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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北京、天津、成都、重慶、上海、濟
南等地陸續出招，「點亮」城市夜生活。雖然「夜
間經濟」優勢明顯，但也有不少地方的管理部門和
市民擔心，「夜間經濟」的安全、服務質量、噪
音、垃圾等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必然使「夜間經
濟」的預期效應打折。委員們認為，如何善用「夜
間經濟」之利而避其害，這就需要政府上心、企業
齊心、市民耐心，共建信心。首先，需要政府積極
推動發展與社會多元主體積極參與有機結合。政府
要通過與場地經營者、夜間消費者對話的方式聽取
各方意見，平衡相關群體的利益訴求。
其次，需要普遍服務與特別服務相結合。一方面

要完善交通、環境、水電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另
一方面要建設商務休閒、健身娛樂、音樂書吧、特
色餐飲等符合特定人群消費特色的集聚化、規模化

「夜間經濟」區域，最大限度地避免擾
民。此外，需要屬地管理、行業監管，職
能部門各司其職。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蘊認為，

「夜間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與城市氣候、
地理環境有關，另一方面還存在區域發展
不平衡，因此，各地在發展「夜間經濟」
時，一定要立足城市自身情況和當地百姓
實際需求，實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為
了發展而發展。此外，政府應該通過政策
釋放一些積極信號，引導鼓勵市場主體從
供給側進行改革，並為「夜間經濟」發展
做好服務保障。

全方位交通保障助力夜間出行
夜間消費，出行是大問題。早在今年北
京兩會上，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工商
聯副主席李志起就帶來《點亮京城夜間經
濟，提振北京本地消費》的提案，其中提
到關於夜間交通問題時李志起表示，北京
現在絕大多數地鐵到晚上11點以後就停
運了，不少夜班公交的間隔時長長達1個
小時，不少城市上班族都反映現在晚上不
敢在市中心消費，因為擔心解決不了交通
問題。「一個真實的例子，某公司團隊晚
上在北京三里屯搞團建活動，午夜12點

結束時很多人花了2個小時步行到數公里外才打上
車，不少人回到六環以外的家甚至都是凌晨4點左
右了。」李志起建議，協調相關部門完善配套，延
長地鐵、夜間公交的時間。
據了解，北京地鐵1、2號線將自7月19日起實
施每逢周五工作日及周六休息日延長運營時間；在
重點區域地面公交的25條夜班公交縮短發車間
隔，並新開7條夜間接駁公交，方便回龍觀、天通
苑地區的市民夜間出行；出租車方面，對「夜京
城」地標、商圈及生活圈加大調度，增加周邊駕駛
員數量，通過鼓勵措施及優先調派策略引導駕駛員
接單；在夜間自駕車停車方面，市交通部門將挖掘
地標、商圈周邊的既有空間潛力，鼓勵周邊公共建
築的停車設施在具備安全、管理條件的情況下對外
開放，實行有償共享。

■■77月月2020日凌晨日凌晨，，最後一班延長運營時間的地鐵最後一班延長運營時間的地鐵11號線結號線結
束運營後束運營後，，檢修員與地鐵司機進行交接檢修員與地鐵司機進行交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深夜深夜，，網約車司機在路邊網約車司機在路邊，，操作手機終端等候客人操作手機終端等候客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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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家燈火點亮城市萬家燈火點亮城市
「「夜間經濟夜間經濟」」提振消費提振消費

所謂夜間經濟，是指發生在當日下午6
點到次日凌晨6點，以當地居民、工

作人群及遊客為消費主體，以購物、餐飲、
旅遊、娛樂、學習、影視、休閒等為主要形
式的現代消費經濟。「夜間經濟」作為都市
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繁榮程度是一座城
市經濟開放度、活躍度的重要標誌。根據中
國旅遊研究院《2019夜間旅遊專項調研》
顯示，接受調查的遊客中有過夜遊體驗的佔
比92.4%，消費更是節節攀高。不少城市把
「夜間經濟」作為城市氣質「代言人」。商
務部曾發佈一份城市居民消費習慣調查報告
顯示，中國60%的消費發生在夜間，大型商
場每天18時至22時的銷售額佔比超過全天
銷售額的50%。在技術不斷發展、消費加速
升級的今天，「夜間經濟」發展正呈現出全
新的特點。

「夜間經濟」激活消費新引擎
深夜裡必要的服務缺乏、消費不便是很多
人在北京經常遇到的問題。北京市商務局今
年7月印發了《北京市關於進一步繁榮夜間
經濟促進消費增長的措施》，提出到2021
年底，在北京全市形成一批佈局合理、管理
規範、各具特色、功能完善的「夜京城」地
標、商圈和生活圈。包括鼓勵夜間延時經
營，支持品牌連鎖企業加大24小時便利店
建設佈局。

