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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大街多了24小时便利店、商
店增设外摆点位，这些动作都在王府井
的转型规划中。此前，东城区商务局发
布消息称，王府井商圈将打造高端酒店
屋顶花园外摆区、举办派对等培育夜间
消费氛围。不久后，王府井商会组织并
召开“王府井地区繁荣夜间经济和后街
经济研讨会”， 探讨王府井地区发展夜
间经济及后街经济的策略。王府井发展
夜间经济已经提上日程。

对于王府井夜间经济发展方向，商
业领域专家普遍认为，王府井商圈发展
夜经济应重视塑造文化氛围。有文娱行
业专家指出，文化产业中的演艺活动需
要人们利用大块时间进行参与，发展夜
间经济适合为非零星时间可参与的文
化活动提供空间。

王府井商业区的后街商业服务已经
逐渐丰富起来。北京商报记者在实际走访
中了解到，王府中環西楼，言几又书店已
经营业半年。 言几又书店相关负责人表
示，王府井附近上班的白领会在中午到店
喝杯咖啡、看书放松。同时，王府井百货大
楼西侧的哈姆雷斯旗舰店也吸引了不少
本地人到店。“孩子娱乐项目，连动家长到
店， 提升了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整体客流
量。”王府井百货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其他商圈不同， 王府井注重打造
“后街”版夜间经济。新东安apm后身和北
京市百货大楼后身分别是王府井东街和
王府井西街， 王府井东街环境提升后，将
专门开设外摆区， 商户以地区商家为主。
王府井西街将围绕儿童剧院打造儿童区，
提供适合儿童特点的夜间消费项目。

汇聚了本地客群与游客群，在发展夜
间经济时，王府井商圈也应该满足两种不
同客群的消费需求。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
表示， 游客与本地居民组成了王府井商
圈的庞大客群， 而两者对夜间消费有着
完全不同的诉求。对于本地居民，王府井
商圈夜经济不会辐射较远范围的居民。
在晚间， 北京本地居民会更愿意在一个
休闲的环境里放松心情， 调整工作带来
的压力。对游客而言，他们希望在短暂的
旅游中， 尽可能地多去感受北京的文化
特色，例如文化展览展示等。游客需要在
热闹、内容丰富的环境中，感受北京独有
的文化氛围； 北京居民则需要“闹中取
静”，在一个空间内阅读、欣赏，在片刻时
间内享受文艺。

荩荩 进阶文化夜经济

“夜间经济不能做成简单的夜市，
应当引进适合夜间消费习惯的业态，整
合形成夜间生态圈。” 中国步行商业街
工作委员会主任韩健徽认为。

时下，热门的开心麻花剧场、相声
演出等也可以成为王府井商圈引入的
项目。业内专家表示，开心麻花、德云
社相声的受众群体多为年轻人， 且分
布在全国各地。当年轻游客来到北京，
会选择在王府井逛商街、听相声、看话
剧，演出、展览等也会带动购物、餐饮、
住宿等相关消费。 这也考验商圈设施
是否完整。

另外，赖阳表示，王府井商圈应该优
化停车指引系统，分散个别项目停车场的
停车压力，让更多的本地市民在夜间消费
时获得良好的体验过程，不但能吸引消费
者，还能留住更多的消费者。王府井地理
位置优越，历史文化悠久，在消费群体中
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摆在这条“金街”
面前的课题是如何更好地留住优质客流。

韩健徽表示， 在前期的商业发展中，
王府井汇集了国际品牌、 保留了地域特
色、引入了部分老字号品牌，成为业态较
完善的核心商圈。尤其是在王府井商圈附
近有十余家高端酒店，这为王府井带来了

优质的客流。
韩健徽还提到，夜间经济已不是新生

事物，王府井在调整中可以规避“弯路”。
首先， 夜间经济不是白天经济的顺延，应
与后者区别，增加体验业态。再者，在北京
多个商圈加码发展夜间经济时，王府井应
具备自己的个性，“不一定追求大客流量，
应提升客流品质”。 对北京冬季可能面临
的夜经济“冬眠”，韩健徽建议，商圈内商
业项目积极开展室内活动，室外可以举办
主题活动营造公共氛围，将室内活动与室
外主题融合，使街区与商店、商场形成互
动，达到“有人气，有商气”的效果。

荩荩 留住优质客流

部分商店
夜间闭店时间

延长1-2小时

18时至次日凌晨6时

王府井百货大楼和平
菓局引流作用明显

客流量同比上升26%

百货、超市销售

同比上升7%

王府井夜间消费大数据

夜间客流高峰

100万+人次
“五一”期间，王府井等北京核心商圈18

时至次日凌晨6时餐饮消费增长达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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