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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各类支持夜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在进一步发挥夜经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加就业的同时，也为夜

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充足的发展动能。事实上，与政策的推动相比，市场的推动则是夜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在如此巨量的消费引擎带动

下，“夜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新兴活力源。

“夜经济”热潮即将来袭
◎贾 露

【延伸】

浙里夜文化
自 2021年以来，文旅部分两批建设了

共计 243个消费市场活跃、业态集聚度高、

文化内涵丰富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聚集区。其中，浙江省共有 12家单位入

选。看看你都去过哪几个。

◇杭州宋城

“建筑为形，文化为魂”，依据《清明上

河图》而建的仿宋代风格都市风貌，再现了

南宋临安的盛世繁华。

◇杭州清河坊文化街区

“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烟

火尽归此处楼台。”清河坊自南宋时期以

来，便是商业繁华地带。

◇宁波老外滩

上海有外滩，宁波有老外滩。宁波老

外滩位于三江口北岸，自唐朝起便是著名

港口。

◇温州南塘景区

“印象南塘”既是温州人城市记忆的生

活片区，又是外来游客游憩休闲的度假地。

◇西塘古镇景区

有“吴根越角”和“越角人家”之称，是

吴地方文化的千年水乡古镇，江南六大古

镇之一。

◇金华市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

金华，有两样最出名，一个是“世界小

商品市场”义乌，一个是“东方好莱坞”横

店。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成立，标

志着横店影视文化产业进入了“赋能再出

发”的新阶段。

◇杭州市新天地活力街区

街区由原杭州重机厂遗留下来的工业

老厂房改造升级而来，是杭州夜生活代表

地之一。

◇宁波市南塘老街

老街有着“一河一街一市”的典型水乡

景象，是最具宁波味、最有历史融合性、最

具江南水乡特色的文商旅主题特色街区。

◇温州市五马历史文化街区

街区以五马街、禅街、公园路为主轴，

14条背街小巷为脉络，是极具温州地方风

情和文化底蕴的特色历史街巷。

◇湖州市南浔古镇

古镇夜游模式让游客以沉浸式观赏景

区水上“夜画”，以夜游促“夜留”。

◇湖州市太湖龙之梦乐园

乐园已形成“演、游、宿、食、行、购、养、

育、展”等功能要素融合的全产业链。

◇嘉兴市乌镇景区

依托江南古镇水乡文化优势，多方面

打造丰富的夜间旅游新生态。

“夜经济”一般是指从当日 18时
至次日凌晨2时所发生的服务业类经

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不仅给商家

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益，还让人们

的夜生活更加精彩。

夜经济持续走热
——承载着美好期待的夜游已开

始绚丽绽放，并正在探索助力经

济增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商务部之前发布的城市居民消

费习惯调查报告显示，60%的居民消

费发生在夜间。对于很多人来说，下

班之后才是一天生活的开始。

近日，同程旅行发布《2022 年暑

期夜游报告》。数据显示，7月以来，

同程旅行平台上以“夜游”为关键词

的搜索量翻倍，其中周末“夜游”搜索

量最高，较日常“夜游”搜索量增长超

2成。有超过80%的用户认为，旅行目

的地的夜游是旅行中最不能错过的

环节。品尝街边美食、欣赏城市夜

景、去景区看演出、散步放松等都成

为人们选择夜游的理由。从夜游人

群偏好分析来看，“90后”、“00后”已

经成为夜间旅游消费的核心人群，其

中，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夜游。

随着人们夜间文化生活需求的

提高，各地的文旅夜游不断推陈出

新，无论是城市还是景区，引入夜游

项目已经成为多地政府和从业者的

共识。在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发展文

化和旅游消费的背景下，夜经济持续

升温。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底，中

国夜间经济规模突破30万亿元，较上

一年同期增长5%，2022年预计将突破

40万亿元。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夜经济已然成为了消费市场的主流

现象。

激发多元消费
——流光溢彩不仅亮化了城市景

致，也点燃了消费升级，成为经济

发展的新动力。

今年 1月，2021年中国城市夜经

济影响力十强城市榜单揭晓。从榜

单看,重庆、长沙、成都等夜经济实力

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尤其是重庆，已

连续三年位居夜经济影响力城市首

位。观察近年城市夜经济发展特点，

目前我国的夜经济城市可分成三

类：一类是创新引领型城市如重庆、

上海等；二类是特色开拓型城市如

苏州、洛阳等；三类是潜力提升型城

市如湖州、潍坊等。当下，我国城市

夜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不少城市以夜经济为突破口，塑造城

市产业转型和能级提升的新动能，打

造现象级“不夜城市”，与此同时，还

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夜晚点亮，在这

一赛道上蓄势发力。作为城市功能

转换的新兴时空场域，撬动消费、提

振经济的“金钥匙”，夜经济已进入加

速赛道。

在政策指引下，各地“夜经济”纷

纷发力。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显

示，目前全国共有 200多个城市推出

了夜游线路、夜间演艺和展演等夜间

文旅振兴计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以来，就有北京、上海、武汉、深圳等

数十个热门城市发文鼓励开展各类

夜间文旅活动。

夜游已从日间游的延展活动逐

渐转变为旅游的重心，并激发多元消

费。数据显示，作为首批国家级夜间

文旅消费集聚区，横店影视城夜间演

出每年为当地增加数百万人次的游

客量，拉动了住宿、餐饮等相关消

费。没有夜间演出时，当地酒店入住

率仅有 20%左右，有夜间演出后入住

率达到80%。

点亮“夜文化”
——城市的夜晚，在华灯如瀑的

高楼大厦，也在满载精神食粮的

文化场所，而后者更彰显一座城

市的人文底蕴。

在城市的夜晚走进博物馆，会是

怎样的体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

天，许多博物馆夜间开放、延时开放

呈现常态化趋势，让珍贵的文物展品

在夜晚“亮起来”。

过去，博物馆通常仅在白天开

放，每日可接待人数有限，部分热门

博物馆“一票难求”，无法充分满足公

众的需求。而夜经济蓬勃发展，除餐

厅、电影院等热闹的消费场所，是否

还有一块静谧之地让人充分享受文

化滋养？夜间开放的博物馆就是个

不错选择。

湖北武汉横渡长江博物馆夜场

开放首日，总客流量就比以往同期增

加 1倍多。浙江自然博物院“24小时

博物馆”试营业一个多月，前往体验

的观众就超 2万人次。据了解，浙江

自然博物院“24小时博物馆”在国内

尚属首创，以科教活动为主、讲解为

辅，为游客准备趣味十足的主题科

普内容，周末夜场屡屡被家长和孩

子包场。

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

夜场的火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夜间

巨大的文化生活需求。在当下的城

市生活中，与如火如荼的“夜经济”相

比，“夜文化”的培育明显滞后，人们

除了在家看看电视，或者偶尔去影院

看场电影，去剧院听场音乐会外，夜

间的文化生活选项依然相对匮乏。

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

所，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大学校。

博物馆开启“夜间模式”无疑能为城

市夜生活增添亮色。对于上班族而

言，结束白天忙碌的工作，夜晚才是

休闲放松、学习充电的绝佳时机。夜

间开放的博物馆，无疑为他们创造了

与“文化”相遇更为便利的机会。

期待能有更多的博物馆开启美

好的“博物馆奇妙夜”，满足人们的精

神文化需求，也让博物馆成为城市夜

生活的文化新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