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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前门：老商圈迎来新流量

眼下这片定位‘古都风貌’的历史街区上，‘文化’、‘体验’、‘非遗’相关新业态

悄然而生，也吸引着旅行者之外的家庭客群、年轻客群，在月色中叩响‘前门’。“
”

夜经济商圈简历
前门

夜经济
商圈

所属区东城区、西城区

主要经营
主体天街集团、北京广安控股集团等

形态
性质街区式 主要

特色

老字号、 文化体验
类店铺、特色餐饮

开放
时间约80%的商家营业至晚11点

主体
人群

前门大街以游客为
主、北京坊一带以市
民为主

交通
配套 地铁2号线前门站、地铁7号线、8

号线珠市口站

曾经老北京的“贵族范

儿”穿搭指南被概括为：“头

戴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

瑞蚨祥、腰缠四大恒”，这其

中前三者都起源于前门地

区。按照“丰”字空间结构，前

门商业区可概括为一轴三街

六片区的空间格局。与三里

屯、五棵松等商娱联动“夜京

城”地标的“潮”味相比，分属

东西城两区、老字号文化与

商旅文化共生的前门地区，

显得古今交错。眼下这片定

位“古都风貌”的历史街区

上，“文化”、“体验”、“非遗”

相关新业态悄然而生，也吸

引着旅行者之外的家庭客

群、年轻客群，在月色中叩响

“前门”。

晚上7点间的月亮正巧照在前

门大街街口的牌楼之上，步行街上的

“铛铛车”依然穿梭在步行街的南北。

民俗学者艾君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清代的前门就有“深夜消费”：乾

嘉时俞清源在《春明丛谈》中描绘

道：“凡金银珠宝以及食货如山积，

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恒日暮不休”。

穿越至今，夜晚的前门地区呈

现出“街”与“坊”画风上的差异———

“北京坊一带有点文艺、高冷范，

Muji酒店、Pageone书店引人注目；

前门大街则是传统氛围浓厚，街区

中是‘新老交错’，老字号之间又穿

插着一些新品牌。”在初来前门的游

客刘先生看来，这里有一种奇妙的

拼贴感。

前门街区与大栅栏核心北京坊

的“画风差”背后，折射出区属、运营

主体及业态布局上的差异。“以前门

大街西侧、与之平行的珠宝市街为

界，将前门地区一分为二，西侧的大

栅栏、北京坊归西城区政府管辖，东

侧的鲜鱼口及前门大街两侧商铺划

归东城区。”东城区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据了解，天街集团为前门大街的

主要运营主体，北京坊项目业主则

为北京广安控股集团。“前门一带曾

经在运营上有过一段‘纠结变数’。”

据营销人士杨帆介绍 ，2008年

SOHO中国以54亿元的价格取得前

门大街开发权及招商代理权，招商

结果与“打造香榭丽舍大街”的定位

并不相符。2013年后天街集团开始

主导招商运营。据天街集团提供的

最新数据，单是前门大街一带目前

现有商户169家，其中老字号商户33

家，2018年度全年接待游客约3285

万人次。

区位不同也造成了客群的鲜明

差异。第三方机构数据监测显示，今

年暑期一周（8月5日-9日）晚6点至

凌晨3点期间，前门大街的京外人数

占比约64%以上，鲜鱼口一带达到

72%左右。与前门大街月色中熙熙

攘攘、口音各异的游人不同，北京坊

项目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提

供的用户画像显示：“北京坊一带的

消费者中，85%的是北京居民，游客

占比少数。”除了东西两块区域受众

的区别，前门夜间人流量“北热南冷”

的温差明显。记者看到，北街上熙攘

的人群，到了南街就成了三五成群的

散客；客流集中在横穿过前门大街、

东西走向的鲜鱼口与大栅栏街巷，

灯火通明。

画风与客流的温差

坐落前门腹地的老字号展演机构，为夜间

带来声色光影。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位于大栅

栏商业街上的大观楼是北京最早的电影院，每

日的最晚场次在零点前后散场。东边鲜鱼口街

道上的天乐园戏院有近200年的历史，周末的晚

上正在上演时尚京剧《亮相》。

晚9点散场后从戏院走出的观众李女士显

得意犹未尽：“《亮相》这出戏是将《关公开台》、

《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经典折子戏串联呈

现。舞美灯光效果不同以往，融入了VR技术。

680元档位的票价还包括京剧戏服装扮体验、拍

照的内容，确实能够激发年轻人对于京剧的兴

趣。”通过票务平台可以看到，《亮相》未来一周

的票已经售罄。

传统演艺机构拉夜经营的“文化体验牌”，

成为前门地区运营主体不约而同的策略。“现在

来到前门大街不仅仅是参观游览，人们还可以

花费更多时间驻足前门体验文化，享受生活。下

一步将继续优化业态结构，提升年轻客群的消

费体验，营造生活式、亲子式、交流式的商业氛

围。”天街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介绍道。北京广安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胡望林对北京坊的期待也是一种“沉

