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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漫步R

提高供给质量和
水平，鼓励企业提供
更多个性化、定制化
家居商品，进一步增
强居民消费意愿，助
力生活品质改善

■消费视窗··探寻市场新亮点探寻市场新亮点R

■市场资讯R

■消费万花筒R

图①：江 苏 扬 州 市 东 关 街 ，

市民和游客纷纷前来赏美景、享

美食。 施柏荣摄

图②：宁夏银川市不断丰富

商业业态，积极推动特色商业街

区及重点商圈建设，大力发展夜

间经济。图为游客在金凤区阅

彩城中街购买商品。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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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房屋时，选用无甲醛

的 内 墙 涂 料 ，让 居 住 更 健 康 ；

给家里添置一批定制家具，让

室内空间利用更合理；在卫生

间对马桶、淋浴等设施进行适

老化改造，让家里老人用起来

更 方 便 …… 在 消 费 升 级 和 技

术进步推动下，人们不断追求

更高的居住品质，家居消费市

场 需 求 巨 大 。 近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提高供

给质量和水平，鼓励企业提供

更多个性化、定制化家居商品，

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助

力生活品质改善。

作为居民大宗消费内容之

一，家居消费涵盖家具、家电、

卫浴、装饰等一系列和居室有

关的产品，涉及领域多、上下游

链条长、规模体量大，是重要的

消费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 示 ，2022 年 ，国 内 限 额 以 上

单位的家具类、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合计零售额为 1.2 万亿元。要

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提振家

居消费，更好带动居民消费恢

复和经济增长。

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我

国居民的家居消费偏好已从数

量型、粗放型逐渐转向绿色型、

智能型、个性化，消费品质明显

提升。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相

关经营主体应加大产品研发创

新力度，建立健全相关质量标

准，着力在满足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上下功夫。

打好政策组合拳。近年来，提振家居消费的政策持续出

台，《推进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家

居 产 业 创 新 能 力 明 显 增 强 ”，《扩 大 内 需 战 略 规 划 纲 要

（2022—2035 年）》提出“促进家庭装修消费，增加智能家电消

费”，这些都为推动家居消费营造良好氛围。由于家居产业

具有规模体量大、消费带动强、产业覆盖广等特点，家居促消

费的政策红利也能外溢到其他相关行业、产业和领域。在促

进家居消费政策落地时，要做好与老旧小区改造、住宅适老

化改造、便民生活圈建设、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等政策的

衔接配合工作，实现协同发力、同步推进，汇聚成促进消费恢

复和扩大的强大合力。要统筹协同好相关政策，把城市规划

好、建设好、治理好，打造宜居、智慧城市，让人民群众幸福

安居。

家居消费，一头连着民生产业，一头连着百姓生活。适

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产业升级需求，以政策协同为抓手，

以创新为引领，以应用促发展，推动家居产业步入协同联动、

融合互通、智能互联的发展新阶段，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

造高品质生活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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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夜市、吃夜宵、去夜游……夜间经济成

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重要方

式，在促进服务业加快复苏、释放消费市场潜

力、提升城市魅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

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举措，

促进夜间经济发展，激发夜间消费活力。夜

间经济有哪些新亮点、新场景、新模式？如何

打造更加完善的夜间经济生态系统，更好助

力扩大消费？记者进行了采访。

夜间消费需求旺盛，
丰富城市内涵，提升综合
竞争力

华灯初上，乘船夜游成为游客在山东枣

庄台儿庄古城旅游的文旅体验新选择。伴着

一曲曲鲁南小调，挂着红灯笼的摇橹船，摇曳

在碧波荡漾的水街水巷。与古城景区一墙之

隔的渔灯巷也热闹起来，总长 888 米、总建筑

面积 12 万平方米的特色街区，集聚了美食小

吃、非遗文化等各种业态，吸引游客前来参观

打卡。

“ 白 天 参 观 ，晚 上 休 闲 ，旅 途 更 加 丰 富

了。”刚刚在台儿庄古城看完一场夜间演出的

北京游客刘霞说。以打造地标性“夜间经济”

