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探正定夜市：

文旅融合烟火气 点亮城市“夜经济”

本报记者 杨梓岩

晚上六点半，河北正定夜市上已经人头攒动，600余家商户忙得不亦乐乎，热干面、臭豆腐、麻辣烫、烤包子、羊肉串……满满“烟火气” ，点亮“夜经济” 。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大力发展夜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动力。 重庆百货、黄山旅游、宋城演艺等上市公司也加快布局，为“夜经济”再添一把火。

近年来，在“下沉市场”消费崛起背景下，不少小城依托文旅资源和“夜经济” ，打出“白+黑”组合拳，持续拓宽文旅消费，“网红”小城迭出。 业内人士认为，“爆红”之余，不少小城正有序构建“长红”的制度基础、市场基础和产业基础，政府与市场、自然与人文的相得益彰正成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底层架构。

多地夜市火爆出圈

晚上五点半，河北正定国际小商品市场结束营业。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现场发现，此时小商品市场前的马路上，600余辆“承载”着全国各地美食的流动餐车井然有序地排起长龙，等候进场。 一小时后，小商品市场前停车场摇身一变，正定小商品夜市开始营业，顿时变得热闹非凡。

4月以来，正定夜市火爆出圈。 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当前关注正定旅游的外省市用户从北京、天津、河南等周边区域，已扩展至山西、山东，甚至是上海、广西等地。 “我在这个火车站工作了30年，从未见过这么多人。 ”正定火车站的检票员盛师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吓我一跳！ ”一位抖音博主向中国证券报记者感叹，第一次走上夜市旁停车楼向下俯瞰时，就被正定夜市的规模深深震撼。 而正定夜市，近期也正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被“围观” ：微博上，正定夜市相关话题阅读量超1500万次；抖音上，正定夜市相关话题也屡次登上热搜榜。

“正定小商品夜市已经开业12年了。 ”正定国际小商品市场总裁、正定小商品夜市创始人李樟潮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夜市从只有几十家摊位入驻，到现在总摊位突破600家，美食摊位超500家，日客流量最多超过2万人次，2023年营业额突破3亿元，已经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

正定夜市，成为当下“夜经济”火爆全国的一个缩影。

据商务部《城市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显示，中国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购物中心每天18时至22时的消费额占比超过全天的二分之一。 1月，文旅部公布了总计102个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快布局“夜经济” ，创新供给形式。

在正定夜市的“感染”下，5月以来，钦州、北戴河、义乌、东港等全国各地夜市热度攀升，消费新“夜”态向旅游市场“毛细血管”持续深入：在广西柳州，风情港夜市人流如织。 夜市内贩卖的鸭脚螺蛳煲、炒螺蛳粉、烤生蚝等广西特色美食，吸引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闻味而来” ；在山东威海，东城路夜市的餐车上，海肠捞饭、捞汁小海鲜等新老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和游客围着梧桐树放松休憩；在江苏南京，曼度年华夜市除了以“南京味道”吸引客流外，还上新了“露营+”“直播+”等多种潮流玩法，致力擦亮“夜间消费”新名片。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夜市在旅游消费与大休闲高度融合的趋势下，释放本地文旅消费潜力的切口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大牌景区，而是源自更加碎片化的元素。 其中，更具“烟火气”的夜市、美食、演艺等具有更强大的传播势能，也更容易在年轻消费者中引起共鸣。

扶持政策密集出台

在正定夜市火爆出圈的背后，“夜经济”作为文旅消费的新载体，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

“18至22点被称为夜间经济的‘黄金四小时’。”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旅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夜经济”带动下，旅游活动时间得到有效延展，夜间消费场景也持续拓展，除KTV、餐饮、购物外，沉浸式演艺、剧本秀、光影秀、音乐节等新项目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信达证券认为，伴随旅游市场逐渐恢复，旅游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市场增长更多靠内生驱动。 “夜经济”作为服务消费的重要形式，对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愈发重要。 “夜经济”政策保障从密集出台到精准投放，夜间旅游供给持续扩容，相关消费需求将全面升温。

今年以来，湖南、广西、辽宁、上海、浙江等十余省市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通过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等方式，大力发展夜经济。