浸式体验商业”。据广安控股方面介绍，今年

4-7月末，北京坊8家主力店铺合计深夜时间段

（21：00-2：00）销售额46万元，日均仅4600元，

销售额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坊所在商圈远

离侨民区、居民区和大学生区，亦非传统意义上

的深夜经营区。通过开启夜间市集，开辟出租车

落客区等多项举措，8月深夜经济销售额16万

元，增至日均6473元。

数据显示，晚6点以后活跃在前门大街的客

流中，45岁以上的人数占比约37%，北京坊地区

约为22%。北京坊地区23-35岁年轻人群最多，

占比约42%。

内容与体验已经成为商圈自救的标准打

法，但带有审美价值的新消费方式如何在夜晚

释放更多能量又是新的问题。据北京商报记者

不完全统计，单前门大街主干道上的主营非遗、

文创产品的机构就有20家左右。除了以经营文

创产品的前门华韵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营

业至晚10点，其他如宜兴传统文化馆、安徽非遗

馆、永新华韵贵州非遗技艺展展厅都在下午6点

半左右关门。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前门地区夜间的文

化场景也有不少窘境。一家名为北京悦云轩的

艺术机构晚9点间的拍卖引来不少驻足者，百余

元的作品在叫卖声中无人问津。北京坊露天美

术馆通宵达旦地在户外展示着装置与名家书

画，但展览内容并不新，停留在2017年。

老字号与新体验

餐饮业态也借助前门地区的老字号力量创

造了夜经济新流量。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卜希霆看来，美食牌与文化牌的

结合是前门地区夜经济出彩的关键。

老字号餐饮品牌“都一处”的名号来源传说

与“夜间经营”有关：据说乾隆皇帝在一个大年初

二的晚上私访时到此用餐，由于其他店都关门

了，便为它赐号“独一处”。眼下，前门地区的许多

小吃店普遍至晚10点以后打烊，每晚人潮涌动

已经成为常态。数据监测显示，今年7-9月，夜间

在鲜鱼口一带活动的人群驻留时间平均约为45

分钟，以用餐时间考量，可谓“吃完就走”。

在繁荣夜经济的导向下，以特色餐饮代替

“伪小吃”正成为趋势。据天街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结合前期对消费业态及消费客群的甄选，

经过了多轮的筛选，决定在广场等公共空间引

入“啤酒花园”等时尚餐饮、文化演出等体验活

动内容，期望为前来前门大街游玩的游客及当

地群众营造夜间消费好去处，为前门商业区增

添富有生活质感的烟火气息。

北京商报记者看到，阿里山广场“啤酒花

园”的菜单以啤酒、烤串、德式烤猪肘等菜品为

主。商家“大前门里小酒馆”老板赵宇称：“夜市

还是要有夜市的样子，老北京传统的吃食，前

门大街有、鲜鱼口有、北京各处的老馆子也有，

夜市索性就做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赵宇

通过近两个月的统计发现，来夜市消费的人群

中80%以上是北京市民。为了作出文化味，广场

上还搭建了非遗展演小舞台。啤酒花园每年5月

到10月营业。冬天商户会搬到鲜鱼口里的室内

门店，继续提供深夜食堂服务。

除了啤酒花园，值得关注的是故宫冰窖餐

厅门面贴着“即将开业”的标识，已有不少年轻

人提前“种草”以待开业随时打卡。

商务部品牌专家顾环宇表示，前门地区曾

经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调整和改造，寻找自己的定

位，商业内容的变化也对前门商圈的特色提出了

挑战。在艾君看来，“前门的夜晚充满了老北京味

道和新北京味道的交融。它所代表的应该还是立

足本土的京味文化”。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

京味餐饮文化的多元尝试

夜间人群画像（监测时段：2019年8月5日-9日晚6点至凌晨3点）

夜间人流量（驻留1小时及以上）：

年龄分布

京外游客占比

前门大街 鲜鱼口 北京坊

64%约 72%约
42%约

前门大街

北京坊

鲜鱼口

约5万人

约

6000人
约

3000人

45岁以上人群 23-35岁人群

37%

22%

前门大街占比

北京坊地区占比

30%

前门大街占比

42%

北京坊地区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