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早期的城市照明到光影秀，再

到现在的沉浸式游乐，夜游一直在迭

代升级。

“和初期以景区为主的夜游不

同，现在的夜游场景更为丰富。形态

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景区里的夜游项

目；二是休闲街区类的，夜游已成为

表现一个城市温度的重要指标；还有

一种就是社区类的夜游，这可能会是

我们未来夜游市场投资的一个主体，

投资体量虽然比较小，但形式灵活深

受欢迎，且可以提升人民的幸福指

数。”利亚德集团执行总裁、励丰文化

董事长袁波总结了近年来夜游市场

的新变化时表示。

的确，现在的夜游边界越来越

广，也越来越有“烟火气”。

《2023 中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

显示，2023 年 1—8 月，重点监测的

363座城市夜间游客规模平均恢复到

2019 年的 110%；景区夜游较 2019 年

恢复程度为 144.5%。同时报告也提

出夜间经济的发展战略要从“夜游城

市”转向“城市夜游”。

“夜游与数字光影技术的结合创

新还是这两年的主流。不过，更多的

客户需要有‘文化味儿’的夜游。现

在的夜间消费已经是文化、艺术与科

技的多重融合的产品了。”汉合天辰

（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力华

说,“在提升文旅夜游品质的过程中，

需要注重文化融合与创意表达。通

过深入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

情等元素，将其与数字光影技术相结

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夜游产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

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丽云副教授在

对夜游市场的发展进行调研时也发

现，景区夜游在转向更广空间的城市

夜游，毕竟城市可以承载的夜经济内

容也更加丰富，从夜间演艺、夜间游

船、夜间餐饮、夜间光影、夜间节庆，

到夜间购物等市场方面的热度依然

延续。在有条件的城市（不限制夜

市），充满生活烟火气的夜市街区是

非常值得关注的形态，高性价比，烟

火气以及文化的传承，夜市是夜经济

非常有吸引力的内容。

吴丽云表示，城市夜间消费的消

费空间更大，配套更完善，业态更丰

富，带动性更强。景区以夜间游览、

夜间演艺为主导的夜间消费依然重

要，从城市夜间消费的角度，在气候、

消费文化、政策、供给等多重力量的

推动之下，城市夜消费的潜力释放依

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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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更新的脚步加快，夜游项

目逐渐从景区走向了城镇，投资方向与

方式也有所变化。

作为国内知名文旅夜游导演，罗力

华认为，目前夜游项目趋于常态化，越来

越多的景区都把它当作标配。而大规模

的、动辄上亿的夜游项目越来越少，现在

投入也会越来越趋于理性，看中投资回

报周期。

大型科技企业也在改变。它们不仅

仅提供夜游装备，而是将运营前置。

“我们在夜游中打造的到底是什

么？我们认为夜游中的运营能力一定是

商业综合的经营迭代，它绝不是景区门

票思维。这就需要首先要把故事讲好，

要通过技术讲好听的故事，让人有游览、

停留的理由，通过夜游来带动消费。这

就需要在工程以外，加入运营思维与能

力，使得夜游项目可以实现真正的闭

环。”励丰文化董事长袁波说。

根据不同的夜游形态，改造方案也

有所不同。如景区以灯光秀与演艺为

主；城市街区夜游以商业、非遗文化、住

宿与餐饮为主；社区以市集、餐饮与文化

展演为主；而乡村夜游以住宿、有组织的

主题活动为主。

袁波强调，夜游活动一般有两个时

间段，主要分为 22 点之前和 22 点到 0
点。他建议景区的夜游活动最好在 22
点以前结束，减少安全隐患。

目前来看，在建设过程中，“灯光秀”

已不再受到城市的欢迎，现在流行的是

“点亮天际线”，既不会造成光污染，也可

以打造艺术效果，同时投资较小。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理

性，管理者不再“贪大求全”，而企业也在

考虑回收周期。

有业内人士透露，现在企业拿项目

非常谨慎，对一些不给地方发债的地区，

没有预算的地区，有可能“空欢喜”的项

目会进行风控评估，能不做就不做。而

政府对于投资过亿的项目的报批也开始

严控了，“目前大家看的不是项目有多

大，而是能不能落地”。

袁波也坦承，政府用基础设施投入

或者旧城改造的钱去做夜游项目是一个

好的方向。企业可以帮政府输入文化、

商业和旅游的软性内容，空置的物业也

可以成为演艺场馆，再腾出一部分公共

空间做一些运营，就是很好的合作项

目。“不过也要注意区位与文化积淀，过

于偏远、游客游量不大、没有商业传统的

地方在上码夜游项目时需谨慎。”

此外，城市夜游项目也面临着问题

和挑战。如，夜游产品同质化、缺乏创新

性等问题。专家建议：为进一步推动夜

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加强夜

游 IP 的创意更新与持续共创，推动夜游

产品的多元化发展。政府应加强夜游经

济的政策支持，为夜游经济的发展提供

更多的政策保障和资源支持。此外，还

应加强夜游经济的社会参与，积极引导

社会资本参与夜游经济的开发和运营，

推动夜游经济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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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第四届中

国城市夜间经济发展

峰会暨第二届中国(长

沙)新消费城市峰会开

幕，现场发布《中国城市

夜经济活力指数报告》

显示，2023年，中国夜游

市 场 规 模 达 1.57 万 亿

元。

虽 然 市 场 依 然 上

万 亿 元 ，但 是 这 几 年

“夜游”的声浪明显小

了。

多 位 业 者 及 专 家

表示：夜游的消费习惯

已被培育，所以夜游趋

于常态化，越来越多的

景 区 都 把 它 当 作 标

配。夜游也更加有序，

各地的夜游或者夜间

经济不断布局。“所以，

可能不是声量不如以

前，而是发展更加理性

和有序”。

在回归理性后，这

个 市 场 还“ 性 感 ”吗 ？

在理性之下，政府与企

业的投资与运营有哪

些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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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投资更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