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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记者王雨萧、刘阳、
季小波)从深夜大排档到夜宵送上门，从“日落而
息”到 24 小时不打烊……随着技术不断更新，消
费加速升级，中国“夜经济”有了新的“打开方
式”。

“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升级，催生一系列夜间消费新
业态新模式，创造着多元个性的消费需求。”中国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说。

文化消费成新增长点。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

据显示，2018 年我国演出市场总体规模超 500 亿
元；今年“五一”期间，北京王府井、三里屯等区域
夜间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15% 以上。

“过去夜间文化消费可能就是看看电影，如今
人们有了更高的文化体验需求，比如博物馆、旅游
景点在夜间开放等。”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王蕴说。

人际交往成新需求。在深圳一家外企工作的
赵莹告诉记者，白天工作节奏快，基本没时间社
交，晚上下班后喜欢约上朋友去咖啡馆、小酒吧聊

聊天。“人际交往成为夜间消费新需求，聚会、轰
趴等形式的夜间服务，受到上班族的青睐。”许
光建说。

多业态融合成新趋势。王蕴表示，过去的
“夜市”业态较单一，现在的“夜经济”是多业态
融合的复合型经济。线上不打烊，线下体验型活
动配合线上是“夜经济”的一大新特点。此外，
“购物+休闲娱乐”“购物+体育”等不同业态的混
搭是“夜经济”的新趋势。

互联网孕育看不见的“夜经济”。外卖小

哥、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科技催生一批
新兴职业，给当代“夜经济”注入完全不同的内
涵。“90 后”朱宇是某网络平台脱口秀主播，拥
有 30 万粉丝，他告诉记者，夜里零点左右是节
目收听高峰期，准备在这一时段推出付费节
目。

多个城市相继出台“夜经济”相关政策，北
京出台 13 条具体措施繁荣夜间经济；上海设立
“夜间区长”“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天津提出打
造“夜津城”……“灯光下的潜力”可见一斑。

中国“夜经济”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 7 月 5 日，在乌鲁木齐市五一星光夜市，游人在拍照。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亮起来 活起来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记者赵文君、季小
波)“夜间餐饮消费，吃得安全是基础。在安全的基
础上，才能让消费者吃出体验、吃出文化，展现出
‘深夜食堂’的魅力和特色。”针对发展“夜经济”，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这位负责人说，市场监管部门鼓励和支持“夜
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夜经济”带动了餐饮业的

发展，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在拉动内
需、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夜间餐饮是“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
据了餐饮业的“半壁江山”。中国以美食大国著
称，饮食丰富。统计显示，全国仅各类菜名就有
19000 种，日均消费食品 20 亿千克。全国获证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约 1300 万家，其中绝大部分
为 10 人以下小企业。

这位负责人表示，为了让老百姓吃得安心、
吃得放心，市场监管部门对餐饮服务单位，无论
是夜间经营还是日间经营，都采取相同的监管
措施。餐饮服务单位要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严格制度建设和从业人员管理、严格设施设备
维护管理、严把原辅料购进质量安全关、严把餐
饮加工制作关、严把餐饮具清洗消毒关、严把环
境卫生控制关。

市场监管总局：“深夜食堂”要吃得安全

（上接 1 版）一些城市正在“夜经济”的赛道奋
力追赶。今年 7 月，沈阳最大水上音乐喷泉亮相浑
南区中央公园，开放当日便吸引 4 万余名游客；乌
鲁木齐五一星光夜市人气火爆，群众拼桌吃饭，其
乐融融……

———“文化体验”成“新宠”
从正阳门起，一路向南，前门大街人流如织。
如今，夜晚走在前门大街，不但能听创意京

剧，还能体验皮影制作、老北京吹糖人等绝活；走
进杜莎夫人蜡像馆，VR 技术让游客和名人实现
零距离接触；在 24 小时书店，文艺青年享受着精
神世界的“深夜食堂”。

“现代人的消费诉求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重
视文化体验感和参与感，我们希望用‘文化 IP’塑
造前门‘夜经济’的新产业形态。”北京天街集团副
总经理吴睿娜说。

———“社交式”服务潜力大
西安的“码农”小张喜欢下班后约上同事朋

友，一起去下马陵的小酒吧，不是为了喝酒，而是
大家坐在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天，很多有创意的点
子，就在这种情境中被激发出来了。

专家表示，由于白天工作节奏快等原因，许多
年轻人社交活动都转移到晚间进行，适合聚会、轰
趴等形式的服务，将是未来“夜经济”发展的重点
之一。

——— 小镇“夜经济”在兴起
一些小镇和乡村也开始做起“夜经济”文章。

距西安 100 多公里的合阳县将眼光瞄准夜间旅
游，7 月推出的实景剧《关雎长歌》每晚在黄河岸
边上演，一个多月来，人气正逐渐汇聚，为这座渭
北小城沉寂已久的黑夜增添一抹亮色。