比如，今年2月，贵州省商务厅等22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流光溢彩夜贵州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6年，基本构建布局合理、业态多元、富有活力、拉动明显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3月，西安市提出，举办2024年中国城市夜间经济发展大会等，打造10个左右夜间消费聚集区。

很多地方更是拿出真金白银拉动“夜经济”发展。 3月，宜昌市提出，鼓励企业或特色商业街区所在乡镇（街道）创建夜间消费集聚示范区，对获得省级、市级认定的，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一次性奖励，用于支持示范区内夜间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 对获评市级夜间消费示范街的，给予3万元一次性奖励，用于促进街区内夜间消费品牌集聚，提升街区服务能力。

上市公司也加快了布局，为“夜经济”的火爆再添一把火。 比如，同程旅行投资运营的古镇旅游升级改造项目———青靛甪直沉浸式夜游景区在今年4月30日正式对外开放。“五一”假期首日，同程旅行平台上该项目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200%。

再比如，重庆百货通过文化引流、艺术赋能，以“夜间剧场”打造城市会客厅，“光之塔”成为新晋人气打卡点，促进本地消费；黄山旅游则将花山世界主题园区，打造升级为集主题化、休闲化、科技化于一体的沉浸式主题园区，树立了特有的“夜游”新形象，打造夜游黄山新业态。

展望“夜经济”发展前景，戴斌表示，“夜经济”要有烟火气，但不能止于烟火气。 未来，还要运用科技为夜间旅游和“夜经济”提供更加坚实的产品基础，除了科技馆、无人机表演、灯光秀等，还要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带来更多的沉浸式演出或者情景式演绎，给游客的夜间精神生活、文化休闲带来更多选择。

让“爆红”成“长红”

以正定夜市为代表的下沉市场，正日渐成为拉动全国消费的主战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0327亿元，同比增长4.7%。 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升至40.1%。

一方面，县域消费的动能十分强劲。 以酒吧为例，美团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县城酒吧数量同比增长超70%。 越来越多酒吧业态在三四线城市生根发芽，从单一模式演变成“酒吧+餐饮”“酒吧+演出”“酒吧+展览”等多业态复合，消费人群更广泛、消费场景更多元、消费体验也更潮流。

另一方面，不少县城依托文旅资源，打出“白+黑”文旅组合拳，努力写好“夜经济”大文章。 《中国国内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显示，随着大众旅游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低线城市、小机场城市、县城和中心城镇已成为国内旅游新的增长点。 “过去五年，从城市、街区、商圈，到乡镇、农村，形成了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夜间经济集聚空间。 ”戴斌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心城镇和重点旅游村持续火爆出圈。

“不贵不挤”的县域小城，也依托性价比和舒适度收获了消费者的青睐，频频出圈。 然而，如何让“爆红”成“长红” ，正引发思考。

以正定为例，程超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从资源禀赋来看，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正定的文旅资源基础在县级城市中优势明显，且与石家庄等周边核心城市的通达性较好，可以很好地承接夜市爆火之后的“泼天流量”，在接待空间上保证了古城、夜市流量的顺畅转化。 也有不少城市并未充分评估本地旅游市场的容量，依赖单一的“网红”营销，看上去热闹，但最终难以形成有价值的积淀，也难以为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实际上，正定在“红”之前，已经把“红”之后的市场衔接工作想在前、做在前。 “我们降低或抹平马路牙子，让游客停车时轻松入位。 ”正定县文旅局党组成员霍哲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谈到，正定向社会免费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厕所，县城内上万个停车位免费共享，正定古城投放了60辆免费电动摆渡车，在南城门、阳和楼、广惠寺、荣国府等景区周边安装了17处直饮水景观亭……

“未来我们还要争取将小商品夜市的流量更多转化为过夜人数和景区流量。 ”霍哲表示，想要赢得“长红” ，就需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社会治理水平，只有修炼“内功” ，为游客创造良好的旅行体验，才能为城市长久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一个市场下沉、需求升级的大众旅游新时代已经到来。 政府与市场、自然与人文的相得益彰才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底层架构。 ”戴斌告诉记者，近年来频频出圏的网红城市正在有序构建“长红”的制度基础、市场基础和产业基础。 目的地县城和乡村要向市场释放更多的善意和温暖，以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现代商业环境留住游客。 县域市场在文旅游融合发展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A04

