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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最具人间烟火气，“夜间经济”

如何点亮城市发展？

“夜间经济”是白天经济活动时间的延伸，是利用夜晚

时间和空间盘活闲置资源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发展“夜间经

济”的基本条件：一是经济发达，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二是

有夜间消费文化；三是基础设施完善。“夜间经济”北方注

重文化，南方注重多元体验。从政策引导的角度来看，上海、

北京“夜间经济”发展政策都突出“国际范”“时尚潮”“烟

火气”和“多元业态”。北京的政策更突出“文化芯”“科

技核”“便利度”，上海的政策更突出“上海味”“氛围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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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最具人间烟火气，“夜间经济”如何点亮城市发展？

“夜间经济”是白天经济活动时间的延伸，是利用夜晚时间和空间盘活闲置资源的经济活动的

总称。发展“夜间经济”的基本条件：一是经济发达，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二是有夜间消费文化；

三是基础设施完善。“夜间经济”北方注重文化，南方注重多元体验。从政策引导的角度来看，上

海、北京“夜间经济”发展政策都突出“国际范”“时尚潮”“烟火气”和“多元业态”。北京的

政策更突出“文化芯”“科技核”“便利度”，上海的政策更突出“上海味”“氛围感”。

一、做好“白天经济”为“夜间经济”打基础，京沪最具人间烟火气

“夜间经济”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为改善城市中心区夜晚空巢现象提出的经济学概念，以休闲、

旅游观光、购物、健身、文化、餐饮等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城市消费经济。根据《上海市商务委等九

部门关于本市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夜间经济”是指从晚7点至次日6点在城市特定地

段发生的各种合法商业经营活动的总称。“夜间经济”是白天经济活动时间的延伸，是利用夜晚时

间和空间盘活闲置资源的经济活动的总称。“白天经济”偏生产制造，“夜间经济”偏消费，更多

代表的是“转移效应”而不是“增量效应”。在收入无法短期内大幅增加的前提下，消费也是既定

的，无非就是消费时间上的转移，从白天转移到了晚上，对城市而言没有增量价值。“夜间经济”

是需求主导，而且当地居民都有夜间活动的习惯。所以，“夜间经济”能长足发展的重要前提就是

“白天经济”发展得好，居民可支配收入高，才有空间释放消费潜能，并且当地有夜间文化，夜间

活动才越丰富。

“夜间经济”具有集聚效应，通常存在于一个城市的少数街区。发展“夜间经济”的基本条件：

一是经济发达，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二是有夜间消费文化；三是基础设施完善。2022年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前十的城市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厦门、无锡。这

些城市基本符合三大高薪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的区域分布。北京、上海承担着总部基地的职能。其他城市民营经济发达，人均收入高。根据

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40%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聚集在东部地区。其中，上海、北京的夜间文旅消费业态集聚度高、公共服务完善，分别拥有12

个、11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苏州、广州各4个；杭州、南京、厦门各3个；宁波、

无锡各2个；深圳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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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2022 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十城市

来源：地方统计公报，新华财经

图表 2. 2022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十城市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数量

来源：文化和旅游部，新华财经

二、对标国际，“夜京城”和“夜上海”有何不同？

从政策引导的角度来看，上海、北京“夜间经济”发展政策都突出“国际范”“时尚潮”“烟

火气”和“多元业态”。北京的政策更突出“文化芯”“科技核”“便利度”，上海的政策更突出

“上海味”“氛围感”。国际化方面，上海设立“夜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由各区分

管区长担任“夜间区长”，“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大多是商业企业的负责人。这些“新头衔”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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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是首创，国际上伦敦、纽约数十个城市设立了类似的职位，目的是统筹发展“夜间经济”，丰富

夜间活动产品供给，创新管理制度。京沪两地“国际范”共性体现在时尚地标、打卡地、生活圈点

位“多点开花”。“烟火气”体现在京沪都致力于打造“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丰富夜间餐饮

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指的是丰富夜间文旅活动，引导夜间文化娱乐业态良性发展。

基于城市特性，北京的政策更突出“夜间经济”的“文化芯”“科技核”“便利度”。根据《北

京市促进夜间经济繁荣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夜经济3.0版政策”），北京“夜间文化消费”

突出动静结合，包括打造夜场展览、夜读、“博物馆奇妙夜”“夜京城戏折子”等夜间演出剧目，

引导和支持剧院、剧场、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书店等主体延长夜间开放时间。北京“夜间消

费”的科技感指的是运用光影数字技术升级智慧配套设施，营造炫彩沉浸的户外场景环境，将虚拟

现实、全息投影等数字科技和城市美学结合起来。北京“夜间消费”的便利度指的是加快建设城市

一刻钟便民服务圈，视情况延长营业时间，激发社区商业活力。

“夜间经济”北方注重文化，南方注重多元体验。上海发达的“夜间经济”根植于历史悠久的

商业形态，繁华的“业态”在“夜态”中焕发生机。“夜上海”是天然的IP，休闲业态有深厚的历

史积淀，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随着“四大环球百货”的相继开业，南京路

的繁华映射出亚洲百货业的繁荣，南京路曾有“远东商业第一街”的美誉。立足于消费，又可以衍

生出更多的业态。上海的空间规划承载“夜间经济”的“多元业态”。《上海市夜间经济空间布局

和发展行动指引（2022-2025）》提出上海夜间经济发展的“1+15+X”空间布局体系，建设“24小

时活力城市”新场景，沿着“一江一河”滨水夜间经济活力带、15个引领潮流的夜生活聚集区，围

绕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秀、夜读、夜动，布局夜间活动。

三、发展“夜间经济”根本在于“有钱有闲”，2023 年仍然有一定困难

“白天经济”偏生产制造，属于收入端，“夜间经济”偏消费，收入无法增长的情况下消费的

增量有限。目前关于“夜间经济”的讨论局限于消费供给的“夜间形态”，根本在于如何破解“有

钱有闲”的问题，收入增加的瓶颈还是在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创业难、就业也难，收入增长有限，

消费空间被挤压。疫情防控放开以后，人们的消费欲望并不高涨，短时间内对经济恢复还起不到刺

激作用。市场上不少声音表示2023年年中市场环境或有所改善。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鼓励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灵活就业，才能推动消费恢复。我们可以

看到，发展“夜间经济”的一个好处恰巧就是鼓励多渠道增收，虽然作为消费服务的提供者在夜间

未必能多挣多少钱，但至少延伸扩展了提供服务的时间和空间，能吸引那些下班晚、集下班吃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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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逛街于一体的消费者，也就是吸引一部分本来的白天消费者。这是消费的“转移效应”，而非

“增量效应”，“增量效应”还是在于市场环境改善带来的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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