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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漫步R

我国夜间经济
仍处于起步阶段，距
离高质量发展尚有
差距。要想更好满
足百姓个性化、多层
次、品质化的夜间消
费需求，就必须加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力度

■消费万花筒R

■消费视窗·优化城市商业 提升生活品质③R

夜间经济已成为城市商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彰显城市特色
与活力的有效载体。发展夜间经
济不仅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还能扩大内需、繁荣
市场、创造就业，展现地方特色
文化。

核心阅读

今年 7 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

于开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分批次遴选、建

设 200 家以上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商务部关于城市居民消费习惯的调查

报告显示，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一些大型

商场每天 18 时至 22 时的销售额占比超过全

天的 50%。夜间经济已经成为衡量城市经济

活力的重要指标。当前，夜间经济的发展状

况怎么样？如何进一步提升夜间消费活力？

记者进行了采访。

内容更加丰富
夜间经济涉及业态丰富、

消费场景多元，各地探索出一

批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

8 月 25 日，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重新亮

灯。8 月 26 日，江苏苏州有序恢复姑苏区等

地夜间经济活动。8 月 30 日，河南洛阳龙门

石窟恢复夜间对外开放。

8 月 27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我国本轮疫情已得到有效控

制。随着多地降低疫情风险等级，其夜间经

济逐步恢复正常。

“在观前街吃大闸蟹，到金鸡湖坐轮船

夜游……夜晚出来游玩比白天还有意思。”

在苏州旅游的姜珊说，“过去，对夜间消费的

印象就是逛逛夜市，没想到现在晚上的苏州

更精彩。”

在苏州，游客乘坐轨道交通 1 号线，可

以到金鸡湖、姑苏观前街、新区狮山、吴中木

渎古镇 4 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游玩。同

时，苏州市 35 家 A 级景区、首批 6 家博物馆

在 夜 间 开 放 ，并 推 出 系 列 夜 游 、夜 演 、体 验

活动。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苏州正在推进夜间经济常态化发展，推出

的“姑苏八点半”系列活动，包括夜游、夜秀、

夜购、夜食、夜娱、夜阅六大主题活动，融合夜

间演艺和餐饮、影院、剧院、书店等特色活动，

未来“繁华苏州夜”还将不断升级，点燃夜间

文旅消费热情。

夜幕下的龙门石窟，在灯光映衬下，别有

一番历史韵味。

洛阳市去年出台了《打造“古都夜八点”

文旅消费品牌行动方案》，通过创新夜游产

品，丰富夜游、夜购、夜宵、夜娱等消费业态，

繁荣夜间文化旅游市场，激活文旅消费。其

中“夜游龙门”“古城夜韵”3D 灯光秀等项目

不仅为游客带来新体验，也为旅游夜经济注

入新活力。

目前，国内不少城市已经探索出相对成

熟的夜间经济模式。例如，上海致力于围绕

“国际范”“上海味”“时尚潮”三个特点，打造

一批夜生活集聚区；西安主推“夜游西安”，将

“大唐文化”打造成古都旅游名片；武汉“长江

灯光秀”、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等成为

各自夜间经济的“金字招牌”。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夜间经

济发展规模超过 30 万亿元，预计 2021 年发展

规模将增至 36 万亿元。夜间经济涉及业态

丰富、消费场景多元，包括餐饮、商场等白天

和夜晚并重的业态，以及酒吧、KTV 等以夜

间为主的业态，文化体育类活动也逐渐成为

承接城市夜间活动的载体，形成了健身、演唱

会、艺术展览、深夜书店等特色产品。

需求不断升级
越 来 越 多 的 消 费 者 关 注

精神文化消费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开始关注愉悦身心、兴趣学习、健身运

动等精神文化消费。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

需 求 升 级 ，各 地 更 加 关 注 提 升 夜 间 经 济 的

品质。

一壶清茶，阵阵欢笑。在茶馆里听相声是

不少天津人喜爱的夜间休闲娱乐活动。“这儿

的演员都比较年轻，快板开场中间还穿插魔术

表演，很有新意。表演有浓郁的天津特色，很

适合招待外地来玩的朋友。”天津市民赵俊杰

说，“晚上的天津也有另一番文化氛围。”

