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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状

夜间经济是一项广泛涉及城乡规划、公共服务、文

化遗产活化、消费场景营造等内容的系统工程，需要各

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商共建共享，才会有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希望各级政府以更高的政治站

位重视夜间经济，将夜间经济纳入“十四五”文化和旅游

规划。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美好生活反过来又正在成为文化建

设和旅游发展的全新动能。从世界范围看，城乡居民的

文化消费行为与游客在目的地的消费行为是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的。那些拥有世界、国家和地区文化中心，公

共文化供给丰富和文化产业发育充分的目的地，往往也

会拉动更高的旅游消费，产生更多的综合效益。

希望广大科技、艺术和教育机构投入更多的资源，

研究夜间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从顶层设计和底层

器件两个方面为夜间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对于

中国这样一个拥有 14亿人口、60亿国内旅游人次的发

展中国家来说，旅游消费不可能绝对扁平化，也不可能

走向折叠化的平行空间。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文化消

费和旅游市场，正在来临。

发展夜间经济首先要弄明白坚持和巩固什么、发展

和完善什么、依靠和引领什么等基本战略问题。城市是

市民的城市，乡村是村民的乡村，政府和公共机构的首

先职责是提升本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只有本

地居民生活幸福了，外来游客才会愿意到访并分享。优

秀的全域旅游目的地一定是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空间。

希望资本市场和市场主体扩大投入，研发新产品、

培育新业态，让不同消费层次的城乡居民和外来游客在

夜间有得游、游得起、玩得舒心。14亿人口的文化需求

和每年60多亿人次的旅游市场，就是那个最大的，而且

永远不会消失的风口。

开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亚文用六个字概

括开封发展夜游经济，即传承、坚守、创新。开封做

节日经济一直在传承优秀文化上下功夫，在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举办上元灯会，现在龙亭公园、清明上

河园等都在春节期间开展相关活动。

王亚文介绍，创新方面，按照《清明上河图》1：1

复制出来的清明上河园运转了 20多年，这是造园

子。其次是造夜景，从2017年开始，在河南景区打破

朝九晚五的游览模式，把夜间的关闭时间延长了3至

5小时，最晚到10点钟关门，这两年来效果很好。第

三是造戏，《大宋·东京梦华》是用八首宋词演绎出来

的，很受欢迎。到今年11月7日，演出收入已经突破

1个亿。

提到海南，人们就会想到旅游，但客观而言，夜间旅

游经济依然是海南的短板。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总规划师周安伟表示，海南去年旅游人数是 7600万人

次，其中有 1100万人次是一日游，过夜游客约 6500万人

次。其中，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住宿占17%、吃

占 12%、交通占 30%、购物占 28%、游占 6%、娱乐占 5%。真

正的消费，即购物、游、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夜间消费不是必需的，是可塑造的，只有环境好、品

种多，才能吸引消费者。它应该是一个新的业态，要赋

予新的内涵。周安伟表示，下一步计划按照“五区五滨

一景一中心”的设计打造夜间旅游“五区”，包括历史文

化街区、滨水区、文化景区等，把旅游消费和其他消费结

合起来。

成都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廖成珍介绍，近年来，成都以打造载

体、聚集业态、丰富活动、完善服务等具体路径，全力推进夜间经济

发展，塑造经济特色品牌。

成都将发展夜间经济的要求纳入《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规划

（2018-2035年）》，在城镇生活社区大力推动社区消费新场景的打

造，培育形成成都味道、339时尚夜消费等15个夜成都社区消费场

景。近期出台《关于发展全市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升级的实施意

见》，明确提出精心打造十处夜游旅游景区、十处夜间视听剧苑等

100个夜间经济示范点位。

成都市还推出夜间节庆活动、夜间演艺活动、特色灯光秀。目

前全市在演演艺场所82个，已经建成全景声、半露天半室内的凤凰

山露天音乐公园和西部最大的城市音乐厅。此外，成都市大力发展

夜间便利店服务，健全夜间交通服务保障，做靓夜间城市光彩工程。

2018年，北京的旅游人口净接待量 2.4亿人次，旅游

总收入 6000亿元。今年前三个季度，北京的旅游总收入

4622亿元。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粤介绍，从今

年 7 月到现在，北京深挖夜间经济潜力，出台了“夜间经

济十三条”，开局良好，成效明显。目前，主要围绕前门

大栅栏、三里屯、国贸、五棵松这四个首批夜经济的地标

发展。

目前，夜间经济的掣肘主要是在交通方面。北京市

一天要解决 2000 万人次的交通，包括 800万人次的地面

交通和 1200万人次的地下交通。从 7月开始，有关方面

延长了地铁周五、周六的运行时间，末班车延迟到零点以

后。从地面经济活跃度来看，效果还是让人振奋的。以

五棵松为例，人流量达到了每天5万人，消费增加了40%。

11月 16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课题组发布的《2019中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显示：

实 践

目前，中国夜间经济方兴未艾，受到高度关注。今

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

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提出发展假日和夜间经济，活

跃夜间商业和市场，更是让“夜间经济”一路走红。截至10月，全国发布夜间经济、夜

间旅游相关政策规划的城市已有 40余个。那么，当提到夜间经济，我们在谈论什

么？目前中国的夜间旅游、夜间经济情况如何？关于夜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业界有哪些专业建议、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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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战略营

造、理论先行、政策保障、消费主体培育

的发展思路不动摇。城市夜间经济发展

以节事庆典引流，将夜休闲、夜游项目创

新和品牌化的同时实现常态化。理论

上，大数据与科学规划支撑是前提，同时

需要科技、艺术、教育多领域智力的支

持。同时，政府及主管部门应在政策上

为夜间安全、交通应急设施、公共服务、

休闲时间提供协调与保障。城市夜间经

济的发展还应注重资本渠道多元化，充

分发挥其市场作用，同时扩大市场主体、

丰富夜间休闲与旅游产品品类。

此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需求，

适配夜间经济“老三样、新三样、再三

样”是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

径。“老三样”是指夜市、演出和景区。

调查分析发现，夜市是一个夜间高频消

费场所，夜游成为必选方案。城市夜景

观光和景区夜游依然是游客夜游的主

旋律，参与性强、价格合理的夜间经济

也是游客的必然选择。其次是夜间经

济的“新三样”：节事、场馆、街区。夜间

节事又可以分为文化新载体、城市新名

片，而文化场馆是城市新的风景线，街

区是高频消费去处、新晋网红地。再

者，夜间经济还要发展“再三样”，就是

书店、古镇和乡村。书店更多承载的是

城市夜间休闲功能，而古镇和乡村更是

未来夜游的新去处。

让游客在夜间

有得游、游得起、玩得舒心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

适配夜间经济的

“老三样、新三样、再三样”
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课题组负责人 赵一静

建 言

（本版制图 张海宁）

北 京 成 都 海 南 开 封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翟群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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