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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斌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11月27日，中国旅游研究院、深圳市

福田区人民政府、良业科技集团联合主

办“2024 中国夜间经济研究成果发布活

动”。戴斌院长发表题为《让文化和科技

之光照亮旅游的夜空》主题演讲，他认

为，夜间旅游已成中国特色旅游重要部

分，面临挑战需解决。其中，文化引领、

艺术照亮、科技增强等举措，将为夜间经

济健康发展提供指导。现刊登全文如

下，略有删节。

01

自2018年提出夜间旅游概念并在京

发布首批研究成果以来，不觉已是六个

春秋。在文化和旅游部门推动下，得益

于来自科技、工程、文化、旅游、商业诸领

域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夜

间旅游从小到大，由点到面，已经成为独

具中国特色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的有效路径。

◆六年以来，夜间旅游见证了城乡居

民生活观念的更新和生活方式的变迁。

从需求侧的角度看，可自由支配时

间、可自由支配收入和消费意愿是旅游

市场发育的前提条件。时间总是有限

的，一天昼夜 24 小时、一年四季 365 天、

人生往往不过百年。尽管有“昼短苦夜

长，何不秉烛游！”的意气，有“东风夜放

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浪漫，但是绝

大多数人终其一生还是遵循“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大众旅游初级

阶段的旅游者也多是“白天看庙，晚上睡

觉”“春赏花开，秋观落叶”罢了。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科技进步，人

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

的转变。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人民

群众有了更多的公共假期和休闲时间，

开始追求文化、艺术、休闲、旅游等更高

质量的生活，在需求侧形成了夜间旅游

的第一推动力。今天，旅游休闲活动已

经显而易见地从白昼延伸至夜晚，18:
00—22:00已经成为高活跃度的夜间经济

“黄金4小时”。

◆六年以来，夜间旅游激发了社会

投资和供给创新，有效拓展了旅游边界，

也极大丰富了旅游业态。

随着时间之轴在昼夜的尺度上展

开，旅游景区和度假区等典型旅游空间

导入了夜间休闲项目，博物馆、美术馆、

电影院、戏剧场等公共文化空间延长闭

馆时间。无论是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

合体、夜间市集等重点商业场景，还是街

道、广场、公园等主要公共空间，都在有

意识地融合文化、科技、时尚和娱乐元

素，持续推进夜间场景迭代和产品创

新。从早期点亮夜空的景观亮化，到空

中无人机编组、裸眼 3D 装置、音乐节和

演唱会，面向青年客群和城市未来的文

化创造和场景营造，直接拉动了工程建

设、科技研发、文艺创作等领域的投资，

进而带动了当地创意人才的集聚和供应

链的优化。为满足市民休闲和游客消费

的需求，存量优化释放的潜力和增量投

资拉动的增长，进一步彰显了来自供给

侧的夜间旅游第二推动力。由餐饮、住

宿、游览、购物、文化娱乐和城市交通构

成的夜间旅游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

链，正在广泛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体系。

◆六年以来，夜间旅游培育了一批

有影响力的市场主体，产生了明显的需

求外溢和投资拉动效应。

良业科技、名家汇、利亚德等城市照

明集团，陕西旅投、南京旅游、开元旅业、

海昌海洋公园等旅游集团，金东数创、光

影百年、励丰文化等数创公司，作为夜间

旅游产品供给的主导力量，投资研发和

管理运营了一批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标杆项目。《长恨歌》《如梦秦淮》《乐

动敦煌》《海上有青岛》《锦夜·青靛甪直》

等项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深圳市

福田区的节日大道、北京市朝阳区的亮

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广州正佳广场、上海

上生·新所、成都东郊记忆，已经成为都

市旅游新地标。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经

济专项调研表明，全国 5A 级旅游景区的

夜间开放率从 2020 年的 23%增加到现在

的 63%，新入驻了一批灯光造景、演艺游

船、民宿集市等夜间核心吸引物。近四

成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研发推出了节事

演出、室内休闲、户外娱乐等夜间产品。

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暑期开

展了夜游活动。夜间旅游的增量投资和

创新项目提升了居民和游客的文化体

验，丰富了消费场景，也促进了城市管

理、公共交通、治安应急和公共卫生等社

会管理效能的提升。持续完善的营商环

境和动感活力的城市形象，正在吸引更

多社会资本和科技企业的关注。

◆六年来，夜间旅游从城市到商圈、

从街区到景区，形成了一批可示范可推

广的创新样本。

以文化消费和旅游休闲为主要内容

的夜间经济，已经进入各地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战略体系，成为文化和旅游

系统重点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推

进的专项工作。从全国范围来看，文博

场馆和公共交通延时、分时步行街打造、

24 小时城市建设、城市夜间品牌塑造、夜

游产品奖补机制，往往是各大城市夜间

旅游促进政策的标准配置。无论何种类

型的旅游目的地，无不关注研学、美食、

避暑、冰雪等新兴旅游市场，都在加强夜

间旅游的空间规划和产业布局。需要指

出的是，作为新兴需求的夜间旅游，无论

是存量资源的优化，还是增量投资的拉

动，都会对居民的传统生活产生影响，也

会对原有的产业格局和市场主体产生冲

击和影响。在促进创新和推动发展的同

时，如何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

保护与开发、发展与安全、国际与国内的

关系，是旅游目的地城乡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课题。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促进政策，以及社区居民和社会

