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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以蓝色招牌为标志的“俄罗斯商品馆”在全国遍地开花。但是，不少消费者发现，此类门
店打着俄罗斯的名头，销售的不少商品却产自黑龙江等地。对此，以杭州为例，潮新闻第一时间展开调
查，发现不少问题。今年1月初，多家“俄罗斯商品馆”被立案调查，还引发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回应。时隔
多月，这些店的热度是否退去？又或者已转变业态？潮新闻记者再次走访。

升级商品消费 扩大服务消费 培育新型消费 创新消费场景

今年扩消费怎么干？商务部这场发布会划重点
更好地发挥以旧换新政策效能、促进

外贸优品消费、扩大入境消费……记者从
商务部 25 日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商务部将围绕扩消费开展四方面工
作。

——升级商品消费，稳住消费大盘。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李刚说，将在去

年政策基础上，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
围、加大补贴力度、优化服务措施，更好发挥
政策效能。还将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促
进外贸优品消费；顺应消费发展趋势，培育
国货“潮品”消费增长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
改革试点，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

据介绍，截至3月24日，今年全国汽车
以旧换新申请量合计超过150万份，消费者
购买 12 大类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超过 2800
万台，4500多万名消费者申请了5600多万
件手机等数码产品的购新补贴，电动自行车
以旧换新已经超过220万辆。

今年年初，商务部等 8 部门发布《关于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李刚说，目前商务部正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
门会同相关部门有序开展试点申报工作，加
紧编制试点工作方案。后续将按照“成熟一

批、启动一批”的原则，分批研究确定试点城
市名单。

——扩大服务消费，挖掘消费增量。
李刚说，将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

动，围绕餐饮、家政、养老、文旅、体育等服务
消费重点领域，组织开展“服务消费季”“中
华美食荟”等系列消费促进活动。

针对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和群众关心
的服务质量的问题，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王
波介绍，一方面，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试点示范，推动互联网、文化等领域有序开
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
另一方面，从放宽准入、减少限制、优化监管
等方面入手，扩大健康、养老、托幼、家政等
多元化服务供给。开展生活服务招聘季活
动，实施家政服务员技能升级行动。

——培育新型消费，增强消费动能。
李刚说，将积极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一

批有影响力的首发平台载体；发展数字消
费，通过完善发展环境、深化数字消费提升
行动、培育品质电商等举措，释放数字消费
潜力；培育“人工智能+消费”，促进人工智能
消费终端进千家万户、人工智能商业终端进
千商万店；促进“IP+消费”，畅通IP授权、商

品开发、营销推广全链条；发展绿色、健康等
新型消费。

数字消费是新型消费的重要组成部
分。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副司长王鹏飞说，将
加强数字消费相关政策研究，深化专项提升
行动，聚焦数字产品和服务、内容和渠道等
方面，指导各地推出务实举措。

——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活力。
围绕促进消费场景创新和需求潜力释

放，李刚重点介绍了两项工作。一是开展
“购在中国”系列活动，将聚焦绿色、智能、健
康、文旅等消费新增长点，组织开展系列活
动。二是提升离境退税政策效能，会同相关
部门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增加退税商店
数量，优化退税服务，便利境外旅客在华购
物，扩大入境消费。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一级巡视员张祥说，
在城市，将实施城市商业提质行动，以“百街
千圈”为目标，构建以示范步行街（商圈）为
引领，特色商业街区为支撑，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为基础的城市商业格局。在农村，将持
续健全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
础的县域商业网络。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不少开在商场中庭的
“俄罗斯商品馆”已撤店

“上个月还逛过的俄罗斯商品馆，怎么
突然间就没了？”住在杭州上城区的曹女士
说，她家附近的国芳天街商场一楼中庭原本
开着一家“俄趣哆”俄罗斯商品馆，最近突然
撤店了。

