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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小店背负了一家人的生计，万家小店点亮

了城市的万盏灯火。疫情三年，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持续关注着身边的小店。

从2021年3月7日起，本报推出“小时小店”系

列报道，通过亲历报道、深度调查、社群服务等多种

形式，反映疫情下小店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力。

两年两个《百家小店生存调查报告》，形成超10

万字的小店数据画像。2022 年，从年初的“帮帮小

店”到年末的“小店写真”，切实帮小店办实事解难

题。2023 年伊始，钱江晚报联合浙大城市学院推

出的“杭城小店指数”重磅出炉。

疫情三年，是什么支撑着杭州小店
钱江晚报联合浙大城市学院兵分5路走访千余家小店，提炼出四大指数

一个个数字，体现了杭城小店的生存状况和店主心声

本报记者 方力

小店指数包括四项指标
“小店邻里指数”最高

如果说之前的系列报道，生动描画了杭城小店

的经营现状，是一张张珍贵的特写，那本次调研则是

通过大面积问卷访谈的方式，试图了解疫情这三年

小店生存的全景，给出系统化的数据梳理。

在此次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提炼出杭城小店指

数，包括冷暖指数、信心指数、发展环境指数以及邻

里指数四项指标。根据调查结果，四个指数中“小店

邻里指数”最高，为65%。

此外，三位省内外有较高学术声望的专家李实、

刘培林、卓勇良对调研报告进行点评和解读，认为

“小店指数”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很接地气，具有典型

意义。

“这是我们首次围绕小店经营状况展开调研，这

个视角非常新颖。前期，我们关注到钱江晚报关于

小店的报道，关乎民生、关乎就业、关乎城市活力，很

接地气也很有意义。由此和钱江晚报合作，展开调

研并构建了小店指数。”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师张佳佳说。

23位调研人员兵分五路
走访千余家小店

商务部发布的《全国小店经济发展指南》是这样

定义小店的：小店是指面向居民消费的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家庭服务、洗染服务、美容美发、维修、摄

影扩印、配送服务等行业的个体工商户，雇员 10 人

以下或年营业额 100 万元以下的微型企业，及年营

业额1500万元以下的网店。

2022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4 日，钱江晚报·小时

新闻联合浙大城市学院团队的23位调研人员，分五

路走访杭州拱墅区、西湖区、上城区、余杭区与滨江

区，开展调研、发放调研问卷，总共走访了千余家小

店，共回收有效问卷552份。

张佳佳告诉记者，这其中 205 份问卷来自餐饮

业 小 店 ，占 34.2% 。 零 售 业 小 店 紧 随 其 后 ，占

26.83%。服装、妆造和生鲜水果三种类型的小店合

占18.6%，另有100家其他类型的小店。

这些小店中经营年限在两年之内的数量最多，也

不乏经营得当的老店，有五年甚至十年以上的经营年

限；年租金在10万以上的小店占比最高，达45%；大

多数店主反映，疫情开始后，客流量明显降低。

小店邻里指数高达65%
意味着什么

在调研基础上计算的小店指数，用 0%～100%

数值范围表示，方法是每一项指数中，选择积极选项

的数量占总数量的百分比，若该项指数的判定依据

有多个数据，则取多个数据均值。小店数值越大，则

小店该指数特征越显著。四项指数指标中，最为亮

眼的是小店邻里指数，高达65%。

这项指数代表小店与周边居民的经济与情感联

系。在“顾客主体”选项中，有 75%的小店选择了周

边居民。基于这一数据，有 55%的店家认为回头客

数量很多，占顾客总数的 50%及以上。而在日常经

营中感受到顾客关心和照顾的店家占 43%，该数据

接近于认为回头客数量多的店家数据。并且在近一

年，97%的小店都未受到过投诉。

由此可见，小店的周边居民与小店维系着良好

的关系，也成为小店的回头客主体，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小店经济因疫情而受到的消极影响。

“杭州是一座有人情味的城市，这项邻里指数反

馈回来的数据挺不错的，这些在杭州经营的小店谈

及‘对杭州的喜欢程度’时也得到了印证，绝大多数

小店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种正面的喜爱和认

同，也是支撑小店的动力之一。”张佳佳说。

当前小店面临哪些困难
45%小店年租金超10万

在收集到的 552 份问卷结果中发现，小店在现

阶段主要面临的困境类型较多。其中，“疫情”因素

被提及的次数最多，其次是“客流量”“房租”“电商”

“运输”和“竞争”等因素。

多家小店谈及杭州店面租金。45%小店的年租

金高于10万元，高租金加重了小店经营压力。

在走访的过程中，大多数店主都提到“受疫情影

响，房东也非常理解小店的处境，没有升租已经是做

到最大让步”。

疫情之下客流量下降，也是预料之中，有74.8%

受访小店的日客流量不大于50人。

除了“房租”和“运输”两个常见的影响因素之

外，“电商”作为这两年快速发展的营销模式，或多或

少给小店带来一定的冲击。

不少小店表示，自身互联网能力欠缺。其中，只

有极少部分的店家抓住机遇，用电商作为主要营销

模式，盈利较多，占比 6%；但 32%的店家因为尚未

接触电商而收入下降；剩余的 62%小店表示受电商

影响较小。

此外，自疫情发生以来，社会面给予小店经营的

关注较少，而小店本身的联系互动自救意识普遍较

低，经济联系少；由疫情引发的食材原材料涨价、进

货渠道缩减、进货困难也是一个难题。

是什么在支撑小店
从指数中可以找到答案

坐落在街头巷尾、风格迥异的小店是经济发展

的毛细血管，繁荣市场、促进消费，彰显着城市发展

的活力，承载着城市更新的烟火气和人情味，也维系

着城市的民生和就业。

现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浙江省之江区域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体改研

究会特约研究员卓勇良阅读小店指数后，不胜感慨。

是什么在支撑着杭州小店？从指数中可以找到

答案。卓勇良说，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邻里情

感”。“调查结果高达65.0%，这在计量关系上肯定了

小店是社区居民的好朋友，他们是杭州社区的有机

组成部分。或许正是这份邻里情感，令小店业者感

受到了创业的意义和成就感，坚定了坚持的决心。”

还有一个实际的收入要求。“这次报告获得的

219 个收入数据表明，有八成小店的收入占其家庭

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果没有来自小店的收入，这些

家庭立马陷入窘境。然而，希望不灭。”

在卓勇良看来，信心指数高于冷暖指数，环境指

数高于信心指数，再加上最高的邻里指数，小店们在

熬过疫情三年的寒冬后，正在迎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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