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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聚集，“烟火气”旺盛——

商场B1B2层有什么？
李 婕 周 倩

商品价格亲民，店铺体验感强

“有时会在下班后去商场逛逛，看看有没有开新店，碰
上喜欢的手作饰品买上一件，百元以内不算贵，逛完再吃
点儿好吃的，这样一趟也算圆满”。

这是在北京生活的 00 后陈子涵逛商场的典型路线。她
发现，汇集了超市、奶茶店、小吃店、手作小工坊等多业态的
商场 B1B2 层对自己的确吸引力更强。“不仅能够享受逛的
感觉，商品价格也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陈子涵说。

消费得起、业态丰富、便捷可达——不少年轻消费者
表示，这是他们爱逛商场B1B2层的主要原因。

上个周末，90 后上班族吴晴到上海环球港就只逛了地
下两层。“这两层已经足够大、很好逛了。很多店铺推出了
打卡免费尝新品，关注门店账号获赠甜品、蛋糕等活动，
逛得很开心。”吴晴说，一般从地铁站出来能直接到商场
的地下层，抵达便捷，而且店面商品相对平价，还能吃到
好吃的，放松休闲的目的达成，往往不会选择再往更高楼层
走了。

各类社交媒体上，一条条“典型”的年轻人逛街路线也
获得大量网友点赞。无论是点杯奶茶、夹个娃娃还是逛逛杂
货店、零食铺，或是试试美妆、吃吃美食，描述的都是商场
B1B2层给年轻人带来的轻松快乐。

“B1B2 层通常具有直通地铁优势，搭配超市、主题街
区、面向办公客群的简快餐等消费品类，指向更年轻消费
群体、更低消费门槛，偏刚需效率型消费。”分析全国商场
B1B2 层品牌门店数据后，赢商网高级研究员熊舒苗这样
描述。

具体观察下来，熊舒苗发现，相较其他楼层，商场 B1B2
层的“平价之物”——休闲零食、小吃简快餐、奶茶咖啡、烘
焙以及百货超市，让年轻人产生一种“花点小钱无负担”的
爽快感。而插空式布局的潮玩、宠物店、电玩、创意零售等各
式有趣好玩的小品类门店，啥都不玩、随便逛逛、饱饱眼福，
也有一种“不花钱也很开心”的治愈感。

“B1B2 层商品和服务价格更加亲民，消费新业态集
聚，同时一些知名品牌也‘下沉’到 B1B2 层，符合年轻群体
的消费理念，他们更愿意为情绪价值、精神共鸣买单。”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分析。

业态丰富，大众化品牌和新兴品牌多

商场的B1B2层究竟开了哪些店？哪些品牌钟爱这里？
近期，赢商网发布 《购物中心 B1B2 层业态研究报

告》，通过分析全国 3000 多家商场 B1B2 层品牌门店数据，
勾画出大致轮廓。

据赢商大数据监测，近 5 年约 200 个标杆购物中心内，
B1B2层每年品牌门店调整量在5000多家，整体更迭速度明
显高于购物中心其他楼层。这当中，餐饮开关店比上行，
2023年达到近5年高峰；文体娱行业表现优异，近3年均在
加码扩张；生活服务业恢复至疫情前态势。

在熊舒苗看来，近 3 年，B1B2 层主打体验的业态发展
整体向好，它们为年轻人涌向 B1B2 层提供了更丰富多元

的消费选择。
在表现最亮眼的餐饮业态中，休闲餐饮是“扩张主

力”；中式餐饮、异国餐饮、火锅等回归热度，燃起 B1B2
层的“烟火气”。而且在近两年新开业的商场中，B1B2 层
加码餐饮的趋势更加明显。据赢商大数据统计，新商场
B1B2 层餐饮业态占比 49.5%，高于非新商场 5.1 个百分点。
一些新开或升级改造后的商场专门打造特色餐饮区，吸引
了不少年轻消费者驻足消费。

看品牌，B1B2 层 TOP20 品牌的品类分布广泛，杂货、
零食、熟食、茶饮、炸串、美妆、快餐等应有尽有，名创
优品、瑞幸咖啡、屈臣氏、良品铺子、麦当劳等大众熟知
的品牌均在TOP20之列。此外，在商场B1B2层，大众化品
牌占比超60%，消费门槛更低。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场 B1B2 层，新兴品牌占比相较其
他楼层也更高。“B1B2 层业态包容性强，‘新、潮、酷’品牌试
水成本低。”熊舒苗说，租金相对低、流量可观、客群年轻的
B1B2 层，是众多品牌“梦开始的地方”。更多新店、多元业
态、新鲜体验，这也解释了B1B2层为何更受年轻人喜欢。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技术变革、消费者理念变化
等多重因素推动下，体验式、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新场
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等不断涌现，得到消费者尤其
是年轻消费群体的青睐，这也体现了消费的新趋势新特
点。”陈丽芬说。

