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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商务部在
全国确定 80 个便民生
活圈建设试点地区，按
照“缺什么、补什么”的
原则，“一圈一策”推动
补 齐 便 民 服 务 设 施 短
板，完善生活基本保障
类业态和品质提升类业
态，共建设便民生活圈
1402 个，涉及商业网点
28 万个，覆盖居民社区
2766 个 ，服 务 居 民
3200多万人。

“ 小 修 小 补 ”似 燕
归 ，“ 蝴 蝶 效 应 ”知 多
少？日前，记者采访浙
江省城市规划、社会经
济等领域专家学者，从
多个维度深入解读这道
万众期待的“小而美”风
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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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规划委员会专家

问:“小修小补”回归，城市规划需
要怎样调整？

答：“小修小补”和市民日常生活

紧密关联，是城市是否宜居的关键因

素之一。而要使这种经济形态长久

存在，就需预留空间场所。在城市规

划层面，将“小修小补”服务纳入社区

生活圈服务设施配置标准，政府需出

台房租减免、水电优惠等政策。实施

运营时，由街道社区负责落实所需点

位，帮助经营户解决遇到的问题。

问：怎样用好城市“金角银边”，
让规划和需求有机融合？

答：“小修小补”作为社区微型商

业，对中老年人来说是必需品。它占

地面积不大、需求频率不高，同时也是

微利行业，需要决策者从公益性角度、

从满足老百姓需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

业态。政府部门和街道社区要负起责

任，在空间场所和管理上认真对待，让

“小修小补”发展更有韧性和黏性。

问：作为浙江省会城市，杭州在
便民工作上有何举措？

答：这些年，杭州通过老旧小区

改造、未来社区建设，打造“15 分钟生

活圈”，满足老百姓上学、就医、办事

等生活需求。城市建设过程中，杭州

在政策支持、布点优先、租金减免上

下功夫，来引导“小修补”规范有序回

归百姓生活，比如未来社区有九大场

景，其中一个场景就是未来服务，也

是包含了“小修小补”。

问：未来“小修小补”如何适应时
代发展？

答：作为经营主体，要遵循市场

规律，充分考虑市场容量，合理划定

经营区域，完善配套服务。

也有些“小修小补”是通过流动

摊位和集市的形式出现，在香港和新

加坡都有类似例子，摊位经过整体设

计，摆放很有序。城市管理也要考虑

到新需求和新形式，管好了，就是一

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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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城市精细化治理如何在
“小修小补”上发挥作用？

答：“小修小补”这类温情经

济的成长，是给城市管理者提出

的挑战，需要具备新的治理规划

理念。因为，让“小修小补”经营

者直接租赁商圈里的店铺难度

过大。如何让“小修小补”进入

社区获得生存形态，需依赖社区

空间的精细化布置。

然而，当前是数字经济贸易

的时代，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助

力“小修小补”业态发展。因为

远距离物件传递、需求沟通等方

面都涉及成本，不妨适时建立互

联网平台，比如社区可以开发一

个服务沟通小程序，配合线下快

递，这样就提升了“小修小补”的

延展性。这些生活场景都是可

以设计的商业模式，通过技术来

赋能。

问：“小修小补”会在哪些领
域产生“蝴蝶效应”？

答：从需求侧看，慢生活是

一种安心幸福的生活，第一是社

区的温情，邻里之间互相帮衬，互

相珍惜老物件，有感情；第二是城

市的温度，工作节奏很快，怎么体

现出温情？“15分钟便民生活圈”

实际上就是打造一个有温情的城

市氛围；第三是社会的温暖，我需

要的时候我都找得到。

从供给侧看，“小修小补”进

社区，代表了供给内容的变革。

首先是就业，你会发现“小

修小补”的经营者年纪有些大，

有的可能肢体上有些障碍，这些

人员在大规模工业流水线生产

的、要求比较高的岗位，可能难

以胜任，但是通过“小修小补”，

他可以用技术、耐心，和社区的

互动，来形成一个包容性的就业

岗位，不仅解决个人的生活，也

为家庭提供支撑。

第二是事业，“小修小补”是

对一件事长期的专注，日积月累

的打磨，非常适合培育匠人，可

以成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第三是产业，它的业态可以

慢慢变大成为一个现代服务产

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提升。

问：如何避免“一刀切”，让
“小修小补”百花齐放？

答：这需要根据不同社群的

特点来设计，比如年轻人集聚的

地区，可以安放电脑手机维修

点，服装市场附近，可以安放衣

物织补点，高校老师、退休教授

集聚生活区，可以安放修书摊、

老照片修补点等等。还可以根

据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与人群之

间的黏性来考量，比如杭州的雨

伞、剪刀、扇子都是非常有特点

的非遗产品，这些产品在本地拥

有相当可观的受众，可以根据这

些产业特色，结合市民日常生活

需求，来打造具备匠人精神的

“小修小补”特色点，比如磨剪

刀、抛光菜刀等等服务，把城市

记忆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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