今年 4 月，天津市商务局印发《天津市

2021 年发展夜间经济重点工作》，以打造“夜

津城”为主题，完善夜间消费场景，持续提升

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支持在夜市街区举办文

艺演出、音乐节、沉浸式话剧、脱口秀等活动。

一本好书，温润心灵。今年 6 月，上海 30
家品牌实体书店同时推出“阅读好时光·深夜

书店节”活动。主题书展、文化讲座、新书直

播、艺术导赏、文创体验、亲子活动等 70 余场

夜读活动，赋能文旅产业，为夜间经济注入书

香文墨。

“深夜书店节不仅意味着营业时间的延

长，更满足了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让人深切

感受到上海的人文底色和魅力。”上海社会科

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公共文化研究室主任郑

崇选说。

一场比赛，放松身心。“拳击与传统的健

身项目不同，竞技性更强。从近期举办的晚

间比赛来看，参赛选手与现场观众热情都很

高，平常晚上来锻炼的学员也不少。”苏州市

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说。

今年 5 月，苏州部分地区采取政府补贴、

商家让利形式，向群众发放现金抵用红包，补

贴涵盖剧场、书店、体育健身场馆等文体消费

场 所 ，更 好 地 满 足 市 民 对 品 质 夜 间 消 费 的

需求。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我国发展

夜间经济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餐饮、购物、夜

游等产业形式已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

康养、文化、休闲、健康等日渐成为夜间经济

不可忽视的方面。关注消费者精神需求，创

新夜间经济业态、服务与产品是我国城市进

一步发展夜间经济的突破口。”

管理配套跟上
完 善 交 通 、安 全 、环 境 等

配套措施，提高夜间消费便利

度和活跃度

“夜间经济已成为城市商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彰显城市特色与活力的有效载体。

发展夜间经济不仅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还能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创造

就业，多元化展现地方特色文化。”中国商业

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认为，应完善相关配套措

施，进一步繁荣城市夜间经济。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

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提出，活跃

夜间商业和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大投入，

打造夜间消费场景和集聚区，完善夜间交通、

安全、环境等配套措施，提高夜间消费便利度

和活跃度。

——便利公共交通。

“过去晚上出去玩，不愿意去远的地方，

总感觉去时容易回来难。但自从周末有了

‘夜班地铁’，心里就踏实了。”北京朝阳区居

民周群飞准备这个周末晚上到海淀区五棵松

观看艺术展，顺便在周边逛逛。

近期，北京为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满足

市民夜间出行需求，延长地铁 1 号线、2 号线

每周五、周六的运营时间。以五棵松站为例，

延长之后往四惠东方向末班车时间为 00:45，

往古城方向末班车时间为 01:15。

郑州大学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研究院副教

授牛文涛认为，相关部门应构建一个多维的

快捷交通体系，最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夜间

消费需求。

——完善城市管理。

“现在的夜市管理有序、干净卫生，打破

了过去夜市脏乱差的印象。”苏州市民蔡铭睿

在吴中区文萃夜市发现，街道上没有油渍垃

圾，各个小吃摊位间隔有序。

推动夜间经济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

配套管理。文萃夜市负责人说：“当地监管部

门对夜市摊位推广积分管理制度，摊主在积

分合格的情况下，可以自动延续领取下一年

的夜间临时占道许可，提高了摊主自我约束

的内在动力。”

苏州市去年出台《关于推进城市精细化

管理繁荣夜间经济的意见》，要求环卫部门增

加区域内保洁力量，调整保洁等级，延长保洁

时间；在夜间经济区域配套建设公共卫生间。

——加强数字化建设。

“今年夏季以来，我们通过菜单改造、商

户诊断报告等数字化新产品赋能餐饮商户，

帮 助 餐 饮 企 业 了 解 夜 间 消 费 需 求 ，改 善 服

务 。”饿 了 么 夏 季 行 动 夜 宵 板 块 负 责 人 沈

逸说。

当前，5G、移动互联网、智能通信、移动

支付等新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中国旅游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认为，数字

