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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木葱茏，在回龙窝历史

文化街区的一家文创馆，每天

迎来络绎不绝的市民、游客。主

理人叮当，这位从线上“迁徙”

回实体的昔日电商人，凭借店

内“好看、好拍、好买”的沉浸

式消费体验，成功与顾客之间

构建起交流与信任的链接，小

店热度持续攀升。

这并非孤例。数字化浪潮

下，一股电商人 “逆向迁徙实

体”的潮流正悄然兴起，昭示着

线上线下融合共生的新商业图

景正加速展开。那么，是哪些因

素促使他们回迁实体？他们又面

临着何种挑战？如何破局？这一

现象折射的消费新走向，为我们

洞察市场趋势提供了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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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去年“6·18”电商大促结束
后，众多中小体量的商家已经开始考虑回归线下，开设
实体店。其实，早在这股潮流兴起之前，一些线上品牌就
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市场风向的转变，并率先作出战略
调整。线上起家的“三只松鼠”在去年明确表态，将线下
市场作为未来“主战场”，释放出线下渠道正成为品牌
发展寻求增量的关键。

这些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在市场环境变化、消费需
求升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必然选择。

在徐州，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创馆主理人叮
当，此前依赖朋友圈“私域”流量销售文创产品，“‘私
域’依靠客户信任支撑，而线下才能让客户看到、触摸
并真心喜欢上产品。”出于这样的考虑，叮当在今年五
一彻底告别线上，全身心投入到实体店的经营中。
“以前熬夜等订单，现在忙着和顾客聊天！”叮当笑

着说，生意转到线下后，她的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有位
外地顾客对她的店铺一见钟情，“那位盐城姑娘满载而
归，并约定下次再叙。”她坦言，做生意这么久，头一次
从消费者那儿得到深度认可的体验。线下沟通带来了感
性体验认同，让她的月成交量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在电商平台从事多年服装生意的小于，其经历同样
具有代表性。近年来随着“悦己经济”崛起，消费者的购
物偏好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看重商品实用价值的同
时，更注重消费过程中的体验感。在实体店，消费者‘所
见即所得’，还能享受导购‘一对一’的精准推荐。”小
于分析道，比如说，线上模特“卖家秀”与普通人身形的
落差，导致退货率增加，而在实体店，就可以规避这些问
题。并且，通过氛围营造与差异化服务，更能让商家与消
费者建立起深度链接。

在这种情况下，小于在年初转战线下实体店，在原
来服装销售的基础上搭售漂亮饰品。如今，她的店里每
天人来人往，开业不到半年，店铺生意就因火爆打算扩
店。“网上总买不到合适的衣服，线下反而更高效。”顾
客章女士的反馈印证了人们的购物变化。
“电商回迁实体背后，是市场分化和需求升级的结

果。”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讲师郭燧解析这一商
业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电商行业历经野蛮生长后步入
成熟期，其成本结构的变化逐渐改变了商业逻辑和竞争
格局。科斯交易成本理论揭示，当线上平台为争夺流量
而抬升的边际成本（广告费、平台佣金、退货损失）逼近
乃至超越实体店铺的显性成本（租金、人力）时，理性的
市场参与者必然重新配置资源。

同时，“体验经济” 的崛起则从需求侧重构价值评
估体系，功能性消费之外，通过情感连接与场景沉浸构
建的“情绪价值”成为关键决策因子。“实体空间将商
品嵌入生活叙事的能力，‘所见即所得’ 带来的信任感
使实体商业在‘悦己消费’时代重获战略高地。”郭燧
表示。

电商人转战实体，绝非线上与线下两种商业模式的
对立，它们正逐渐走向融合，形成互补之势，共同开拓出
商业发展的新路径。这股“逆向迁徙”的潮流，既为商家
带来了新机，也为城市肌理注入了更多生动“烟火气”。

