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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加快的大背景下，

党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十四五期间打造一批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

2021年7月，北京市成为首批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一。结合

后疫情时代消费的新特点和机遇，北京市以新消费品牌孵化项

目为抓手、以朝阳区为试点开展相关工作，推动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的建设。

自2021年，朝阳区商务局与德勤中国（下称“我们”）携手探

索如何打造新消费品牌孵化生态系统。新消费品牌孵化需要哪些

要素？将以怎样的机制运行？一年以来孵化项目已形成怎样的初

步成果？为解答这些问题，向全社会介绍新消费品牌孵化项目，

推动生态系统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联合发布《北京市新消费品

牌孵化项目白皮书》。

未来，北京市新消费品牌孵化项目将向全市扩展。我们期待越来

越多的合作伙伴加入生态系统，形成能够自我更新、可长期发

展的运作体系，为培育高质量民族品牌、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持续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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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消费品牌孵化项目背景介绍

（一）首批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方案介绍

图表一：商务部提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点任务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战略目标的提出背景

在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逐步加快、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

措。2019年10月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 提出用5年左右时

间培育建设若干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一批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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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二：北京市为首批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一

首批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2021年7月，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凭借着绝佳的区位条件、消费规模大且质量好、对外开放程度

高、较强的政策吸引力优势成为首批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五大城市均发布了各自的相关发展方案，夜经

济、首店经济、本土品牌、总部设立等方面为各城市均关注的重点。

•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 我国首个销售额万亿级商圈

• 批发市场与进口贸易发达

• 跨境与直播电商规模全国第一

广州市

 夜经济
 本土品牌发展，塑造城市名片

 首店经济
 品牌总部设立

 进口消费品引入
 补贴大宗消费

 文体旅联动消费
 商务、会展业消费

 高层次商贸人才
 营商环境

各城市打造国际消费中心相似点

• 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化交相辉映

• 城市地标商圈影响范围广

• 医疗、教育、艺术资源最为丰富

北京市

• 国际影响力大

• 高端品牌聚集地

• 夜间经济繁荣、商业活跃度高

• 城市经济基础强，营商环境优越

上海市

• 辐射“三北”的商品集散中心

• 国际商品贸易港和海空两港

• 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天津市

城城市市优优势势城城市市优优势势

城城市市优优势势

城城市市优优势势城城市市优优势势

• 西南地区人口和经济聚集重镇

• “一带一路”的重点都市

• 夜间经济繁荣、商圈流量大

重庆市

信息来源：德勤访谈、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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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总体要求及行动方案

（三）后疫情时代的消费新格局

北京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总体要求

2021年8月北京市出台《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2025年）》，将统筹好政府与市

场、国内与国际、传统与新型、供给与需求、品质与规模“五大关系”，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坚持国内消费与国际消费统筹发展，坚持传统消费与新型消费协同促进，坚持消费供给与消费需求两端发

力，坚持品质提升与规模发展并举。全力将北京建设成为彰显时尚的购物之城、荟萃全球风味的美食之都、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全球旅游目的地、引领创新生态的数字消费和新型消费标杆城市。

北京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目标及行动方案

北京市围绕商务部出台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评估指标体系，综合提升城市实力。在国际知名度方面，全球城

市竞争力排名显著提升，打造2-3个千亿级规模世界级商圈；消费繁荣度方面，全球消费的带动力、辐射力、

引导力、创新力显著增强，最终消费率超过60%；商业活跃度方面，对全球消费链的掌控力显著提升，离境

退税商店数量达到800家左右；到达便利度方面，国际国内高效畅通的立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城市交通

枢纽与商业体的通达度、融合度显著提升；消费舒适度方面，“放心消费”软环境持续优化，消费配套服务

的“典范之城”和服务品质的“首善之城”基本建成；政策引领度方面，促进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不断完善，与“两区”政策联动更加紧密，消费市场开放度显著提升。

为实现目标，北京市重点开展十大专项行动，包括打造消费新地标、培育消费品牌矩阵、引领数字消费创

新、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提升体育消费质量、提升教育医疗消费能级，扩容提质会展消费、优化升级流通体

系、创建消费环境新高地、保障消费促进机制协同。

追求个性化需求是后疫情时代消费的主要特点

后疫情时代的消费特点给了新消费品牌讲好中国故事的空间和机遇。人们的消费需求是分层且不断升级的，

从最基础的物质需求、安全需求得到保障，到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得到满足，最终到追求能够体现审美、求

知、生活理念的个性化消费。疫情过后，在韧性十足经济环境保障下，人们“活在当下”的想法更加强烈，

更愿意将可分配支出花费在能够带来身心愉悦、满足更高层级个性化需求的消费上，更愿意为悦己悦心的产

品和品牌理念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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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三：2020、2021两年1-6月消费行业同比增速

图表四：Z世代购物时考虑因素1

Z世代消费决策因素：外观&品牌>>价格&实用性

随着时间推移，Z世代逐渐成长为市场的消费主力军之一，以其为代表的新消费群体消费行为特点使得个性化

消费的趋势更加明显。与60-80后不同，Z世代更加看重外观与品牌，对价格与实用性相对不敏感。根据消费

者调研数据，产品外观为Z世代最普遍的消费决策因素，其次是被“安利种草”和“品牌价值”。而只有少部

分Z世代消费者会考虑价格、实用性和是否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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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库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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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C位：健康养生成为日常消费基调

疫情后消费者健康意识空前强化，日常饮食去糖化、低卡化；营养补充零食化；解压服务便利化等诉求强

烈，并向大众化、年轻化、日常化方向发展。“朋克式养生”、“保护发际线”、“养生趴/养生局”成了社

会热点话题。随着健康意识的深度渗透，消费者更愿意为健康消费支付溢价，市场的扩大和技术成熟使得健

康产品制造成本降低，与此同时平台内容的传播加速了健康理念的普及，以此在健康养生消费领域形成良性

循环。

“叛逆”年轻人拒绝躺平：户外露营经济受宠

嘴上说着“躺平”实际仍然“在卷”成了年轻人生活的写照。一方面，在社会快速前进的脚步以及成长为家

庭顶梁的责任增加了新一代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自我成长仍是年轻人的底层心理需求。疫情后，飞盘、

露营活动成了新潮流，户外运动、舞蹈健身等线下娱乐活动成了消费者释放压力同时提升自我的绝佳方式。

疫情不但催化了技术平台和内容生态的成熟，使得消费者获取资讯的便利性得到了极大提升；另一方面，愈

发灵活的工作机制让消费者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

 “越民族越世界”国潮受宠

成长于国力高速发展背景下的年轻人民族自豪感、自信感较强，购买国货国潮产品的意愿强烈，大多数消费

者认为国货国潮产品质量好、价格不贵、完全不输海外的大品牌，且原创设计能力很强，代表着潮流、时尚

和个性。无论是汉服行业的爆发还是中国风在各行业的兴起都体现着消费者对国货国潮的青睐。

后疫情时代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机遇

在后疫情时代、面对新国际形势的当下，提升城市消费能级，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由以国外市场为导向的国际

贸易向国内转化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北京作为首都，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契机，成为我国集聚全

球消费资源、扩大内需规模的引领者，成功走出“中国创造的北京实践”模式，以优异成果献礼二十大。

图表五：Z世代对国货/国潮产品的认知和态度2 

 2 数据来源：极光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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