顺势而为，B1B2层打开商场新想象

商场 B1B2 层客流火爆，这一现象怎么看？一些消费
者的回复很有代表性：“不是首层买不起，而是 B1B2 层更
有性价比。”

这也反映了当前不少商场遭遇的尴尬。“一件衣服动辄
好 几 百 ”“ 优 惠 完 还 是 不 少 钱 ”“ 没 有 大 折 扣 根 本 不 敢

买”——不少网友吐露心酸。的确，长期以来，一些商场的商
品价格让不少消费者敬而远之，线上线下的价格差异更让
商场的客流发生变化。

“现在逛商场，如果看到想买的东西会第一时间打开电
商平台，一般线上都会比商场更便宜。如果商场里有更多
线上线下同价或者线下比线上更加优惠的商品，我想我会
很愿意在商场消费，而不是只逛不买。”吴晴说。

最近，有商超调整商品价格策略，线下商品甚至比线
上更优惠，这也为商场和其他品牌提供了一种运营思路。
吴晴发现，家附近的一家盒马鲜生就是这样，因此她“比
之前更加频繁地走进了这家线下超市”。

除了价格可亲，理想的商场还应该是啥样的？
“线下购物主要是想体验整个过程，人的参与是很重

要的。”李旭东是一位数码产品爱好者，面对新产品，哪怕不
买也总是想体验一下。他最近有更换手机的打算，线下体验
就是购物的第一步。也有消费者说，一些商场不定期举办艺
术展、音乐会等活动，在市民生活和购物场景中搭建桥梁，
购物体验也更好了。“这样的商场就总能百去不厌，保持吸
引力。”

不过，随着 B1B2 层客流持续火爆，租金看涨、一铺难
求也随之而来，部分商场更有意把 B1 层打造成“次首层”。

“往后看，小品牌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并非易事，地下楼层的
平价亲民、品类丰富多元等吸客标签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熊舒苗认为。

对此，一些消费者表达了担忧。“大家去 B1B2 又不是
因为喜欢那地儿，而是中意这里的品牌、业态和氛围”“大
品牌如果只是把楼层往下搬，那跟过去有啥区别”“这样下
去，B1B2也快消费不起了”……

总之，B1B2 层的热度打开了大家对商场新的想象。如
何承接消费需求，顺势而为打造更好的消费体验，创造更多
消费热点，考验着商场和品牌方。“年轻群体的消费引领带
动示范作用强，商家要抓住消费者需求特点变化，不断创
新，优化商品服务供给，调整商场布局，把人气流量变为‘留
量’。”陈丽芬说。

近一年，线下消费场景复苏，
繁忙的不仅有景区、餐厅、网红城
市，还有商场的 B1B2 层 （即地下
一、二层）。

不久前，相关话题的讨论冲上
了网络热搜，说的就是年轻人逛商
场爱去 B1B2 层。不少消费者也有
同感，城市大大小小的购物中心
内，地下商铺的确人流量更大、生
意更红火。

B1B2 层，究竟有啥好逛的？来
听听大数据和消费者怎么“说”。

龙年纪念币、纪念
钞火了！1月3日22时，
2024 年贺岁币开放预
约；1月3日22时30分，
2024年贺岁钞开放预约，
兑换期均为1月9日至1
月15日。截至1月4日24
时，2024年贺岁纪念钞
和纪念币的总体预约进
度均达到100%。这意味
着，一天时间，1亿多枚
纪念币、1 亿张纪念钞
已被预约。

“几秒钟就没了”
“验证码无法提交，卡
了十几分钟”“手机屏幕
都要点碎了，一直在加载
中”……不少消费者反
映，龙年纪念币、纪念钞
非常火爆，很难抢到。

作为收藏爱好者，
山东小伙魏长帅每年都
会关注生肖纪念币的发
售情况，但2024年的火
爆程度还是超出想象。

“我能抢到主要是有经
验。我会提前进入预约
界面，填好所有信息，等
开放入口后过个 10 秒
左右再点预约按钮。不
是正好卡点，因为卡点
的时候人最多，反而不
好抢。”1月4日，部分没
有在线上抢到纪念币的
消费者跑去银行现场预
约，个别网点出现了排
队预约的场面。

中国人民银行定
于2023年12月15日起
陆续发行 2024 年贺岁
纪念币和纪念钞，包括
金质纪念币 1 枚，银质
纪念币 1 枚，双色铜合
金纪念币1枚，纪念钞1
张，均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货币。其中，双色
铜合金纪念币和纪念钞
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
行。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和纪念钞与现行流通人
民币职能相同，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额 10元，材质为双色铜合
金，发行数量 1.2 亿枚（含留存历史货币档案 1 万
枚）。纪念钞面额 20 元，采用塑料材质，发行数量 1
亿张（含留存历史货币档案2万张）。双色铜合金纪
念币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 20 枚，纪念钞每人预
约、兑换限额为20张。

