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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口商圈
系列报道③

G98环岛高速博鳌互
通至龙滚互通路段交通管制

车辆需绕行

南国都市报11月1日讯（记者
王小畅）记者1日从海南省公路管

理局获悉，受台风“潭美”引发

的强降雨影响，G98 环岛高速

K96+405处九曲江大桥桥面出现

裂缝，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

患。目前琼海、万宁交警、养护

单位联合对K94+400博鳌互通至

K105+400龙滚互通路段实施双幅

封闭交通管制。由海口往三亚方

向的车辆建议绕行海三高速及万

洋高速往万宁、三亚。

人均商业面积超一线城市，竞争激烈

海口旧商圈如何突围?

面对新商圈的强势入市，老商圈

一直在探寻转型升级之路。此前，计

划朝“跨境电商”转型发展的万国大

都会，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经营再

次陷入困局。与此同时，地处解放西

商圈的东方广场，人气也在急剧下

滑，商场内不少品牌打折促销。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探寻转型之

路，但至今还未找到一个好的出路。”

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商圈负责人直言，

老商圈虽有地段和文化沉淀，但因经

营业态老旧、缺少停车位和餐饮等商

业配套，对年轻客群的吸引力逐步下

降。“经营业态老旧，体量小，商场在

招商时难以招募到潮玩数码、香化、

亲子娱乐等等这些品类。”该负责人

感慨，老商圈更多的是服饰鞋帽等传

统百货，转型并非易事。

黄俊图也谈道，在转型过程中如

何保持传统优势和平衡各方利益，平

衡协调好新、老品牌是一件难事。“我

们精心挑选新品牌和新业态，保证其

与商场定位和消费者需求相符。例

如在选择夜市项目时，充分考虑美兰

区夜经济的发展需求和广场的特

色。”黄俊图认为，老商圈既要吸纳新

客源，也要做足自身特色，照顾好老

顾客。

“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推进，

海口的常住人口会不断增加，人口结

构调整、居民消费升级是趋势，因此，

海口商业项目存在一定的增量空

间。”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政

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商业经济

学会副会长宋向清认为，多元化的商

业形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消

费选择和体验，满足了不同层次消费

者的需求。

在市场“内卷”之下，旧商业要跳

出固有商业模式，实现升级转型。他

建议旧商业体可尝试服务“小众”消费

者，以专业化技能、定制化营销服务特

殊的消费群体。比如开发银发经济商

业服务体系，通过开展多种适合老年

人的专业服务，挖掘老年人群体的消

费潜力，让适老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旧

商业体的新能量、新增量。

在经营方式上，可学会服务“服务

者”，即做终端服务商的代理人、中间

商或中介者，从终端服务商的市场大

蛋糕中切出一块适合自己的业务板

块，借力大品牌实现生存和发展。

面对当下“体验式”“个性化”的消

费潮流，宋向清建议旧商业体尝试走

商旅文体融合发展之路，坚持以品质

化和特色化推动旧商业体创新发展。

每个周末，家住国兴大道的市民张天能习惯性

约朋友到明珠广场正方华老爸茶店喝早茶，周末还

可以在商场里逛逛年轻人较为喜欢的旺豪精品超

市。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口人，在张天能的印象中，

以前明珠广场、解放西是海口最为繁华的两个商圈

地段，在他读中学时，每个周末都喜欢约同学到明

珠广场的创新书店看书买书。

前几年，随着日月广场、吾悦广场等商业体的

开业，明珠广场人气逐渐下滑，作为海口最繁华地

标商场的光环不再。然而这两年来，随着“正芳华

老爸茶”“旺豪超市”“王者天创”等新锐品牌的入

驻，明珠广场又逐步聚拢了人气。

自2018年以来，在新商业体竞争加剧之下，明

珠广场一直在尝试转型发展。海南明珠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黄俊图认为，相比新商业体，

明珠广场有自身独特优势。地处海口中心区主干

道海秀东路、“海秀商圈”的核心，明珠广场有稳定

的人流量。其次，作为海南首家大型购物中心，明

珠广场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知名度。

“我们通过对品牌的优化调整和业态全面升级

来提升竞争力，目前已初现成效。”黄俊图说，新锐

品牌的入驻，推动明珠广场朝着构建集在地化、多

元化及区域代表性于一体的商业圈目标前进。

同样是经营了30年的老商场，主打高端购物

百货的望海国际广场在不断优化升级品牌外，还丰

富经营业态，增加了餐饮、娱乐、超市等板块的比

重，顺应“体验式消费”趋势，从传统百货向类购物

中心转型。

曾经热闹非凡的明珠广场。（资料图片）望海国际广场。（资料图片）

前不久，龙湖海南海口天街开业，32.4万平方米的超大商业综合体可谓包罗万象，让消费者实现一站式“吃、购、娱”，海
口商圈又增加了一块版图。

海口市商务局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海口共有大大小小商业综合体60多个，国贸、海秀、解放西、西海岸、国
兴、海甸岛、椰海-南海等近10个商圈。至2023年底，海口的人均商业面积达到了6平方米左右，这一数字远超国际通常
标准0.8-1.2平方米，也高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商圈林立之下，海口商业发展驶入快车道，与此同时的是商业竞争日益激
烈。面对商业发展和消费新趋势，海口旧商圈如何突围？ 南国都市报记者易帆

南国都市报11月1日讯（记者易帆）
11月1日，记者从海南省加大住房公积

金租房提取支持力度新闻发布会获悉，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加大

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支持力度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开始施行，此政策

实施后预计全省每年租房提取人数超15

万人。

《通知》主要有三项支持措施，在审

批办理方面，无自有住房的缴存人申办

租房提取业务，实行“零材料”智能审

批。缴存人家庭在我省实际工作地无自

有住房，且租赁住房未登记备案的，可

“零材料”承诺办理租房提取业务，系统

自动审核办结，实现即申即办。

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群体的租房需

求，海南新市民、青年人租赁登记备案

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本人月缴

存额超过租房所在市县提取额度上限

的，在实际租金金额内，可全额提取本

人月缴存额支付房租。针对收入困难群

体的租房需求，支持收入困难家庭人员

按照实际房租全额提取。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局长周高明介

绍，根据缴存人大数据模型分析测算，

此政策实施后我省每年将增加10万以上

的缴存人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每年提取

金额15亿元以上。海南全省每年租房提

取人数将超过 15 万人，占缴存人数的

10%以上，租房提取金额将超20亿元。

通过此政策实施，一方面将更加有力支持

海南无自有住房缴存人、新市民、青年人

和困难收入人员租房提取消费，通过租房

实现安居；另一方面，通过释放较大金额

的住房公积金，提高租房职工的消费能

力，有力拉动全省社会消费。

海南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新政策施行
预计每年租房提取超15万人

城事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