技术正在重构夜间经济供给侧、需求侧及供

应链，重塑产业发展格局。无论是政府还是

企业，都应运用数字技术提升管理效能，推动

夜间经济持续实现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

上图：安徽合肥市瑶海区一家老厂房被

改造为夜间经济市集。

人民视觉

一些城市大型商场夜间销售额占到全天的一半以上

发展夜间经济 增添消费活力
林丽鹂 周海翔

每天凌晨三四点，位

于江苏徐州市丰县的中国

农批丰县市场内就已经人

声鼎沸，大批本地及周边

市县采购客户纷至沓来，

不少市民也过来买菜。

丰 县 是 传 统 农 业 大

县。为提升农特产品流通

能力，在财政部、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的支持下，中国

供销集团在 2019 年投入 1 亿元“新农村现代

流通服务网络工程”专项资金，建设中国供销

集团所属中国农批丰县市场，促进形成更为

紧 密 、产 销 衔 接 更 为 畅 通 的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体系。

近年来，各地供销合作社立足当地市场

条件和农产品资源禀赋，建设发展了一批经

营规模较大、功能较为完善、辐射带动能力较

强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改造建设了一批设施

完善、管理规范的“智慧农贸市场”，市场的仓

储运输、加工配送、检验检测、电子结算和信

息服务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截至今年 6 月

底，全系统共有农产品交易市场 4218 个，今

年上半年实现交易额 4052 亿元。

今年 6 月，商务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

17 部 门 发 布 的《关 于 加 强 县 域 商 业 体 系 建

设 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提出，提高农产品

市场公益性保障能力。据悉，中国农批丰县

市场对自产自销农户不仅免费提供销售场

地，还给予惠农资金补贴，开展各类促销活动

带动农产品销售。

中国农批丰县市场总经理田民说，公司

积极探索农产品流通的“供销社模式”，依托

资源优势和运营优势，积极推进丰县农特产

品流通，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层次、扶持

农特产品品牌，预计 2021 年将实现 30 亿元年

交易额。

搭 建 地 菜 交 易 平 台 ，帮 扶 农 户 自 产 自

销。中国农批丰县市场打造地菜交易区，为

当地洋葱、蒜薹、芦笋、大蒜等农特产品提供

交易平台。采购商们纷纷表示，丰县大蒜品

质好、价格低，以前都是到地里去收，量上不

去，现在进市场采购，可以大批量地发往全国

各地。

“我原本滞销的 6 万斤白菜如今销售一

空，每斤卖价还提高了一毛钱。现在就连秋

季的白菜都被预订完了，真是增产又增收。”

