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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热点总是紧随外界的脉搏。当阳光即将洒
向2016年，安徽的商业又将扮演何种角色？

受到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的影响，这条运营轨
迹上的商家即将露出久违的笑容；而二胎放开的政策
刺激，也必将吸引着全国家电生产制造基地的眼球。
而从外贸环境看，未来的一年，中韩、中澳自贸协定也
必将让更多的皖货走出去。

老商圈或因交通改善获重生

从最早的四牌楼、三孝口商圈到如今的天鹅湖板
块，合肥的商业圈层逐渐由老的市中心向外围拓展。

掐指一算，目前已有多家大型商业综合体盘踞在政
务区天鹅湖板块，从天鹅湖万达到银泰城，从新地中心
到最近开业的华润万象城，商业综合体的相继开业给
市民提供了更多购物选择的同时，其自身也面临着竞
争日益激烈的问题。

然而，相比这些新商圈，市中心的老商圈在未来的
一年，或因为外资条件的逐渐改善而重新获得商机。
金鹰即将从合肥“飞走”，根据金鹰的撤离公告，因修路
等原因导致的经营下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过，
历史的车轮在驶入 2016 年后，不敢说老商圈会重新再
生，但受外部因素的干扰会逐渐降低。

2016 年底，合肥地铁一号线就将开始试运营。除
了给合肥城市交通格局转型带来更多的期待，“地铁时
代”的到来必将实现沿途更多老商圈的重生，一些客流
量较大的地铁站附近，将会成为市民平日聚会休闲的

一个集散地，也将会成为外地游客观光游览购物的会
聚之所，毫无疑问是人流量最大的“黄金宝地”。

业内专家预测，随着合肥地铁的不断建设完善，合肥
商圈的“更新换代”即将从预想走向现实。众多地铁线路
的规划让合肥拥有“轨道之城”的美誉，地铁的建设使得
城市商圈布局产生格式化调整，同时，也标志着地铁周边
的商圈经济辐射范围逐渐扩大。

母婴家电催热合肥小家电市场

作为全国有名的家电生产基地，合肥乃至整个安徽
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二孩政策的放开，有消息称，新政所带来的
消费红利每年将超过1600 亿元，其中母婴家电市场则
最先尝到甜头。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新一轮“生育高峰期”如期
将至，这将让母婴家电市场前景更加广阔，催生出一个每
年超百亿规模的巨大市场。但目前现状是，母婴家电行
业陷入了“叫座不叫好”的尴尬境地。质量参差不齐、功
能设计不实用、价格虚高……小家电的毛病母婴家电都
有。体验效果未能达到预期，消费者的热情顿消。

不过，合肥本地已有小家电厂商瞄准了母婴家电市
场的巨大潜力。合肥荣事达小家电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刘守祥说，在互联网风潮下，小家电的销售要触及市场
的各个角落，比如微信平台。

“微信本身就是一个社交平台，和平时的通讯软件
的概念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聚集一圈人脉，比如微信
中的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的关系，信任我的人所以信
任我的产品，这个信任关系是有的，所以在微信商城
里，对于自己的朋友来讲，自己销售的产品大家有可能

也能接受，这样微信产品它就变成了一个社区化的营
销品牌”。刘守祥认为，在放开二胎政策的刺激下，一
些家用母婴小家电必然成为明年市场的新亮点。

进出口贸易企业“利弊相当”

在外贸层面，明年安徽将呈现什么样态势？据省内有
关部门分析，当前，安徽外贸一方面将受到TPP冲击，另
一方面，中韩、中澳自贸协定也将为皖企出口带来便利。

“举例来说，根据 TPP 规定，纺织产品‘从纱开始’
之后的所有工序和原料，都要在TPP成员国内进行，才
能享受 12 国内零关税的待遇。”专家分析认为，这有可
能使得越南目前每年从中国进口的约47亿美元纺织品
转而从美国、墨西哥等 TPP 成员国进口，而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日本的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可能会替代中国
产品，导致国内相关行业产业流失、就业减少。然而，
纺织服装、汽车、机电产品是安徽主要出口商品。

另一方面，12月20日生效的中韩、中澳自贸协定，
有利于形成稳定互利的投资环境，让中韩、中澳企业在
更大空间内优化资源配置。

安徽约有两千余家企业的产品出口至韩国和澳
大利亚，包括农业产品、食品、矿产品、化工产品、塑
料制品、橡胶制品、箱包、羽绒制品、玩具等。中韩、
中澳自贸协定生效后，预计将为安徽出口企业减免
进口国关税 815 万美元。 进口方面，自贸协定生效
后，也将较大程度提升从两国进口的贸易额，尤其是
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铜精矿等稀缺资源，降低企业生
产成本，我省的消费者也能以更优惠的价格买到澳
大利亚的乳制品、牛肉等优质农产品，以及韩国的化
妆品和服装等。

2016年安徽商贸业：

老商圈或因交通改善重生
二孩政策刺激母婴小家电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