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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培育流量城市的优势

枢纽优势突出，有助于转变人流为
消费流。郑州市特有的区位优势决定了
其是拥有联通世界的综合立体交通枢
纽，是全国12个最高等级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之一、全国唯一的空港型国家物
流枢纽，2小时高铁圈覆盖4亿人口，2小
时航空圈覆盖全国 90%以上人口和市
场。依据2023年暑期的铁路统计，经过
郑州的客流量，在全国九大中心城市排
第四名（3372.3万人），仅次于广州（12000
万人）、北京（7095 万人）、武汉（3808 万
人），中部六省排第二名。郑州市完全可
以将交通枢纽带来的流量优势，通过打
造高铁站消费圈和市区消费场景，吸引
人流转化为消费流。

青年人口规模优势突出，有助于形
成规模消费市场。2023 年末，郑州市常
住人口 1300.8 万人，在全国城市中居第
11位，平均年龄为34.7岁，是全国第五年
轻城市。网红城市的核心消费群体是年
轻人。以穿汉服、听国潮音乐、玩剧本
杀、共享出行、体验文旅等为代表的 90
后、00后，已经成为消费生力军，在文化、
旅游、娱乐等领域消费占比超过60%。洛
阳、西安等网红城市紧紧抓住年轻人消
费群体，通过短视频和跨界与年轻消费
群体互动，激发城市的消费动力，释放城
市消费活力，为郑州年轻消费的激活提
供了启示。

新的消费场景持续涌现，有助于形
成城市 IP。郑州利用网络直播等形式，
带动夜间美食、特色演艺等夜间餐饮和
娱乐消费，促进商超、商业街区等购物消
费。通过举办郑州夜间美食节、虾尾节、
啤酒节和咖啡潮饮嘉年华等活动，打造
夜消费场景；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惠民
活动，特色街区、消费商圈、文旅景区、网
红打卡地等不断涌现，建业电影小镇、银
基动物王国、方特欢乐世界等成为网红
景区。涌现出瑞光创意工厂、二砂文创
园等综合型文创园区，艺茂仓食运街、星
河里唐宫夜宴实景文化主题街区、德化
步行街、欢乐金街、农科路酒吧一条街等
特色街区。郑州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仰
韶文化、黄帝文化、黄河文化、嵩山文化、
功夫文化等品牌资源丰富，在国内外具
有显著影响力，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
间、文化场景的基础支撑较强。

郑州培育流量城市的对策建议

强化政策引导。依靠政策引导、整
体运作，以网红、流量提升城市消费能
力。一是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实
施“高质量发展网红经济行动计划”，加

强工作研究和调度，全方位宣传推介郑
州，做好流量城市整体营销。二是积极
出台相关激励政策，引进 MCN 相关企
业，有效激发MCN机构市场活力。对发
展绩效好、示范效应强的直播电商平台、
MCN机构、网红达人等给予奖励。三是
邀请专业人员开展各类互联网直播、短
视频制作培训活动。宣传部门和各新闻
媒体做好宣传工作，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形成社会关注、支持鼓励 MCN 产业创
新发展的良好氛围。

打造线下沉浸式消费空间。一是推
进交旅融合，打造沉浸式交通慢性空
间。借鉴苏州模式，打造沉浸式美食巴
士游。开通“流动的博物馆”路线，带领
游客游览郑州各大博物馆。与传统巴士
不同，每辆美食巴士内设4张四人桌、2张
双人桌，最多能容纳20名乘客。车厢中
设有博物馆主题文创展示区，可以陈列
少林酥饼、嵩阳书院文创包、黄河特有澄
泥砚、新密麻纸等文创产品，屏幕上交替
播放着郑州博物馆的宣传视频，这些元
素让游客们在巴士上就能“沉浸式”体验
精准服务带来的愉悦。二是采用“剧本
娱乐+”模式，打造沉浸式街区。借鉴建
业电影小镇模式，推动剧本娱乐与商业
街区的跨度融合，形成“剧本娱乐+”新模
式。比如二七德化街，可以打造民国时
期郑州商贸街，带领消费者深入其中听
民国故事，看民国商品，品民国时代气
息。三是沉浸式剧场进商业综合体，带
动商圈消费。沉浸式剧场是体验经济下
商业跨界营造消费场景的融合产物，在
商业与艺术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话剧、
音乐剧、舞台剧等文娱活动不再作为精
神消费奢侈品，开始逐渐普及进入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消费中，“购物中心剧场业
态”新模式已成为打开商圈消费的钥匙，
目前郑州海汇商圈、尚座中心商圈已经
在尝试这种模式，并逐步成为繁荣商圈
的重要手段，应在郑州其他商圈推广。
四是打造沉浸式地铁。借鉴苏州、北京
沉浸式地铁经验，打造“穿越时光”乘车
体验。乘客无论从车头或是车尾上车开
始参观，均能体验到“从过去到当下”又

