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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政府作为夜间经济“掌灯人”的作用

发展任何产业都会出现一些管理问题，发展夜经济也
不例外。因此，政府在管理方面确实负有夜经济“掌灯人”
的责任。其中，特别是涉及环境相关的问题比如餐饮、旅游
等，会对居民的生活秩序产生影响。那么研究夜经济时，在
具体的布局上要有规划，针对不同的区域划分进行不同的
管理。比如面对垃圾的问题，可以以上海为榜样学习经验，
而在交通方面， 建立一种合作的机制也是一种不错的尝
试。我曾经和朋友开车去簋街吃饭，结果找不到位置停车，
商家采取的就是代泊的策略，也就是帮忙将车停在一些空
置的场所。 通过企业租用社会部门或组织的停车场地，就
能动员社会力量，将闲置静态的资源开挖，形成市场主体
之间的合约。此外，面对一些人流量大的区域，晚上是否需
要进行交通管制，都需要管理部门进行细化，来消减夜经
济会造成的不利影响。

在交通方面， 北京有着发达
的交通基础设施，尽管公交和地
铁覆盖率较高，但是在营业时
间上受到限制。因此在延迟地
铁、公交营业时间的同时，还
可以尝试通过一些平台的数
据整合来优化交通线路的运
营时间， 让人们不担忧回家难
的问题。

而在城市规划方面，可以在居民生
活区进行娱乐设施配套，提供就近的休闲娱
乐服务，减少人们跨区消费的频率。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 李勇坚

如何做好夜间公共资源整合

对于夜经济的发展，我想提出三点
建议： 一是面向不同目标人群特别
是年轻消费群体，加强夜间经济消
费场景的研究与策划，深挖文化、
展演、体育、休闲等业态和产品，
充分利用商业综合体、剧院、体育
场馆等室内设施克服天气影响，

建设特色鲜明、富于黏性的吸引力
锚点；二是除了树立“夜京城”地标区

外，还应该尽快针对活力不足、服务较少
的生活、科教、产业区，制定夜间经济促进措施，

允许市场主体发展体育健身、24小时便利店、 深夜食堂等设
施业态，切实提高北京的“烟火气”和“包容度”，打造多元、普
惠的夜间经济载体；三是部门联动、综合施策，切实减少发展
夜间经济的制度成本和管理成本，并给予市场主体夜间电价
优惠、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支持政策。

夜经济不仅仅只是吃喝
的内容， 它应该是公共资
源如何整合利用。比如大
学的空置球场， 能不能
在保证公共安全的前提
下，利用大数据的管理，
在夜晚为居民开放？比
如在税收方面，能不能为
一些晚上11点以后营业的
商店减轻增值税？比如对于夜
间娱乐，社区能否提供这样具有
互动性、高质量的服务满足居民的就近需求？互联网夜经济的
发展是一整套包括吃、行、娱乐的文化消费。

为此，我认为发展夜经济需要达到四个“全部”要求，包括
全部人群、全部季节、全部业态和全部地域。其中，夜经济不只
局限于年轻人， 老年人、 中年人等群体的消费需求也应该考
虑。而在冬天温度低的季节，也需要进行一些合理规划来提高
人们的夜间消费欲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马亮

延长公共交通营业时间 就近配套娱乐设施

在发展夜经济的过程中， 离不开政府的

支撑。作为夜间经济的“掌灯人”，政府需要

划清权责，提供必要的交通、治安、服务、补

贴等规划举措，以保障安全、促进消费。

如何让城市之夜更繁荣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科技部主任 王强

因地制宜 多部门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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