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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大钟寺传言搅乱渠道
诸多质疑传言难成现实

中关村将淘汰一批商户在大钟寺另
立门户的传言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关
村渠道怎么看？

聚集创投企业
中关村 PE 大厦开门迎客

中关村 SOHO 因为 PE 大厦的定
位，成为西区向着“创投企业聚集效
应”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 本报记者 筱 筠 思 路

不会消失的中关村
阴 晓 舟

中关村茶馆

就在北京市海淀区政府颁布《关于

加快推进中关村西区业态调整的通告》

两个多月之后，“中关村 IT 卖场集体酝
酿外逃”，“西区里的卖场将全部搬到大

钟寺”等言论在中关村经销商中一传

十、十传百地传播开了。
经销商们见面聊天时，更是把这一

些言论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知道吗，两
年之内就都给咱们搬到大钟寺去。”“海
龙、鼎好、e 世界全部都要搬走呢。”

中关村西区里的卖场，聚集了数万
靠中关村卖场吃饭的人。这些消息的传
播无疑让经销商们有些紧张。毕竟，中

关村电子市场是个积累了 10 年的成熟
业态，如果真要离开有品牌效应的中关
村，还真不知道一下子该如何寻找出
路。渠道里有点乱了营的感觉，可是，消

息似乎被坐实了，但是，却又没有执行

方案，甚至连是否可行都没有答案。

淘汰存量
电子卖场将被“挤走”？

当电子市场中的很多商户为搬迁
至大钟寺而沸腾的时候，外界却没有什
么消息传出。

直到 9 月 10 日，《中关村周刊》记
者从一位商户处获悉，鼎好电子商城台
湾高层为此事专程赶赴北京，并开会进
行了讨论。据说，鼎好将在一期中腾出
相当一部分空间，来配合本次西区调
整。正在建设中的大钟寺国际商业广
场，地上和地下共 43 万平方米，据说其

中将有 10 万平方米用来安置西区“淘

汰”商户。对于大钟寺国际商业中心，鼎

好也有人前去考察过，无论是层高还是

整体环境都很不如人意。

传言还包括一些细节，甚至说到，

鼎好现在已经不给一些小型柜台办理
续证的业务，以期开始进行慢慢的自然
淘汰。

在记者询问此事时，鼎好市场相关

负责人予以否认，称“根本没有此事”。

然而，就在 9 月15 日，关于中关村

卖场部分商户会迁至大钟寺的消息在
许多媒体上传开了。当天，在中关村
SOHO 大厦签约仪式上，北京市海淀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杨志强说：“在市政
府的支持下，海淀区发出了关于调整西
区业态的通告。现在，关于中关村西区
商业面积过大的情况，海淀区政府要依
靠政策进行引导。分为三类，其中，鼓励

类的是科技要素聚集的，限制类是已经
通过工商等部门等对纯商业进行限制，

将不再批准西区商业的发展；而淘汰类

的则是现有的存量。”

这里所指的存量，是指目前中关村

西区里所存在的卖场性质的商业业态。

目前，中关村西区中，有写字楼 250 万
平方米，同时，商业面积达到了 50 万平
方米，其中电子卖场所占的比例最大，

将近30 多万平方米。因而，西区中的电
子卖场成了此次调整的重点。

杨志强表示，在进行西区商业业态
调整上，有以下两种思路：一条思路是，
政府与拥有家乐福和中关村购物广场
的开发商北科建协商，缩小商业面积，

达到合理范围；另一条思路是，“政府与
西区内的电子卖场在进行沟通，看这样

的业态能不能向大钟寺那边东移。”杨

志强认为，进行这样的转移，目的就是

希望能将配件等一些体现不出高新技
术的电子产品转移出西区，从而让腾出

来的写字楼空间为科技要素的聚集做
贡献，逐渐引进国家版权交易基地、中

技所等中介机构。“希望通过这些机构

的进入，对现有卖场产生‘挤出’效应。

并希望通过几年时间的调整，使西区的

业态达到比较合理的状态。”

尽管政府已经出面表态，似乎此事

已成定论，但是，很快还是没有了下文，

鼎好之外，海龙、e 世界对于搬迁大钟寺
的消息都做低调处理，不予回应。

电子卖场乃集贸市场
大钟寺是个更好的选择？

要将处于一级商圈的中关村部分
商户搬迁到处于三四级商圈的大钟寺，
这看似并非“门当户对”。然而，可以从
中关村卖场的性质去理解政府做出的
这一决定。

一位电子卖场的老总说，一直以
来，电子市场一直被视为集贸性质的业
态。所以在管理上，相关政府也一直把
电子市场等同于农贸市场。而此次搬迁

的目标大钟寺国际商业广场定位以休
闲娱乐购物为主，将中关村西区里的部

分电子卖场的业务搬迁过去，理应和购

物广场的整体氛围不冲突。

但是，显然在搬迁至大钟寺的问题
上，卖场是很难达成一致的。中关村电
子产品贸易商会会长鲁瑞清认为，业态
调整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在此次调整
中，政府提出了一些观点，比如，保留高
端产品，减少低端产品的经营，将这些
低端产品业务搬迁到大钟寺，这其中就
存在一个问题———通常来说，中关村电
子城之所以红火，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
消费者能享受到产品一站式服务；另

