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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 

2007 年以来，《苏州市区商业网点布局规划 2007-2020》的发布

实施，在规范商业设施建设，优化商业空间布局，引导多元商业消费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苏州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业

态发展丰富多元，流通体系日益完善，为全市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面向 2035 年，苏州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基本建成“富强美高”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市。紧扣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契机，适应消费升

级和数字化转型的趋势，苏州将进一步加快推进商业的数字化、品牌

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大幅提升苏州商业的全国辐射力和国际影

响力，全面构建与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商业空间体系。 

二、规划依据、规划范围、规划期限、规划对象 

1、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苏州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3）《苏州市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2-

2024）》 

（4）苏州各县级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苏州市区各区分区规划 

（5）《苏州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6）《苏州市商贸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7）《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编制规范》商建发（2004）180 号 

（8）《商业网点分类》（GB/T34401-2017） 

（9）《城市商业中心等级划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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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

国办发〔2019〕42 号  

（11）《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商流通函

〔2021 年〕176 号 

（12） 《苏州市社区商业示范社区建设实施意见 》苏府办（2008）

233 号 

（13）《社区商业设施设置与功能要求》（GB/T37915-2019） 

（14）《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15）《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18） 

2、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苏州市行政辖区，包括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

昆山市、吴江区、吴中区、相城区、姑苏区、工业园区、高新区，总

面积 8657.32 平方公里。 

3、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1 年－2035 年。 

近期为 2021 年-2025 年，远期为 2026 年-2035 年。 

4、规划对象 

规划对象覆盖依托商业空间开展的各类消费活动，既包括零售、

批发、餐饮、生活服务等传统商业功能业态，也包括文化、旅游、体

育、健康养老、信息、金融等消费内容。同时将首发经济、夜间经济

等新兴消费模式与空间纳入研究范畴，指导商贸物流、商业数字化等

配套支撑体系的规划建设。 

三、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需求导向。顺应苏州市消费升级趋势，增强商业

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供新业态下的新空间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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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完善商业空间的建设，满足不同群体消费者多层次、多样化消

费需求。 

2、体系完善，科学布局。构建与苏州市国土空间结构和商业辐

射能力相适应的多元融合、统筹城乡的商业空间体系，有机组织市域

商业空间网络。结合古城、新区、市镇、景区等不同区域特点，科学

匹配商业设施。 

3、品质提升，特色彰显。针对性改造存量商业空间，积极探索

新型商业形式。做大做强国际消费集聚区，突出文化嵌入，充分彰显

苏州商业空间“双面绣”的文化特色，打造地标性商业空间。 

4、市场主导，创新转型。坚持市场思维，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

活力，增强内生动力。创新消费模式，优化消费环境，推进数字化改

造，加大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应用，促进线上线

下深度融合。 

四、主要内容 

（一）发展目标 

1、近期发展目标 

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扩大内需的战

略基点，加快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力争至 2025 年基本构建层级清晰、

布局协调、功能完善、品质精良的城市商业空间体系，城市消费繁荣

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和消费政策引领度显著提升，培育创建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取得新突破，成为服务华东、辐射全国，具有较强

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商贸城市。 

2、远期发展目标 

提供高度匹配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美丽幸福新天堂发展

愿景的体系健全、布局精准、业态先进、品质卓越的商业体系，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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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优质消费品和商贸主体，推动服务供给提质扩容，打造世界级文

旅消费名片，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苏州特点的商业文

明，将苏州打造成为国际化商务服务中心、枢纽型商贸流通中心、品

质型体验消费中心和智慧型商业创新中心，全面建设成为国际国内知

名、长三角内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独具魅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具有