“从当下回到过去”的感觉。
注重线上引流。一是开展文化资源

传播新渠道，打通文化与消费强链接。
围绕功夫文化、黄河文化、黄帝文化等郑
州特色文化，以及非遗、老字号、手造、会
展、论坛等文化消费新场景，设计制作网
络微短剧、中短视频、微电影、短动画，采
用政策扶持、创作组织、大赛评奖等多种
举措，推动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
主流达人、主播等互联网人才孵化，充分
利用短视频、直播、抖音话题互动等手
段，把郑州文化资源转化成为优质网络

IP 资源，激活城市消费内生动力。二是
鼓励MCN机构开拓跨境电商业态，提升
消费的国际性。依托郑州保税区、自贸
区、邮政口岸、中欧班列等优势，制定相
关跨境电商、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与
补贴政策。吸引跨境电商进口平台与新
兴海外直播带货类MCN机构入驻。拓
展本地企业海外仓公共服务功能，提高
辐射服务能力，依托郑州本地大型出口
企业海外物流仓储资源，新增布局建设
海外仓。改变新兴海外直播带货与文化
出口“散乱小”现状，建立“全国海外直播
带货集散中心”。

做好培育枢纽型消费圈载体建设。
郑州在九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客流量仅
次于北京、广州、武汉，枢纽型消费圈营
造是发展网红经济，助推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的基础举措。一是在新郑国际
机场及其周边，面向全球消费者，打造航
空枢纽消费圈。在新郑机场及周边打造
临空国际消费新平台，集聚免税、文化体
验、星级酒店、高端写字楼等综合业态，
构建“功能+场景+体验”的世界级消费空
间新载体。二是在郑州高铁站、东西广
场及周边，打造高铁枢纽消费圈。强化
交通枢纽与城市商圈互动融合发展，打
造郑州高铁站、地铁站换乘点商圈，根据
客流特征定位商圈特色，重在提供高效
便捷消费场景和服务体验，形成具有消
费吸引力、品牌集聚力、文化传承力，功
能齐全、特色鲜明、管理规范的标志性商
圈。大力发展2小时高铁消费圈内的“首
店、首秀、首映、首展、首发”效应，重点引
入国内外知名品牌，提升城市消费能
级。三是依托市内地铁等公共交通网
络，串联区域消费微中心，面向全市及省
内消费者，打造地铁枢纽消费圈。高品
质升级改造二七、花园路、金水路等传统
商圈，聚焦“人—货—场”新消费模式转
变，构建“核心+次级+社区+特色”的多
区域、多业态商圈版图，最大化发挥商圈
在消费气氛营造、消费需求吸引方面的
作用，提振城市商业繁荣度。四是充分
利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欧
班列（郑州）、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
片区、郑州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等政策
红利，打造郑州国际国内知名的货物集
散中心，主打国际生鲜、化妆品、药品、服
装等快消品、智能电子设备的集散与分
拨，在机场、高铁、地铁枢纽商圈增设中
大门国际购物公园、空港跨境免税店、中
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等跨境商品零售终
端，在郑州本地同步国际消费潮流，为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高质量产品供给打下坚
实基础。
（作者系郑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
长，副研究员，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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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城市是经济流、信
息流、人流、数据流、自然流
等汇集的城市，以流量为目
标的流量城市建设，已经成
为经济破题和产业转型的重
要抓手，也成为提升城市消
费力和城市出圈的新动能。
郑州拥有枢纽能级高、青年
人口规模大、配套产业支撑
强、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等
优势，已具备打造流量城市
的基础和条件，应以打造网
红品牌、增强数字传播、培育
沉浸场景为抓手，聚焦“新消
费、新场景、新时光”的思路，
实现会商文旅深度融合、文
化科技交相辉映、线上线下
一体发展、内贸外贸协同联
动、消费服务无缝对接、消费
环境近悦远来，形成流量汇
聚、消费多元、空间敞开、环
境优良的新消费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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