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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全国社区商业高质量发展便民工程示范创建指南

全国社区商业高质量发展便民工程示范创建指南

为贯彻商务部《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民政部《关于开展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服务高质量发展

专项行动的通知》精神，依据《社区商业中心建设和经营管理规范》、《商

业街分类指导规范》等团体标准，制定并发布《全国社区商业高质量发展

便民工程示范创建指南》。

一、 示范创建内容：

（一）标准化社区商业中心

1.依据《社区商业中心建设和经营管理规范》团体标准（T/CUCO 1-2018）,

开展社区商业中心的标准化为基础的“标准化社区商业中心”示范创建，

以解决长期以来我国“社区有商业无中心”的问题。

“服务功能齐备、生活业态齐全”为标准核心原则。“综合性、多功

能、环境美好，一站式满足全龄友好型社区居民综合消费和服务需求。“标

准化社区商业中心”试点示范项目已在上海、南京、济南、成都等地成功

开业，“美而全、小而精”社区商业全新场景的亮相，赢得了行业和当地

社区居民广泛好评。

2023 年 9月起，根据民政部“高质量发展”文件精神，将“标准化社

区商业中心”命名为“美好生活中心”，推动全国落地发展。（见表 2）

2.分等定级

一级：1 千-3 千㎡（精品型）、二级：3千-2 万㎡（中型）；具备社

区“鲜坊、食坊、工坊、货坊、康坊、文坊”六项基础功能为主，可扩展

更多商业服务功能，业态更加丰富，环境更加美好，实现大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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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以上：2 万㎡以上（大型）；在社区六坊功能和业态更加丰富的基

础上，可增加培训教育、体育运动、文化娱乐、展览展示、社区医疗、数

字科技等，还具备为社区从业者提供就业创业培训，品牌孵化、大数据引

流、短视频直播和带货等电商新技术赋能。

3.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在“美好生活中心”六个核心功能基础上，扩展党群建设、政务、警

务、医疗、文化教育、就业培训、公益服务等更多社区和社会服务内容。

（二）“社区六坊”

“社区六坊”是创新型业态模式，是对商业业态业种的功能性重新定

位与划分。基于社区商业特点，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基础，对部分业态业种

统一以“坊”命名,以更好实现品牌化发展。

社区鲜坊：满足居民菜果生鲜等基础生活消费需求，是“菜篮子、米

袋子”的政府民生保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六个一要求“一店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的“一菜”，是标准化

社区商业中心必备功能模块。

社区食坊：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就餐需求的业态，同时满足为社区居民

提供早餐以及“一老一小”特殊年龄段人群便利就餐需求。商务部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六个一要求“一店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的“一早”，

是标准化社区商业中心必备功能模块。

社区工坊：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配钥匙、修理、洗衣改衣、皮具护理、

理发、家政、保洁、快递等八项基本服务需求，是中国社区商业工作委员

会 2019 年推出的创新型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模式。商务部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六个一要求“一店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的“一修”，是标

准化社区商业中心的必备功能模块。

社区货坊：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购物消费需求，如便利店、社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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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区百货、生活日用品专卖等。商务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六个一

要求“一店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的“一店”，是标准化社区商业

中心必备功能模块。

社区康坊：满足社区居民健康管理、康养理疗、家庭护理等照顾、照

护等服务需求。重点是社区特殊和老龄人群的健康维护服务。商务部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六个一要求“一店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的“一

老”，是标准化社区商业中心加强功能模块。

社区文坊：满足全民阅读和社区居民文化服务需求。结合儿童的文化、

艺术、体育、教育等服务，搭建社区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商务部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六个一要求“一店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的“一小”，

是标准化社区商业中心加强功能模块。

（三）社区商业示范街（见表 3）

1. 社区商业示范街（商圈）。以生活业态齐全，服务功能齐备为基本

要求，综合管理水平高，环境品质不断提升。出租率长期保持稳定。

2. 社区商业特色示范街（商圈）。以某一种业态集中运营发展，管理

规范有序，区域品牌力强，

（四）社区商业优秀企业奖，先进集体、个人

根据民政部文件要求，推出一批品牌和优秀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申报与命名

1.流程：①递交申报表和邀请函→②专家组项目调研指导考评→③中

国社区商业网公示命名→④举办授牌仪式和专业经验交流→⑤年会表彰。

2.依据相关标准和评价规范，由自评和专家组评审相结合方式。

3.命名文件公示并转发当地政府部门，全国统一编号。项目在建设期

可申报试点命名，开业稳定后转为申请示范。

4.对命名示范项目实行动态监督管理的方式，每 2 年复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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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好生活中心试点示范项目评价规范

