市消费的双向奔赴，为推动区域经济社

会更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让首店“流量”变“留量”，是推动商贸消费业长期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发力

“首店经济”。据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统计，2022 年全国共开出

361 个“中国首店”，包括全球首店 28 个、全国首店 307 个。业

内人士认为，“首店经济”的发展既折射出城市消费市场蕴含的

巨大潜力，又激发了商圈活力。发展“首店经济”模式能够有效

撬动城市消费，助推城市消费升级。 

二、全国首店经济前十城市发展特点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首店经济发展，各大商场也把引进首

店作为招商的重中之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杭州、

南京、成都、武汉、深圳等首店经济前十城市走在全国前列，其

中前五个城市为国务院批准培育建设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他

为首店经济相对比较活跃的代表性城市。 

一是城市层面：京沪首店经济是标杆新一线城市，首店表现

抢眼。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十城市共亮相首店约 4058 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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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和北京首店数量排名位居前两位。事实上，在“首店经济”的

推动下，近些年上海和北京不断涌现新品牌、品牌新概念店等，

为城市注入新鲜活力。相信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的推进与刺

激下，越来越多的首店向京沪等城市聚集。2022 年约有 70 家国

外品牌开出内地首店，各类概念店、旗舰店、主题店仍成为购物

中心的首选，具体分析来看，共有 30 家国外品牌选择在上海开出

内地首店；可见，在选址方面，上海仍是国外品牌进驻中国市场

的首选地。此外，大部分国外品牌开出中国首店后，城市首店也

逐一亮相，以韩国潮牌 WE11DONE 为例，目前在深圳、北京、

成都、南京都开设有门店。成都、武汉、南京在首店引进上也有

不错的表现，分列第三、四、五位。 

二是商圈项目层面：新兴商圈好感度提升，明星 MALL 成为

大赢家。较一线城市，新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的市场表现出强盛的

生命力及持续力，亦同步投射在首店扎堆的商圈和项目上。城市

间有别之外，在城市内部首店对区域商圈与新兴商圈的好感度都

有一定程度的上升。随着首店经济持续加码铺开，城市级商圈内

留给首店的合适机会越来越少。相反，区域新兴商圈内则存在大

量的拓荒之地。总体来看，之于首店而言，城市、商圈所代表的

经济实力、消费实力是其选择的第一出发要素。而在同等水平下，

商圈具备高人气、运营力的明星 MALL，抱得首店而归的概率无

疑是最高的。 

三是业态层面：餐饮占比高，亲子儿童和生活服务高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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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反复之下，“捂紧钱袋子”成为大多数普通人应对不确定

性的做法。但“民以食为天”的刚性需求下，消费市场从来不缺

“干饭人”。从最新的调研数据来看，当“吃”的欲望压过“买”

之后，餐饮首店跑出来一条加速度的拓店曲线。休闲餐饮仍是“大

哥”，儿童亲子类等高端、潮酷受热捧，玩家扎堆而来。生活服

务类如美发造型活跃，呈高端化。 

四是品牌层面：呈南首店高级次、创新力和在地化。高级次：

高级次首店话题度高，具有唯一性与新奇度，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更强。同时，高级次首店的入驻代表着品牌对城市商业氛围和消

费实力的认可。城市通过引进高级次首店与品牌实现双赢，制造

消费新引擎，释放消费潜力，助力引导消费升级。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仍然是首店品牌的集中地，数量位居榜首；创新力：消费不

断升级促使老品牌的跨界新尝试，在原有品牌 IP 的加持下，推出

新的商品内容，带给消费者全新的认知体验。茅台联合蒙牛打造

茅台冰淇淋，全国首店落地贵阳，随后积极布局一线城市。中国

邮政亦打造邮局咖啡并定制特色周边，全国首店落地厦门；在地

化：首店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品牌价值、区域资源与文化特点三者

的结合。因此，打造更具持久力品牌成为消费强心针，需要具备

一定的文化属性。国际品牌和本土品牌正在合力塑造中国消费的

新格局，共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全国首店经济前十城市具体分析 

1．上海市：首店经济孕育经济新增长点。上海历来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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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风向标，居民对于新鲜事物抱有更宽容的态度，对新品牌、

新业态的接受度更高，这让上海成为很多品牌进入中国进行品牌

培养孵化，进而市场化的理想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伴随上海城

市更新步伐加快和“五个新城”建设，上海商业版图扩容为“首

店经济”的落户提供更多选择。2023 年，上海仍是全球知名品牌

的首店进驻城市首选。 

上海市 2023 年 1 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上海要增强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臵，深

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首店经济正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的核心助推器，有助于带动区域经济活力，赋能城市税收和消费

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上海首店经济的数量和质量一直位于全国前列，2022 年新增

首店 1073 家，数量和质量上保持全国领先。从首店级次看，全球

首店 8 家、亚洲首店 4 家，中国（内地）首店 133 家，上海首店

928 家。 

2．北京市：首店政策 3.0 引导“质、量”双提升。北京作为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在吸引“首

