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西四环的吴智十几年来至少有一半的夜晚混迹东直
门、 工体一带参加各种饭局， 但最近他已很少参加这种需要
“横跨五个环路”的活动。

还是20岁的女儿告诉他西边也有这么好玩儿的地方。好
不容易留学归来的女儿这个暑假经常在华熙参加聚会、 观看
演唱会或者在Livehouse陶醉于音乐。对于像吴智的女儿这样
的年轻人而言，五棵松已经成了和三里屯、工体一样的夜生活
地标。

“华熙的目标客户是心理年龄在35岁以下的消费者。”华
熙LIVE常务副总裁马杰的这句话让北京商报记者印象深刻。

“为年轻人提供沉浸式体验”是华熙经营的核心理念，据此，华
熙在布局上将超过四成业态安排为餐饮， 另外近六成也全部
为各种体验类商家， 其中包括喜茶等网红流量品牌、 体育品
类、嘻哈包袱铺、电子竞技场馆———Hi-FUN、篮球运动场馆
Hi-PARK等。

所以这些体验类消费的核心都是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服
务，而追求丰富的夜生活则是年轻人的普遍需求。

第三方数据机构研究显示，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到
访华熙的消费者年龄在35岁以下的约占53%，36-45岁消费
者约占25%。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晚餐只是夜生活的开始，而不
是一天的结束。“华熙设置外摆餐位， 特别是开展深夜食堂
以后， 通常凌晨3、4点还有消费者在我们的餐饮门店中流
连。”马杰说。

在日常运营上， 华熙全场68家不同业态品牌营业至深夜
2点。当然，夜间经营也给运营带来了压力。马杰介绍说，华熙
今年公共座椅及配套花箱组从800个增加至2500个， 垃圾桶
从80组增加至240组；人员方面，保洁人员从原来的85人增加
至160人，安保从120人增加到220人；原有卫生间从5组增加
至9组，为深夜运营保驾护航。

荩荩 瞄准心态35岁以下消费者

五棵松商圈现在成了海淀区乃至整个京城西部的“文体
委员”。

海淀区商务局局长王澎介绍说：“华熙的特点是以商业+
文娱体验为中心，目前客流量日均5万人次。”她认为，华熙已
和中关村及北京西站食宝街成为海淀区初见成效的夜间消费
聚集区。

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研究显示，华熙的夜间客流（18点-
次日6点）在有演唱会等大型文体活动的周六通常可以达到3
万人次左右，在工作日也可达到1万人次左右。

夜间经济似乎天生就与大型文化、体育活动有密切关联。
工体商圈繁荣的餐饮、娱乐、零售业态也与工体经常举行的大
型比赛、演唱会相关。

今年夏天在五棵松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的名单里， 既有郭
富城、蔡琴等老牌实力唱将，又有张杰、萧敬腾、李荣浩、林宥
嘉、吴亦凡等当红歌手，还有杨千嬅、陈绮贞等灵魂歌后，平
均每场观众规模在9000人左右。五棵松体育馆每年举办大型
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活动超过500场。

在华熙的各种业态中，餐饮、文娱、零售占据前三位，文娱
业态数量仅次于餐饮。华熙LIVE街区内设有多个中、小、微型
场馆，入驻了开心麻花、嘻哈包袱铺、Mao·Livehouse等多个
小剧场，还包括电子竞技场馆———Hi-FUN等。

街区式的布局成为了消费者可以在华熙通宵达旦的先决
条件。与众多“盒子式”的商业项目不同，华熙街区式的布局
为发展夜间经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外摆是促进深夜食堂消费的有力手段。据悉，海淀区对
于组织开展深夜食堂美食节、嘉年华、狂欢节、啤酒季等活
动，以及利用自家门前、停车场、台阶等区域，在不占道、不
扰民、不露天烧烤情况下的外摆就餐等行为，在公安审批、
城管监察、食药报备、街道监管、商务审核等方面将积极予
以支持。

在北京夜间经济发展的群像
中，华熙LIVE·五棵松（以下简称“华
熙”） 可以算得上是现象级的一个。
这个2017年4月才开始正式运营的
商业街区，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保持
了商家流水每年20%左右的增长，
并成为了北京西部夜间经济的新地
标。同时，其对文体流量的商业转化
也达到了一定水准， 据华熙相关负
责人介绍， 在大型文体活动后一小
时左右， 商家流水通常增长25%左
右。 但是， 通过对第三方数据的研
究，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 文娱流量
“留不住”、“送不走” 仍然是五棵松
之夜亟待解决的双重难题。

五棵松：做好文娱客流的商业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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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化和体育活动带来的文娱客流中的八成， 在散
场后15分钟内离开了商业区域。如何解决商娱流量转换，

并提高留客时间，是华熙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荩荩 文娱客流促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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