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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 东城区政府开始对簋街实施全面环境综合提升
工程的计划，簋街完成从燃气管道铺设、交通秩序优化、立面牌匾
改造、食品安全提升工程、居商和谐五个方面的改造升级工作。升
级后的簋街在交通、卫生、安全、食安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但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簋街的升级还远未结束，北京发力夜经
济或将成为簋街新一轮升级开始的信号。

一位不愿具名的餐饮业内人士表示， 簋街纵然是拥有大流
量、高名气的知名美食街区，但其实现在很多商业综合体都已
经吸纳了大量优质的餐饮商户，它们早已经成为簋街强有力的
竞争者。此前，簋街的夜间优势尤其明显，但综合体发力夜经
济，也很可能会对簋街夜间的流量造成分流，簋街正在面临着
全新的竞争环境。簋街若想继续巩固自身的地位并进一步放大
夜间消费的优势，还需在业态丰富以及基础设施完善方面做更
多工作。

此前曾在簋街开过店的江边城外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 江边城外撤出簋街最大的原因就是簋街的同质化竞争严
重，作为连锁餐饮品牌而言，最大化优势门店、收缩弱势门店
是保证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当一个门店难以获得预想
的利润和发展， 那就会考虑优化这一门店， 哪怕这家门店所
处的位置、街区流量很大。

北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为， 随着消费趋势的变
化，消费者更加倾向于集消费、文化、休闲等于一体的特色商
业街区，消费者前往美食街的目的不只局限于用餐，因此，簋
街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升级， 还需有更加丰富及多
元化的内涵。

对此，上述业内人士也认为，簋街应结合自身的客群特点、消
费者喜好对街区的餐饮商户及业态进行优化，进一步放大自身夜
间消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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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街早已成为京城夜经济胜地， 这里的商家早已形成
了夜间经营的商业模式，是北京提供24小时餐饮服务餐厅
最多的美食街区，久负盛名。加之周边景区、商业街、社区
密布， 让簋街持续有高流量的客群， 吸引了众多餐饮企业
的目光。

北京商报记者在此次调查过程中也发现， 相比其他夜经
济商圈、综合体，簋街有一大特点就是游客多。据北京本地生
活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 簋街日间消费中本地消费者的
订单占比为85.08%、消费规模占比为74.45%；外地消费者的
订单占比为14.92%、 消费规模占比为25.55%。 而到了夜间
（18： 00-次日6： 00），这一数据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其中
本地消费者的订单占比为70.82%、 消费规模占比为63.28%；

而外地消费者的订单占比则为 29.18% 、 消费规模占比为
36.72%，这组数据也反映出游客更偏向在夜间到簋街消费。

另外， 与北京其他区域消费群体在夜间的消费数据对比来
看，簋街外地消费者的数量占比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
点；簋街外地消费者的订单量占比则要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近16
个百分点。这组数据也直接说明簋街的消费群体构成中游客较
多，并且游客也是簋街夜间消费的重要客群，这也是目前簋街
区别于其他商业综合体、美食街区的一大特点。

对此，花家怡园董事长花雷表示，北京大力推进夜间经济发
展确实吸引来了众多商业综合体、美食街，它们和簋街也展开
了竞争，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发力夜经济对簋街的影响并不大，
这也得益于簋街长期以来形成的名气。

荩荩 游客多的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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