店”的同时，打造有城市特色的新消费品牌，以及培育地方“老

字号”，能够更好地彰显其文化底蕴和创新发展的能力，走出一

条具有北京特色的首店发展之路。北京首店经济迎来 3.0 时代，

首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再局限于品牌首店数量的增长，更是结

合品牌能级、创新力和文化力的多维度发展。北京打造国际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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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聚焦“质与量”，广泛聚集全球优质市场主体和优质

商品、服务，同时加快培育本土品牌，构建融合全球消费资源的

集聚地。 

2022 年，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2019～2022 北京市首店经济

综述和展望报告》显示，北京的首店经济走过了萌芽、成长两个

发展阶段，正迈向创新引领的新时代。早在 2019 年 3 月，北京市

商务局就出台了首店 1.0 版措施，至 2022 年已更新至 3.0 版本，

在综合措施和资金支持方面进行了优化调整。例如：扩大了受益

面，从首店、旗舰店扩大到了概念创新店，关注新品牌的同时更

支持老品牌创新发展；提升零售品牌北京首店、旗舰店的最高支

持额度，由原来的最高支持 50 万元，提升到 100 万元；提升国内

品牌零售首店投资的支持比例，由原来的按照项目核定实际投资

总额的 20%给予支持，提升至 50%；提升国内外知名品牌在京举

办时尚消费类新品发布活动的最高支持额度，由的最高支持 100

万元，提升至 200 万元。 

2022 年北京共有 812 家品牌首店落地；2019～2022 年，北京

市共引进 2774 家首店，数量上稳居国内首店经济第一梯队。到

2025 年，将吸引国内外品牌在京开设首店、创新店和旗舰店 3000

家以上，致力打造全球首发中心。从首店级次来看，全球首店 5

家、亚洲首店 1 家，中国（内地）首店 31 家、北京首店 775 家。 

3．广州市：首店经济激发城市商圈新活力。广州是五座率先

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城市之一，形成了“世界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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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功能核心承载区-市级消费中心-特色消费功能区-产业消费示范

园区”四级消费空间体系，为不同类型/不同级次的品牌提供承载

空间，高效的提高了落地匹配性。 

随着广州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工作不断推进，广州

在首店经济发展上也持续发力。首店经济如今已成为反映地区经

济活跃程度的新指标，即使是在频繁受新冠疫情影响、消费增幅

偏弱的情况下，首店经济也在不断激发广州商圈的新活力，上百

家品牌首店落户广州，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外品牌方对广州成熟

的消费市场、高效的流通体系与优质的营商环境的信心与认可。 

据不完全统计，广州 2022 年新增首店一共 144 家，全国首店

11 家，区域首店 23 家，城市首店 110 家。 

4．天津市：首店品牌引进列入城市专项行动。天津作为首批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店经济发展初见成效。天津市委、市政府

“十项行动”工作安排和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点任务，

天津市商务局将 2023 年确定为“天津消费年”，通过持续举办多

领域、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促进活动，建立“贯通全年、四季

持续、消费繁华”的促消费格局，打造“多元融合、联动京冀、

模式创新”的促消费平台，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特色，全

年可持续”的促消费模式，更好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

“8810+N”活动框架；其中，实施政策引领助企、重点商圈建设、

品牌首店引进、消费场景打造、商旅文体融合、传统消费升级、

项目招商攻坚、商业服务提升为“八大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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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庆市：“四首”经济赋能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

作为网红城市，有引以为傲的本地文化和活力十足的年轻人群，

这些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首店”的落地，通过规范的政策引导和

丰富商业空间选择，重庆首店经济将持续上升。 

2022 年 2 月，重庆市政府印发《重庆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若干政策》，全市上下以加快培育建设富有巴渝特色彰显

中国风范、引领国际时尚、辐射西部、面向全球的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为目标。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加速发展“四首”经济（首

店/首牌/首发/首秀），提供优质消费场景成为重要的举措。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重庆共引进 148 家首店，高端品牌加

速入驻，促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国首店约占 9%，20%

为西南首店，71%为重庆首店。 

6．杭州市：首店成为购物天堂的“流量密码”。杭州是历史

悠久的东方休闲之都、品质生活之城，城市自身的网红属性、互

联网基因、历史文化资源等进一步助推多元消费场景的形成，将

助力杭州“首店经济”的发展。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化、城市更新

进程加快、政策扶持、资本加码等助推因素，为首店经济发展创

造了最佳土壤。 

2021 年杭州发布《杭州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中，明确提出做强首店经济，支持国内外

知名品牌在杭设立全球性、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品牌首店、旗舰店、

体验店。2021 年 6 月，杭州市推进“购物天堂、美食之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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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发展“首店经济”推动杭州消费

转型升级政策的实施细则》，对每引进 1 家国际顶级品牌首店（旗

舰店）、国际一线品牌首店（旗舰店），符合条件的分别给予其

运营主体 100 万、60 万元奖励。在政策指引下，一方面杭州商圈、

综合体掀起对首店的追逐热情；另一方面，国际国内各大品牌看

准杭州的消费潜力，不断入杭“跑马圈地”。杭州首店数量稳定

增长、创新发展，将助力杭州打造国际新型消费中心城市，助推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杭州