在徐州宣武市场，一家品牌内衣店的负责人程先生
便是“线上 + 线下”这一融合模式的践行者。程先生自
2000 年扎根宣武市场，经营实体店，后来拓展线上业务
后，他惊喜地发现，通过精准定位本地客群、社交媒体推
广，曝光度激增。通过线上曝光引流，目前到店顾客的成
交率高达 7 成左右。如今，程先生又升级了实体店，增设
了舒适的沙发和茶几，打造购物兼顾休闲社交的温馨空
间，进一步提高转化。

中心商圈一家零食品牌专柜的董小姐则通过在朋
友圈发布图文引流，再提供优质的线下服务，形成“线下
开店 + 线上引流”的销售路径，为顾客提供便捷、丰富
购物体验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客流与销售额。“今年六
一儿童节，我们通过这种融合模式销售，销量比单一模
式翻了三倍以上。”董小姐说。

在徐州享有盛誉的阿喆米线，为了方便外地顾客购
买，也在微信小程序开通了在线商城，“线上销售是实体
店铺的有效补充。”阿喆米线创始人王冠喆表示。

记者观察到，几乎所有接受采访者都在通过“线上+
线下”的方式来获得更多顾客。这种双向融合模式，打破
传统商业的边界，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个性化
的购物选择，享受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

当下，一股电商从业者

“逆向迁徙” 的潮流正悄然重

塑商业版图。不仅中小电商企

业纷纷回归线下开设实体门

店，部分头部电商品牌也开始

调整战略，计划大规模拓展线

下实体店铺。

电商回流实体，源于消费

需求的深刻迭代。从 “悦己经

济” 崛起，到 “体验价值”凸

显，消费者已从单纯追求商品

功能，转向对场景沉浸、情感共

鸣的更高诉求。线上“卖家秀”

与实物的落差、高退货率等痛

点，更让“所见即所得” 的线

下消费优势重获市场青睐———

触摸面料的质感、试穿衣物的

版型、现场感受产品的细节，这

些真实体验正是线下场景不可

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更深层次看，这是商业成

本与效率的再平衡。历经野蛮

生长的电商行业，其流量成本、

平台佣金、退货损耗等隐性支

出持续攀升。当线上 “边际成

本” 逼近甚至超过线下的租

金、人力等“显性成本”时，资

源向实体回流的重新配置，成

为市场的理性选择。

从“键对键”到“面对面”的转变，绝非简

单的渠道迁移，而是商业生态的系统性重构。对

徐州这类新晋网红城市而言，网红流量红利亟

需优质线下场景承接转化。电商企业带着线上

积累的用户洞察和运营经验走进线下，恰好能

弥补传统商业在体验感、互动性上的短板，从而

更精准呼应消费者对文化体验、场景沉浸的需

求，让消费者获得更加丰富和优质的消费体验，

为网红城市走向“长红”注入新动能。

当然，回归线下并非坦途。实体店面的租金

压力、线下团队的管理壁垒、线上线下价格体系

的平衡，都是转型者必须跨越的门槛。破解困

局，既需商家深耕细分领域，在“特色化”上做

足文章，以差异化优势构建独特竞争力；也需政

府层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商业街区改造、

数字化转型补贴等举措，为业态深度融合搭建

更广阔、更便利的平台。

曾经，电商以凌厉之势重塑实体商业的格

局；如今，电商们又带着新的思考回归实体。这场

商业轮回的深层动因，在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实体场景深度交织，流

量思维与体验逻辑彼此成就，正在催生一个更具

韧性、更富温度的商业新生态。在此进程中，这

场“逆向迁徙”终将推动商业回归本质：在满足

需求之外，创造更有价值的消费体验。而这，恰

恰是释放消费潜力、

提振消费信心的关

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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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转战实体

消费变革下的新选择

融合共赢

共同开拓商业发展新路径

富国街夜市，由线上“网红”美食转型而来的实体
摊位前排起长队。一位曾专注线上外卖的卤味店主坦
言：“线上销量可观，但总觉得缺了温度。固定摊位让
顾客能闻到香味、看到制作过程、即时交流口味，这种
直接的反馈和聚集的人气，是线上无法替代的。”