集聚区为着力点，台儿庄古城每天有 15 场不

同风格和类型的演出，其中夜间演出 11 场。

今 年“五 一 ”假 期 ，台 儿 庄 古 城 共 接 待 游 客

30.67 万人次，其中过夜游客量约占总游客量

的 80%。

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夜间经

济繁荣程度是一座城市经济便利度和活跃度

的晴雨表。数据显示，我国有 60%的消费发

生在夜间，当日晚 6 时至次日凌晨 2 时，已成

为许多居民消费的“黄金时段”。进一步扩大

内需，夜间经济成为备受关注的发力点。

在湖南长沙市，夜幕降临，走进雨花区圭

塘河畔的溪悦荟商业街区，五彩灯光点亮了

两岸夜色。“早就听说这里风景好，终于有机

会来感受一下。”晚上 8 点半，在溪悦荟新开

的状元人家衡东菜餐馆，游客谷诗祥说。

从新能源汽车展到电子数码产品展，从

潮流书店到特色餐饮，溪悦荟丰富的夜间业

态，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街区投资建设运

营方、中建五局溪悦荟项目总经理方孜瑜介

绍，溪悦荟注重体验、场景化、微度假、开放式

的商业，开发了互动风车、天幕广场、爱心桥、

夜光跑道等网红打卡点。

在福建福州市，晚上 7 点，鼓楼区市民

严 涛 换 上 运 动 鞋 ，带 着 从 江 西 赶 来 的 好 友

出 门 体 验“夜 福 州 ”。 在 美 食 街 达 明 路 ，肉

燕 、鱼 丸 、海 鲜 锅 边 等 各 色 美 食 十 分 诱 人 。

“ 每 晚 卖 200 多 碗 鱼 丸 ，今 年 夏 天 游 客 更

多 。”一 家 连 江 特 色 鱼 丸 店 老 板 陈 阿 妹 说 。

百 米 之 外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三 坊 七 巷 流 光 溢

彩，一盏盏红灯笼映照着往来游人的身影；

乌龙江边，沿江景观带晚风阵阵，不少市民

前来聚会休闲……

夜 间 经济成为文旅消费市场上的新亮

点。文化和旅游部专项调查显示，受高温及

目的地夜间旅游产品不断丰富等影响，今年

端午假期参与夜间游的游客比例达 22.3%，

较 2022 年 同 期 大 幅 提 高 7.9 个 百 分 点 。 美

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前两天，夜

间消费较上年同比增长 95%。

“夜间经济成为丰富城市内涵、吸引外

地游客、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商务

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关利欣

认为，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工作时间之外的

夜晚成为人们放松和社交的重要时段。同

时，城市功能逐步从生产转向消费，旅游观

光、购物、娱乐等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

场景模式持续创新，
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消费
潜力

“夜间旅游不仅景色更美，内涵也更丰

富。”在福建福州市台江区“福”文化主题街

区，34 栋古厝建筑引入福文化博物馆、福文

化会客厅、百福长廊广场、福禄艺术中心等一

批福文化标志性项目，以及福茶、福味、福艺、

福乐、福创等 33 个福文化主力店，众多消费

新场景给消费者带来新体验。

去年 8 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二批国

家 级 夜 间 文 化 和 旅 游 消 费 集 聚 区 名 单 ，新

确 定 123 个 国 家 级 集 聚 区 。 数 据 监 测 ，端

午节期间，243 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 集 聚 区 夜 间 客 流 量 3625.3 万 人 次 ，平 均

