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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动批”疏解记

习习总总书书记记22··2266视视察察北北京京四四周周年年 特别报道

梳理2017年的北京大事记 ，
“动批” 谢幕是绕不过去的关键
词。 随着最后一家东鼎市场去年
11月底闭市， 具有30余年历史的
“动批”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成为
北京永不磨灭的城市记忆。

取代服装批发， 疏解腾退后
的楼宇空间， 将用于发展科技金
融等新兴产业， 壮大首都经济的
“白菜心”阵容。

从聚集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
能谋发展，“动批”的疏解过程，也
是各方转变思路， 促进城市深刻
转型的过程。

四年来， 北京市立足首都城
市战略定位，积极调整发展思维、
发展方式，破解“大城市病”，促进
经济结构转型。 “动批”疏解，正是
其中一个精彩样本。

政府： 聚是发展，疏
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动批”，是动物园地区批发
市场的简称， 包括12个市场、1.3
万个摊位， 是中国北方最有影响
力的服装集散地。疏解前，市场日
均客流量六七万人， 高峰期达到
10万人 ，80%以上是外埠来进货
的商户。汹涌的人流、货流、车流，
让“动批”地区的交通拥堵、噪音
扰民、消防隐患日益突出。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
京， 要求北京坚持和强化全国政
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调
整疏解非首都功能。 地处北京核
心区的西城区， 是首都四个核心
功能的重要载体，疏解“动批”，对
于西城区而言势在必行。

然而市场疏解， 将直接导致
地区税收收入的减少。 “按照过去
的思路， 是把能够聚拢的资源都
聚拢过来，地方上的企业越多，政
府的税收越多。 有了钱才能给老
百姓多办事儿，办好事儿。 ”西城
区一位负责人表示。

启动疏解后， 税收暂时减少
了，但疏解整治几年间，城市面貌
的巨大变化发生了：

人流量少了。 高峰期日均10万
人的客流量， 锐减到1万人以下。

车流量少了。黑车、黑物流急
剧减少， 困扰多年的拥堵问题迎
刃而解。

居民好评多了。噪音扰民、群
租房扰民等现象的投诉， 一年比
一年少， 有居民称赞 “喧闹了30
年，今天终于清静下来了”。

这些变化显然无法用金钱去
量化，“但过去这么多年政府投入
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想要努力
实现的不就是这些吗？ ”

“聚集资源是一种发展， 疏
解功能也是一种发展， 并且是为
了更好地发展！” 几年来的实践，
使得西城区上下达成一种共识：
疏解非首都功能， 是破解 “大城
市病”、 实现地区深刻转型的必
由之路。

在这样的新思路指导下， 政
府决策的 “眼光” 变了。

“举个例子，菜市口地铁站西
北角， 有一块闲置地原本打算用
来建几十万平方米的写字楼，把
能生钱的企业留下来。 现在全建
成了绿地， 名字叫广阳谷城市森
林。 ”西城区常务副区长孙硕说。

如今， 这片占地3.44万平方
米的广阳谷城市森林已经成了菜
市口的一张名片。 近自然的植物
群落、清新怡人的空气，每天吸引
着众多居民在此惬意休闲。 “这片
绿地对于环境的提升， 对于居民
幸福感的提升， 对于城市品位的

提升， 绝不是多几个企业纳税就
能换来的。 ”孙硕表示。

市场： 顺应新形势，
未来共赢发展可期

虽然有疏解的决心， 但真正
干起来，难度还是大大超出预期。
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 千差万别
的市场情况， 是政府面临的首要
难题。

“动批”12个市场，有央企产
权，有市属国企产权，有民营企业
产权。 产权方把大楼出租给市场
方，市场把摊位租给商户，商户又
层层转租，最多的倒了六七手，利
益关系之复杂，令人瞠目。

“无论是产权单位，还是市场
经营方， 疏解就意味着利益的损
失。 ”负责“动批”疏解的北展地区
建设指挥部副指挥李云伟说，特
别是市场经营方，“一上来都是一
百个不愿意，谈都不跟你谈。 ”