2024/5/11� �星期六

责编/张枕河 美编/苏 振 电话/010-63070408

经济新“夜” 态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57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4．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餐饮消费迎旺季 啤酒企业积极布局

●本报记者 杨梓岩

日前，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线下消

费市场时注意到，餐饮堂食消费火热。 以

五一假期为节点，餐饮消费进入旺季，全

聚德、海底捞、呷哺呷哺等上市餐企客流

量大增。 此外，“微醺经济”下小酒馆热

度走高，啤酒市场升温。 茶颜悦色等新茶

饮品牌日前跨界入局小酒馆，燕京啤酒、

重庆啤酒、 华润啤酒等上市啤酒企业也

积极布局，备战啤酒营销旺季。

堂食消费旺

五一假期以来， 记者在多家商场、

餐厅走访发现，不少热门餐厅门前大排

长龙，餐饮消费开启新一轮旺季。 不少

上市餐企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以五一假

期为节点， 餐饮消费热潮或将穿越暑

假，延续至中秋、国庆假期。

记者从全聚德获悉，近期公司旗下全

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等老字号餐

饮品牌迎来消费高峰。 五一假期以来，全

聚德和平门店每日开餐取号均超过300

桌，单日翻台率达456%，小桌最高超过7

轮次； 全聚德前门店平均每天翻台10次，

其中， 五一假期首日当天共发号1286个；

全聚德王府井店为了应对客流高峰，每天

提前半小时开餐，推迟半小时闭餐，日营

业额连续两天破百万；全聚德奥运村店基

本每天从开餐就开始排队。

从今年一季报来看，全聚德一季度

营收约3.58亿元，同比增长11.99%；归母

净利润约0.15亿元，同比增长66.85%，体

现出全聚德近年来在优化产品线、品牌

年轻化方面做出的努力。 全聚德表示，

菜品和服务创新有望进一步推动公司

在餐饮消费旺季延续业绩增长。

此外， 夏季并非火锅消费旺季，海

底捞、呷哺呷哺等上市火锅企业则依托

消费场景创新拉动消费需求。 海底捞方

面向记者表示，今年春夏“轻露营” 的

休闲方式走红，海底捞在各地推出不同

的户外创新业态。“五一假期以来，浦东

航头露营基地平均每天接待500多人

次，60顶帐篷几乎全部爆满， 我们还增

加了十几顶天幕， 才将客人全部安置

好。 ” 海底捞上海浦东航头露营基地负

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呷哺呷哺五一期间在热门旅游城

市的销售额猛增，北京、浙江和两湖地

区分别增长了15%、28%和39%。呷哺呷

哺方面表示，近期公司还出台了提高销

售额的举措： 针对会员每天互动发券，

玩转数字化营销；上新锅底、茶饮等产

品；多方找寻商机，在商场或商圈人流

多的地方设立茶车、 冰桶等销售冰饮，

拉升销售。

小酒馆出新花样

“天气冷的时候酒吧比较冷清，今

年五一开始掀起了新一轮消费高潮。 ”

