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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首店经济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首店经济发展现状。

作为我国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商业发展形态，首店经济已

经逐渐成为衡量城市商业竞争力和商业魅力的“风向标”。

2018 年，上海为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出台了 9 项措施，

2019 年北京也出台了首店首发支持政策，并在 2022 年由北

京市商务局联合市场监管、北京海关等 9 个部门出台《促进

首店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包含建立品牌首店首

发服务体系、支持品牌首店落地发展等具体措施。首店经济

已成为一个地区商业活力、消费实力、创新能力、国际竞争

力和开放度的重要体现，在引领消费潮流、打造新品首发地、

激发消费潜能等方面展现出强大活力。

（二）标准必要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构建全国统

一大市场”作出系统部署，其中专门提出“积极推进首发经

济”。首发经济是指企业发布新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

新服务、新技术，开设首店等经济活动的总称，涵盖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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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或服务的首次发布、首次展出到首次落地开设门店、

首次设立研发中心，再到设立企业总部的链式发展全过程。

首店经济是首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能够满足居

民个性化、多元化、高品质消费需求，为消费扩容提质提供

了新动力，是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

重要抓手；另一方面，增加了城市的时尚度、影响力，带动

城市就业、税收、投资增长，推动产业集聚，增添城市活力。

据中国商业联合会统计，截至 2023 年，各地已累计发

布 48 个关于鼓励发展商业品牌首店的政策与措施。从各地

政策看，有两项问题较为突出：一是首店界定标准不一。城

市之间尚未形成“首店”术语的细化共识，各层级首店的界

定标准不一，从而无法对各地首店情况进行有效比较。二是

首店落地效果评价没有标准。各地出台首店首发支持政策的

目标是为了带动城市就业、税收、区域投资增长，以及促进

城市消费升级，但各地支持政策在哪些方面起到带动作用，

以及还有哪些不足之处，目前没有相应的评价指标，无法进

行衡量。鉴此，出台《首店经济评价指南》行业标准，对首

店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任务来源。

国内贸易行业标准《首店经济评价指南》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经商务部批准列入标准修订计划（《商务部办公厅

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一批商务领域行业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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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办建函〔2023〕451 号），标准由商务部市场建设司为业

务指导单位，中国商业联合会牵头起草。

（四）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本标准由中国商业联合会牵头，协同新消费（北京）规

划院有限公司，组织北京、上海、长沙、成都、广州、南京、

重庆、西安等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商业联合会及相关企业参

与标准起草工作。

（五）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起草情况。

标准正式立项后积极组建标准起草组，收集各地首店经

济政策、报告、标准等材料，于 2024 年 2 月形成初稿，并

于 2024 年 3 月开始集中调研、听取意见。

第一次调研会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在长沙召开，来自长

沙、天津、成都、广州等地的商务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以及

商业等 20 位专家参加标准讨论。会议达成了三点共识：一

是首店应包含文体娱等体验业态；二是首店落地后在城市的

持续发展应纳入评价指标；三是应将本地品牌的创新孵化培

育纳入评价内容，通过引入首店，激活城市自身的商业创新

活力是首店经济的重要价值。第二次调研会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在上海召开，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企业竞争力研

究中心、上海豫园集团等专题沟通，会议进一步完善了标准

内容，建议增加概念店、集合店等创新业态的术语。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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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会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与北京商务局、北

京商业联合会等专题沟通，会上对指标构建原则、首店层级

划分提出了修改建议。

起草组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专程赴商务部市场建设司，

就标准内容进行听取主管司局的建议，并对标准进行了多次

修改完善。2024 年 7 月 18 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决定》明确“积极推进首发经济”，起草组专题开展

学习讨论，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

本标准自 2024 年 8 月 23 日起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主要遵从以下原则：

一是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标

准，并参考了《GB/T 20001.8-2023 标准起草规则 第 8 部分：

评价标准》的有关要求。二是协调一致原则，标准起草过程

中，起草组细致研究了各地首店支持政策、评定细则、团体

标准，并对多个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企业进行调研，在术语

定义、标准内容上做到与行业普遍实践协调一致，具有广泛

的适用性。三是引导性原则，标准通过建立首店经济评价体

系，引导各地在首店引进基础上更关注首店落地后的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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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助力首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主要内容。

第 3 章给出了首店、首店经济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参考

了北京和上海的地标以及调研中专家意见形成术语内容。

第 4 章给出了首店层级划分条件，主要依据各地实践总

结形成。

第 5 章给首店经济评价指标，包括评价指标构建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标计算方法。其中，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主要考虑以下：一是对首店经济的规模结构进行评价，包括

发展速度、质量与结构；二是对首店在商品消费行业和服务

消费行业的分布丰富度进行评价；三是对首店对客流、消费、

创新的带动效应进行评价。调研中，各地建议发展首店需要

把握好“原创”与“引入”的关系，因此在二级指标“创新”

下设立本地区品牌支持的一些评价指标。

第 6 章给出了评价结果应用的内容，包括发布指数、创

新案例、综合报告等，均来自调研中专家和各城市的建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未涉及。

三、与国际、国外有关法规和标准水平的比对分析

经查询，目前未发现类似标准。

四、与有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

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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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与相关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相协调、相衔接，与现有标准不

存在交叉、重复、矛盾。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标准在制订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无重大分歧。

六、实施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

退出市场时间、实施标准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分析，

以及根据这些因素提出的标准实施日期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

时间等问题。标准实施日期建议为标准发布后 1 个月。

七、实施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标准给出了首店、首店经济的术语定义以及首店层级划

分依据，建立了首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给各地商务主管部

门在首店界定、评估首店政策、优化政策方向等方面提供了

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标准发布后，建议通过召开会议、培训

班或视频培训课程，以及媒体、网络、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强

化宣传，大力普及标准，提高标准的社会关注度与知行业晓

度，促进各地准确理解、掌握和执行标准。

八、预期达到的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首店经济评价指南》行业标准的制订，适应了消费需

求升级以及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趋势，有利于政府部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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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业载体、品牌企业的合作，推进商业创新和转型升级，

建设新型消费场景，优化消费者体验，共同打造首店经济生

态圈，为推进首发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不涉及。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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