万容市场就是其中一个。 这
家市场2012年底才正式开业， 刚
经营不到3年， 2015年就要开始
疏解。

“我这刚开张，本儿还没收回
来呢。 ”市场负责人完全不同意疏
解，指挥部约谈，能不见就不见，
几乎僵持了半年时间。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
三次。 指挥部工作人员一点点儿
地“磨”，从分析北京疏解非首都
功能的大形势，“动批” 地区未来
的发展规划， 到市场本身的运行
走势，“疏解后企业本身会有更好
的发展机会。 ”市场的产权方北京
建筑大学，也多次上门做工作，推
动市场尽早疏解。

在给万容市场细致做工作的
一年多时间里，“动批” 地区也在
发生着看得见的变化。天皓成、聚
龙、金开利德等市场相继关门，作
为区域性市场的“动批”，商业氛
围正一天天淡下来。

“我同意疏解，但给商户的补
偿资金怎么办？前期投入那么多，
我们可拿不出足够的钱来。 ”最
后，市场方松了口，但也抛出了现
实难题。

面对资金难题，指挥部、产权
单位和区政府积极想办法， 最终
决定以“产权换疏解”的方式，也
就是将市场的产权卖给其他有经
济实力的企业， 再由该企业筹资
平衡疏解资金。

资金问题解决了， 市场疏解
的步伐就大大加快了。 经过近两
年的各方努力， 万容市场在2017
年6月底平稳闭市。

世纪天乐市场的疏解过程，
同样复杂 。 “动批 ” 12个市场
中， 数世纪天乐规模最大、 商户
最多。 这家市场2005年8月开业，
建筑面积8.4万平方米 ， 摊位数
3200余个， 地上21层、 地下3层，
从业人员近万。

和万容市场一样， 在多次约
谈后， 世纪天乐市场方最终同意
疏解， 但是同样提出了疏解资金
不足的问题。

又不知经过了多少轮的协
商，最后拿出的“股权换疏解”方
案，市场方欣然接受。 所谓“股权
换疏解”，就是市场将所持股份卖
给其他企业， 然后由出资购买的
企业方筹集疏解资金。 市场楼宇
实现业态转型后， 企业方可以从
“动批”地区未来的发展中获益。

“这叫做‘一楼一策’。 ”李云
伟说， 在四年的疏解过程中探索
出了 “产权换疏解”“税收推动”
“减量平移”“股权收购”“腾笼”与
“换鸟”同步等多种方式。

“这个过程中，市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市场产权单位的理解、支
持至关重要。 ”作为指挥部总指挥
的孙硕表示。

以市属国有企业公交集团为
例，它所辖的四达大厦，建筑面积
约10万平方米，共进驻了5家市场
和1家物流企业。每年的租金收入
数千万元。

疏解， 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收
入损失。 但公交集团党委负责人
表示，“坚决支持市委市政府的决
定，坚决服从大局。 ”公交集团对
四达大厦进驻的市场和企业，挨
个儿进行协商， 制定切实可行的
疏解方案。

尤其复杂的是， 进驻四达大
厦的5家市场中， 金开利德市场
是拥有自己独立产权的， 也就是
说公交集团没有插手的权利。 但
公交集团主动担当， 采取了 “回
购产权” 的方式最终让市场顺利
疏解腾退。

孙硕说，正是在央企、市属国
有企业、民营产权单位、北京市相
关委办局的共同推动下，“动批”
疏解才有了顺利完成的可能性。

商户： 转战津冀，走
出去海阔天空

“动批”疏解，直接涉及上万
名商户的切身利益。不理解、不支
持，是商户们最初最普遍的情绪。

听闻市场要全部疏解， 很多
老商户落泪了。 “1995年我就在这
儿练摊，一眨眼22年了，‘动批’各
个市场都有我的品牌店。 家也安
在这里了。 ”40多岁的李锁说起在
“动批”奋斗的日子，眼圈红了。

