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2日，商务部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电子商

务专家，对154家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各地新

推荐的105家其他电子商务产业基地进行了综合

评价，拟从2022年—2023年连续两年在由各地推

荐的综合评价得分排名靠前的电子商务产业基地

中择优选出17家，增补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值得关注的是，金牛区电子商务基地、蒲江县

电子商务产业园位列其中。

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2023年上半年，成都实现网络零售额3094亿

元，同比增长18.6%，规模在全国主要城市排名第

六，在全国占比5.3%。数据折射出的是成都电子

商务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悄然涌入

人们日常生活、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乘“数”而上

“从年初到8月，我感觉网上的各种‘节日’、活动比
以往更多了，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更丰富，优惠力度也很
大。”正在小区门口签收快递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到
目前，不论是自家逢年过节的采购还是寄回老家给父母
的礼物，都是网购下单，就连平时家里偶尔的聚餐都是
在网上买的半成品，“有我们川菜的代表菜，也有广东老
字号的佛跳墙，丰盛得很”。

这份满满的获得感并非张先生的个人感受。究其
背后，反映的是成都电商氛围浓厚、数字消费动能澎湃。

5月，成都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实施《成都市推动消费提振升级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行动方案》《成都“新十二月市”促消费活动实施方
案》，以进一步促进消费，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根据《行动方案》，成都将瞄准平台经济，提出将聚焦线
上购物、生活服务、社交娱乐、反向定制、消费金融、供应
链协同、算力交易、智能网联、国际消费、国际传播十个
细分领域，培育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引领产业价值链
的平台型企业。

得益于各大互联网平台进一步从场景、物流等方面
不断改善消费者体验，强化服务消费者的品质化、个性
化需求；同时，打造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积极助力消
费市场稳健回暖，成都也有了培育平台、批量造节促消
费的新思路。

5 月至 6 月举办的“520”成都生活节将成都线上

消费的氛围直接“拉满”。作为 2022 首届成都“520”
网购节的“升级版”，也是“新十二月市”重要促消费
活动之一，本届生活节贯穿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
条多业态，空间则延伸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多个
城市。活动涵盖“车游四方”“全城热爱”“喜迎大运”

“熊猫联萌”“达人好物”“这厢有礼”六大板块，开展
近千场主题促消费活动，深度拓展新能源汽车、生活
服务、运动户外、餐饮娱乐、网络直播、即时零售、农
村电商等领域，持续提振市场消费信心。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往往更加生动——根据统计数
据，整个活动期间，全市实现网络零售额1181.9亿元，同
比增长17.2%，其中服务型网络零售额458.7亿元，同比
增长29.3%；实现网络直播交易额127.8亿元，同比增长
42.5%。成都集合了“人货场”融合元素，把线上线下完美
结合，也为之后电商发展明晰提供了方向标，打造出了
一个电商网购活动“范本”。

市场热力，源于成都线上消费市场的热度。利用
电商与消费的联动优势，成都常年盛产“爆款”，例如
成都手工女鞋、手工服饰等享誉全国，热销全球。电
商对品牌效应的放大，促使大批本土电商企业走向
行业领军地位。四川阿么鞋业作为其中典型代表，
其创始人肖龙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成都电商大
环境带动下，企业实现了产业品牌与成都电商的共
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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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公众高品质消费需要

生活服务是当前社会公众具有刚性消费需求的领
域，这一领域的数字化创新发展，在壮大数字消费、激发
和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恢复
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提出，鼓励数字技术企业搭建面向
生活服务的数字化平台，推进数字生活智能化，打造数
字消费业态、智能化沉浸式服务体验。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恢复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需求
疲软。互联网行业持续深耕生活服务赛道，通过深化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借助数据优势不断让各消费
环节更加贴近消费者，进一步解决供需结构矛盾，有效
释放了社会消费潜力。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上半年成都实现服务型网络零
售1249.9亿元，同比增长26.8%，增速为近五年最高，同
时，上半年服务型消费网络零售占比达40.4%。分行业
来看，以休闲娱乐、旅游为代表的“线上购票、线下消费”
的服务消费实现爆发式增长；以线上娱乐为主的游戏话
费类服务增速放缓，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前消费者
更加倾向于“走出去”，在线下场景中消费。

