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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视社会和环境问题
夜经济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很多西方国家比

如英国、 美国等在早期已经在实施发展夜间经济的
内容。实际上，有很多国外研究报告指出，尽管经济
消费增加了， 但是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并出现
上升的趋势。例如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可能会涉及
到喝酒、吸毒等不健康的内容，增加了夜间安全治理
的问题。此外，消费产生的大量垃圾也会给城市的卫
生环保带来压力。

不仅如此，由于延长了营业时间，和娱乐休闲相
关从业人员的工作内容随之增加，负担变重，如何解
决夜经济下的劳工制度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
当我们在倡导夜间经济发展时， 不能只着眼于经济
指标，而忽略掉背后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尽管西方城市走在前列， 但是我们能从其经验中进
行学习和预防，从而更好地规划夜间经济布局。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洪涛

夜经济成为国际消费热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
们的消费水平提高，夜
消费逐渐从消费谷底
进入一个消费热点，
并且逐渐形成“夜经
济”模式。如何说借鉴
国外的夜经济发展的经
验， 可以归纳为8种模

式，包括美国纽约的“不夜
城”、英国伦敦的“酒吧文化”、

韩国首尔的“夜猫子夜市”、日本涩谷的多元夜生活、法国
巴黎的文化夜游经济、泰国曼谷的旅游夜经济、意大利的

“慢城模式”和马来西亚的SPA服务。
最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的“慢城模式”的夜经济。在意大

利小镇布拉，有个“慢食组织”总部在这个城市，似乎是逃避
一切俗事的最佳地点。 当地人会在路边咖啡座坐上大半天，
或是与友人闲聊或是看着人来人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12月，共有252个“国际慢城”分布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

在国际上，夜经济并不

是一个新鲜事儿。尽管不同

国家、城市发展夜经济的方

式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离

不开与当地特色、 人文环

境、 政策举措等相结合，我

们能从中吸取经验，从而更

好地规划夜经济。

夜经济的他山之石

伦敦、 悉尼等城市在发展
夜间经济时，普遍注意控制
灯光、 噪音等污染对普通
市民的影响，例如采取分
区、分时管理的办法，减
少扰民问题。 相应的监
管措施较为灵活，一般不
会因为市容市貌、 公共安
全等因素采取“一刀切”，而
是注意给予较大的宽容度。

更重要的是， 这些城市普遍具
有系统的消费场景策划， 集中力量打造富于特色的夜间消费
吸引力锚点，成为城市形象、城市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我曾在纽约百老汇看过一次音乐剧，发现很多剧院都设有
夜场，门票有大幅优惠。而且深夜剧院区附近有大量的餐饮、
酒吧、商店营业，看完音乐剧后仍能有较多的消费选择。同时
周边夜景照明、地铁、安保措施等支撑体系较为完善，城市夜
景美观，交通方便并且安全感较高，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非常
热闹。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科技部主任 王强

夜经济城市有系统的消费场景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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