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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多个城市都

在探索如何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着力点除

了餐饮娱乐、市政管理、公共配套等老话题

之外，还将目光对准了文旅融合领域，结合

各地优势创造性地提出不同的发展思路。

可以说，发展夜间经济与推动文旅融

合是两项紧密相关的工作，一方的掣肘会

直接影响另一方的成效。

当前，我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正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生活水平提高的民众对多元

化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愈发迫切。尽管国

内游人次逐年上升，各大公共文化场馆的

硬件设施逐年完善，但很多城市的夜间经

济仍然存在短板，突出表现在——本地民

众或外地游客的夜间消费仍停留在吃美

食、看电影、坐游船等传统项目上。夜间可

消费产品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挖掘不够深，

与当地的人文环境结合不够紧，不能充分

体现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带来的变化。

发展夜间经济尤其要关注文化消费，

要把丰富的文旅产品在民众休闲放松的重

要时段摆出来，进一步刷出存在感，助力社

会经济发展。

首先，具备一定条件的公共文化场馆

要探索延长开放时间，特别是博物馆等本

地民众和外地游客普遍关注的文化场所，

要提升服务效能，将其打造成城市形象窗

口；其次，要加大对传统戏曲、非遗项目、地

方特色文化的展演力度，吸引人们走进剧

场、展厅或广场，在不同的空间、从不同的

角度去了解感受城市的人文内涵；最后，要

开发、宣传经典文旅线路，梳理出城市最值

得欣赏的夜间人文景观，为游客提供更丰

富的游玩选择。

随着发展夜间经济成为潮流和趋势，许多城市纷纷在

打造“夜地标”“夜景区”以及“夜商圈”上发力。业内人士

指出，在打造“夜地标”“夜景区”以及“夜商圈”的过程中，

应以挖掘城市精神文化内核为着力点，满足市民与游客精

神文化层面的需求，要注重培育地方特色的夜生活文化，

塑造地方独特的夜生活文化品质。

今年 6 月出台的《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夜

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结合城市风貌、历史和人

文特色，依托书场、戏社、剧院等场所，加快引进文化社团，

策划组织戏曲、曲艺、杂技、歌剧、音乐剧等一批具有浓郁

齐鲁风情和泉城特色的系列品牌文化活动，重现济南“曲

山艺海”风采；北京市商务局 7 月发布的《北京市关于进一

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提出，要打造夜间

消费“文化 IP”，策划组织一批戏曲、相声、电影、歌剧、音

乐、读书等主题鲜明的“夜京城”文化休闲活动；上海商务

委等九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引进培育沉浸式话剧、音乐剧、歌舞剧等夜

间文化艺术项目”等举措，打造具有“国际范、上海味、时尚

潮”的夜生活集聚区。

“发展夜间经济是一场生活方式变革与文化创新。”济

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张振鹏撰文表示，“我国应以活化城市

文化为出发点，借鉴伦敦酒吧文化经验，积极挖掘地方夜

生活文化传统特色，形成独具风格的酒文化、灯文化、歌舞

文化、竞技文化、养生文化等，扶持夜生活文化传统传承

人，培养夜生活文化创意人才，吸引夜生活文化经纪人，塑

造地方独特的夜生活文化品质（如激情、创造、陶醉、浪漫、

亲密等），鼓励 24 小时营业，推动夜间消费平民化，培育夜

间经济市场。”

虽说“夜经济”“夜市经济”“夜生活”的提法早已有之，但在“诗和远

方走到一起”的 2018年之后，“夜间经济”四个字乘着文旅融合之势在

2019年成为最火的年度热词，不仅在多个城市的政府工作会议上被提

到，频繁出现在政策文件和媒体报道中，也被各个市场主体探索实践

着，被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着……

夜间经夜间经济济：“：“有有””之后之后““火火””之前之前
本报记者 张 婧

为使夜间经济成为城市繁荣发展的新助推器，近一段

时期以来，北京、天津、重庆、上海、济南、成都等地纷纷出

台政策举措，结合当地实际，深挖夜间消费潜力。仔细分

析各地政策内容不难发现，支持夜间体育娱乐活动、打造

文化旅游产品、促进文旅消费升级、打造夜市文化氛围和

品牌等，均被不同频次提及。

以重庆市为例，今年 7月正式启动了为期 3个月的夜市

文旅消费促进活动，其中，市级活动以“夜重庆 潮生活”为

主题，策划举办特色活动 3 场至 5 场，宣传推广重庆夜市文

化，提升重庆夜市形象。此外，重庆还将评选推广一批最

具特色夜市街区、一批最具人气品牌夜市商家等，以此扩

大夜市文化节的影响力。

在北京，老牌古玩市场潘家园旧货市场每周六凌晨 4

点半开市，正处于夜间经济时段的尾声，今年 6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该市场将闭市时间延至晚 7 点 30 分，同时与社区合