丰县常店镇白菜种植户孙一国说。

建设小作坊集中加工区，提升食品安全

水 平 。 中 国 农 批 丰 县 市

场 投 资 建 成 苏 北 地 区 规

模 最 大 的 卤 菜 小 作 坊 集

中加工区，总面积约 6600
平 方 米 。 加 工 区 设 立 标

准无菌检测室，统一检测

确 保 食 品 安 全 。 标 准 化

生 产 模 式 赢 得 了 消 费 者

的良好口碑。

全 国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有关负责人表示，农产品流通是供销合作社

的老本行，目前已成为全系统最大的业务板

块，供销合作社搞好农产品流通责无旁贷。

全系统将继续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提

升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到“十四五”末，全

系统亿元以上农产品批发市场个数占全社会

的比重将达到 20%，全系统农产品批发市场

交易额占全社会的比重将超过 15%。

供销社系统4218个农产品市场上半年交易额4052亿元

建强农批市场 畅通农特产品
本报记者 齐志明

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

露天集市吸引大批消费者前

来光顾；在南昌万寿宫历史

文化街区，观众驻足观看民

俗文化表演；在重庆洪崖洞

景区，热辣翻滚的火锅是游

客 难 以 忘 怀 的“ 舌 尖 ”美 味

……当前，各地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夜

间经济，丰富了百姓生活，增

添了城市活力。

夜 间 经 济 主 要 指 当 天

18 时到次日清晨 6 时发生的

各种经营消费活动，集合了

休闲、旅游、文化、餐饮、购物

等多种服务消费，是城市活

力的风向标，也是城市消费

的“新蓝海”。相关部门持续

出台政策措施，活跃夜间商

业 和 市 场 ，提 振 夜 间 经 济 。

各地也纷纷推出相关举措，

从“不打烊”书店到“博物馆

奇妙夜”，从夜间公园到夜间

展 览 ，从 24 小 时 便 利 店 到

“深夜食堂”，推动夜间经济

持续升温。

目 前看，我国夜间经济

仍处于起步阶段，距离高质量

发展尚有差距。从供给端来

看，有些地方盲目跟风，存在

同质化、低水平建设的情况；

有些地方不具备发展夜间经

济所需客观条件和能力，也推

出相关项目，但配套的监管和

服务却没有跟上。从需求端

来看，一方面，不同消费群体

对夜间经济产品和服务有不同的消费偏好，“千人千面”的

差异化需求并未得到有效满足；另一方面，一些制约夜间消

费潜力的隐忧依然存在，比如往返交通是否方便、深夜出行

回家是否安全、商圈的停车位是否充足等。要想更好满足

百姓个性化、多层次、品质化的夜间消费需求，就必须加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推动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好设计规划，完善配套设施，因地制宜发展夜间经

济。发展夜间经济要选择那些具有较好商业基础的消费

集聚区，统筹考虑经营模式、商户类别和经营环境等因

素，科学布局，切实形成集聚效应，做到业态互补。发展

夜间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协调公安、交通、消防、城管

等部门完善夜间交通、安全、环境等配套措施，以良好的

保障服务提高居民夜间消费的便利度、活跃度和安全性。

增加优质供给，丰富业态种类，打造多元夜间消费场

景。中国旅游研究院调研发现，夜间消费品类中，餐饮消

费占比超七成。夜间经济不仅仅是消费时间上的变化，

而是日间消费方式的延续和提升，进行夜间消费的人群

往往对消费品质的要求会更高。高质量的夜间经济应走

出以“食、游、购”为主的阶段，阔步向“娱、体、展、演”等消

费大市场迈进。为此，要鼓励主要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将

文化、旅游、休闲等紧密结合，全面提升文旅公共服务效

能。有关市场主体也应加快产品创新，拓展消费场景，繁

荣夜间文化演出市场，激发更多消费热点，推动夜间经济

向富有人文内涵、彰显城市底蕴的方向发展。

加强政策扶持，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经营活力。

不少夜间经济商户都是中小微企业，要简化行政审批手

续，取消过多经营限制，减免摊位租金，实施有力度的税

费减免政策，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企业经营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目前有些地方探索通过设立夜间经济专项引

导基金的方式，对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或奖励。这类政

策措施创新不妨更多一些。

推动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考验着

一座城市的综合管理能力和管理智慧，需要久久为功。

相信通过多方协同、合作治理，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激励

机制和保障系统将加快构筑起来，推动夜间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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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由北京市通州区消协发布的“上半年通州

区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显示，在 7362 件商品类投

诉中，食品、日用商品和房屋建材投诉位列前三，在 11122 件

服务类投诉中，教育培训、生活社会服务和互联网服务是投诉

焦点。此外，6 家企业被投诉数量超过 100 件，主要集中在教

育培训机构、商场超市、房产中介、美发健身等行业。

（陈立爽）

北京市通州区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发布

本报电 中国饭店协会日前发布的《2021 中国餐饮业年

度报告》显示，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五化”趋势，即绿色

化、数字化、新零售化、标准化和品牌化。随着国家出台各类

促消费政策，我国餐饮行业得到快速恢复，餐饮业从业者普遍

对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

（刘梦雪）

中国饭店协会发布餐饮业年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