“除了乡村旅游，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小镇
青年’已成为消费新主力。下沉市场受制于基础设
施等条件限制，夜间消费需求还没有充分释放。如
果能瞄准消费者需求，把夜间活动发展起来，小镇
甚至乡村‘夜经济’照样可以有声有色。”中国宏观
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

——— 看不见的“夜经济”
在 0 和 1 织就的互联网世界里，一种看不见

的“夜经济”正在蓬勃生长。
街头奔忙的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灯光下的

网络主播……科技催生一批新兴职业，给当代“夜
经济”注入完全不同的内涵。以淘宝夜间直播为
例，从主播到背后的经纪人、场景包装师、直播讲
师等，仅因直播兴起的职业就多达数十种。

这“几把火”要“烧”好

辉煌灯火的背后，“夜经济”发展还需要政府
和商家“烧”好这样“几把火”。

“烧”好“地域差异”这把火———
调研中，记者发现，“夜经济”也有水土不服的

问题。例如，某北方城市学习南方，把足疗保健等
内容“照搬”过来，而当地百姓多年来没有这一消
费传统，并不买账。

在广州市发改委服务业处处长尹志新看来，
不同城市“夜经济”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北方城
市是要把“夜经济”做起来，而对广州、长沙等南方
城市来说，“夜经济”已经很繁荣，下一步要做的是

从供给侧发力，为百姓提供更丰富的消费内容。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发展“夜经

济”应充分结合自身文化特点，打造夜间休闲项
目，如苏州评弹文化、天津相声文化等，都是当地
发展“夜经济”的优势资源。

“烧”好“供给侧改革”这把火———
专家指出，多数城市的夜间消费项目还远不

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以旅游为例，中国旅游研究院
一项调查显示，我国近八成旅游企业夜游产品投
资规模不足 20%；参与调研的 657 家旅游企业
中，72 . 99% 的旅游企业提供的夜游产品品类在
30% 以下，夜游产品供给在数量和质量上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

“目前我国城市夜间经济更多还是以餐饮、购
物为主，夜间消费供给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顺应
消费者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中国
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

王蕴认为，政府应通过给予商家一定的政策
支持，例如降低夜间电费价格、对夜间场次文化演
出给予一定补贴等，鼓励市场主体提供满足消费
者需求的新业态、新模式。

“烧”好“服务保障”这把火———
采访中，不少商家呼吁政府给足发展空间。上

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朝辉说，黄
浦江夜游十分火爆，企业一直想发展水岸联动、日
夜对接的游船经济，但涉及商务、文旅、交通、环
境、市场监管等诸多管理部门，他希望政府加大
“放管服”力度，为企业发展“夜经济”提供便利。

发展“夜经济”，城市管理也在面临“重重考验”。
夜间出行问题如何解决？夜间安全保障是否到
位？……一道道考题面前，各个城市正在做出探索。

北京地铁 1 号线、2 号线延时运营；济南部分
公共卫生间延时开放，加强保洁、垃圾收运作业管
理；依托人脸识别、社会化视频探头联网等技术手
段，长沙市五一商圈驻地派出所受理的刑事案件
和扒窃案件，同比均大幅降低。

“烧”好“合理发展”这把火———
个别城市忽视科学规划，在城市中心、居民聚

集区“空降”夜市一条街等消费场所，带来交通堵
塞、噪声污染、光污染等扰民问题。有的城市打造
夜间消费商圈一味追求“高大上”，脱离当地百姓
实际消费水平。

许光建表示，不能把“夜经济”做成面子工程，
更不能脱离实际情况和百姓需求，一哄而上搞“空
中楼阁”。

“发展‘夜经济’不能‘赔本赚吆喝’。比如夜间公
交怎么开，要算经济账。公交公司可以亏，但公交
公司加上商场的综合效益是赚的，这个夜班车就
可以开。商家营业到几点，得由消费者说了算，不
能强求。”尹志新说。

成都市商务局流通产业处处长王永刚是一位
有着 40 年工作经验的“老商业”。他眼中的“夜经
济”，不是仅仅为了促消费，更多应该放在城市服
务功能的完善、延伸、提升上。

“坐红眼航班的人能顺利打上车，夜班工作者
能轻松找到一碗小面，这才是‘夜经济’应该有的民
生温度。”王永刚说。

(参与采写：胡旭、魏一骏、白田田、何欣荣、
雷肖霄、丁非白)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记者王雨
萧)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等多个城市纷纷
出台政策，促进“夜经济”发展，“夜经济”
一时间成为人们讨论的“热词”。中国宏
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表示，“夜经济”的火热背后
是百姓收入不断增加，消费加速升级，同
时她也提出，各地发展“夜经济”要实事
求是，因地制宜，不能为了发展而发展。