作引入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如美食文化节，开原石、开青

皮淘宝活动、儿童淘宝集市等。“长达 4 个月的营业时间延

长在潘家园成立 27 年来尚属首次。”潘家园旧货市场相关

负责人表示，“延长营业时间看似简单，其实要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和财力，但作为国企，我们除了要为商户提供更好

的管理服务之外，也有责任丰富周边地区的夜间文化活

动，助力‘点亮夜京城’。”

业内专家认为，夜间经济是都市休闲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正逐渐成为各地深挖消费潜力的重要战场之一。随

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们的精神消费需求在不断增

长，而当前我国夜间文旅活动不管内容还是种类都有待丰

富，夜间消费习惯仍比较单一，因此，当文旅消费的潜力充

分释放出来，夜间经济发展将获得强劲动力。

促进夜间经济发展，夜间旅游是不可忽视的一环。近

年来，随着交通及相关旅游配套设施和服务的不断完善，

夜间旅游越来越成为广大消费者喜爱的旅游形式之一，成

为各大城市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新风口。

以广东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广东省旅游总收

入、旅游外汇收入、入境过夜游客总数保持全国第一，接待

过夜游客近 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0.4%，其中入境过夜游客

3748.0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可见，入境过夜游成为广

东省旅游业发展一大特色。

从广州的夜游珠江、杭州的夜泛西湖，到南京的夜泊

秦淮、上海的外滩夜景、珠海的珠澳海湾夜游新航线……

各地的夜间旅游项目在夜幕降临之后闪亮登场。如何将

夜间旅游这篇文章做得更好？“文化”成为破题关键，多地

均在文化活动上下功夫。

例如，今年初，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紫禁城上元之夜”，

紫禁城古建筑群首次在夜间被较大规模点亮，创造出全新

的夜间文化活动业态；从 2018 年开始，四川成都连续两年

在元宵节举办天府熊猫塔烟花秀，并在 2019 年新增“夜游

锦江”项目，仅一期开放的重要节点就吸引观众 16.6 万人

次；陕西西安今年春节花费 30亿元打造“西安年，最中国”，

更是开启了夜间经济文旅融合盛宴。

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

国游客夜间旅游参与度高、消费旺，九成左右游客有夜间

体验的经历，2019 年春节期间游客夜间消费占目的地夜间

总消费近三成。同时，也有相关调查研究指出，随着夜游

消费数据稳步增长，观光游船、主题灯会、文化体验活动成

了夜间旅游热度风向标。

“除了众所周知的夜市、夜店和专场演出，我们可以向

文化要资源，包括挖掘公共文化的利用潜力。博物馆、图

书馆、书店也可以延长开放时间，从国际经验上看是必要

的，也是可行的。国民大众需要实体餐饮的宵夜，也需要

精神文化的‘深夜食堂’。”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作为现代城市业态之一，夜间经济是指从当日晚 7 点到次日早 6 点在城市特定地段发生的各种合法

商业经营活动的总称，涉及购物、餐饮、旅游、影视、休闲等领域，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

活跃度的重要指标。有规划学者指出，发展多样化的夜间经济能增加城市中心的活力和安全感。

做大做好夜间旅游这篇文章

文旅消费助力夜间经济发展

挖掘城市文化内核 培育地方特色夜文化

发展夜间经济尤需关注文化消费
苏 锐

▶ 分散在上海各

角落的深夜书店，成了

“夜上海”小而美的文

化点缀。

图 为 读 者 深 夜 在

上海杨浦区五角场商

圈的大隐书局（创智天

地店）享受阅读乐趣。

（黄艺芹 供图）

▲ 北京潘家园旧

货市场的“盛夏夜淘宝

季”活动现场。

北京“夜间经济十三条”提出，到 2021年底在全市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各具特色、功能完善

的“夜京城”地标、商圈和生活圈。其中，首批“夜京城”地标包括前门、三里屯、国贸等，商圈包括蓝色港

湾、世贸天阶、簋街、合生汇等，生活圈包括五道口、方庄、梨园、回龙观等。

图为晚上 10 点多的北京朝阳合生汇。该商圈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上，地铁 7 号线、14 号线经

过，末班地铁为晚 11点 41分。 本报记者 程丽仙 摄

（制图：黄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