在长沙经营一家精酿啤酒吧的罗先生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天气转暖，他的

小店里每天都坐满了顾客，店内座位不

够只能在路边支起桌椅。 他每天要从晚

上6点忙到次日凌晨3点左右。

事实上， 作为城市夜生活重要一

环，酒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夜消

费的晴雨表。 过去一年，酒吧业态快速

回暖。 美团数据显示，2023年酒吧指南

商家的交易额较上榜前增长60%以上，

赛道细分、消费下沉、跨界融合成为行

业发展新趋势。 今年以来，酒吧订单量

同比增长90%，LiveHouse订单量翻倍

增长。 走进凉茶铺喝一杯 “微醺龟苓

膏” ，去小酒馆打卡沉浸式戏剧，演唱

会后到LiveHouse“续摊” 欢唱……夜

幕降临，年轻人的“City� Drink” 火热

开场。

小酒馆热也引来了资本跨界布局。

今年4月， 茶颜悦色宣布推出旗下小酒

馆品牌“昼夜诗酒茶·艺文小酒馆” ，首

批5间门店已正式营业。 茶颜悦色方面

表示， 茶颜悦色旗下其他子品牌如鸳央

咖啡、古德墨柠、小神闲茶馆都有售含酒

饮品，市场口碑较好，由此决定将酒产品

作为主推产品，开辟新产品线。

值得一提的是，“微醺经济” 升温，

但入局小酒馆赛道并非易事。 “小酒馆

第一股” 海伦司2023年财报显示，相较

于2022年亏损16亿元，2023年海伦司实

现扭亏。 但海伦司去年门店数量为479

家， 相较2022年的767家， 同比下降了

37.55%，距海伦斯曾提出的到2023年开

出2200家酒馆目标相差甚远。

酒业分析师蔡学飞向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对于茶颜悦色等品牌，本身拥有

一定的品牌号召力与稳定的顾客群体，

也有一定的店面运营经验积累， 小酒馆

的年轻化特征与其本身客群有一定的重

叠， 此刻布局小酒馆可以跨界啤酒、果

酒、洋酒与烈酒等市场，满足消费者多样

化的需求，开辟新的业绩增长点，做大规

模效应，从而提升品牌竞争力。从行业来

看，小酒馆、啤酒吧等新的销售业态体验

性强， 互动效果好， 正处在蓬勃发展阶

段，渠道融合趋势明显，对于新品牌的导

入与推广具有积极作用。

头豹研究院数据显示， 中国小酒馆

行业市场极为分散， 全国小酒馆中个体

经营占九成以上。

酒企备战夏季营销

眼下， 啤酒市场也步入全年销售旺

季。近年来，高端化成为上市啤酒企业经

营关键词， 不少上市啤酒企业也在积极

布局，备战旺季营销。

去年， 燕京啤酒就已经尝到了营销

的甜头。和顶流艺人签约合作、在全国各

地举办啤酒文化节、啤酒音乐节等，吸引

年轻消费者。 2023年618期间，燕京啤酒

董事长耿超亮相京东直播间带货， 总观

看人数超过 645万，GMV同比增长

336%。

今年，燕京啤酒已启动“5·10品牌

日” 活动，拉开旺季营销的序幕。 耿超表

示，变革和增长是燕京发展的主题词，也

是今后一个阶段的奋斗目标。 燕京将对

接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不断扩充

中高端产品供给， 焕新升级品牌形象和

市场形态。

重庆啤酒方面，继乌苏之后，重庆啤

酒将重庆品牌定位为下一个重点打造的

全国品牌。 重庆品牌今年一季度推出新

品重庆火锅啤酒。面向啤酒消费旺季，与

后火锅合作的重庆啤酒体验店继续拓展

门店。此外，重庆啤酒广东佛山酒厂正在

调试设备，即将启动试生产。佛山酒厂将

成为重庆啤酒的第27家酒厂，满足华南

以及相关区域的需求。

此外，面对入夏以来的天气变动，华

润啤酒表示， 尽管去年基数较高及华南

地区近期天气波动， 公司对全年啤酒业

务的展望维持不变。目标销量持平，平均

售价预计实现低至中单位数增长。 华润

啤酒对于今年毛利率提升的信心依旧。

其中， 产品组合调整和销售及推广开支

比率稳定是主要驱动因素。 华兴资本指

出， 华润啤酒今年一季度因天气波动而

受到的负面影响， 预计将被即将到来的

体育活动旺季推广活动所抵消。

国投证券研报认为，二季度以来，餐

饮等消费场景进入旺季， 啤酒销量同比

增速有望回升。 主要啤酒企业仍积极推

进产品结构升级，高端产品增速亮眼。

实探正定夜市：

文旅融合烟火气 点亮城市“夜经济”

晚上六点半， 河北正定

夜市上已经人头攒动，600余

家商户忙得不亦乐乎， 热干

面、臭豆腐、麻辣烫、烤包子、

羊肉串……满满“烟火气” ，

点亮“夜经济” 。 今年以来，

全国多地大力发展夜经济，

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动力。 重

庆百货、黄山旅游、宋城演艺

等上市公司也加快布局，为

“夜经济”再添一把火。

近年来，在“下沉市场”

消费崛起背景下， 不少小城

依托文旅资源和“夜经济” ，

打出“白+黑” 组合拳，持续

拓宽文旅消费，“网红” 小城

迭出。 业内人士认为，“爆

红”之余，不少小城正有序构

建“长红” 的制度基础、市场

基础和产业基础， 政府与市

场、 自然与人文的相得益彰

正成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的底层架构。

● 本报记者 杨梓岩

河北正定小商品夜市上人头攒动 本报记者 杨梓岩 摄

视觉中国图片

让“爆红” 成“长红”