「發展夜間經濟，對於拉動內需，刺激經
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全國政協委員杜明
燕表示，「隨着城鎮化的加快，進城務工人
員越來越多，發展夜間經濟可以為他們提供
就業崗位，給予他們謀生的手段。」
北京市政協委員李志起表示，大力發展

「夜間經濟」可以促進經濟活動的時間延
長、各種設施利用率的提高、就業機會的增
多，有助於推動服務業擴張規模、擴大消
費、增加稅源等，從而提高城市競爭力和吸
引力，拓展遊客消費空間，拉動經濟快速增
長。
北京市政協委員宋慰祖認為，當下是「文

化引領、科技支撐、需求導向、設計方法」
的新時代，夜間經濟正是迎合了消費者的需
求，因而成了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夜間經
濟」將推動產業的轉型升級和產品的創新升
級，帶動吃住行、遊購娛、產供銷多個產業
群的協同發展、轉型升級。

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夜間經濟」
然而，在各地發展夜間經濟的過程中，其

中的問題也相伴而生。如發展模式單一，僅
僅將白天的經濟活動挪到晚上；發展業態單
一，僅在「吃」上下功夫；只顧發展經濟，
忽視公共服務與城市治理……
面對此類問題，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

易研究部主任趙萍表示，目前中國城市「夜

間經濟」多以餐飲、購物等消費為主，夜間
消費供給結構還需進一步優化，順應消費者
由商品消費向服務消費升級的趨勢。
杜明燕表示，夜晚的經濟活動與白天相

比，一定要差異化發展，不然很難吸引消費
者。她建議，北京、上海、成都這樣的旅遊
城市要把遊客當做目標人群，在特色文化旅
遊上下功夫。而對少數民族地區來說，發展
「夜間經濟」的當務之急，是要把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文化傳承與當地特色餐飲結合起
來，這樣才能更好地留住遊客。
宋慰祖也從旅遊消費的角度指出，「夜

間經濟」是旅遊產業的配套產業，要以文
化產業消費為引領，培育駐場演出、藝術
展覽為主的夜間文化娛樂活動；要發展以
特色餐飲、老字號、創意食品為主導的飲
食業；發展以輕奢品為主導的消費品設計
製造業和旅遊購物商業模式。宋慰祖強

調，發展「夜間經濟」，必須研究「夜間
經濟」的消費對象是誰，消費需求是什
麼，「夜間經濟」是需要走出「斗室」的
產業業態，「『光着膀子喝啤酒，卡拉
OK吼一宿』的消費時代早就過去了。」
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表示，發展

「夜間經濟」應充分挖掘本地夜間休閒資
源，結合自身文化特點，打造休閒娛樂項
目，如天津的相聲曲藝文化、蘇州的評彈
文化等。「在中國旅遊研究院對遊客夜遊
體驗需求的調查中，文化節市活動、文化
場所參觀等活動佔比位居前列，這也說明
夜間經濟在提升特色文化優勢方面有很大
發展空間。」戴斌說。
李志起認為，發展「夜間經濟」應與時

俱進，把規劃重點從過去較為單一的零
售、文娛消費、餐飲消費等行業，變為更
加重視發展體育健身、美容健康、學習教

育、咖啡和書店等時尚消費這些涉及城市
居民消費升級的新興熱點領域，以滿足
「夜間經濟」的主力軍——80後、90後甚
至00後的新世代人群的新需求。

「夜間經濟」既要管好也要放活
東北財經大學中國戰略與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周天勇認為，發展「夜間經濟」不能
靠政府定義，政府部門不能用政策和條例
把「夜間經濟」管死了，更不能以罰代
管，甚至出了問題一關了之。政府要起到
放活和管好的雙重作用。硬件要配套，應
提供燈光電資源、合理延長公共交通運營
時間等；軟件要管好，充分研究「夜間經
濟」的特點，有針對性地解決城市環境、
治安巡邏等隨之而來的隱性問題。選擇
「夜間經濟」發展模式要百花齊放，留足
政策空間，發揮市場力量。

「夜間經濟」不僅只有「食堂」
放眼全球，其他國際大都市的夜間經濟各具特

色：倫敦在70多個區域搭建了世界領先的夜間經
濟文化集群，倫敦夜生活中心蘇荷區、戲劇中心
西區交叉滿足消費者需求；紐約作為全球最具活
力的經濟文化中心和以24小時地鐵著稱的「不夜
城」，夜生活從文化切入，傳統中心時代廣場和
百老匯，年輕人聚集的東村和布魯克林，內容多
元豐富且充滿生命力；東京作為「夜間經濟」發
展的先驅，傳統夜生活中心新宿和銀座、新區代
表六本木和台場等服務差異化人群，官民一體推
進「24小時日本」；全球宜居城市新加坡，傳統
商業中心烏節路吸引了大批旅遊購物人群在夜間
消費，新中心濱海灣定位24小時商業、生活、工
作與娛樂中心，滿足都市人群的多方位需求。
而北京作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在
「夜間經濟」面前卻並不領先。在北京，很多人
都會有這樣的感受，一提晚上「怎麼嗨？」，答
案不過酒吧、擼串、KTV。事實上，2018年5月
北京就出台了《支持「深夜食堂」特色餐飲發展
項目申報指南》，支持建設「深夜食堂」特色餐
飲街區和特色商圈。一些
知名的商圈綜合體都推出
了自己的「深夜食堂」，
營業時間從22點延長至
24點。然而有些知名商
場推出的「美食街」門可
羅雀，更出現了因為人流
稀少被迫停業的慘狀。
在北京，想僅僅依靠幾

