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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灵魂，对于商都郑州来说，“商”就是这座城市
的气质和底色。

郑州因商战闻名全国，因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商贸
物流产业发展优势。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每一次变革创新和产业转
型升级，商业，始终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历经风雨见彩虹，散发出璀璨
的光芒。

来自市商务局的相关资料显示，新中国
成立初期至上世纪70年代末，郑州集中力量
进行工业化建设，对服务业投入较少，导致服
务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响彻中原
大地，搅动了郑州服务业发展一池春水。

郑州建设商贸城的思路，正是产生于
改革开放的初期。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
中全会提出改革由农村向城市之后，全国
各 大 城 市 都 在 研 究 制 定 各 自 的 发 展 路
径。郑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对郑州要再
认识”。1985 年 4 月，在“发挥省会城市服
务功能作用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依
靠交通、搞活流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把
郑州建设成为立足中原、面向全国的贸易
中心”。

1984 年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系逐步建立，全市各类商业网点猛增。先
后建成商业大厦、华联商厦、商城大厦、中州
商场、振兴商场、亚细亚商场、人民商场等规
模较大的零售商业设施，以及广州大酒店、
天河大厦、大同宾馆、格林兰大酒店、杜康大
酒店等一批标准较高的服务设施。一大批
中小型商业店铺网点也进行了改造或重
建。市区逐渐形成了二七广场、火车站广
场、花园路市场、碧沙岗市场等几处发展较
快的商业区，市中心基本形成行业配套、设
施完备、品种齐全、水准较高的商业群体和
购物中心。

伴随商贸城建设大幕隆隆开启，郑州亚
细亚商场点燃的郑州商战硝烟，定格为中国
商业历史上一段精彩的传奇。时至今日，“中
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的经典广告语，
依然留在老郑州人的记忆深处。

1990 年 10 月，作为国务院批准的首家
期货试点单位，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1998
年 8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三家期货交易
所之一，“郑州价格”成为全国粮食交易的指
导价。

据统计，1990年，郑州市区共有各类商
业批发企业 1871 个，各类商业零售企业
34768个，已形成批发、零售、储运、加工、租
赁等30多个自然行业。

据市商务部门统计，“九五”期间，郑州商
品流通规模逐年扩大，商品市场和各类服务
设施建设迅速发展，先后建成一批具有较大
规模和较高标准的大型批发零售商业设施。
其中，郑州商业大厦、华联商厦、商城大厦、紫
荆山百货大楼、郑州市百货大楼、金博大购物
中心、丹尼斯百货、正道花园商厦、北京华联、
友谊商业（集团）公司等大型商场年销售额均
超亿元。

商海弄潮扬风帆
改革开放搅动商业一池春水

伴随互联网经济兴起，电
子商务风起云涌，网购飞进寻
常百姓家。在新科技引领下，
商战模式演变为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各大实体商场、超
市纷纷推出线上线下融合模
式，在网络经济“蓝海”泛舟。

初冬时节，市民王婷坐在
家中轻点智能手机上的“京东
到家”APP 下单买菜，40 分钟
后，来自“世纪联华”超市的新
鲜蔬菜已经送到她的手中。通
过“口碑”“饿了么”等在线生活
服务平台，市民“宅”在家中就
吃上了餐饮“外卖”。打开手
机，不少市民关注了“丹尼斯”

“国贸 360”等商场的微信公众
号，最新营销活动一目了然。

从传统店面经营到线上线
下融为一体，郑州商业不断转
型升级，为百姓消费带来全新
体验。在刚刚过去的“双 12”，
郑州市民到店消费热度名列
全 国 第 15，手 机 点 单 热 度 持
续高涨。

在线上消费火爆的同时，
日益升温的体验经济也拉动大
型商场销售回暖。2018 年 11
月 18 日，总体量达 40 万平方
米、商业面积达 20多万平方米
的大型购物中心——正弘城在
郑州北部初次亮相，就吸引来
滚滚客流，为郑州商业转型升
级再添新引擎。位于郑东新区
的郑州熙地港购物中心增加了
餐饮、娱乐等业态经营面积，成
为市民周末休闲好去处。

市商务局副局长林继民分
析，目前，郑州已形成具有一定
影响力与辐射力的商圈约 10
个，其分布格局由“一中心”转
向“多中心”，新的城市商圈格
局初步形成。其中，中心商圈
有二七商圈；东部商圈有郑东
新区CBD商圈、曼哈顿商圈；南
部商圈有火车站商圈、二七万
达商圈；西部商圈有碧沙岗商
圈、中原万达商圈、王府井商
圈；北部商圈有紫荆山商圈、花
园路商圈。各大商圈的兴起，
不但有力促进了消费，拉动了
内需，也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成为城市发展新名片。2017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首次突破 4000亿元大关，成功
入列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

“新一线”城市。
聚焦重点商圈升级改造，

全市着力打造集购物、旅游、文
化、会展、餐饮、商务、娱乐等为
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多维空间，
积极推动商业业态转型升级，
引导大型购物中心、新型市场
集聚区增加体验型、服务型新
业态，建设电子商务平台，实现
商、旅、文、娱、体融合发展。

放眼未来，市商务局、市市
场发展局将更加注重电子商务
对商业业态的重构与创新，鼓
励企业建设网上商城、商业街
及批发交易市场，同时合理布
局大型商业设施与社区商业，
实现商业功能集合构建，全力
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

转型升级推动郑州商业嬗变

百年德化焕新姿

跨越发展成就商业黄金时代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泰国正大集
团、麦德龙、家乐福、沃尔玛、大商、北京华联
等国内外商业巨头纷纷来郑跑马圈地，郑州
商业迎来又一个黄金发展期。

2002 年，国内大型商业企业——北京
华联、世纪联华进驻二七商圈，点燃起二次
商战的熊熊烈焰。郑州商业敞开胸襟，热情
拥抱商业大鳄纷至沓来。伴随泰国正大集
团、麦德龙、家乐福、沃尔玛等一批国外连
锁商业巨头在郑安营扎寨，郑州商业迎来
大洗牌时代。一边是金博大、丹尼斯“两朵
金花”激烈竞争，一边是外来连锁集团纷纷
抢滩，大力度的营销活动“你方唱罢我登
场”，不断升级的商业业态为市民带来全新
的购物体验。

2005 年，国美、永乐、五星、苏宁等国
内四大家电连锁企业齐聚绿城，倒逼大型
零售商场及批发市场退出家电经营历史
舞台。

2006年，大商集团入郑，以 4.21 亿元的
“天价”拿下本土商业品牌“金博大”的经营
权，创造出“资本为王”的经典案例。

风云际会，商海弄潮。统计数字显示：
2009 年，郑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435
亿元，是2000年的 3.76倍。截至2009年底，
郑州年交易额超亿元批发市场达 35 家，超
10亿元的达 15家。郑州已成为我国中西部
地区重要的服装、汽车、农产品、建材、农资、
钢材等批零集散中心。

生鲜市场购销旺

各大商圈产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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