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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加快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的对策建议

ờ

一、研究背景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核心要素之一，具有较

强的消费引领与带动作用。目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国

家中心城市已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其他四个国家中

心城市也在积极创建。沈阳正坚定不移朝着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奋

进，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持续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创建

工作。

2021 年，沈阳市制定《沈阳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

动计划（2021—2023）》，确定五项具体创建目标，致力于将沈阳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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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面向东北亚、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次年，《2022

年沈阳市培育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动方案》出台，围绕年

度目标，提出开展八大专项行动。沈阳虽然与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仍存在差距，但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通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

完善城市建设，有望成为消费中心城市，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

活力。

二、存在问题

（一）消费市场体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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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体现国内零售市场变动情况。2022 年沈阳市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为 3,856 亿元，与九个国家中心城市相比排名第九，仅

略高于天津。部分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沈阳市的两倍以上。在

增速方面，沈阳排名第五（见图 1）。

图1 2022年沈阳与国家中心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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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商场销售额排行榜反映了城市商业活跃度和商业集聚水平。

在 2022 年全国商场销售额排行榜前 30 名的商场中，沈阳万象城以 89 亿

元的销售额排名第 14 位，相较于 2021 年的 85 亿元有 4.71% 的增长。

然而在数量上，沈阳进入前 30 名的商场仅有一家，相较于其他国家中

心城市，数量较少。尽管沈阳万象城销售额在全国范围内位居中上游，

但相对于一线城市的商场仍有一定差距，如北京 SKP 销售额超过 230 亿

元，约是沈阳万象城的 2.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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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旅游总人数反映城市的吸引力，而总收入体现游客在城市内

的消费水平和市场规模。2022 年沈阳的境内旅游总人数为 7,180 万人

次，与国家中心城市相比，人数较少。沈阳国内旅游总收入为 577 亿

元，也处于较低水平（见表 1）。

表1 2022年沈阳与国家中心城市境内旅游情况对比

城市城市

沈阳

西安

郑州

武汉

北京

天津

上海

境内旅游总人数境内旅游总人数（（万人次万人次））

7180

20000

8949

20532

18000

11200

18816

国内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总收入（（亿元亿元））

577

2030

1132

2224

2491

773

2080

注：成都，重庆，广州数据缺失。

（二）经济结构缺乏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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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在数字城市发展百强榜中排名第 32 位，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心

城市而言，数字化和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见表 2）。数字化服务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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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板可能会限制城市产业以及消费方式的多元发展。

表2 2022年数字城市发展百强榜

城市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重庆

排名排名

1

2

5

6

9

城市城市

武汉

天津

郑州

西安

沈阳

排名排名

10

11

14

2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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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沈阳市的人口首位度为 22%，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首位度为

28%，在六个同为省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靠后（见图 2）。人口首位

度与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首位度揭示了沈阳人口与金融支持体系有待

加强，反映出沈阳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经济多元化的不足。

图2 2022年国家中心城市与沈阳的人口与存款首位度对比

注：成都与郑州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首位度。

（三）消费后劲有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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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2022年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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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中位列第 41位，较 2021年第 38位下降 3个

位次。相较于其他九个国家中心城市，沈阳的人才吸引力较弱（见表3）。

表3 2022年国家中心城市与沈阳人才吸引力排名

城市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武汉

排名排名

1

2

4

7

9

城市城市

天津

西安

重庆

郑州

沈阳

排名排名

18

20

24

2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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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沈阳市城轨线路长度为 216.68 公里，轨交通客运量 29345

万人次，排在九个国家中心城市之后（见表 4）。客运强度为 0.43 万人

次/公里·日的平均值，高于全国城轨交通平均客运强度为 0.38 万人次/

公里·日，城轨利用率提升仍有潜力。沈阳的城轨交通线网平均运营服

务时间为 16.7 小时/日，相较于九个国家中心城市，处于末位。未来可

以通过拓展城轨线路、提高系统容量、优化运营方案等手段，提高城市

的交通利用率，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出行服务。

表4 2022年沈阳与国家中心城市城轨交通运营数据对比

城市城市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州

武汉

沈阳

成都

西安

郑州

线路长度线路长度（（公里公里））

868.37

936.17

293.14

478.29

621.58

509.98

216.68

625.04

298.42

275.49

客运量客运量（（万人次万人次））

226298

228792

31937

91083

236137

89401

29345

157176

76881

29770

客运强度客运强度（（万人次万人次//公里日公里日））

0.80

0.85

0.30

0.60

1.04

0.52

0.43

0.66

0.83

0.36

线网平均运营服务时间线网平均运营服务时间（（小时小时//日日））

18.7

18.3

16.3

18.2

17.7

17.8

16.7

17.8

18.1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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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费活力略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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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河都市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国际顶级品牌指数 2022》显示，

