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零售商行业协会文件

关于积极落实《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倡议书

全省商贸流通企业：

为积极落实商务部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7 部门印发的

《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推动我省零售业高质量发展，山西

省零售商行业协会在此向全省商贸流通企业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积极

参与，凝聚行业力量，激发创新活力，实现零售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全

面提升。

一、全面领会方案精神，强化战略布局

请各企业认真学习并深入研究《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的精神，通过多种渠道深入宣传，确保准确理解和积极推进。将五大

主要任务 33项具体举措融入自身战略规划，以场景化改造、品质化供

给、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供应链提升为指引，制定符合企业定

位与市场需求的发展蓝图，明确短、中、长期目标与实施路径，积极

探索创新商业模式与运营机制。

二、强化商品和服务提升，增强消费者满意度

倡导企业回归商业本质，以消费者为中心，提供好商品、好服务、

好环境。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加强员工培训，提高服务

技能与专业素养。建立健全售后服务体系，及时响应消费者诉求，妥



善处理投诉与纠纷。关注消费者反馈，持续优化商品品质与服务内容，

以优质的服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与口碑，促进零售业服务质量的整体

提升。

三、加强技术创新应用，提升数字化水平

鼓励企业积极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提供

数字化系统等关键技术解决方案，优化供应链管理、精准营销、客户

服务等环节。借助数字化平台的搭建与拓展，打破线上线下渠道壁垒，

达成全渠道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与服务联动，为消费者塑造全方位、

多触点、个性化的购物新生态。

四、推动业态创新融合，拓展消费新场景

积极鼓励场景化改造，全力支持零售企业突破传统边界，开展跨

业态深度合作，精心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大力发展智慧商店、即时

零售等新兴零售业态，精准聚焦不同消费者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

求，通过创新的业态模式与服务方式，有效拓展销售渠道，全面提升

市场竞争力。以创新融合为驱动，深度挖掘存量资源潜力，实现存量

资源的高效激活与整体商业价值的进阶式提升，重塑零售商业生态，

引领消费新潮流，为消费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消费体验与价值感知。

五、注重绿色可持续发展，践行社会责任

推动零售企业实施绿色采购，优先选择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

的商品与供应商。加强门店节能减排管理，推广绿色包装与物流配送，

减少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支持乡村振兴、

扶贫助困等事业，展现零售业的社会责任担当，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



力量。

六、加强行业自律与合作交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各企业要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的制定与执行，依法合规经营，

维护市场秩序。搭建行业交流合作平台，组织开展各类培训、研讨、

展会、信息发布等活动，促进企业间的经验分享与资源对接。加强与

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反映行业诉求与建议，为零售业创新提升

争取政策支持与良好的发展环境。

让我们携手共进，积极落实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以创

新为驱动，以提升为目标，共同开创山西省零售业更加繁荣美好的未

来！

附件：《零售业新纪元：商务部等 7部门力推<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深度解读》

山西省零售商行业协会

2025 年 1 月 3 日



附件：

零售业新纪元

——商务部等 7 部门力推《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深度解读

在消费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零售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

革与机遇。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

化和旅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等

7部门联合印发了《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这一重磅文件的出台，不仅为零售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更预示

着一个充满创新与活力的零售新时代的到来。本文将深入剖析《方案》

的核心内容，探讨其对零售业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共同迎接这一零

售新纪元。

一、《方案》出台背景：零售业的现状与挑战

近年来，我国零售业发展整体保持向好态势，规模稳中有增，业

态模式创新活跃，电子商务、即时零售、网订店取（送）、自动售货等

新模式加速成长。然而，在繁荣的背后，零售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业态发展不平衡、部分设施运营低效、经营承压及优质供给不足等问

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

化的背景下，零售业急需通过创新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方案》核心亮点：五大任务引领零售新未来

《方案》明确了到 2029 年，初步形成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

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的工作目标，并



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

1.推动场景化改造：鼓励百货店和购物中心开展“一店一策”改

造，创新演艺、展览等多元体验场景，推动商业与科技、自然等联动，

形成特色空间。这一举措旨在将零售业从场地提供者转变为场景提供

者，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未来，购物中心将不再

仅仅是购物的场所，更是集购物、餐饮、社交、娱乐于一体的“一站

式”服务新地标。

2.推动品质化供给：以消费者为中心，诚信经营、品质当先、服

务至上，优化商品和服务体验。鼓励传统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广

国货“潮品”，支持设立老年服务和母婴用品专区专柜，吸引全球品

牌，实施跨境直采。这一任务旨在提升零售业的供给质量，满足不同

层次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促进国产品牌的崛起和消费升级。

3.推动数字化赋能：推动实体零售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形成新

质生产力，提升效率，让消费更便捷。鼓励应用数字技术优化标准流

程，赋能开店布局、物流配送等环节，推广智慧商店、自动售货等模

式。数字化赋能不仅将提升零售业的运营效率，还将为消费者带来更

加便捷、智能的购物体验。

4.推动多元化创新：鼓励业态融合，“大而强”“小而美”“专

而精”与“一店多能”模式百花齐放。探索深度联营、自采自营，从

卖商品转向卖服务体验等。多元化创新将激发零售业的活力，推动新

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5.推动供应链提升：鼓励强化协同，优化流通渠道，高效衔接供



销，促进降本增效。支持将托盘或周转箱作为供应链的物流单元、交

接单元、数据单元，推广“全链不倒托、不倒箱”循环共用模式。供

应链的提升将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零售业的整体竞争力。

三、《方案》实施路径：政策保障与试点探索并行

为了确保《方案》的顺利实施，7 部门还提出了详细的实施路径

和保障措施。从加大金融支持、优化经营环境、搭建交流平台、夯实

发展基础等四个方面细化了保障措施；从摸底调查、编制方案、周密

策划、凝聚合力、“一店一策”改造等五个方面明晰了推进路径；从

申报流程、方案编制、项目清单、推广案例经验等方面划定了试点路

线图。这些措施旨在形成政策合力，推动零售业实现创新提升和高质

量发展。

四、《方案》深远影响：开启零售新纪元《方案》的出台，标志

着我国零售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场景化改造将重塑零售空

间，品质化供给将提升零售质量，数字化赋能将加速零售转型，多元

化创新将激发零售活力，供应链提升将降低零售成本。这些变革不仅

将推动零售业的转型升级，还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智能、多元

的购物体验。同时，《方案》的实施也将对零售业的竞争格局产生深远

影响。那些能够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拥抱创新的企业将脱颖而出，成

为零售业的佼佼者；而那些固步自封、缺乏创新的企业则可能面临被

淘汰的风险。因此，对于零售企业而言，《方案》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五、结语：共同迎接零售新纪元

《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出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



创新与活力的零售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零售企业将不再是简

单的商品销售者，而是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提供者、解决方案的创造

者。我们将共同见证零售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共同享受更

加便捷、智能、多元的购物体验。

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迎接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零售新纪元吧！

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每一个零售人都能在这个新时代里找到自己的

位置和价值，共同书写零售业的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