同样，丰储街改造后引入的美食店铺大多有线上
运营背景。他们不仅在线下提供堂食服务，还结合小红
书、抖音直播探店和美食分享，吸引市民和游客慕名而
来，为这条老牌美食街增添时尚活力。

在徐州，星罗棋布的实体小店的回归与升级，正在
各大商圈上演，汇聚了人气与活力，点燃了消费热情，
成为城市“烟火气”的鲜活注脚。更令人振奋的是，近
期火爆的“苏超”效应，更强劲赋能实体商业，尤其是
餐饮、零售及休闲娱乐等。

更多敏锐的实体店主正积极抢抓这一难得的机
遇。徐州众多餐饮企业结合赛事推出折扣优惠和文创
礼品，并通过线上社群进行预热和预订，让球迷在品尝
美食的同时收获满满诚意。“我们结合线上引流和线
下氛围营造，效果非常好。在‘苏超’主场比赛日，我们
的客流和销售额是平时的两倍多，球迷们赛前采购零
食饮料，赛后聚餐庆祝，带动了整个商圈的消费。”中
心商圈一家饭店负责人兴奋地分享道。

徐州一家香坊主理人安宸也感受到了这股热潮。
“‘苏超’ 比赛把全国各地的球迷和媒体吸引到徐州，
我们的实体店成了展示徐州文创、与外地朋友交流的
窗口，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和由赛事带来的额外客流，是
纯粹的线上生意难以企及的。”安宸说。

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记者调查中了解到，电商人
转战实体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房租、人
工等成本的上升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实体店铺需要承
担较高的租金、装修费用以及人工成本，这对于一些中
小商家来说，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程先生坦言。此
外，实体店的获客周期相对较长，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来积累客户资源，建立品牌口碑。

面对成本与获客挑战，从国家到地方的政策组合
拳，为这场“逆向迁徙”铺就坚实的制度路基。

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
费专项行动方案》，到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徐州
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再到《徐州市创建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对本土品牌能级的提升，为实
体转型提供了品牌孵化与流量入口的双重支持。

在政策引导基础上，徐州积极打造商业空间提质
升级。市城管局出台政策，支持商业载体按规定适度
开展店外特色经营活动，做到经营布局科学合理、设
施场景安全美观、市容秩序整洁有序、市民游购娱便
捷舒心。

与此同时，徐州正大力实施本土品牌提升行动，全
力推动新能源车展、家博会、文博会等本地消费展提档
升级；中心商圈引入新技术和新业态构建 “智慧商
圈”；加快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彭城壹号、丰储街等商
业街区的提质改造，打造高品位特色步行街，为实体创
业者提供兼具文化质感与现代活力的优质场域。
“展望未来，电商转实体的征途机遇与挑战并

存。”郭燧建议，应在挑战中孕育新机，一方面，成本管
控与模式创新是生存基础，中小商家需善用政策红利
分摊租金压力，并通过“私域”运营降低获客成本，在
细分市场中构筑差异化壁垒。另一方面，技术赋能体验
升级是关键赛道，VR 试衣、智能导购、数字孪生门店等
工具将深化沉浸感，持续为“人、货、场”重构注入科技
推力。同时，建议进一步细化对初创小微实体的税费减
免，并建立商业空间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动态平衡
机制，避免同质化。

电商人的“逆向迁徙”，表面回归传统形态，实则
是向更高阶“数实融合”的迭代升级。“电商转实体是
市场发展的必然，反映了消费市场的多元需求和商业
发展的新方向。线上线下融合将成为未来商业发展的
主流，通过优势互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消费者
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徐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伴随消费市场升级与技术创新，电商与实体商
业的融合将更深入，实体商业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焕发新生机，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烟火升腾

街区焕新与升级迭代

政策筑基

护航实体商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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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美食店铺里人气十足。本报记者 刘冰 摄

图②“苏超”带火商圈消费。 本报记者 刘冰 摄

图③④ 街区文创馆精致的文创商品，给顾客

带来满满的体验感。 受访者供图

图⑤ 实体小店成为城市“烟火气”的鲜活注脚。

本报记者 刘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