前不久，成都高新区联合美团，推出七夕专属消费
优惠。在高新区各级政府指导下，美团还发布“玉林西
路·乐活街区”项目，通过产品打造、街区营销、商户经
营、用户运营、内容生产、智慧发展等六大维度发力，建

设具有烟火气的“线上+线下”特色街区，促进城市消费
场景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满足消费者文化体验与消费
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丰富的街区消费体验。

数字化时代，线下门店不能掉队。“近年来，我们每年
都参加线上平台的大型促销活动。特别是在电商平台举
办的购物节期间，门店与线上的联动更加密切。我们通过
多样化活动，打通线上线下，吸引更多的客户进店，门店在

‘520’成都生活节促销期间的日均订单量大幅增长。”锦
江区某鲜花店店长杨女士坦言，拥抱互联网给线下实体
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生活
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精准、多样的高品质服务。”

消费是传统意义上的“买买买”，新消费的“新”在
哪里？相较于以前的“买什么”“如何买”，新消费更重
视“买得好”“有品质”。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看来，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品牌、口
碑、保障、体验变得至关重要。“可以说，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眼下成都市民的消费渠道、消费模式和消费理念
正在持续变革升级，消费者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钱、
获得最好的服务，体现了成都‘新消费时代’的追求，而
随着经济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这一追求也势必成
为电子商务持续深耕生活服务，满足公众高品质消费
需要的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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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的水果鲜蔬，隔天就会出现在你的餐桌
上；以出产地为关键词搜索农产品已成为不少人的网购
偏好甚至习惯。乡村集市不再是当地人消费的“主战
场”，“快递进村”承包了村民一多半日常消费需求。农
民这个职业不再必然是“土里刨食”，“触网生金”成潮
流，更多农民出现在直播镜头前“卖力”带货……

近年来，农村电商迅速崛起、方兴未艾，成为城市经
济发展中的一抹亮色。不过几年光景，在今天的农村，
直播电商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据统计，2014至2022
年，农村网络零售额从1800亿元增长到2.17万亿元，扩
大了11倍。2022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313.8
亿元，同比增长9.2%，比2014年增长了4倍多。可以说，
在“电商江湖”里，农产品和同时作为供给者和消费者的
农民，显现度都大大提高了。

在成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打独斗到规模
发展，快速发展的农村电商也正深度植入农村居民

“生活圈”。
“来尝尝今年的红心猕猴桃！”“给您倒一杯我们刚

泡的雀舌茶”……近日主题为“好货出川·蒲江专场”
的四川特色产品直播活动暨抖音电商食品行业资源对
接会现场，就早早搭建起了好物选品区，不少知名的
本地品牌商家积极入驻参展。除了当前正值上市热销
期的蒲江猕猴桃外，参展商品还有其他“蒲江造”的品
牌产品，如蒲议米花糖、霍士丹啤酒、光良白酒、酒鬼
花生、众润鸡蛋干等。丰富的展品吸引了四川抖商商
贸有限公司等电商企业代表驻足选品关注，展会现场
洽谈氛围热烈。

县域电商的快速发展带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发展，
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据不完全统计，蒲江县农村电商产
业链从业人数逾3万人，占全县总人口11%。这也有效
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实现产业链工人日均增收近300
元。依托农村电商带动全县产业发展、产品销售，显著
增加农民收入。截至2022年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30204元，同比增长6.6%。

如今，成都电子商务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农村电
商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目前已成功获批 5 个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称，电商新业态的发展以及平台力量的赋能让传统农
业焕发新的活力，有效带动当地村民收入增长，有力
引领当地乡村发展。基于当地特色优势产业，融合发
展的消费新场景和新需求也不断涌现，为乡村发展带
来更多可能性。

像蒲江这样的发展故事正在很多地方上演。如金
牛区的电商直播产业基地作为省级新业态基地，5000
平方米的基地以川酒、川茶、农特产品为主，兼销全国产
品，已入驻3000余主播，近200家本土企业以金牛区电
商直播产业基地为平台；“都江堰—康定特色商品博览
会”等主题活动联动市州特色产业企业搭建产销对接平
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示推广各地优质农
特产品及资源……