据了解，虎年、兔年生肖纪念币发行量也是1.2
亿枚，为啥龙年的纪念币、纪念钞这么难抢？

一是抢的人比往年更多了。多位受访者表示，
龙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定特殊性，今年为了
龙年的好彩头特意来抢的。“过去没有收藏纪念币
的习惯，但龙年是我的本命年，今年就想买点作为
纪念。”今年24岁的刘蔚绛说。还有的消费者表示，
龙年纪念币的图案比往年都好看，设计得很大气，
自己很喜欢就抢了点。

二是龙年纪念钞具有一定的稀缺价值。今年特
别发行的龙年纪念钞，是中国大陆首张生肖龙年纪
念钞。有的消费者是得知龙年贺岁纪念钞的背景
后，才开始关注预约的。“抢币是顺便，重点在于龙
年纪念钞，20元面额算下来投资门槛也不高。”

据了解，此次龙年贺岁纪念钞为央行第 7次发
行纪念钞。此前央行发行的6款纪念钞分别为：1999
年“建国50周年纪念钞”、2000年“千禧龙钞”、2008
年“奥运钞”、2015年“航天钞”、2018年“人民币发行
70周年纪念钞”和2021年“冬奥钞”（一套两张）。

三是部分炒作影响了市场。有消费者表示，“黄
牛”们人数多、手速快，普通消费者很难抢得过他
们。“这些‘黄牛’抢到后就开始哄抬价格，有些普通
消费者看到价格涨了，抢购热情更高了。”

专家表示，纪念币被抢购的现象较为常见，
因为其具有稀缺性，且生肖纪念币有一定收藏价
值。加之如今在线预约操作层面更为灵活方便，
出现火爆景象不足为奇。

本报北京电 （记者程远州、廖
睿灵） 记者从南方电网获悉，经广
东省政府批准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备案，日前，广东电力现
货市场转入正式运行，广东成为国
内首批电力现货市场转入正式运行
的省份。

电力现货市场是电力市场体系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根 据 发 用 电 双 方 实 时 供 求
情况，可有效发现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
电能价格，并配套开展调频、备用等辅助
服务交易。电力现货市场构建了“能涨能
降”的市场价格机制，依托分时价格信号
动态反映市场供需形势及一次能源价格
变 化 趋 势 ，通 过 短 时 尖 峰 价 格 信 号 有 效
激励火电、燃气机组顶峰发电，电力用户
移峰填谷，将显著提升电力保供能力，对构
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

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和推动
社会高效经济用能、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
要意义。

2017 年 8 月，广东获批成为全国首批 8
个 电 力 现 货 市 场 建 设 试 点 省 份 之 一 ，于
2018年 8月启动电力现货市场模拟试运行。
2019 年 5 月，广东在国内率先启动电力现
货结算试运行，历经多轮次日结算、周结
算、月结算，于 2021 年 11 月启动连续结算
试运行。

广东电力现货市场在试点中，加强核

心技术研究攻关，发布了全国首套电力现
货市场实施方案和配套交易规则，建成全
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力现货市场
交易系统，构建了“中长期+现货+辅助服
务”完整的电力市场体系。“我们创新性地
设计现货市场申报价格联动发电燃料价
格，有效疏导了发电成本，电力现货市场
保供稳价作用显著。”南方电网广东电网电
力调度控制中心现货市场管理部高级经理
蔡秋娜说。

目前，广东电力现货市场已连续不间断

运行超过两年，经历了一次能源量
缺价高、电力供需余缺急转、台风极
端天气等多场景考验，总体运行平
稳有序，累计疏导发电成本达 550 亿
元，煤电、气电、核电、新能源和独立
储能多类型电源全部参与现货市场
交易，有效发挥了发现市场价格的

积极作用。2022 年和 2023 年，广东非计划停
运火电机组控制在 1.5%、1%的水平，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对顶峰发
电支撑作用显著。

广东已建成目前国内规模最庞大、电网
结构最复杂、市场主体类型和市场用户数量
最多、市场交易量最大的电力现货市场，参
与电力现货市场的经营主体达 6.8 万家，电
力体制改革红利持续释放。预计 2024 年，广
东参与现货市场交易的新能源装机总容量
将突破1000万千瓦。

6.8万家经营主体参与——

广东电力现货市场正式运行

▲消费者在江苏省南京市一
家商场内吃火锅。

杜 懿摄 （新华社发）
▶北京一家商场 B1 层内，消

费者三两成群，人流如织。
本报记者 李 婕摄

扫
码
观
看
视
频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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