共引入 182 家首店，全国首店 37 家、华东首店 7 家、浙江首店

49 家、杭州首店 89 家，首店经济发力稳定，位列全国新一线城

市前列。 

7．南京市：首店品牌促进城市商业布局调整。南京发掘“首

店经济”之于城市的发展意义，不仅局限在高层次、高能级的品

牌首店，更是多元化的打造“首店+”的体系，充分提升商业的活

力与氛围。 

2022 年，南京市商务局牵头出台新一轮《关于促进首店经济

发展的若干措施》，培育优化营商沃土，吸引更多优质品牌资源集

聚，促进首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南京把首店经济作为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推动消费品质提升的重要抓手，努力完善多层级的商业载

体布局，着力促进更多优质品牌资源集聚，为激活消费主引擎、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注入强劲动能。另外，发展首店经济要突破单

一品牌概念，打造多层次、多维度的“首店+”功能体系，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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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首赛”、“首店+首发”、“首店+首演”、“首店+首展”等

新玩法，集聚新品牌、培育新业态、开拓新功能、赋能新场景。2023

年南京正逐步成为一线品牌进入江苏市场的首选地。 

2022 年疫情反复严重冲击了南京零售业，但是首店经济却展

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各类品牌首店在南京落子如飞，把南京商业

市场的商业布局重新洗牌。在南京市商务局的牵头下，新一轮《关

于促进首店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出台，政策扶持下大量“网红

店”和“排队王”品牌涌进；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度南京市共

计引进了 301 家首店，较去年同期增长 68.6%。全球首店 1 家、

亚洲首店 2 家，全国首店 37 家，区域性首店 25 家、江苏首店 119

家、南京首店 120 家。 

8．成都市：国际范儿与本土化品牌的“试验场”。成都全方

位建设国际航空客货运战略大通道，通过“两场一体”、泛欧泛

亚国际通道体系汇聚全球消费资源，成就了“买全球、卖全球”

的消费平台和营商环境。再者，成都的包容性和强大的本地文化，

也成为国际品牌本土化的最佳试验场——不少新开的首店，都融

入了成都本土的文化元素。成都成为首店落地的首选地之一。 

去年成都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

《成都市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2022 年工作要点》，对推进

首店经济迭代升级提出要求——不仅要支持在蓉举办全球新品首

发首秀首展活动，鼓励已在成都开设实体店的品牌发展“品牌+”

首店、城市概念店、创新首店，还要支持本土品牌首店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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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首店经济。 

成都的首店呈逐年递增之势，2018 年 200 家、2019 年 473 家、

2020 年 386 家、2021 年 801 家、2022 年 708 家，历经五年发展，

成都共计吸引各类首店 2382 家，其中包含多家全球首店、中国首

店、西南首店。成都已成为观察西部商业、国内商业乃至全球品

牌和消费动向的前沿窗口。 

9．武汉市：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提升首店经济吸引力。武汉

作为华中地区的翘楚城市，“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把恢复和

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臵，积极培育新业态，新场景，加快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超大体量的购物中心也为品牌的落地提供场景

和空间。 

拓展消费市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首店经济成为

武汉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并多次将相关措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

重要文件，鼓励商业综合体和街区引进高端商业品牌首店并予以

相应资金支持，促进引导首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

武汉倡导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借助商会、协会、第三方

机构的力量，提升武汉市首店经济及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吸引力，

鼓励首店经济延续性发展，同步支持首发、首秀、首展活动，大

力发展“四首”经济，推动武汉首店经济向总部经济跃升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武汉落地首店约 351 家。其中，全国

首店 26 家、华中首店 126 家，湖北及武汉首店 199 家。 

10．深圳市：发力首店经济冲击万亿消费城市。深圳发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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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经济具有明显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和强大的经济基础，物

质基础坚实；高端消费尚处于快速发展期；居民年龄结构年轻，

对时尚消费需求巨大……可见伴随着 2023 年市场的全面放开，深

圳首店经济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022 年上半年，深圳市商务局先后发布《深圳市关于加快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若干措施》及实施细则，7 月深圳市人民

政府发布《关于扎实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若干措施》，提出 30 条

提振经济的激励政策。相对 2021 年，2022 年首店政策新增“亚

洲首店”级别，首店层级向国际水平再进一步，助力加快培育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在首店经济的政策激励方面，对符合条

件的企业在深新开的各能级首店，给予最高 100 万元店面装修、

房租支出补助，各行政区也纷纷发力，如福田区发布《支持商业

发展若干措施》，提出对区内落地的各能级首店给予最高 500 万

元的一次性支持，因为政策支持力度大，福田在 2022 年度进驻的

首店数量也在区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深圳

共开出首店品牌 321 家，其中全国首店 93 家，华南首店 88 家，

深圳首店 14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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