农村电商渗透率逐步提升，特别是农村服务型网络
消费开始兴起。仅今年上半年，成都实现农村网络零售
620.6 亿元，同比增长 24.0%，占全市网络零售比重
20.1%。不仅如此，得益于各大平台本地生活板块的发
力，乡村旅游、乡村民宿、农家乐等业态持续升温，上半年
农村服务型网络零售实现321.3亿元，首次超越农村实物
型网络零售，占农村网络零售比重51.8%，其中在线旅
游、在线餐饮两项占农村服务型网络零售比重达77.4%。

“正是在日常的电商购物、直播带货中，不少农村居
民完成了关于互联网经济、媒介素养的启蒙。”市商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在此过程中掌握的技能与知识，
让他们得以在新的数字场域中更自如。“下一步，在办好

‘2023成都市电商助农系列活动’等农村电商代表性活
动外，成都还将充分整合农业和商务资源，依托示范县
建设，探索农业会展、新场景打造和新媒体运营等，开展
农产品营销、农业文创、康养旅游等农商文旅体融合品
牌的营销与推广，大力推广农业融合发展品牌，强化对
外交流合作，打造本土电商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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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电子商务平台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发展迅
猛，持续推动产业变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记者观察
到，作为首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成都聚焦数字消
费新场景，从打造示范场景到提升建设极致场景，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平台经济发展迈入到了全新的发
展阶段，助力成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摊开成都平台经济“地图”，在细分领域深耕细作的
企业展现出惊人的生机和活力。

成都培育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比如大
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包括积微物联、华西云采等；消
费服务类平台包括 1919、花娃、找我网、杏仁医生、科
伦医药商城等；商务服务类平台企业包括天府通、阿
商订货宝、拉货宝等。其中，诞生了一批全国性的垂
类头部平台，如美呗跻身国内前三医疗美容服务平
台，积微物联被评为全国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医联
上榜胡润研究院《2022年中全球独角兽榜》。

除了在直播电商、种草电商、兴趣电商、社区电商等
新消费业态，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本土平台企业
外，成都也鼓励消费品制造企业自建或依托第三方平台

开展网络零售服务，吸引龙头平台企业来蓉设立功能性
或区域性总部。统计数据显示，在成都，全市网商数量
近90万家，阿里、京东、唯品会、美团、抖音、快手等多家
互联网知名企业落地成都，成立区域性或功能性总部，
规模以上互联网相关企业500余家。在钢材、食品、家
居、女鞋、书籍销售等商品消费领域，以及医疗、医美、体
育、本地生活等服务消费领域，成都更是培育出一大批
行业领先的“小而美”平台。

而随着成都电商和消费的联动效应不断发挥，众多
中小微企业也迎来了“换道超车”的新机遇。四美子国
风女装品牌创始人黄诚斌表示：“四美子公司率先孵化
出极具四川代表性的国风旗袍，实现线上全平台迸发式
增长，从老牌电商平台天猫、京东，到新型社交电商平台
抖音、快手，再到目前正在开拓的海外跨境电商，力争未
来一年线上销售额达到5亿元。”

除此之外，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离
不开各类复合型人才的集聚，成都下一步将深入研究平
台经济，构建更加吸引平台经济人才发展的生态环境。
一是打造网红人才集聚地。抢抓网红人才回流机遇，积
极发展创作者经济，更好转化利用成都城市流量，依托行
业协会、产业园区、龙头平台企业等主体，常态化组织合
作交流、产销对接、产才对接、供应链选品等活动，强化网
红人才变现能力。二是引育高素质人才。统筹推进平台
经济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平台企业引进和培养复合型、管
理型、技能型人才。实施平台经济青年英才集聚系列行
动，大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领军型团队。推进将平
台经济人才纳入全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工作。三是加
强本土人才培育。大力促进政校企三方联动，推动电商
基地与电商平台、MCN机构、专业学院、培训机构、技术
研发机构联合建设专业人才实训基地，建立定制化人才
培育体系。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 周小洁
成都市商务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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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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