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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制造业大
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造的东
西上天入地，有最尖端的航空母舰、
大飞机。但时尚的生活用品反而做
不好，造成大量的中国人到海外抢购
生活用品。”上海域际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总经理、上海绿色工业和产业发
展促进会副会长董锡健举例说，他在
德国工作的儿子带德国同事到“中华
第一街”南京路购上海产特产，看到
最多的是上海老酸奶、城隍庙五香
豆，以及10元一只的上海滩老怀表、
10元一盒纸盒装的雪花膏……唏嘘
不已。

他介绍说，上海曾是享誉海内外
的购物天堂，亦曾是国内轻工业品，

以及民生内需消费品最大的制造基
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上海轻工
业发展的巅峰时期，产业经济总量、
行业业态、产品品种，皆居国内首位，
且占到了全国半壁江山，但从1996
年起，明显出现了“拐点”。

无独有偶，在今年上海“两会”期
间，郑春颖、封帅、陈闪三位市政协委
员也联名提交了《关于以发展上海品
牌为着力点，以化妆品品类为突破
口，全力打响上海购物的建议》的提
案。郑春颖表示，上海是外国人到中
国旅游的首选城市，外国人到中国旅
游想购买中国品牌，绝对不希望看到
的是和自己国家一样的品牌，价格还
没有优势。但上海核心商圈和旅游

景点举目望过去沿街商铺和百货商
场专柜基本上都是外国品牌，有限的
中国品牌也大都是餐饮、食品类的老
字号和旅游纪念品，外国人无物可
购，只能买点土特产食品和旅游纪念
品。此外，目前中国的零售环境制约
了中国品牌发展，上海同样存在这个
问题，以化妆品为例，只要有点知名
度的百货商场均有 30-40个品牌销
售，但基本上都是进口品牌和合资品
牌，民族品牌一般只有两、三个，很少
有超过 5 个的，且都在位置不好的
区域，中国品牌在本土反而变成了客
场作战。而在韩国首尔明洞购物街、
日本东京银座商圈举目看到的都是
本国品牌。

专家建议，上海争创“国家‘积极引导海外消费回流’示范城市”

打响品牌 让国人在上海“买买买”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

波又一波的国人到境外“扫
货”的“海淘热”。但走在十
里南京路上，能买的上海特
色产品却只有雪花膏、老酸
奶等。

日前，上海市政府决策
咨询专家董锡健等率先提出
了“上海应主动作为，努力创
建国家‘积极引导海外消费
回流’示范城市”的建议。无
独有偶，在刚刚结束的政协
会议上，包括郑春颖在内的
三位政协委员也提交了联名
提案，建议以发展上海品牌
为着力点，全力推崇上海购
物。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董锡健建议，上海重新振兴与
发展现代轻工业，全新构建以“百
年海派经典品牌、新一轮上海名
牌、上海独创新锐品牌，以及国内
外前沿品牌”等“四合一”为集成主
体，且具有指标示范意义的上海

“国内外特色购物街区”，以及率先
创建新概念购物载体。例如：率先
创建以同步销售与购买日韩、新马
泰等国特色商品为主体的上海“亚
洲生活用品购物岛（港）”。此外，
他还建议有关部门支持振兴与创

新发展上海轻工业。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郑春颖认为，现在市场上的中国品
牌遭到歧视，无法与国外品牌平等竞
争，商场里无论是专柜还是广告都是
外国品牌，有的外国品牌连中文都不
标了，连明星代言时也优先考虑国际
品牌。

“我们通过调研建议，由市里有
关部门参与，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战
略布局力度，通过建立上海品牌目
录、宣传引导和政策规范，促进上海

几大商业街的沿街商铺在出租招商
时，能引进一定比例的民族品牌特别
是上海品牌；对于国有控股的商铺和
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市有关部门要
加强引导，优先引进上海品牌，以化
妆品为例，可以规定上海品牌特别是
上海化妆品品牌个数不能低于一定
比例，同时给上海品牌一定的免税
期、租金补贴；要大力发展机场、车站
和飞机上的免税店，并规定上海品牌
特别是上海化妆品品牌的个数不能
低于一定比例。”郑春颖表示。

在董锡健看来，“十九大”提出要
实现“美好生活”，这需要具体的载
体，上海在推崇上海制造、上海品牌
的同时，需要把曾经的辉煌找回来。

“我认为，最大的动力是民生内需，现
在我们的文创产品，大多是展品、礼
品、样品，始终变不成生活用品，不接
地气。创意产业不能和人民的美好
生活需求对接起来。”

据国家旅游权威部门披露：每年
国内“消费外溢”的人民币高达上万
亿元，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相关
报告显示：2017年春节国人出境旅
游购物超过 600 万人次，“旅游+购