各界的发展共识，共同构成了夜间旅游

的第三推动力。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

坚持文化引领和品牌建设的同时，将夜

间旅游和夜间经济的促进政策由全面覆

盖转向精准投放，由自上而下的垂直传

导转向上下结合的多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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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旅游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尤

其要关注发展模式单一、商业形态同质、

国际竞争力偏弱、文化体验不足、居民获

得感不高等一系列急需解决的现实问

题。作为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成长方

式的旅游，不仅要满足游客夜间餐饮的

刚性需求，还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以优秀文化作品和优质旅游产

品满足游客夜间观影、赏剧、夜读、娱乐、

休闲购物和社会交往的需求。

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经济专项调研

显示，都市夜游者喜欢特色餐饮和潮流

市集的同时，对旅游购物和文化体验的

需求明显上升。游客到访历史文化街区

和都市商圈，对本地老字号餐饮、地方

文博和传统艺术有需求，对创新文化和

时尚艺术更有期待。乡村夜游者尤其偏

爱在地性的文化活动、民俗节事和休闲

娱乐。

夜间旅游需要小吃夜市和光影秀，

但小吃夜市和光影秀不是夜间旅游的全

部，更不是夜间经济的未来。当代旅游

发展需要更多的耐心与智慧，近者悦方

能远者来，唯有深水静流，终成盛世繁

花。该是放弃爆款引流、网红出圈、数据

政绩等短期思维，转向由善意、温暖、品

质、真诚、包容支撑的长期主义的时候

了。该是结束需求浅化、千夜同款、供给

守旧、万城一面的时候了，该是转向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商业环境现代化，以文

化创造和场景营造引领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行稳致远的时候了。

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引领旅游向

上，让人们在行程中涵养家国天下的情

怀？如何以优秀的文化作品引领，并满

足游客在行程中日渐增长的文化需求？

如何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落实到具

体的项目、场景和线路上？这些是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现实课题，也是

夜间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夜间旅游是以本地

居民夜间休闲为基础的，就像布鲁塞尔

每月最后一个周末的夜间轮滑，也如巴

黎歌剧演出、马德里的斗牛、阿根廷的足

球，都是融入于当地文化的市民生活，游

客只是分享者。随着夜间文化体验和旅

游消费的需求升级，市民和游客对休闲

品质、文化创造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

我们需要延时开放更多的公共文化空

间，需要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

暖的文化娱乐空间。市民夜间生活体验

丰富了，场景品质提升了，才会有近悦远

来、主客共享美好生活新空间，才会有夜

间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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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艺术照亮旅游的夜空，

让国民大众在书生意气的研学和家国天

下的旅行中拥有向上的力量。

艺术属于人民，归于生活。要让更

多的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小剧场尽

可能延长向社会开放的时间，尽可能降

低观众和游客的艺术审美门槛。至今

犹记夜间在挪威国家美术馆的观展经

验，晚上十点美术馆还是大门敞开，人来

人往而又井然有序。在蒙克的《呐喊》

原作前，可驻足细观，可静坐沉思，也可

在作品前拍照或者触摸——当然馆方

有特别的保护装置。这样的艺术空间

多了，观众和游客自然也就接受了美

的教育。

◆我们期待科技增强旅游的体验，

让旅游者在每一座城镇都能看见历史的

遗产、当下的生活和无限可能的未来。

要着眼于旅游发展的现实需求，对

新技术在旅游场景中的运用要有耐心和

智慧。全球旅游发展和商业创新史表

明，从概念导入到产品量产，是一个充满

风险和挑战的漫长过程。

令人遗憾的是，数字文旅、沉浸式体

验、虚拟旅游等新概念满天飞，动不动就

原始创新和全面颠覆，由于缺乏实验室

经济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链条，导致

模仿跟风者日渐增多。从 TeamLab 到

《消失的法老》，都可以在每座城市看到

似曾相识的复制品，翻来覆去炒几盘遗

产的冷菜。

◆我们期待社会投资和市场主体在

旅游强国战略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

色，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以酒店和民宿为代表的夜间旅游住

宿商，以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为代表

的旅游休闲运营商，以灯光、创意、光影

科技等代表的科技创新企业，以音乐、

演出、时尚、艺术企业机构为代表的内

容创造商，要以高效的商业能力满足今

天的消费，也要以卓越的创新能力引领

明天的需求。政府要引导投资机构和市

场主体深入挖掘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本地生活、文化艺术资源，建设一

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夜间旅游强区和品牌

街区。要建设一批像伦敦西区、东京银

座、香港兰桂坊、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

这样的国际范和时尚感的文化休闲街

区，要培育一批满足市民夜间生活需

要，以文化味和烟火气而闻名的社区休

闲空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夜间旅游

资源配置主导作用的同时，要下决心管

住政府这只看得见又闲不住的手，不要

急于做规划、出标准、发牌子，而是将更

多的行政资源聚焦于需求调研、数据生

产、文化引领和科技赋能上来，至于市

场可以自发配置的餐饮、住宿、零售等

初级市场，要相信市场的潜力和社会的

力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夜间旅游

市场扩容和产业升级的源动力，发展夜

间经济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文化休闲和旅游权利。推动夜间旅游高

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文化底蕴深厚的

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文化特色鲜

明的国家级旅游城市和街区、培育世界

一流的旅游企业。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要艺术下沉，也要旅游向上。

引入新质生产力，促进夜间旅游提质增

效，要人民满意，也要人民受益。文化工

作者、旅游从业者和研发创新者联合起

来，为了文化和科技之光照亮旅游的夜

空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