以正定夜市为代表的下沉市场，正日渐成为

拉动全国消费的主战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0327

亿元，同比增长4.7%。 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

乡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3%，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比重升至40.1%。

一方面，县域消费的动能十分强劲。 以酒吧

为例，美团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县城酒吧数量同

比增长超70%。 越来越多酒吧业态在三四线城市

生根发芽，从单一模式演变成“酒吧+餐饮”“酒

吧+演出”“酒吧+展览” 等多业态复合，消费人

群更广泛、消费场景更多元、消费体验也更潮流。

另一方面， 不少县城依托文旅资源， 打出

“白+黑” 文旅组合拳，努力写好“夜经济” 大文

章。《中国国内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显

示，随着大众旅游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低线城

市、小机场城市、县城和中心城镇已成为国内旅

游新的增长点。“过去五年，从城市、街区、商圈，

到乡镇、农村，形成了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夜间

经济集聚空间。 ” 戴斌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心城

镇和重点旅游村持续火爆出圈。

“不贵不挤” 的县域小城，也依托性价比和

舒适度收获了消费者的青睐，频频出圈。然而，如

何让“爆红”成“长红” ，正引发思考。

以正定为例，程超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资源禀赋来看，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正定的文旅资

源基础在县级城市中优势明显， 且与石家庄等周

边核心城市的通达性较好， 可以很好地承接夜市

爆火之后的“泼天流量” ，在接待空间上保证了古

城、夜市流量的顺畅转化。也有不少城市并未充分

评估本地旅游市场的容量，依赖单一的“网红” 营

销，看上去热闹，但最终难以形成有价值的积淀，

也难以为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实际上，正定在“红” 之前，已经把“红” 之

后的市场衔接工作想在前、做在前。 “我们降低

或抹平马路牙子，让游客停车时轻松入位。 ” 正

定县文旅局党组成员霍哲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谈到，正定向社会免费开放机关、企事

业单位内部厕所， 县城内上万个停车位免费共

享，正定古城投放了60辆免费电动摆渡车，在南

城门、阳和楼、广惠寺、荣国府等景区周边安装了

17处直饮水景观亭……

“未来我们还要争取将小商品夜市的流量

更多转化为过夜人数和景区流量。 ” 霍哲表示，

想要赢得“长红” ，就需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提

升城市吸引力和社会治理水平， 只有修炼 “内

功” ，为游客创造良好的旅行体验，才能为城市

长久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一个市场下沉、需求升级的大众旅游新时

代已经到来。 政府与市场、自然与人文的相得益

彰才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底层架构。 ”戴斌

告诉记者，近年来频频出圏的网红城市正在有序

构建“长红” 的制度基础、市场基础和产业基础。

目的地县城和乡村要向市场释放更多的善意和

温暖，以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完善的公共服务和

现代商业环境留住游客。县域市场在文旅游融合

发展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多地夜市火爆出圈

晚上五点半，河北正定国际小商品市场结束

营业。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现场发现，此时小商品

市场前的马路上，600余辆“承载”着全国各地美

食的流动餐车井然有序地排起长龙， 等候进场。

一小时后，小商品市场前停车场摇身一变，正定

小商品夜市开始营业，顿时变得热闹非凡。

4月以来，正定夜市火爆出圈。同程旅行平台

数据显示，当前关注正定旅游的外省市用户从北

京、天津、河南等周边区域，已扩展至山西、山东，

甚至是上海、广西等地。 “我在这个火车站工作

了30年，从未见过这么多人。 ” 正定火车站的检

票员盛师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吓我一跳！ ” 一位抖音博主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感叹， 第一次走上夜市旁停车楼向下俯瞰

时，就被正定夜市的规模深深震撼。而正定夜市，

近期也正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被“围观” ：微博上，

正定夜市相关话题阅读量超1500万次；抖音上，

正定夜市相关话题也屡次登上热搜榜。

“正定小商品夜市已经开业12年了。 ” 正定

国际小商品市场总裁、正定小商品夜市创始人李

樟潮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夜市从只有几十家

摊位入驻，到现在总摊位突破600家，美食摊位超

500家，日客流量最多超过2万人次，2023年营业

额突破3亿元，已经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

正定夜市，成为当下“夜经济” 火爆全国的

一个缩影。

据商务部《城市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显

示，中国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购物中心

每天18时至22时的消费额占比超过全天的二分

之一。 1月，文旅部公布了总计102个第三批国家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越来越多的