全球吸引力的乐购天堂。 

（二）空间布局 

1、商业空间体系框架 

对应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空间体系和公共中心体系，匹配培

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总体发展目标，在全市构建“442”的商

业空间体系，包括由“国际消费集聚区、城市消费中心、区域消费中

心、社区生活消费圈”构成的 4 级商业消费中心，“特色商业街区、

夜间经济集聚区、首店首发经济示范区、商品交易市场”构成的 4个

特色商业功能区，以及以“商贸物流体系和商业数字化体系”为主的 

2 个配套支撑体系。 

2、国际消费集聚区 

国际消费集聚区是苏州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核心承载区，面

向国内和国外的广域性消费人群，吸引国内外高端商业品牌和资源集

聚，提供国际化、高端化的购物、文化、旅游、金融商务、休闲娱乐、

酒店会展等综合消费服务的区域。 

本次规划共划定了两个国际消费集聚区，环金鸡湖国际消费集聚

区和古城国际消费集聚区。 

环金鸡湖国际消费集聚区围绕金鸡湖，依托湖西、湖东两大商业

中心和李公堤休闲商业街、月光码头滨水商业街区、中环广场、圆融

时代广场购物街区、比斯特苏州购物村、阳澄湖半岛等特色街区，打



5 
 

造多元融合、潮奢汇聚、全民共享的国际消费必达地。 

古城国际消费集聚区聚焦古城区，依托观前、石路、南门三大商

业中心和平江路历史文化特色街、山塘历史文化街区、太监弄—碧凤

坊美食特色街、环宇荟、仁恒仓街、十全街休闲商业街等特色街区，

打造苏州向世界展示天堂之美的魅力窗口。 

3、城市消费中心 

城市消费中心重点面向全市及长三角城市群消费人群，与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相适应，集聚高端购物、餐饮美食、商务休闲、文化娱乐

等功能，提供综合消费服务，突出商业实力、特色消费活力和广泛影

响力的综合型商业功能区。 

本次规划共确定了 15 个城市消费中心，其中，更新提升城市消

费中心 10 个，包括高新区狮山片区城市消费中心、吴江汾湖城市消

费中心、吴江盛泽城市消费中心、吴中城区城市消费中心、相城元和

城市消费中心等；新增培育城市消费中心 5个，包括太湖新城城市消

费中心、高铁新城城市消费中心、高新区科技城城市消费中心、园区

月亮湾城市消费中心和太仓娄江新城城市消费中心。 

4、区域消费中心 

区域消费中心重点面向本地区消费人群，以满足区域内购物、餐

饮、休闲、娱乐和商务活动等综合消费为主要功能，形成规模中度集

聚、行业业态较为齐全的商业功能区。 

本次规划共确定了 83 个区域消费中心，其中，更新提升区域消

费中心 52 个，包括平江新城区域消费中心、沧浪新城区域消费中心、

金阊新城区域消费中心、胜浦区域消费中心、青剑湖区域消费中心等；

新增培育区域消费中心 31 个，包括工业园区国际商务区区域消费中

心、高新区马涧区域消费中心、吴中度假区区域消费中心、相城漕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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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消费中心、吴江南部新城区域消费中心等。 

5、社区生活消费圈 

社区生活消费圈以“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为基本服务单元进行配

置，主要服务于本社区居民，以便民利民、满足和促进居民综合消费

为目标。在配齐配优配强基本保障类业态的基础上，发展品质提升类

业态和智慧升级类业态，全面提升社区生活消费的品质化和便利性。 

城镇地区的社区生活消费圈可分为“社区级”和“邻里级”两

类。社区级应步行 15 分钟可达，满足日常多元化的生活消费需求，

功能相对完善且有一定针对性，服务半径约 800-1500 米，服务人口

3-5 万人。邻里级应步行 5 分钟可达，优先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

包括菜场、早餐网点、药房、洗衣房等，主要服务就近居民，服务半

径不超过 500 米。  

乡村地区的社区生活消费圈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以周边乡村居

民基本生活服务保障为主，兼顾生产服务需求，可包括便利店、杂货

店、药店、理发店、餐厅、金融服务、维修点、末端配送、农产品销

售展示中心等。 

6、特色商业功能区 

（1）特色商业街区 

特色商业街区是指满足人们个性化、差异化、专业性等特色消费

需求，由某一特色吸引力衍生出众多规模不一、特色鲜明的商业及服

务设施，以带状街道形态为主线，呈网状辐射，依托主街、支马路形

成连绵的商业功能片区，统一管理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性商业集群。  

本次规划共确定了 134 条特色商业街区，其中保留提升 100 条，

包括姑苏区平江路历史文化特色街、吴中区木渎山塘街、高新区淮海

街商业街、工业园区李公堤休闲商业街、相城区蠡口国际家具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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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吴江区震泽镇宝塔街区、昆山市人民路综合商业街、太仓市双凤