每 个 集 聚 区 每 夜 4.97 万 人 次 ，较 2022 年 同

期增长 38.8%。

激发夜间经济消费潜力的关键，在于增

加有效供给。各地紧跟消费升级趋势，结合

特色美食、购物娱乐、户外运动、旅游民宿等

业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夜间体验

消费项目，丰富夜间经济业态模式，更好满

足人们个性化、多层次、品质化的夜间消费

需求。

夜间消费新场景越来越多——

露营音乐会、街舞表演、航拍秀……在山

东枣庄薛城区，丰富的消费新场景，吸引市民

前来体验。薛城区文旅局负责人表示，下半

年将继续通过举办音乐会、马拉松比赛等多

种文旅融合产品，进一步满足市民多元化、多

层级和品质化的夜间消费需求，激发消费市

场更大潜力。

不仅是在城市，夜间经济在乡村同样精

彩。蝉鸣声声，山东济宁梁山县大路口乡商业

街人流涌动。“家门口就有夜市，很方便，也丰

富了夜间生活。”当地居民陈琪说。总长 1000
米、拥有 200余个门市的商业街，成为居民夜间

就餐、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好去处。肉夹馍、

冷饮、烧饼、麻辣香锅……种类丰富的特色小

吃，让小镇居民的夜间生活更有滋味。

夜间消费新模式持续创新——

“我的夜间消费主要是在家吃美食、看球

赛。”北京朝阳区八里庄社区居民王超说。他

是资深足球迷，每逢重要的足球比赛，总是邀

请几位朋友一起观看。这之前，他会提前去

采购一批食材和饮料，和朋友们分享。

据销售火锅烧烤食材为主的锅圈食汇门

店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夜宵档下

单的数量同比明显提高。在世界杯、冬奥会

等体育赛事举办期间，夜间门店订单会出现

较大幅度增长。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购买夜

宵的夜间消费需求，锅圈门店延长了全国门

店营业时间，平均延长 2—3 小时。

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夜间消费的模

式也更加多元。从“舌尖美食”到“参观游览”

再到“文化体验”，线上团购线下消费、24 小

时即时零售等消费新模式持续激发了夜间需

求，也进一步拓展了商户经营范围和时长。

夜间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

晚上 9 点，在福州仓山区历史文化街区

烟台山，26 岁的郑玲怡正忙着为客人制作特

色茶饮。“街区一开业，我就来创业，夜晚生意

更好。”郑玲怡说。烟台山商业漫步街以“城

市文脉中轴，百年摩登重现”为主题，分布着

文化展示与体验、游览、购物、餐饮、休闲娱乐

等多元潮流业态。

夜间经济的业态正随着消费升级不断更

新。网商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经营

业态方面，夜间经济多点开花，从简单的吃喝

逐步转向夜玩、游、购等多种形式，差异化经

营空间大。相关企业数据显示，除了火锅、快

餐、便利店之外，特色文创等潮流业态的夜间

营收实现较快增长。

因 地 制 宜 ，合 理 规
划，激发夜间经济更大的
活力

我国夜间经济未来的空间仍然很大。促

进夜间经济健康发展，需要企业、政府和消费

者共同努力，创新消费供给、优化消费环境，

打造更加完善的夜间经济生态系统。

护航夜经济，各地在不断探索。北京、上

海、广州、天津、重庆等地结合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发布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若干措

施，举办夜间消费节等系列活动，激发城市活

力。北京发布《北京市促进夜间经济繁荣发

展的若干措施》，升级夜间经济“3.0 版”政策；

天津举办“津夜有你”第三届天津夜生活节，

打响“夜津城”品牌；上海将鼓励发展夜间经

济作为《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

案》的重要内容。

2020 年以来，福建福州市推出《福州市

夜色经济体验示范街区建设提升专项行动方

案》等一系列方案促进城市消费增长、释放夜

间消费潜力。福州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福州市共投入 7 亿多元的资金，建设了各

有特色的 15 个夜色经济体验示范街区，涵盖

了旅游观光、文化演艺、餐饮购物、休闲娱乐、

体育健身、文化教育等多元业态。

湖南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等消费新业态新

模式，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去年 10 月印发的

《湖南省推动“夜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扩

消费促就业的若干意见》，从加强“夜经济”规

划布局、建设消费场景、培育消费品牌、拓展

“夜经济”就业渠道、完善“夜经济”配套服务、

强化“夜经济”政策支持等 8 个方面引领夜经

济高水平发展。

在湖南长沙市，天心区成立夜间经济服

务中心，从每晚 8 时至次日凌晨 2 时，采用驻

点办公与巡查办公相结合的工作方式，通过

设立“夜间管家”，多方协调联动推动夜间经

济发展。芙蓉区成立夜市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对夜市进行市场化运作与管理。如今，