物”的花费逾1000亿元。
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在调研

中发现，这些“海外扫货”的商品大多
是多功能电饭煲、智能马桶盖、空气
净化器、新型厨具、儿童感冒药、白领
眼药水、学生文具用品与多功能书
包、卫生纸、中草药卫生巾、彩妆药妆
品、伴手礼、美容电器、智能化康疗穿
戴设备等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新
型日用消费品，且全是轻工业产品。
然而这些消费品，在国内市场都能买
到，国内厂家也都能制造。

董锡健指出，相比之下，两者商
品的“反差”太大，且不比“感观、款式

的赏心悦目”，也不说“质优、信诚的价
廉物美”，更让国内消费者为之倾心与
激情购买的，是这些日用消费品中所
现显的“创新设计、创意构思与独到功
能”以及令人信服的“性价比”。例如
一款多功能书包既可缓冲外力撞击，
又能帮落水学生短时助浮，还能利用
书包内置的定位器，随时掌握孩子的
去向，有人一下子购买了 20 多个。
事实上，在这些“抢购”“爆买”的商品
中，也折射与映现了“中国制造”在产
品“品质材质、附加功能、检验检测标
准、综合性价比以及工业设计与商业
模式”等诸多方面的“落差”。

“海外扫货”大热，上海商业街“无上海货可买”

推崇上海制造、上海品牌 把曾经的辉煌找回来

建议打造特色购物街区 创建新概念购物载体

破解白领“用餐难”
洋泾街道推公益食堂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可以点餐叫
套餐，也可以堂吃粥和面，洋泾街道
3000名白领终于解决了“用餐难”的
问题。昨天，洋泾街道首家公益食堂
在龙珠广场地下室“开张”。装修一
新的食堂有近200平方米，当天送出
50个套餐给楼里的白领“试吃”。

由于是开张第一天，知道的白领
还不多。白领小江买了碗红枣枸杞
粥，津津有味地吃着。食堂的运营方
负责人小艾告诉青年报记者，他是开
餐饮店的，并且获得了街道考评的“诚
信经营示范街商户”称号，从没上过

“黑名单”，也通过了“市民巡访团”的暗
访，所以才被街道“相中”，接管这个食
堂。开张第一天让白领试吃的套餐包
括红烧肉、番茄炒蛋、蒜泥刀豆、五常
大米做的米饭，20元还送酸奶。在附
近的餐厅里，这样的套餐要卖到30元。

“由于条件所限，这个食堂不能
用明火，所以堂吃只能供应粥和面，
之前试运营时供应过盖浇饭，但由于
是加热的并不新鲜，因此白领普遍反
映口感不好。”小艾表示，目前已经把
盖浇饭停掉，因为根据与物业的协
议，只要有60%的用餐者认为不好吃，
物业就要中止合同，目前场地租金是
免费的。“我们宁愿让白领点餐，由我
们另一个餐厅外送过来，保证送到白
领手里的饭菜还是烫的。”

据悉，洋泾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领导近日分别带队深入基层企业一
线开展大调研，在调研走访中发现：
浦东大道罗山路周边区块内商务楼
宇密布，阳光世界、上安大厦、龙珠广
场等6个楼宇楼内办公企业超过150
家，白领上班族群体近3000人。这些
商务楼普遍建设于2000年前后，楼宇
大都未提供食堂空间配套，职工一般
以网上点餐或自带盒饭的形式用餐，
存在用餐难、管理难等诸多问题。

针对企业、职工反映最集中、最
突出的“用餐难”问题，街道党政领导
按照“边发现，边解决”的工作思路迅
速行动，利用区域化党群联席会平
台，协调街道相关职能部室、社会组
织、物业公司等各方共同推动解决了
职工“用餐难”问题。

浦东新辟3条、
调整更名1条公交线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浦东将新辟
3条、调整更名1条公交线。1月28
日起，鹤莘线调整走向并更名为873
路，同时新辟浦东34路，方便沿线市
民出行。1月31日起，将新辟1127
路和1128路，以衔接轨道交通车站，
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需求。

据悉，原鹤莘线缩线调整，更名
为873路。起讫站：东泰林路康桥路-
莘庄地铁站南广场。

线路走向为上行：自东泰林路
起经东泰林路、西泰林路、永泰路、
上南路、三林路、长清路、上浦路、济
阳路、徐浦大桥、龙吴路、华泾路、春
申路、都市路至莘庄地铁站南广场
止。返程：自莘庄地铁站南广场起
经梅陇西路、莘朱路、都市路循原线
至东泰林路止。

南京东路步行街。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