“当时逛的时候就没啥人，里面只有一
个店员，俄罗斯商品馆生意是不是不行了？”
曹女士感叹。

3 月25 日一早，记者来到现场，只见原
本开设俄罗斯商品馆的位置被围挡围了起
来。

商场工作人员说，这家店不是长期性的
店铺，只在“年货节”期间开设，开了一个多
月的时间，2月底撤铺了。

无独有偶，杭州的韩女士也注意到，不
少“俄罗斯商品馆”都关门了，比如上城区
西子丁兰广场的“俄罗斯商品馆”就不见
了。

商场工作人员说，这家店铺一两个月前
就撤店了，至于原因，他们也不清楚。

“我是11月底路过看到的，开在商场一
楼中庭的位置，当时门口还摆着‘开业大吉’
的花束，不过店里顾客并不多，最近再路过
时就没有了。”韩女士告诉记者，自己经常来
这家商场，但没在“俄罗斯商品馆”里买过东
西。

“说是俄罗斯商品，很多都是国产的，价
格还不便宜，纯粹是‘智商税’，我身边的朋
友大多也不会买。”她说。

运营中的门店生意下滑
促销成标配

还在运营中的“俄罗斯商品馆”生意如
何呢？

3月25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杭州新天
地购物中心的一家“俄罗斯商品馆”。

记者看到，这家门店的招牌做了修改，
原来的“俄罗斯国家馆”已改为现在的“商品
馆”，鲜明的“俄罗斯优选进口食品”的标语
已改为“优选进口食品”。

店里，数名店员正在整理摆放货物，但
顾客只有一两名。一些临期打折商品和促
销商品摆放在入口处的显眼位置。

店员介绍，最近还有“59元代100元”的
优惠活动。

店员说，今天是工作日，顾客比较少。
“现在的生意确实没有年前好了。”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武林路的“俄罗
斯商品馆”。店里只有若干名店员，但没有
一名顾客。

店员也说，现在生意比较一般，晚上人
会稍微多一点。

同样，这家店也有部分商品在做促销活
动，比如一款俄式提拉米苏蛋糕旁放置了一
个小插卡，注明着“特价”“第二件1元”。

有门店客流量减少一半
专家呼吁长久经营要靠品质

记者以有意投资加盟的身份咨询了杭
州一家“俄罗斯商品馆”的店长。

这位店长坦言，现在店里生意很一般，
对比高峰期时，客流量减少了一半以上，现
在日客流量只有200人左右。

“刚开业的时候，我们店半个月业绩做
了100万元，现在口碑不行了，压的货又多，
只能降价亏本销售，现在日均营业额只有
5000到8000元。”

记者又表明身份采访了一家同样位于
杭州的“俄罗斯商品馆”。店长告诉记者，现
在客流量减少了大约30%，生意受影响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去年8月开业，是杭州
第一家‘俄罗斯商品馆’，而现在杭州已有七
八家这类门店，导致生意分流。”

“另外，前段时间有很多不正规的俄罗
斯商品展销会，里面卖的可能有假冒伪劣产
品，影响了消费者对俄罗斯商品的整体口
碑。”店长说，去年年底关于“俄罗斯商品馆
卖的不是俄货”的讨论也给他们带来一些负
面影响。

“店还是会开下去的，后续我们会注意
更规范化运营，比如将商品分区摆放，标注
出哪些是俄货，哪些非俄货，也会让店员提
醒顾客注意看中文标签。”

新零售行业观察人士鲍跃忠认为，目前
俄罗斯商品赛道鱼龙混淆，真假难辨，会削
弱消费者对其信任度。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则告诉记
者，去年是“俄罗斯商品馆”的高光时刻，但
随着“挂羊头卖狗肉”、以次充好等问题频
出，不少“俄罗斯商品馆”也随之跌落谷底。

“要长久经营下去，最终还是要落到品质
上。”

□潮新闻记者 金檬

多地撤店！客流暴跌！

杭州网友：“俄罗斯商品馆”突然不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