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的夜间消费还需要进一步挖掘。业
内专家表示， 北京有不少地区事实上都有很
好的夜间消费环境和基础， 完全可以做到夜
间开放，店铺24小时营业。相关部门可以先对
一些北京特色开放式街区进行引导尝试，支
持它们对软硬件设施进行改造， 使之具备24
小时开放的条件， 慢慢也会聚集更多特色店
铺夜间营业，形成夜间消费氛围。

北京不断打造夜间消费“文化 IP”。策划
组织一批戏曲、相声、电影、歌剧、音乐、读
书等主题鲜明的“夜京城”文化休闲活动。
继续扶持24小时实体书店。鼓励有条件的博
物馆、美术馆延长开放时间，逢重要时间节
点、传统节日开放夜场参观，举办夜间文化、
旅游活动。

北京各区培育特色精品夜市，以文化、旅
游、购物、餐饮等为主题的周末或节日精品夜
市活动。

随着游客的夜间旅游参与度越来越高、
消费意愿越来越强， 夜间旅游成为夜间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布局夜间消费的同时，
北京还将编制了《北京夜京城消费指南》，实
现线上线下联动， 让居民的夜间消费更便
利。全面营造夜间消费场景，助力国际一流
和谐宜居之都建设。

从《措施》的内容来看，夜京城商圈分
布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辐射北京全城。
这也能为北京的夜间经济带来极大的促
进和带动作用。

国贸、三里屯汇集了合生汇、太古里、
国贸商城等众多热门商业项目。三里屯太
古里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太
古里的开放式构造为夜间消费提供了更
多可能性。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中了解
到， 尽管太古里内的大多数品牌门店在
22时关店，但商圈内的餐厅、茶饮门店可
继续营业并提供服务。朝阳合生汇在今年
推出“深夜食堂”项目，联合商场里的40
余家餐饮品牌延长营业时间，提供夜间餐
饮服务。

北京也在寻找“夜京城”的平衡点。相
比东三环的国贸、三里屯以及蓝色港湾等
夜经济地标、商圈，华熙LIVE作为西四环
的主要商业综合体， 与五棵松地铁站相

连，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文体赛事活动
期间，人流量可与工体、三里屯相媲美。
华熙 LIVE由五棵松体育馆 、M空间 、
HI-PARK、HI-UP商业区等板块组成。华
熙LIVE统计数据显示， 在此每年将会举
办演唱会、 体育赛事等活动200余场，吸
引观众数百万。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
所长关利欣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称，从北京现有商圈的夜间经济发展情况
来看，夜间消费主要集中在三里屯、簋街、
后海等以酒吧、餐饮、休闲等业态为主的
商圈。这些商圈主要位于主城区，商家集
聚程度较高，随着人气的提升，形成了较
强的规模效应和影响力。随着北京市政府
出台的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逐
步落地，发展夜间经济的商圈数量将进一
步增加，其空间分布和业种业态也将更加
完善，从而为广大居民的夜间消费创造更

为便利的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北京“夜京城”商

圈布局，北京的地铁、公交交通服务也给予
便利。北京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每年
5-10月， 每逢周五工作日及周六休息日，
将对地铁1号线和2号线延长运营时间，其
中1号线双向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沿线各
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均在 0:30以后 。2号线
双向延长运营1.5小时，沿线各站末班车发
车时间均在0:30以后， 进一步为消费者前
往长安街沿线及二环周边的夜京城消费场
所提供便利。

在关利欣看来，延长地铁时间、缩短夜间
公交间隔时间等配套政策， 一方面将有效增
强商圈的可达性和便利性， 为商家延长营业
时间、消费者延长夜间消费时间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 也将进一步扩大消费者的夜间活
动范围， 带动交通便利的新晋商圈更好地发
展夜间经济。

热门商圈跟进“夜”消费

在中购联购物中心委员会主任
郭增利看来，目前重点发展的“夜京
城”地标、商圈、生活圈以东部方向、
东北方向为主。尽管华熙LIVE是北京
西部重点打造的夜经济项目，但也面
临着客流实际消费力低的难题。北京
一位华熙LIVE工作人员则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比赛为项目带来了客流
量，却没有转化为高效的购买客群。

对此，关利欣强调，想要把客流
转化为实际消费，夜间的商圈不仅需
要通过增强体验来吸引更多消费者，
还需要强调商圈整体的夜间消费环
境、多业态的复合程度、创新元素的
丰富度、交通便利程度等，这些均是
促使消费者愿意买单的重要因素。

郭增利则认为，从目前的区域划
分来看， 每个地区都具有属地特点，
发展夜经济的方向自然也有所差异。
北京南城商业项目需要进一步增加，
西城的商业发展要注重原创性。“南
城以居民为主， 西城有不少机关单
位，两处消费人群不同；基于不同的
特点，每个区域发展夜经济时也应有
独立的发展定位，而不是简单的复制

样板区域的运营模式。”
“夜间经济的地标或商圈的建设不是

千篇一律的，可以充分挖掘不同商圈的定
位和特色，突出古都风貌、时尚潮流、商旅
文融合、有限娱乐等多元化主题，更好地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关利欣
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郭增利进一步解释称，华熙LIVE有众
多体育活动在服务非属地居民的消费需
求时，也要满足“属地”居民的需求，使项
目融入到西城的夜生活中。“如果是非重
要的商圈，想要发展好夜经济就应强调便
利性， 因为一旦能够满足消费需求的酒
吧、便利店、餐厅等商业业态超过5公里，
将会抑制消费需求。这也就要求非重要的
商圈通过提高便利程度实现真正属地化。

对于北京夜经济的发展，北京商业经
济学会会长王成荣表示，北京夜经济是一
块可挖掘的金矿，随着部分地铁末班车的
发车时间延后、夜间的公交专线开通及缩
短夜间线路发车间隔等措施接连落地，将
带动更多的区域参与夜经济的发展，例如
房山、昌平、通州等。王成荣强调，应该鼓
励条件较成熟的、管理跟得上的区域先行
先试。

区域夜经济需注重“本地化” 文商旅共促夜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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