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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企业纷纷加入促进夜经济发展
的队伍当中，但仍存在不小的挑战。北京商
报记者在走访中看到， 回天地区的人口密
度很高，但与夜间消费情况相比差距较大。
此外，如天通苑社区中就有不少底商，主要
为餐厅，所以居民对商场的需求会更弱。

从居民因素方面看，由于距离和工作
性质的原因，回天地区居民租住比例较高，
天通苑地区的居民工作地主要集中在5号
线沿线，而回龙观地区则多在海淀中关村
以及软件园区域。不过，由于回龙观地区有
两条轨道交通贯穿且距离工作集中区域相
对较近， 目前居住在回龙观地区的居民数
量相较于天通苑更多。北京商报记者了解
到，这些区域的企业以互联网、教育和零售
业为主，工作节奏快，工作时间长，加班是
家常便饭，而单位周边不缺乏餐厅、商场，
因此很多消费者会在单位附近解决吃饭问
题再回家， 或者在轨道交通车站附近的小
饭店甚至路边摊就近解决晚餐问题。

虽然回天地区居民较多，但整体活力
不足，也被称为“睡城”。一位居住在天通
苑附近的本地人刘先生表示，天通苑附近
的居民几乎都是外来人口， 工作压力较
大，下了班以后，更多的想回家而并非在
外吃饭，所以点外卖的人会更多。“当地人
的话生活压力会小一些， 偶尔会出去吃
饭，但也不是常态。”

天通苑地区的龙德广场作为主要经
营主体，工作日期间客流较大的时间段主
要集中在19-20时，而华联天通苑购物中
心由于是地铁上盖，因此在21-21时30分
的客流较大。

回龙观地区的核心商圈则是位于回
龙观地铁站附近的华联商厦，由于靠近地
铁站和居民区， 这里的人流情况一直较
好。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永
旺商城、昌发万科广场以及龙旗购物中心
也都聚集了各自的人气，但主要客流依然
集中在周末和节假日， 平时客流集中在
20-21时之间。

对此，北商研究院特邀专家、北京商
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为， 回天
地区具有高密度的居民区， 所以居民对
夜间的消费需求还是很大的， 但这边经
济本身和商圈繁荣的水平是相关联的。
如果居住地附近没有较好的商业项目，
也很难吸引周围居民前来消费。“如今夜
间消费已不仅仅只是吃饭， 吃饭可以在
家通过点外卖的方式实现， 因此多数夜
间出行的消费者更多需要文化艺术表
演、休闲娱乐等活动。”

据了解，为鼓励回天地区夜经济持续
发展，昌平区已经设立了区级和镇街级两
级“掌灯人”机制，统筹协调夜间经济消费
业态。 对于发展夜经济的下一步计划，昌
平商务委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要在现有“夜间经济”情况的基础上，
丰富夜间消费业态，着力在体育、文化、旅
游等方面下功夫， 协调联动区文旅局、区
体育局等多部门， 鼓励有条件的图书馆、
书店延长开放时间， 举办夜间文化活动；
鼓励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延长营业时
间至22时，在公园增设体育健身设施和运
动场地，满足年轻人体育消费需求。

赖阳表示，最早回天地区的经济适用

房较多，建造时商业配套严重不足，而且各
个商业项目间都有距离，比较分散，导致无
法给附近居民集中的消费空间，这是区域发
展的一个难点。“回龙观和天通苑相比，天通
苑商业项目更好一些， 交通也较为方便，而
回龙观地区的居民需要到高速路的西边进
行消费，整体来看交通确实不太方便。此外，
地区商业项目整体偏小，又不集中，都会制
约该地区的发展。”赖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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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此前回天地区的夜经济发展
还并不完善，据龙德广场市场部负责人表
示， 之前只有湊湊和KTV是24小时营业，
消费者21时后在湊湊用餐可享受7.9折优
惠。但在最近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回天
地区的各个企业也都在为夜经济的发展
做着努力。“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们的餐
饮和辣街都延时至24时闭店，影院和KTV
在21时后消费者可享5折优惠。”

对于龙德广场的未来计划， 市场部负
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 到2020年8月，
计划四层辣街11家餐饮商户营业至凌晨2
时，并将B1下沉广场（预计15家商户）打造
成为24小时下沉广场，外侧为音乐餐吧、24
小时便利店、啤酒屋等，内侧为全时经营餐

饮，创建深夜食堂，计划引进Livehouse摩
登天空、啤酒博物馆熊猫啤酒精酿、餐酒吧
蓝蛙及胡桃里等知名品牌商户， 实现B1改
造区域与四层辣街餐饮商户的联动， 打造
京城具有活力的夜间经济商业中心。

与龙德广场一站之隔的华联天通苑
购物中心，闭店时间为21时30分，据昌平
商务委给出的商场未来计划显示，华联天
通苑购物中心未来会将现有业态进行改
造提升，结合周边居民、清华长庚医院的
具体情况，与龙德广场夜间消费实行错位
经营，打造特色深夜食堂。计划2019年10
月开始对地下一层进行改造， 到2020年5
月完成。目前，地下一层的海底捞火锅已
率先坚持为24小时营业。 在文化方面，目

前开展“夜间经济”的文体类项目品牌有
“小小运动馆”、“艺术伞” 和今年7月新开
业的北京淘书角书店。

由于早期规划为大型居民区，且交通出
行依赖轨道交通，翻开回天地区地图不难发
现， 这里的商场和商圈基本沿轨道交通分
布，但与所谓“地铁上盖”有所不同的是，更
加靠近居民区。例如天通苑地区几大商场龙
德广场、西单商场（天通苑店）和华联购物中
心沿主干道立汤路依次排开， 与居民区的
走势基本一致； 回龙观地区的几大商场例
如永旺商城、龙旗购物中心和华联商场等，
与地铁站的距离也不算太远， 并且附近居
民区较多， 许多居民从小区步行到商场的
时间，甚至比到公交站或地铁站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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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经济商圈简历
回天
地区

所属区昌平区

主要
经营主体

龙德广场等

形态
性质

社区式
主要
特色

居民集中
地铁发达

开放
时间部分延长至

凌晨2时及以后

主体
人群

居民、
上班族

配套
交通

13号线回龙观站、
回龙观东大街站、霍营站

5号线天通苑北站、
天通苑南站、天通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