记者：最近多个城市相继出台促进
“夜经济”发展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蕴：多个城市先后出台促进“夜经
济”相关政策，根本目的还是为“夜经济”
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一方面，现在
“夜经济”发展比较火，但更多地方还是
偏重餐饮、购物等传统消费内容，近几年
随着百姓收入增加、消费加速升级，人们
对夜生活有了更新更高的需求，比如博
物馆、旅游景点能不能在夜间开放？这方
面市场供给和百姓需求还存在一定差
距，需要政府层面引导供给侧的创新。另
外一方面，“夜经济”发展还存在规范化
的问题，需要政府引导、规范。

记者：与过去相比，当下的“夜经济”

有哪些新特点？
王蕴：现在的“夜经济”是一种多业

态融合的复合型经济，这主要体现在两
个层面：一是线上线下融合。线上不打
烊，线下更多体验型活动配合线上成为
“夜经济”的一大新特点；二是不同业态
之间的混搭。如“购物+休闲娱乐”“购物+
体育”等，商旅文各种业态的综合发展，
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多种夜间消费体验
的需求。

记者：不少人认为我国“夜经济”发
展存在差异，对此您怎么看？

王蕴：“夜经济”发展一方面与城市气候、地理
环境有关，北方夏季短，春秋冬气温低，影响当地

百姓夜间消费；另一方面，南北方“夜
经济”繁荣程度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我国区域发展不同，因为“夜经
济”很多内容属于服务范畴，它的发展
往往需要比较发达的第三产业支撑，
而南方城市第三产业总体比北方城市
更发达。因此在发展“夜经济”时，一定
要立足城市自身情况和当地百姓实际
需求，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为了
发展而发展。

记者：“夜经济”比较繁荣的普遍
是一二线城市，您认为小城镇和乡村
有可能发展“夜经济”吗？

王蕴：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高，人口多，需求空间大，比较容易在
一些业态发展上达到规模经济效应。
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城镇就不能发展
“夜经济”，比如旅游型城镇，可以开发
夜间特色项目，做出以夜间旅游为主
体的“夜经济”模式。另外，目前消费市
场下沉现象非常突出，三四线城市一
些潜在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充分释
放，如果能够瞄准消费者需求，把夜间
活动发展起来，也能对“夜经济”发展
起到比较好的促进作用。

记者：发展“夜经济”过程中，政府
应该发挥哪些作用？

王蕴：首先一定要坚持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有效地
发挥作用。政府应该通过政策释放一
些积极信号，引导鼓励市场主体从供
给侧进行改革，满足百姓不断增长的
美好夜生活的需求；此外，政府应该为
“夜经济”发展做好服务保障。硬件保
障方面，比如交通是否便捷、出行是否

安全、Wi-Fi 是否覆盖等；软环境保障方面，如
建立相应的应急事件处理机制，夜间电费给予
优惠，夜场文化演出在票价上给予一定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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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 8 月 5 日电(记者白田田)“长
沙被不少人称为‘脚都’，了解点相关情况吧。”布置
“夜经济”选题时，编辑特意向身处长沙的记者叮
嘱。是啊，“脚都”名声在外，这应该算得上是长沙
“夜经济”的标签之一。

然而，近日一圈采访下来，几乎没有人提及“脚
都”，似乎那已是“过去时”。如今，大家更热衷于谈论
各类新兴业态，比如网红龙虾店、新式茶饮店等等。
记者开始意识到，长沙的“夜经济”正在悄然迭代。

这，是一场关于“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
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正如长沙市天心区文化旅游部门的一位负责
人所言，现在大家有钱了，消费能力提升了，是否能
提供适应新需求的好产品，是“夜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长沙湘江中路杜甫江阁段的两边，有“夜经
济”的两个时代缩影。一边是滨江风光带，每当夜
幕降临，这里会自发聚集大量人群，有跳广场舞、
交谊舞的，有唱卡拉 OK 的，有兜售玩具、冰棍的，

充满了烟火气。这是“夜经济”的原生态版本。
另一边是近两年新建成的高端购物中心，那

里有单体面积数千平方米的龙虾馆和酒吧。特别
是作为长沙“网红打卡地”的龙虾馆，每天入夜后
迎来客流高峰，“五一”期间曾创下日排号量达
7000多桌的纪录。这是“夜经济”的消费升级版。

观察这场关于“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记者发现一个鲜明特征——— 跨界融合。这就像
夜里的灯光，五颜六色交融在一起，才成为绚丽
的霓虹。

比如，龙虾馆卖的不只是小龙虾，而是打造
老长沙市井文化概念；24 小时便利店不只是卖
商品，而是提供夜间生活服务；酒吧老板不再单
纯靠卖酒赚钱，更强调紧跟国际潮流的“夜生活
方式”；传统的歌舞厅，在推行“文化+旅游”；连
街头艺人，也是现场表演和线上直播同步进行。