上海、北京、成都、杭州、西安、深圳、天津、重庆、沈阳和武汉排在前 10

位。尽管沈阳在指数排名中位列第 9 位，但与一线城市以及成都、杭州

等新一线城市相比，在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发展速度仍相对较慢。

0, Ό ͪ דּ

2021-2022 年共发布过两个批次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聚集区》名单，共计 243 个聚集区，俗称夜市。上海、重庆和北京国家级

夜市数量在中国排名前三，其中上海和重庆并列第一，夜市数量均为

12 个（见图 3）。而沈阳拥有 3 个国家级夜市，略逊于天津、成都、广州和

西安，与武汉持平，超过了郑州，表明沈阳的夜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基础

和潜力，但还有提升空间。此外，沈阳冬季户外温度可能会对夜经济发

展产生一定制约，导致一些户外消费场所客流量减少。

图3 2022年沈阳与国家中心城市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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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策建议

（一）精准定位，塑造商品服务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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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应突出自身的特色和品牌形象。

定位偏高端的商场，如“万象城”和“恒隆广场”，可通过提高服务水平，

包括增加专业销售顾问、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优化售后服务等方式，

确保高端顾客能够得到全方位满足。同时，通过引入更多奢侈品牌，吸

引更多追求高品质和独特设计的消费者，从而提升商圈的整体形象和

吸引力。主打年轻、时尚、潮流的商场，如“大悦城”，应加强与潮流品牌

的合作，积极推动潮流文化的传播。此外，定期举办时装秀、潮流派对

等，加强与年轻群体的互动，拉近与顾客的距离。

商圈的管理与服务是影响口碑的重要因素。针对一些负面评价，



其次，加快产业聚集区建设。通过政策扶持，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休

闲度假、滑雪滑草、养生养老、文化体验、旅游演艺、自驾露营、低空飞行

和研学旅行等项目，培育形成配套完善、特色各异的旅游集聚区和产业

集群。充分利用工业资源鼓励发展工业旅游，将工业旅游与其他旅游

形式进行优势互补，打造工业旅游的品牌和名片。

此外，加速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进程。选取部分区域作为房车营

地建设试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并推出一批自驾游旅游精品线

路。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化的旅游选择，推动旅游与交通、住宿、餐

饮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提高沈阳的旅游消费水平。

最后，培育旅游消费热点，发展养老旅游和中医药健康旅游。强化

老年旅游服务，开发多层次、多样化的老年人休闲养生度假产品，同时

引导发展度假式养老产业。促进中医药产业与旅游市场深度融合，发

展以国际健康医疗、锶矿泉健康养生、温泉康体养生、传统中医养生为

代表的特色健康医疗养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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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已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风尚。

2023 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达 739.94 亿元，与 2019 年同比增长

29.30%，达到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3 年 5 月，五月天鸟巢演唱会期

间，北京全城的住宿预订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约 300%，其中，鸟巢周边

5 公里的住宿预订量上涨 2400%。薛之谦“天外来物”巡演首站落户浙

江衢州，让衢州成为 2023 年全国票房排名增长最快的城市（从 73 名跃

升至 23 名），实践了“办好演唱会，带火一座城”的模式。因此，应充分

利用演唱会经济，促进城市文旅发展。利用“演艺+旅游”或“文化+旅

游”的文旅资源组合，促进文化业态多元化，带动城市服务行业发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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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化消费新场景。

打造具有沈阳特色的精品体育赛事，持续提高沈阳自主 IP 品牌赛

事影响力，推动“三大球”振兴发展，



“盛京夜经济”品牌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要增加城市照明、音乐文化等

方面投资，以品质为核心打造烟火氛围，创造新型消费场景，逐步推动

“夜间经济”向“24小时经济”过渡。

1, Ѡ ַ

首先，强化市场监管。对虚假广告、价格欺诈、恶性竞争、非法交易

等问题进行深入整治，引导行业协会发挥监管作用，强调商业道德。此

外，须加强安全管理，完善紧急预警机制和应急救助系统，以保障消费

者的权益和安全。

其次，完善服务质量规范体系和服务等级评定体系。建立以顾客

满意度为主导的整体消费环境评价机制，强化投诉处理机制，以激励企

业更加关注顾客体验。在价格方面，实施收费公示制度，明确禁止任何

未明示的附加费用。

最后，为推动“人工智能+”行动，应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各

区域的无线㑲域的无线㑲域的无线㑲域的无线㑲域的无线㑲域的无线㑲域的无线㑲未明示的附加费用

构建最后以良

以良



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提升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通过加强

旅游合作，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促进旅游消费市场发展。

最后，发挥自身的商贸流通优势，与省内其他城市开展商贸流通合

作。组织开展物流、资源集聚、业态提升等建设工程，持续加强城市商

业体系建设，完善城市商贸服务功能，汇集各类优质要素资源，扩大社

会消费规模，提高消费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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