总长 1140 米的扬帆夜市容纳 500 多个摊位，

日均人流量为 4 万人次，高峰期日流量可达

10 万人次。

湖南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

《湖南省推动“夜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扩

消费促就业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与相关部

门的统筹协调，切实解决制约夜经济发展的

短板，推动湖南夜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消费

扩容升级。

“提升夜间经济热度，关键在于创新供

给、打造品牌。”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

部副主任张继行说。夜间经济不只是简单的

“吃喝玩乐”，已逐渐成为融合购物、饮食、住

宿、文化、娱乐、体育、康养等多行业的新业

态。要在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的同时，

因地制宜发展夜间经济，合理规划空间布局，

避免千篇一律，增加更有特色、有新意的供

给，激发夜间经济更大的活力。

（贾司瑒参与采写）

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体验，增强消费动能

点亮夜间经济 提升城市活力
本报记者 王云娜 刘晓宇

线 上“ 云 参 展 ”企 业

突破 2000 家，展品超 1 万

件，境外参展企业遍及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6 月

27 日 至 29 日 ，2023 山 东

（青岛）RCEP 国际食品饮

料 数 字 博 览 会 在 山 东 青

岛 举 办 。 本 次 博 览 会 以

“食遍全球，数聚青岛”为

主题，企业和嘉宾相聚云

端博览会平台，共同探索食品饮料未来发展

路径。

食品饮料是最贴近终端消费者的行业之

一，产业链长，上游包含种植业、畜牧业、包装

业等多个行业。近年来，年轻一代成为食品

饮料行业的主流消费群体，给食品饮料行业

带来新变化，一大批新品牌的崛起为食品饮

料行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2022 年，中国食

品饮料行业总产值 11.6 万亿元。青岛是全国

食品饮料产业大市，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

要窗口。去年，青岛食品饮料行业实现营业

收入 1650 亿元。

食品饮料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年 6 月初，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对 15 个签署国全面生效。用

好 RCEP 政策红利，是食品饮料产业提升资

源配置能力的有效路径。

“RCEP 国家有着丰富的农业和农产品

资源，能够拓展我国食品加工产业的原料供

应，丰富消费者餐桌。同时，RCEP 关税减免

的优惠措施，为我国扩大农产品等优势特色

产品出口带来机遇。”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2 年，我国对 RCEP 其他 14 个成员国

食品农产品贸易额达 10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8%，比我国对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速高

约 3 个百分点。此次博览会能够推动更多食

品饮料企业在 RCEP 国家寻找商机，助力我

国食品饮料行业健康发展。

专家表示，在优质企业带动下，不少地

方已经形成多个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产业集

群。要抓住机遇，坚持创新驱动、依法经营、

公 平 竞 争 ，加 快 发 展 新 技 术 、新 产 业 、新 业

态、新模式，推进食品饮料产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

壮大产业集群，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瞄

准市场需求，加大研

发投入，不断开发功

能 食 品 、特 色 食 品 ，

推 动 食 品 工 业 科 技

创新发展。据介绍，

未来几年，相关部门

将开展“332”专项工

程 ，推 动 30 个 规 模

300 亿元以上的产业

集 群 率 先 向 先 进 制

造业集群迈进，形成超 2 万亿元规模的产业

集群第一方阵。

优化产业布局，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支

持行业协会、企业举办食品博览会，发展直播

带货、农商直供、垂直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

建设网络货运平台，推进数字化转型。通过

大数据助力食品饮料产业上下游客户实现精

准供需对接，助力食品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优化产业布局，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推动食品饮料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罗珊珊

本报电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主办的中非质量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论坛日前在湖南长沙市举行。本届论坛的主

题为“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中非贸易提质增效”。质

量基础设施是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质量和安全的基石。长期

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开展定期对

话交流，支持非洲提升和发展质量基础设施能力。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中非加强在计

量、标准、合格评定领域规则衔接，促进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推动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林丽鹂）

中非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论坛举办

本报电 日前，全国供销合作社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加快

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广东省江门市召开。会议总结多年来供

销全系统综合改革成效，交流典型经验，部署下一阶段全系统

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

近年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坚持以改革统揽全局，守正

创新，不断提升为农服务能力，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取得明显成

效，为推动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下一步，

全系统将紧紧围绕“三农”工作大局，进一步完善体制、优化职

能、转变作风，增强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将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

的综合平台。 （齐志明）

供销社持续深化综合改革

①①

②②

本报电 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加大对外贸企业参加各

类境外展会的支持力度，持续培育境外自办展会、扩大办展规

模。我国出国参展办展快速恢复，截至 6 月底，中国贸促会已

完成 2023 年度 3 个批次，共 75 个组展单位赴 57 个国家和地区

实施出国展览项目计划批复 1137 项，计划展出面积 69.6 万平

方米。随着国际航班、人员签证等跨境往来更加便利，海外专

业展会将迎来更多中国参展商。中国贸促会将全力助推我国

出国展览行业加快复苏，切实助力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萧 山）

中国贸促会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