若从城市管理的政策供给层面看，这还是
一次“放管服”改革。所谓“放”，就是要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管”，不是一刀切“管死”，而是要通
过完善机制和科技手段“管好”，防范安全风险；
“服”，就是要提供针对“夜经济”的公共服务。

基层探索的一些做法让人印象深刻：灯箱、
广告牌的尺寸规格适当放宽，审批管理权下放；
道路交通设计由原来只考虑车行通畅，到更多
地考虑人行通畅，突出以人为本；“夜经济”核心
商圈实行“24 小时景区化管理”；对街头艺人由
过去的驱赶转为规范引导，委托第三方对艺人
的节目创新、现场互动等指标进行考核。

采访临近尾声，已过零点。长沙解放西路酒
吧一条街仍然人声鼎沸，很多年轻人的夜生活
才刚开始。从广东来长沙旅游的蒋女士一家 8
口度过了充实的一晚，他们品尝了老字号小吃，
在田汉大剧院观看了文艺表演，此时刚刚返回
酒店……

在夜色中，人们感到安逸、放松和享受，而
这就是生活，也是“夜经济”的真谛吧。

一场关于“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华时评
“夜经济”火了！最近

一个时期，许多城市纷纷
出台政策促进“夜经济”。

从大排档“撸串”到咖啡馆
“撸猫”，从宵夜加餐到健
身减肥，24 小时不打烊数
字公共服务、深夜值守小
微信贷、视频在线电商主
播 、子 夜 穿 梭 外 卖 骑
手……“夜经济”是增长的
新动力，是市场的新引擎，
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力的新
脉搏，更是百姓生活日益
丰富的缩影。

我们的“夜经济”，是
空间性的。夜幕降临，城市
脱下白日的正装，换上不
同风格的休闲服，开始展
示着因放松而流露的个
性。北京酒吧经济 、上海
PARTY 经济、长沙 K 歌
经济、成都麻辣经济。十里
不同俗，南北不同风。外国
人、外地人、本地人，都在
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中直观
地感受中国之大、风俗之
多、家国之和。

“夜经济”也是时间性
的。据美团、阿里等“夜经
济”大数据，全年看，双休
日、节假日以及 7 月、8 月
和 12 月、1 月成为夜间消
费高峰；全天看，19 点到
20 点是盒马鲜生到店消
费高峰；21 点后二线城市
外卖餐饮增长最快；21 点
到 22 点出现网络购物成
交最高峰；23 点到凌晨 3
点，数以万计的人在网上
“熬最晚的夜，买最贵的眼
霜”；22 点到 23 点，大理、重庆、杭州等大多数骑
手仍在活跃跑单；23 点到 24 点，贵阳、武汉、广
州等近半数骑手仍在城市穿行；0 点后，深圳、厦
门、佛山等地超三分之一骑手仍在活跃送单。

我们的“夜经济”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夜
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北宋就有“夜市直至三
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我
们有现代最红火的“夜经济”。这是世界第一网络
大国的不夜天：暮色四合，网商银行小微借贷为
众多小微企业解燃眉之急；支付宝夜间服务不
打烊；深夜，生活缴费、公积金、医疗健康成为查
询最多的公共服务。当代中国互联网“白+黑”，是
夜生活，也是拼生活；带动增长，更带动就业：美
团、饿了么数据显示，入夏，许多三四线城市夜
间骑手同比增长超 60% 。他们使城市服务半径
不断扩大，远郊不再是“睡城”，外卖消费增速甚
至超过中心城区。“夜经济”催生“夜光族”，也催
生“夜工族”：通过弹性作息、错峰值守、共享经
济，深夜提供餐饮、网购等服务的外卖小哥、大
厨、网店主，他们的劳动成为温暖夜色的光。

“夜经济”不止在舌尖上，也在足尖上、在凝
望和聆听里。越来越红火的晚间健身房、歌舞剧
院、音乐厅、曲艺演出场馆以及通宵电影院、24
小时书店等，不断提升着我们“夜经济”的文化
品格。“夜经济”、夜生活、夜文化，“三位一体”奏
鸣着中国不夜天的咏叹调。

我们的“夜经济”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在
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一个工作日晚上 8 点以后，
很多摩天大楼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可能在等着
与欧美同事开一场连线会议。由于全球各大金
融中心地理位置不同，亚洲市场、欧洲市场、美
洲市场因时差连成一个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作
业全球市场。在全球炒股炒汇的“夜猫子”之外，
还有以亿人次计的短期跨境旅行者。据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2018 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
14972 万人次，入境旅游人数 14120 万人次，双
双超过 1 . 4 亿人次联结着中国与世界。地球村
里，你我都是命运共同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
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无时差”生活。

(记者王立彬)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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