一品羊肉美食街、常熟市尚湖水街、张家港市杨舍老街等；培育发展

34 条，包括姑苏区虎丘婚纱城、高新区浒关大码头、工业园区阳澄湖

半岛特色商业街等。 

（2）夜间经济集聚区 

夜间经济集聚区指在晚 7时至次日 6时的时间段内，依托公共空

间或街道在零售、餐饮、休闲娱乐等各类夜间经营活动领域具有一定

活跃度的特色功能片区。  

本次规划打造“2+7+N”的夜间经济空间布局体系。其中包含 2

个世界级夜生活体验区，依托环金鸡湖国际消费集聚区和古城国际消

费集聚区，分别打造滨水夜经济活力圈和都市夜生活核心活力区，集

中承载区域 24 小时城市金融、文化、创新、游憩等核心功能，展现

城市夜间特色与魅力。积极打造 7个具有标志性、体验丰富、包容多

元、与时俱进的地标性夜生活集聚区。在各区市培育打造 N个主题化、

特色化、差异化的标志性夜市和具有吸引力的夜间经济特色示范项目。 

（3）首发首店经济集聚区 

首发首店经济集聚区是品牌集聚度高、时尚消引领性强、首发平

台影响力大、首发活动密集且稳定持续的特色功能片区。  

优先依托国际消费集聚区和重要城市消费中心，选取体现苏州消

费文化特质的空间节点，如苏州中心、月光码头、中环广场、华贸中

心、观前街、平江路、山塘街等区域，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标。 

（4）商品交易市场 

商品交易市场包括大型商品交易市场、农产品交易市场、二手车

交易市场等，规划构建形成覆盖全市、辐射长三角的商品交易市场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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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配套支撑系统 

（1）商贸物流体系 

加快完善商贸物流网络，推动区域物流一体化发展，构建城乡高

效配送体系，推进商贸物流标准化建设，构建“功能匹配、布局合理、

集约高效、绿色智能”的商贸物流服务体系。在全市范围内加快布局

“物流枢纽节点+物流配送中心+末端配送网点”的城市商贸物流三级

网络体系，保障空间供给与实施落地。 

（2）商业数字化体系 

推进传统商业数字化创新，鼓励建设一批智慧购物示范场景。鼓

励线上平台与实体商业深度合作，打造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商业

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进数字化示范区、数字商圈商街、智慧早餐网

点、智慧菜场、直播电商高地等实施建设。加快智慧零售终端建设，

落实智能快件箱、智能取餐柜、智能售货机、智能回收站等各类设施

规划布局。 

（三）近期实施计划 

推进消费地标打造：重点聚焦国际消费集聚区，着力构建云集国

际国内精品、引领时尚消费潮流、吸引全球消费客群的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核心承载区。近期重点更新建设工业园区湖滨楼-湖滨新天地，

姑苏区泰华商场、仁恒仓街等商业载体，提升环金鸡湖和古城国际消

费集聚区城市活力。 

完善消费中心建设：完善城市消费中心和区域消费中商业载体建

设，提升各级各类消费中心服务能级和水平。近期重点推动高新区绿

宝三期、雪世界商业综合体，相城天街商业中心、大悦城、乡镇商贸

中心，吴江区七都市集、苏州湾运动街区，张家港大南万悦商业广场，

常熟市琴湖片区、滨江新城商业中心，昆山市阳光新生活广场等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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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建设。 

夯实基础民生保障：填补大型商业服务覆盖盲区，建设一批布局

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的社区生活消费圈。近期重点推进高新区

丰茂里、星悦里，相城区水韵花都美好荟，常熟市碧溪东北片区、科

技城片区等社区级商业中心建设。完善主副食品供应链体系，增补农

产品批发市场及集贸市场。近期重点建设张家港香山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常熟滨江中心、虹桥等集贸市场。 

创新新经济新消费：做强首发首店经济，推动“全球新品首发地

示范区”建设。聚焦品牌经济，促进知名商圈的本土品牌竞争活力增

强和进口品牌集聚。近期重点推进相城荟品仓城市奥莱苏州首店建设，

进一步鼓励支持苏州中心、苏州大悦城等载体以首店“流量”撬动消

费“增量”。提升夜间经济活力，推动地标性夜生活集聚区、限时步

行街的打造，持续办好苏州夜生活节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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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国际消费集聚区规划布局图 

（2）城市消费中心规划布局图 

（3）区域消费中心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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