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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孙靖寰认为，一个城市的商业网
点建设离不开商业规划和布局的引
领和指导。

“城市规划时应为商业发展预留
空间。”济南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济南市正在进行《济南市城市商
业网点规划》修编工作，旨在使商业
网点建设发展与城市总体布局相适
应。针对较受关注的几个问题，该负
责人表示，今后商业项目审批时将与
规划部门互动，将城市规划与商业地
产规划相互衔接。

他举例说，商业项目和住宅项目
的要求不同，购物中心在停车场、容积
率等方面有特殊要求，如果按照住宅
项目的要求审批，这样的项目可能不
符合规划要求，下一步可能与规划部
门沟通，对这些项目的要求做出调整。

针对城市治堵，一位业内人士表
示，治堵要和商业紧密结合，梳理交
通要为商业服务，不能因为治堵而打
压商业。

规划同样不能忽视空间布局。不
少业内人士认为，济南的商业要形成
多个区域性商业中心。孙靖寰表示，
应该将大型购物中心尽量避开城市
核心商圈，在城市的不同方位科学布
点，形成多个商圈或次商圈，与核心
商圈遥相呼应，多点联动，这样可以
带动城市各个区域发展，缓解交通压
力，实现便捷消费，促进整个城市的
商业共同繁荣。

济南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生活
广场总经理徐志敏也建议，济南应做
好区域性规划，划分不同区域，例如
可以在北部建设以批发零售为主的
中低端消费区域，南部建设中高端业
态等，同时在每个区域要把丰富度做
开，这样省城商业将会更加繁荣。

除了泉城路，逛街购物
济南人均零售面积仅为上海的一半多，商业网点配套不足、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见习记者 孟燕 刘雅菲

9月30日，黄金周第一

天，家住阳光新路的市民小

李出门购物，她没有开车，

而是和老公手牵手走到和

谐广场。

与和谐广场前后脚开

业的，还有恒隆、百盛等商

场，这些大型购物中心的

“落地开花”，让济南人在购

物时有了更多的选择。

尽管如此，济南购物网

点分布不均衡、配套不足等

问题仍未从根本解决，大多

购物网点还是集中在泉城

路周边。人们期待，作为省

会城市，济南能形成一个布

局更为合理、氛围更加浓厚

的商业发展格局。

卖场来了，该放在哪儿？“现在
济南商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布局
不合理，东部没有大型购物场所，
北部、西北部也没有像样的类似场
所，大部分都集中在市中、历下和
槐荫区的东部。”济南市商务局局
长史同伟坦言。

恒隆、百盛、世贸等购物中心

最终都将目标锁定在泉城路商圈，
“目前泉城路商圈的压力越来越
大，大家都有这个感受”，泉城路一
家大型卖场相关人士透露。孙靖寰
也表示，目前以泉城路为中心的城
市中心地带，商业布局已趋于饱
和，甚至可以说过于密集，不仅给
交通造成巨大压力，而且让消费者

感到很不方便，商家的竞争也日渐
残酷。

而在省城东西部以及北部等
地，近年虽有和谐广场等开业，但

仍显不足。在高新区工作生活的
苗小姐是个时尚潮人，尽管单位
附近有一个购物广场，但她很少
去逛，“商场小，牌子少，衣服也不

卖场人不少，商家也趁节日
推出不少活动。小李先逛了逛服
饰，中午在购物中心吃了个饭，下
午再到电影院看场电影，“一天挺
丰富的”，平时，她经常这么过周
末。

几个大型购物中心开业后，
在济南逛商场就不只是买几件衣
服那么简单，“主要是享受一站
式、立体化的休闲娱乐方式。”

除正在或即将崛起的一批大
型卖场，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也
陆续进驻，济南商业的开放程度
正在扩大。那么，济南的消费能力
有多大？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济南
的经济活跃度与南方城市相比相
对弱一些，但是消费潜力可观。

据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孙靖寰透露，济南市区
人均零售面积为1 . 21平方米，全
市人均零售面积仅为0 . 7 8平方
米，这与商业发达城市相比有一
定差距。据悉，上海市区人均零售
面积为2 . 3平方米、青岛为1 . 6平
方米，从这个标准来看，济南仍有
空间。

新兴商业模式随之进入济
南，为客人提供购物、餐饮、娱乐、
休闲一站式的体验。例如恒隆更
注重软服务，在卖场设计上，25万
平米的建筑面积中，只有17万平
米的营业面积，其余部分均为公
共空间，让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
感到舒适宽敞。

济南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配套不
足日益成为困扰顾客和商家的难题。

“有一次在泉城路，仅停车位就
找了40多分钟”，在济南购物，停车成
了刘女士头疼的事儿。而在高新区一
家购物广场，苗女士也因为地下停车
位不足，不得不把车停在门口，因此
两次收到罚单。

去年7月，济南市商务局发布的
《济南市商业网点发展现状评价报
告》中指出，济南停车场、交通站点、
快速餐饮等商业配套设施建设滞后
于城市和商业发展，制约了商业网点
大型化、集聚化和规模化发展。譬如
省城主城区商业中心区街道采用交
通隔离带设置，道路交通规范了，但
违背了商业购物动线设置原则，影响
了客流集聚。

一些大型卖场已经意识到这一
问题，并安装了停车诱导系统，但由
于管理尚有差距，导致该系统作用大
打折扣。不久前，唐先生跟妻子去某
卖场购物，停车场门口显示负一层仍
有十几个车位，但他开车转了一圈都
没有找到能停车的地方，这让他十分
失望。

“商业的发展需要公共配套设施
跟进。”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相关负责
人称，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商业
氛围浓厚，在重要节假日，商场会不
约而同地搞活动，政府部门也会积极
提供相应配套和便利。去年济南一家
购物中心组织跨年活动时，需要自己
联系相关部门，申请让途经附近的公
交线路延时，而计划中的燃放烟花活
动，因未通过审批，也没能实现。

还能去哪儿
分布不均等问题亟待解决

人均零售面积1 . 2平方米

分布不均衡，商家扎堆泉城路

商圈建设呼吁配套服务跟进

一条泉城路不够，

济南商圈需“裂变”
业内人士呼吁

济南规划完善商业圈布局

▲位于泉城路商圈的恒隆广场，已成为市民休闲购物的一大去处。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好看，平时还是会去泉城路商
圈，只有应急时才在高新区这
边买。”

“作为省会城市，济南商

业项目分布应该更均衡，让全
市各个区域都有成熟的商业
配套项目。”济南市商务局相
关人士这样表示。

▲节日卖场，市民在选购物品。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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