城市加快布局“夜经济” ，创新供给形式。

在正定夜市的“感染” 下，5月以来，钦州、北

戴河、义乌、东港等全国各地夜市热度攀升，消费

新“夜” 态向旅游市场“毛细血管” 持续深入：在

广西柳州，风情港夜市人流如织。 夜市内贩卖的

鸭脚螺蛳煲、炒螺蛳粉、烤生蚝等广西特色美食，

吸引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闻味而来” ；在

山东威海，东城路夜市的餐车上，海肠捞饭、捞汁

小海鲜等新老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和游客围

着梧桐树放松休憩；在江苏南京，曼度年华夜市

除了以“南京味道” 吸引客流外，还上新了“露

营+”“直播+” 等多种潮流玩法，致力擦亮“夜

间消费” 新名片。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夜市在旅游消费与大休闲高度融合的

趋势下，释放本地文旅消费潜力的切口不再局限

于传统意义上的大牌景区，而是源自更加碎片化

的元素。其中，更具“烟火气”的夜市、美食、演艺

等具有更强大的传播势能，也更容易在年轻消费

者中引起共鸣。

扶持政策密集出台

在正定夜市火爆出圈的背后，“夜经济” 作

为文旅消费的新载体，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

“18至22点被称为夜间经济的‘黄金四小

时’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旅部数据中心主任

戴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夜经济”带动下，旅

游活动时间得到有效延展，夜间消费场景也持续拓

展，除KTV、餐饮、购物外，沉浸式演艺、剧本秀、光

影秀、音乐节等新项目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信达证券认为， 伴随旅游市场逐渐恢复，旅

游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市场增长更多靠内生

驱动。“夜经济”作为服务消费的重要形式，对促

进消费、拉动内需愈发重要。“夜经济”政策保障

从密集出台到精准投放， 夜间旅游供给持续扩

容，相关消费需求将全面升温。

今年以来，湖南、广西、辽宁、上海、浙江等十

余省市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通过延长夜间营业时

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等方式，大力发展

夜经济。

比如，今年2月，贵州省商务厅等22部门印发

《关于加快流光溢彩夜贵州夜间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6年，基本构建布局

合理、业态多元、富有活力、拉动明显的夜间经济

发展格局；3月，西安市提出，举办2024年中国城

市夜间经济发展大会等，打造10个左右夜间消费

聚集区。

很多地方更是拿出真金白银拉动“夜经济”

发展。 3月，宜昌市提出，鼓励企业或特色商业街

区所在乡镇（街道）创建夜间消费集聚示范区，

对获得省级、市级认定的，分别给予10万元、5万

元一次性奖励，用于支持示范区内夜间消费基础

设施改造升级。 对获评市级夜间消费示范街的，

给予3万元一次性奖励， 用于促进街区内夜间消

费品牌集聚，提升街区服务能力。

上市公司也加快了布局，为“夜经济”的火爆

再添一把火。比如，同程旅行投资运营的古镇旅游

升级改造项目———青靛甪直沉浸式夜游景区在今

年4月30日正式对外开放。“五一”假期首日，同程

旅行平台上该项目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200%。

再比如，重庆百货通过文化引流、艺术赋能，

以“夜间剧场” 打造城市会客厅，“光之塔” 成为

新晋人气打卡点，促进本地消费；黄山旅游则将

花山世界主题园区，打造升级为集主题化、休闲

化、科技化于一体的沉浸式主题园区，树立了特

有的“夜游” 新形象，打造夜游黄山新业态。

展望“夜经济” 发展前景，戴斌表示，“夜经

济”要有烟火气，但不能止于烟火气。 未来，还要

运用科技为夜间旅游和“夜经济” 提供更加坚实

的产品基础，除了科技馆、无人机表演、灯光秀

等，还要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带来更多

的沉浸式演出或者情景式演绎，给游客的夜间精

神生活、文化休闲带来更多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