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业态融合水平有待提升。在部分区域内，夜间经
济的业态供给比较单一，以“深夜食堂”为主，存在聚餐消
费前后配套业态缺失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利于提升商圈的
留客时间，不利于提升夜间消费客单价，不利于增加消费
的频次。

其次，企业进行夜间经营的成本较高。从人力成本上
看，延长营业时间势必会增加企业成本，增加员工工作时
间，或增加企业用工班次、数量。从管理成本上看，夜间经
营产生了额外的安保、环境和物业管理成本，如何引导企
业进行管理创新，保持企业经营夜间经济的积极性，是目
前存在的一个显著问题。

另外，公共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夜间经济发展过程中，
势必涉及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从交通到治安，从环保到
食品安全，需要多部门配合，调动城市管理部门人员积极
性，创造更为安全、便捷、高效的城市公共资源环境，有效
引导消费者保持对夜间消费的热情。 有条件地支持餐饮、
商业企业的外摆和营销活动。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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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诸商圈夜间经济发展
的程度上看， 其中大多数商圈的
夜经济供给已经处于比较成熟的
阶段， 经营主体具备了一定的经
营经验， 对夜经济的发展也有比
较强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大多数
商圈具备了稳定的客流和消费业
态，从商业硬件设施配套上看，绝
大多数商圈有大型商业综合体，
并具备较好的通行条件。 从消费
端看， 消费者对夜间经济的消费
意愿比较强， 对目前的消费供给
比较满意， 可以在单一商圈内获
得比较全面的市场供给， 并可以
在特色商圈内获得对特色消费意
愿的满足。 夜间经济的消费主体
是年轻人和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
者，其夜间消费行为具有社交性、
互动性和多元性的特点。

但同时， 北京的夜间经济发
展与其他国际化消费枢纽城市相
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比如在公
共设施配套和管理方面， 还存在
着补足短板的空间。 虽然今年以
来， 北京市已经对于重点商圈的
交通服务做出了延长运营时间的
举措，但是在部分区域，夜间消费
结束后“乘车难，打车难”的问题
依然存在。在自驾车停车方面，夜
间停车的车位供给还有提升的空
间。另外，北京夜间经济的发展还
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的现象， 热门
商圈布局相对比较集中，而“东热
西冷”、“核心热周边冷”的现象还
比较突出。

发展状态

相关建议

第一，提升夜间经济供给水平。加强对跨业态经营的创
新引导，鼓励夜间经济经营主体的跨业态创新，对夜间经
济发展业态和模式创新进行鼓励。

第二， 发展夜间经济特色商圈。 引导企业开展特色经
营，形成各具特色的夜间经济商圈，在特定区域内开展不
同的夜景经济业态，鼓励博物馆、展览馆、动物园、游乐场、
娱乐场所、演出场所、电影院、书店、便利店等各业态探索
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夜间经营项目。

第三，加强夜间经济资源配置。在现有夜间经济热门
商圈的基础上，在具有夜间经济发展潜力的商圈，开发新
的夜间经济内容供给，在新建的旅游景点、居民社区、地
铁沿线、交通枢纽等区域合理配置资源，释放全域夜间消
费潜能。

第四，加强对夜间经济的数据洞察。对夜间经济现状的
描述和对其未来的预测， 离不开对相关数据的整理和分
析，整合多维度相关数据，科学智能地了解、研究夜间经济
运行的原理，及时发现问题，通过对实时数据的检测，调整
经营方式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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