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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解放西等
区域性商圈先后落成

然而，等到上初中住校后，每逢周末时，

李琳与朋友们的选择似乎多了起来——不单

是海秀商圈，解放西商圈也很好逛，尤其是解

放西路内中国邮政二楼的动漫角，简直是当

时海口年轻的“二次元”爱好者们的“天堂”；

而逛完解放西路从东方广场出来，沿着龙华

路出发，则可以径直走到当时先后开业不久

的宜欣购物公园与上邦百汇城，而这两个商

场加之金龙路美食一条街和玉沙路上的诸多

商业门店，便构成了国贸商圈最初的样貌。

“那时的宜欣还叫‘宜欣购物公园’，由于

引进了零售巨头大润发，每天超市乃至商场

内外都是人满为患。即使收银柜台全开，超

市内排队付款的长龙能从收银台一路排出几

十米开外。”在紧邻如今更名为德嘉汇·宜欣

城对侧置地花园居住的海口市民李茂清晰地

记得，大润发宜欣店刚开的那几年，宜欣广场

在国贸商圈可谓“傲视群雄”，是诸多国贸居

民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场所。

“那时完全想不到，在十多年过去后，曾

经光鲜的宜欣广场会垂垂老矣，而曾经的城

中村却在整村迁改后，原地拔起的万象城等

高端商业体，开启新一轮引领海口商业发展

的潮流。”谈起过去的景象，李茂从家中窗口

望向窗外，曾经低矮错落的玉沙村以被宽敞

的柏油路以及高端的万象城、N次方公园以

及正在装修重整的友谊·国贸城取代。

而事实上，在这一跨度较大的周期内，仍

有很多故事发生。

2010年，海南启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国

家政策公布，海南的定位上升到国家战略高

度，海口商业也迎来了新一轮国内外新品类、

新品牌、新商品的进驻，商业发展日趋加快。

这一时期，海口多个商圈逐步形成，而从商场

角度，不仅有明珠广场、生生百货、东方广场

等传统百货商场岿然屹立；还有第一百货易

名民生百货，最终更名为望海国际的变迁；更

是涌现了宜欣广场、上邦百汇城、万国大都会

等已具备“吃、娱、游、购”一站式服务的初期

阶段的购物中心，为此后海口购物中心持续

扩张与进化，逐渐挤压传统百货业生存空间

埋下了伏笔。

发
展

20年来的 与

如果说商业的繁荣是一座城市经济面貌的体现，那么，商场的演进与更迭则是一座城市在时代浪潮
里昂首进取的缩影。回望过去，海口商业等来了一批新人，也送走了一批旧人。但始终不变的是，城市
中众多的人们，始终将商业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感受着商业更迭对于幸福生活的改变。而过去海口商业
变迁的一幕幕剪影，也成为了留存在一代海口人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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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口商圈
系列报道②

“购物中心+电商”
冲击本土传统百货

在李琳的印象里，海口商业的又一轮快

速发展在2016年前后。此时的她在省外完

成大学学业后返回海南，成了一名海口“上班

族”。她注意到，相比儿时常去的传统百货，

如今的她似乎对具备社交属性在内的多场景

“一站式”购物中心更为青睐。

2016年年底，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有

着巨大市场影响力的3座大型商场在海口接

连开业，海口的商业格局也因此悄然发生着

转变。2016年10月28日，由新城控股集团

开发建设的海口新城吾悦广场开业；11月11

日，由海航集团投建的海口日月广场也进入

试营业阶段，开始开门迎客；2016年12月23

日，万达集团斥资建设的海口万达广场也正

式开业。一时间，这三座全新商场，抢尽了市

场的风光。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座商场，全都

属于购物中心类商场。

不知从何时起，海口开业的一个又一个

商业综合体中，再也没有了传统百货商场类

型的身影，取而代之的，全都是购物中心、特

色商业街区等。而从数量上，海口的商业综

合体在2016年前后持续增加。当时的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海口成规模的大

小商业综合体已达30余个，在建、待建的综

合体项目多达37个。

这一阶段前后，由电商与网购掀起的巨

浪，也开始正面冲击着实体商业。有着大体

量，多业态的购物中心开始寻求转型，进一步

增加体验类、潮流类、互动类业态，茶饮、网红

书店、文创市集不断涌现在购物中心当中；而

以商品购销为主业的传统百货商场则逐步在

电商的渠道与价格优势面前败下阵来，以往

繁华的海秀商圈、解放西商圈等，渐渐没有了

往日的荣光。“不是传统百货不转型自救，而

是调整面临着诸多困难。”海口解放西商圈一

家传统百货相关负责人罗先生直言，其也尝

试去引进潮流时尚品牌，但这些品牌进来海

南时多会考虑购物中心；想引进配套餐饮，但

商场在建设之初就没设置相应的燃气管道及

排油烟的走线布局，大规模改造意味着巨大

的资金投入。罗先生说，“或许，我们还是需

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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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秀商圈
成千禧年后商圈“顶流”

上世纪80年代末，海口先后出现了友谊

商场、施达商场、国商免税商场为代表的大型

商场，“百货商场”与“老三家”的概念与名号

逐渐被海口人熟知；90年代开始，“新三家”

第一百货、乐普生、生生百货登台，迅速颠覆

了“老三家”的地位；到了2000年前后，明珠

广场、东方广场、金世纪商城等新一代“新三

家”开始崛起，又打破了上一代“新三家”三足

鼎立的格局。而随着本地超市万福隆、大同

货仓、南国超市等业态的加入，也给海口商业

带来了更多的人气。

2000年前后，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李琳会

在父母的带领下，在周末前往当时最为繁华

的海秀商圈逛街购物。那时，她觉得明珠广

场和乐普生很高、很大，年幼的她站在海秀中

路，将头拼命抬高，才能看到明珠广场的楼

顶。商场外的车水马龙与商场内的繁华喧

闹，是她对海秀商圈各大百货商场最初也是

最深的印象。

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明珠广场当年的光

景：一楼卖黄金珠宝、二楼卖服饰箱包、三楼

卖手机数码，四楼则有她最爱的书店，每到周

末，父母会将她“丢”在书店内的儿童读物区，

自行去其他楼层乃至附近的第一百货逛街购

物；而她沉浸在各类图书的海洋中，直到父母

逛完商场回来，她仍坐在地上不肯走，乞求着

能不能“再看一会儿”。

相较此前百货商场较为单纯的服饰、化

妆品以及箱包鞋帽的购物业态，明珠广场在

业态上要丰富许多，引进了电子数码、图书甚

至娱乐类等以往不曾进入商场的业态，使得

客户群体更广；加上商场层出不穷的营销手

段，明珠广场很快就成为了当时海口最炙手

可热的商场，一时间风光无两。

曾有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明珠广场

日均每平方米客流密度高居海口全市首位，

日均客流量达3.5万人，相当于海口市其它规

模排名前五位的百货商场日均客流量的总

和。明珠广场、第一百货、乐普生，加之此后

陆续出现的南亚广场、DC城、万国大都会等，

让海秀商圈成为千禧年后海口最具知名度的

商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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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之初的宜欣购物公园。（资料图）
海口明珠广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