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论是潘家园“鬼市”的灯影幢幢、人头攒动，还是24小时不
打烊的古玩城，如何通过全新的模式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也成
为古玩商圈需要思考的问题。当夜经济不断点亮夜京城，潘家园
旧货市场在今年夏天开启了从“起早”到“贪黑”的新营业模式。相
对于古玩鬼市而言，古玩夜市更接近当下流行的慢生活，消费者
可以在茶余饭后逛夜市，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文化休闲方式。据王
丽梅介绍，6月1日-10月7日，潘家园的营业时间调整为周一至周
五8:30-19:30，周六为4:30-19:30，周日为6:00-19:30，比以往的
营业时间延长了一个半小时， 长达4个月的营业时间延长在潘家
园成立27年来尚属首次。

“延长营业时间，看似简单，其实背后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
力、人力和财力。作为国企，我们除了要为商户提供更多的服务
和管理外，还有责任丰富周边地区夜间的文化活动。”王丽梅表
示，在延长营业时间的4个月中，每个月都举办了不同的夜间文
化活动，比如6月中旬举办的茶文化节，向大众普及了盛夏喝茶
的习俗。7月和8月分别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美食文化节活动，并
同期举办了开原石、开青皮等淘文化的活动，在美食文化节活
动期间，潘家园还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1时30分。

然而，夜间消费不仅需要模式创新，还需要时间去培育。虽
然延长了营业时间，但潘家园消夏季期间，一些商户18点多便
开始收拾摊子，准备回家。“天太热，晚上来的顾客看的多买的
少。”有商户表示。另外一位摊主表示，这次活动知道的人不多，

如果能形成常态，或许会带来更多客流。此外，从周边的餐饮和
超市配套来看，潘家园周边吃饭的地方并不多，除了24小时营
业的麦当劳、肯德基，其他周边为数不多的餐饮小店大多营业
到22点，如果潘家园周边的餐饮配套设施做得更好一些，相信
会吸引更多的客流，也会有更多的商户愿意晚一点收摊。

对此，王丽梅补充道，“潘家园的管理方和商户本就是鱼水
共融的关系，近年来潘家园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为商户们提供
更多的增值服务”。夜间经济契合了人们消费多元化的需求，而
古玩夜经济又是一种既新鲜又传统的消费业态，潘家园商圈的
古玩夜经济能不能走好、能走多远，还有待市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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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4小时营业风潮的来临， 如今潘家园商圈中包括北京
古玩城A座B座C座、天雅古玩城、弘钰博古玩城、华夏古玩城在
内的6家中大型古玩城也相继开启了“24小时模式”。这些古玩
城中除北京古玩城A座营业时间到晚间12点之外， 其他古玩城
的营业时间都是24小时，并且大部分古玩城还都将“24小时营
业”的广告牌挂在了醒目的楼体外侧。

听起来很美的24小时古玩城却显现出“骨感”的冷清。北京
商报记者在工作日的晚上走访了上述的6家古玩城， 晚上7点，
记者首先来到了之前最早实行不打烊经营策略的北京古玩城B
座，记者目测来看，只有不足50%的商户还开着门，一层经营铜
器、木器的古玩商户艾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一般会在晚
上9点左右关门回家，现在的古玩市场正处在深度调整期，即使
24小时营业也很难带动销售， 一般老客户晚上要来会提前预
约，但频率和成交都大不如前，而新客户晚上的成交几乎为零。

不到晚8点天雅古玩城的滚梯已经停止工作，各层仅有3、4户
商家开门，其中有的商户在喝茶看手机打发时间，还有商户在给
货物打包，各层的走廊中罕有顾客的身影。之后记者走访的弘钰
博古玩城、北京古玩城C座以及华夏古玩城，开门的商户更是屈指
可数，客流更是可想而知。最后一站记者走访了北京古玩城A座，
不到晚10点的时间，拥有700多商户的古玩城，目测只有零星的店
铺还有灯光，四楼一家还开着门的商户在店里打起了麻将。

“没生意，营业时间延长，排早晚班反而需要多雇一个店员
照顾生意。”一位店主说。“没客人，干耗着也不是办法。”另一位
店主无奈地表示。 如此现状让我们不得不反思，24小时营业是
否适合古玩行当？对此，刘嘉表示，“在市场的冷静期、生意难做

的背景下，古玩城的夜间经营也是为了保留商户。商户交纳租
金，允许超长时间营业，也算一种优惠。夜间经营也是为了照顾
一些外地商户的经营习惯， 例如台湾古玩城就会在夜间经营。
一些商家就是与客户约见聊天为主，不一定非要做生意”。

就像刚刚商户提到的，24小时营业就意味着运营成本的增
加，如果夜间消费不能达到相应的增幅，那24小时营业对商家
来说就会是得不偿失。此外，服务的客户群体也是必须考量的
因素，夜间经济消费中的餐厅、酒吧、娱乐所面对的客群是普通
消费者，而古玩行业相对小众且门槛较高，很难形成聚集效应，
所以尽管24小时营业或许能够吸引一部分客流，但真正要带动
古玩销量还存在很大的困难。

“从成本上来讲，24小时营业意味着成本上升1/3， 如果收
入没有相应增幅，24小时营业对于商家来讲就是赔本赚吆喝。”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主任洪涛算过这样一笔账，
如果商家24小时营业，意味着每天营业时间至少增加8-10个小
时，相应的水电费用会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同时24小时营业还
要求店内服务人员要两班倒或是三班倒，人力成本要增加一半
左右。虽然摊到每个小时上店内成本并不会上涨多少，但以月
计算，成本要增加至少1/3。这就要求店内营业额也要有相应幅
度的增长，如果夜间收入无法满足这一条件，那么24小时营业
对商家而言，至少账面上是得不偿失。

除了成本上的考虑，用户群也是商家推出24小时服务前必
须衡量的因素。洪涛介绍，之所以便利店、快餐厅24小时模式有
市场，是因为其服务对象是普通消费者的基本需求，而一些相
对昂贵小众的商品销售，可能在通宵营业中并不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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