外，很多所谓的低端产品实际上和高端
产品是配套的，例如，消费者在中关村

买了台电脑，难道还要转道去大钟寺买
些光盘？同时，也不能单纯地因为产品
单价低而被划入搬迁的范围之内。

其次，业态调整也不是简单的复制

法。他说：“早些年，在中关村核心商圈
之外，很多物业看好电子卖场行业，也

投资、招商，可是这些不在中关村核心
范围之内的卖场，现在没有几个活下来
的。当代商城的中关村电脑总汇、位于

紫竹桥的阿波罗数码电子广场，都是典

型的例子。而电子卖场行业的规律就是
集聚，必须是一条街的形式。”

另外，从经销商的角度出发，期待

他们自愿搬过去难度比较大。如果搬迁
到大钟寺，有一段时间的免租期，去那
里试一试是可以的，但是并不代表大钟
寺那边开了 2 万平方米的电子卖场，中
关村西区就减少了2 万平方米；而经销
商同时还要考虑人工和库房的费用。

而正当老中关村们对大钟寺国际
购物广场与中关村西区卖场是否“门当

户对”的问题进行探讨时，更有人提出
了一个不用离开中关村就能解决存量
的新方案。位于中关村周边的卖场有丰
富的卖场经营经验，实际上可以参与到

政府的此次调整行动，比如可以将配

件、耗材等经销商和产品吸纳到西区外
的卖场，甚至有卖场表示，“我们能够在
最短的时间内，腾出 2 层或者 3 层，用

5000 平方米的面积接着这些来自西区
的商户。”

很显然，5000 平方米远远不能和大
钟寺的近 10 万平方米的面积相抗衡，
但是这却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从地
理距离来说，比大钟寺显然近太多了，

而且还是中关村电子市场中的部分，可

能对于商户来说更容易接受这个调整
的去向。

另外，无论是否要搬迁，西区整改

的决心如此坚定，只是，还需要看到一

点，搬迁不能解决中关村市场现有的全
部问题，针对一些需要特别治理的问题
应该先予以严加整顿，然后再此基础上

进行调整，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评头论足

中关村地价的走高导致租金跟着水
涨船高，中小型创业企业在中关村很难

生存下去，不得不外移 ，这与中关村作为

‘中国硅谷’的定位很不符 。

———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联合会
副秘书长董利

可以为董利这个观点提供佐证的
是，现在很多研发型企业都进驻上地区
域，一是上地租金成本相对低，二是该区
域已经形成研发的区域环境。而对于西
区，过高的租金，已经使得不少企业望而
却步。

如果给北京的三大商务区域排名，

中关村可以排在第三。

———理想阳光房地产综合服务机构
项目管理部总监葛红权

葛红权这么排的原因不是因为电子
市场，而是因为中关村西区商务写字楼
的成熟，包括周边大的企业 、研发机构的

设置，他认为从这个角度，中关村西区足

以和 CBD 与金融街齐名。

中关村西区的业态调整应避免再次
出现造成交通拥堵、产业与居住隔离的
局面。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
西区的调整，目的就是为了改善西

区的外部环境 ，使其符合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身份，因此，顾云昌的这一个提
醒，无疑是必要和及时的。

中关村是由专业市场带来的区域发
展，整体转移是必然的过程。

———中原地产投资顾问部项目总监
訾洪役

中关村和 CBD 不同在于 CBD 一开
始就是服务型的金融中心，而中关村是

通过一个产业带动起来的，因此现在随
着产业的发展出现升级转移是必然的。

（整理 / 阿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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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大钟寺的传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演绎版的
传说甚嚣尘上。恐慌、猜疑、思量，没有确切消息，更没有
出路和办法，尤其是那些小型经销商，更担心自己将 成为
西区整改的必然“牺牲品”。

其实，无论鼎好对于将有些商户搬迁到大钟寺的态
度是肯定还是否定，甚至连市场方自己也没有一个明确
的答案，海淀区这次要彻底整理西区、整饬电子市场 的决
心已经非常明显了。

由于最后会怎样调整，目前尚没有准确的执行方
案，只是关于搬迁至大钟寺，却是一个会引起很多质疑的
想法。就凭这些质疑，也不会贸然形成决议。

首先，中关村还存在吗？当然存在。原因很简单，它

是中关村 20 年发展的起源和见证，是整个 IT 产业链条
中的一环，同时也是积累20 年一个拥有口碑、品牌、资源

的业态。既然中关村不消失，那么搬迁到大钟寺的那部分
“中关村”，就缺乏了一个存活的基本前提。今天繁华的新
发地市场，实际上是因为原来大钟寺果蔬市场的整体搬
迁和这个市场的彻底消失，新的市场通过培育，成为取代
原来市场的部分。

其次，谁搬？如果是用大钟寺来安置被中关村西区
调整所淘汰的小经销商，那么，这些小经销商本身大多不
能靠单独的能力来维持经营，一方面现扎货需要依赖中
关村这个大市场，另一方面也需要利用中关村每日巨大
的人流。而如果要调整大大小小的商户都过去，在那里形

成一个新的电子产品销售商圈，可是，西区的调整本身又

是希望利用大经销商的品牌形象和规范管理，解决这种
冲突需要增加经销商大量的成本，亦难成行。

另外，一个新的商圈的形成有很多现实问题，要让
大钟寺成为第二个中关村，需要宣传、投入，甚至需要扛，
在当下环境看，可操作性又大打折扣。所以，搬迁很难解
决问题，大钟寺这个传言也不必引起商户无端的恐慌。

正在建设中的大钟寺国际商业广场。 摄影 / 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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