对于李锁等在“动批”打拼二
三十年的商户而言， 这里不仅有
饭碗，有买卖，更有从豆蔻年华一
路拼搏而来的闪亮青春记忆。

从2014年起， 北展地区指挥
部每周四天设立商户接待日，每
个接待日， 会议室里都是人头攒
动。“市场撤了，我们去哪儿？”“交
给市场的押金、保证金，能不能保
证要回来？ ”“补偿标准你们到底
怎么定的？ ”各种问题蜂拥而来，
有的商户情绪一激动， 桌子拍得
“啪啪”响。

“商户们有情绪，是正常的。
在北京奋斗了这么多年， 从当年
的小姑娘、小伙子，到现在人到中
年， 在北京安身立命的依靠突然
没有了，搁谁心里都不好受。 ”孙
硕说，“我们所推动的疏解， 并不
是简单地把市场关了， 把商户赶
出去， 而是要积极想办法为他们
找出路，谋取更好的发展。 ”

就像嫁女儿一样， 从2014年
起，西城区和河北、天津等地的市
场频繁对接。 区里专门设立了推
介馆，介绍河北、天津地区各大型
市场的资源和优惠政策， 帮助有
意落户津冀的商户牵线。

2015年9月15日，指挥部专门
组织12辆大巴车，拉着近600人的
商户队伍到天津卓尔电商城 “探
营”。 这是一处占地3000亩、集生
产、加工、仓储、物流、批发、电商
于一体的国内首个 “互联网+专
业市场”。 对于北京疏解来的商
户， 商城在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用
上都有一系列的减免优惠政策。
参观当天就有商户与这家电商城
签下了10年合约。

还有河北沧州明珠商贸城、
石家庄乐城国际市场、 白沟和道
国际服装城……指挥部先后与沧
州、石家庄、廊坊、白沟等地政府
和企业签署协议， 用来承接搬迁
商户。

河北、 天津的市场条件是优
惠，可不少商户担心，搬到外地，
老客户散了， 生意恐怕很难像从
前那么红火了。

作为“娘家人”，指挥部这两
三年来一直在对已迁出商户进行
回访。 商户之间也相互打听，“情
况到底怎么样？ ”

“生意比预想的要好做，压力
比从前小多了。 ”经营男装生意的
彭敏落户沧州明珠商贸城， 很高
兴“自己来着了”。 万容天地服装
市场商户梁山也在沧州明珠商贸
城落户，在经营了一段时间后，他
觉得市场综合条件不错， 打定主
意，“要在这儿长期发展下去，把
沧州变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

在前不久刚开业的天津西青
区王兰庄温州国际商贸城 ， 原
“动批” 商户陈敏一个多月的试
运营， 流水收入达到10万多元，
和在 “动批” 时不相上下。 “目
前我在大红门还有一个店铺， 未
来可能就关掉了。”

走出“动批”，发展天地更广
阔。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观望、犹豫
后，“动批”商户勇敢地迈出了“走
出去”的步伐。 几年间，有上万名
商户和北京周边市场签订了入驻
协议，占动批商户总量的80%。

前面的路蹚平了， 走得就踏
实了。 2017年6月份起，“动批”万
容、众合、世纪天乐、天和白马、东
鼎市场，以及万通、阜成门天意两
个小商品市场，相继关停。但和前
三年不一样， 商户们的情绪明显
地变了。

“只留记忆不留货”，“早甩货
早赴新家” ……这几大市场关闭
时， 绝大部分商户都已经在周边
市场预定好了摊位， 准备开启新
的人生旅程。 为了让商户们尽可
能多地甩货， 指挥部把市场的关
闭时间大都定在周一， 避开周末
人多的时候； 有商户反映货物仓
储量大，一时间没有办法周转，指
挥部、产权单位共同想办法，为他
们提供暂时的仓储空间。

“很多跟我们‘对峙’过的商
户，都是带着笑容走的。 ”李云伟
说， 前些日子他去天津一家市场
回访，好几位商户亲热地围着他，
“呦，这不是李指挥吗？ ”“来看我
们了？ 这地方不错。 以后常来啊，
买东西给你优惠！ ”