條「深夜食堂」帶動整個
「夜間經濟」，未免有些
力不從心。
北京商業經濟學會常務

副會長賴陽說：「受季節
影響，北京消費者更傾向
於室內活動。以目前的條
件，每個商場都來打造深

夜食堂還有一定難度，絕大多數商業設施，如水
電、空調以及照明系統等都是一體的，一旦打開
全部都要營業，導致深夜食堂的消費需求跟不上
商場夜間的營業成本。」對此，北京市政協委員
高一軒表示，商場要量力而行，不必一刀切，要
根據市場的情況和客戶的反饋制定適合經營者的
關門時間。
用「吃」來維持的「夜間經濟」，難以發展和
運行。那麼，北京如何發展有自身特色的「夜經
濟」呢？高一軒建議，為了做深夜食堂而將購物
中心全面地開放不太可能，但是部分區域做些升
級和調整，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一些商場後面
緊鄰小型的街區，可以與街區融合改造，變成可
對外營業的區域。
此外，委員們還建議，可以在一些北京特色開

放式街區進行引導和嘗試，支持軟硬件設施的改
造，使其具備24小時開放的條件，逐漸聚集更
多特色店舖夜間營業，形成夜間消費氛圍。讓
吃、住、行、遊、購、娛行程聚集，分擔「吃」
的成本壓力。

近來近來，「，「夜間經濟夜間經濟」」成為時代的熱詞成為時代的熱詞，，亦備受政協委員們關注亦備受政協委員們關注。。日前日前，，國國

務院辦公廳印發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激發文化和旅遊消費潛力的意見關於進一步激發文化和旅遊消費潛力的意見》》中第七項指中第七項指

出出「「發展假日和夜間經濟發展假日和夜間經濟」，」，77月月3131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還特別鼓勵發展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還特別鼓勵發展「「夜夜

間經濟間經濟」」————鼓勵地方發展文化和旅遊場所夜間餐飲鼓勵地方發展文化和旅遊場所夜間餐飲、、購物購物、、文化演出等文化演出等。。

近日近日，，北京市印發了北京市印發了《《北京市關於進一步繁榮夜間經濟促進消費增長的措施北京市關於進一步繁榮夜間經濟促進消費增長的措施》》

的通知的通知，，提出計劃到提出計劃到20212021年底年底，，將打造首批包括前門和大柵欄將打造首批包括前門和大柵欄、、五棵松五棵松、、

三里屯三里屯、、國貿國貿44個個「「夜京城夜京城」」地標及多個地標及多個「「夜京城夜京城」」商圈生活圈商圈生活圈。。除北京外除北京外，，

全國各地紛紛出台促進全國各地紛紛出台促進「「夜間經濟夜間經濟」」發展的規劃和措施發展的規劃和措施，，希冀從政策層面鼓希冀從政策層面鼓

勵多種業態的充分發展勵多種業態的充分發展，，提振經濟提振經濟。。委員們認為委員們認為，，作為拉動經濟的重要引擎作為拉動經濟的重要引擎，，

「「夜間經濟夜間經濟」」不僅為消費者帶來更為豐富的夜生活不僅為消費者帶來更為豐富的夜生活，，同時也是一片新的市場同時也是一片新的市場

藍海藍海，，是萬億等待被挖掘的商機是萬億等待被挖掘的商機。「。「夜間經濟夜間經濟」」正逐漸成為推動城市質量建正逐漸成為推動城市質量建

設和促進居民消費升級進程的重要抓手設和促進居民消費升級進程的重要抓手。。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芳頡任芳頡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調查報告顯示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中國6060%%的消費發生在夜間的消費發生在夜間。。圖為人們在北京東城區簋街的餐飲店外等候吃夜宵圖為人們在北京東城區簋街的餐飲店外等候吃夜宵。。 新華社新華社

■■「「夜間經濟夜間經濟」」不再是單一的零售和餐飲不再是單一的零售和餐飲，，人們更加注重體育健身人們更加注重體育健身、、學習學習
教育等時尚消費教育等時尚消費。。圖為夜間書店裡人們在夜讀圖為夜間書店裡人們在夜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