评价

要求

建设标准 自

评评价要点 评价内容

★
基本
规范
要求

生活业态齐全

服务功能齐备

满足居民日常需求的生活业态齐全，服务功能齐备，统一管理、

集中布局，服务规范，环境优美。

□是

□否

一级

1 千—3 千㎡

必备业态齐全

蔬菜水果、生鲜食品、主食厨房、早餐、社区超市（便利店）、

家政保洁、洗衣、缝纫裁剪、大众美发、综合修理、快递服务、

电信服务、再生资源回收等。

□是

□否

二级以上

3 千㎡以上

选择业态丰富

必备业态基础上增加：餐饮、药店、健康养老、托幼、儿童教育、

文化娱乐、专业店、专卖店、社区医院、银行等更多选择性业态。

□是

□否

★
环境

政府

政策

社区商业为民生工程，得到当地政府、商务、民政主管部门、街道办和居委

会等支持，有相关扶持和奖励政策，成为一刻便民生活圈重要组成部分。

□是

□否

文化

建设

注重社区文化建设，经常性举办社区文化活动，党群服务，街道社区互动，

促进邻里亲情文化回归。对老、幼、残等特殊人群有公益性便民服务措施。

□是

□否

★
运营
管理

运营

管理

有统一经营管理主体。企业合法经营，证照齐全；管理制度健全。

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完善有效、有多年管理运营经验。

□是

□否

创新

模式

有创新融合以及新业态、新零售，业态跨界等先进经营理念；

能可持续赢利能力的，有实力企业参股及资本投资等。

□有

□无

经营

状况
上年营业额 万元，年毛利率 %；出租率 % 经营状况良好。

□是

□否

★
品质

设计

装修

设计标准： 元/㎡；装修标准： 元/㎡

环境现代时尚，舒适温馨，体现商业文化的挖掘与创意。

□高

□低

品牌

发展

商家品牌：全国 家；当地区域 家；品牌化率 %；

有完整自身品牌形象手册统一视觉管理，或已实现品牌连锁发展。

□是

□否

食品

安全

功能分区科学合理有序、进货管理规范，登记手续齐全；

蔬果生鲜食品等可实现每日抽检，有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是

□否

★
信息
化

电商

服务

能网上下单，1.5 公里范围内可实现店内商品配送服务等。

店内设置快递收纳设施设置，能提供周边就近社区居民快递短期保管服务

□是

□无

信息

管理

信息化管理系统强，可商家统一联网、后台可实现大数据管理分析以及信息

共享，消防、安防管理系统建全有效。

□是

□无

申报示范项目的单位对所填报信息真实性负责，专家组考评通过后获试点示范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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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区商业（特色）街区（商圈）试点示范评价规范

评价

要求
建设要求

自

评

规

划

布

局

20

分

基本

要求

1. 项目周边交通管理秩序良好。通达性、便利性、展示性好。商家品牌化率高。

2. 生活业态齐全，服务功能齐备。运营管理有序、环境优美，社区居民满意度高。

□

□

合理

布局

1. 社区周边合理规划社区商业业态，网点功能互补，布局合理。

2. 体现地域文化底蕴，有街区发展规划，发展体现地域文化的特色业态。

□

□

业

态

配

置

20

分

必备

业态

1. 生活业态：社区商业中心、菜市场、超市、便利店、社区食堂（早餐）等

2. 服务业态：家政、便民理发、药店、洗衣、维修、快递收发、再生资源回收等。

□

□

扩展

业态

1.生活服务：餐饮、蛋糕烘焙、运动健身、茶艺咖啡、康养、鲜花礼品、宠物服务

2.文化服务：社区书房、幼儿托管点、培训教育、书画艺术、手工制作、展览展示

□

□

商

圈

管

理

40

分

品牌

化率

1.有当地老字号和特色品牌小店，国际、国内、地方连锁化率、品牌化率不低于 50%

2.商街有首店和文创型商店，模式创新，商品无假冒伪劣，经营管理规范化程序高。

□

□

消费

环境

1.环境优美、舒适整洁，店招店铺标识设计醒目规范文化创新，食品安全可追溯。

2.运营主体建立商务部门、消防、街道、重要商户、居民代表联席机制，运行有效。

□

□

企业

管理

1.有统一经营管理主体。企业合法经营，证照齐全；管理制度健全。

2.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完善有效、有多年管理运营经验。

□

□

服务

质量

1.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执行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服务行为规范，优质高效。

2.居民满意度在 80%以上。 价格明示公平、营商环境和消费不断优化。

□

□

信

息

化

10

分

电子

商务

1．有商街 APP 或小程序，能为周边居民实现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自动自助水平高。

2. 一公里范围内可实现店内商品配送服，居民快递件上门收取和临时储存管理。

□

□

智慧

智能

1.街区商家实现统一联网、后台实现大数据管理分析以及信息共享。

2.与政府相关部门实现联网、及时动态掌握街区情况，使运营管理更安全、更高效。

□

□

综

合

效

益

10

分

社会

效益

1.为周边居民提供公益服务、社群活动、文化建设、党建引领、特殊人群服务等。

2.商街品牌化率稳定，就业稳定，有相关行业管理和职业培训，创业环境和氛围好。

□

□

经济

效益

上年总营业额 ； 上年平均租金 元/天； 出租率 ；

本年平均租金 元/天 出租率

□

□

申报示范项目的单位对所填报信息真实性负责，专家组考评通过后获试点示范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