“动批”疏解的四年间，正是
北京城市深刻转型的四年。和“动
批” 一样进入北京人记忆辞典的
还有十八里店西直河石材市场、
回龙观城北批发市场、 金五星批
发市场、 万家灯火家居装饰城市
场、雅宝路市场、大红门地区40多
家批发市场……据统计 ，2014年
以来北京市各类区域性专业市场
就完成疏解提升594家。

未来：引“白菜心”，
动批转型新生

12家市场闭市， “动批” 地
区疏解腾退出35万平方米的楼宇
空间。 这些空置的楼宇用来做什
么？ 最先完成疏解的天皓成批发
市场， 率先一步蹚出了新路。

市场大楼位于动物园正门东
侧， 橙色和蓝灰色交织的建筑外
墙透着简约、 时尚。 经过2015年
的装修改造， 这个原先的小商品
批发市场， 现在已挂牌为 “宝蓝
金融创新中心”。 8家企业相继进
驻， 9300多平方米的可租用空间

全部租出。
“进驻到我们这里的企业，有

做无人机的，有做VR的，有做聚
合支付的，有做区块链的……”宝
蓝金融创新中心总经理李然对入
驻企业如数家珍，“每家企业在科
技创新、 金融创新方面都有各自
的优势。 ”

从“宝蓝金融创新中心”的名
称就可以看出这座大楼的定位所
在。 为了把符合条件的企业引进
来， 西城区建立了业态准入联审
机制。具体来说，楼里引进的每一
家企业， 都需要通过中关村西城
园管委会组织的相关政府部门联
审，审核未通过，再“招财”的项目
也不能进来。

“就拿我们一楼来说吧， 足
足空了一年半时间， 就是因为有
审核机制卡着。” 李然说。 这一
层是最好租又是最不好租的。 说
好租， 是因为紧挨着动物园， 门
前川流不息人来人往， 到了节假
日更是人流爆棚， 随随便便开个
餐馆， 稳赚！

实际上， 宝蓝金融创新中心
招商的消息刚一传出， 就有10多
家餐馆，包括老字号找上门来，主
动求租。 一些儿童培训机构也纷
纷找来洽谈。

说它不好租， 是因为上述容
易来钱的项目报到西城园管委
会，一概都被打回去。 “必须是和
科技金融相关的， 这些行业都不
行。 ”可问题又来了，一层过往行
人太多，作为办公场所太嘈杂，租
金成本又相对较高， 科技金融企
业大多不感兴趣。

李然说， 光为这一层就前后
谈了不下30个项目。 最终在去年
12月份，一家名为UCLOUD的云
计算企业签下了一楼的租赁合
同， 这家企业准备办一个对公众
开放的云计算服务体验展览中
心，动物园周边人流量大，正合企
业的心意。

据估算， 2017年宝蓝金融创
新中心入驻企业年营业收入5亿
元， 实现利税5000万元， 差不多
相当于原动批12个市场一年的利
税额。

宝蓝金融创新中心， 是西城
区重新布局“动批”亮出的第一张
牌。 另外30多万平方米腾退空间
用来做什么， 西城区正在制定详
细的设计规划。其关键词就是：科
技金融创新中心。

西城区一位负责人解释，“动
批” 区域具有金融街和中关村的
叠加优势，在北京聚焦发展“高精
尖”产业的大趋势下，发挥优势打
造“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可谓正当
其时。

对于 “动批” 来说， 这恰是
从聚到疏之后， 又一轮 “聚” 的
开始， 只不过这一轮聚的是代表
首都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 聚的是和科技金融创新有关
的各种要素， 聚的是先进生产理
念、 生产方式。

“历史上，动物园区域就是一
块创新的热土。 ”孙硕说，这片地
区诞生了北京第一个动物园 、第
一个天文馆、 第一个古脊椎动物
馆，第一个大型的公共体育馆，天
然具有创新基因和创新传承。

今天， 这片热土还将有什么
创新奇迹发生？我们期盼着，2018
年———

“动批”涅槃新生。
北京日报记者 王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