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民

众消费格局的转变 ， “夜间经济 ”

作为一股新生力量点亮了诸多城市

的夜晚。 一座城市的夜间经济质量

是考察其国际化程度、 文化品格及

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 作为城

市功能转换的新兴时空场域， 发展

夜间经济既着力发挥扩大内需、 优

化产业结构和提升竞争力的经济效

益， 同时亦放大其凸显城市文化丰

富度、 改善人居环境的社会效益。

每当华灯初上时， 整个浦江两

岸流光溢彩， 璀璨夜色使全球游客

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都能触摸

到 “不夜城” 的历史文化遗存和都

市跳动的时代脉搏 。 迈入新时代 ，

上海不仅灯景夜景更加靓丽， 绿化

彩化更加丰富， 夜间服务更加便捷，

夜间文化体验更加多元， 正式 “上

岗” 的 “夜间区长” 和 “夜生活首

席执行官 ” 更将又快又稳地驶好

“夜间经济” 这艘 “夜航船”。

“夜间经济” 要体现城市精神

的引领力。 城市文化精神是 “夜间

经济 ” 繁荣发展的灵魂 。 博物馆 、

艺术馆、 影剧院、 体育馆、 书店等

传统文化设施， 与公园绿地、 滨江

水岸、 工业遗址、 街道街区等公共

空间相互交融， 构建多样化的夜间

消费场景和活力街区， 着力强化对

各类文化要素资源的生活化、 经济

化与大众化的转化运用， 引领夜间

消费潮流， 传承发扬城市精神。

“夜间经济” 要体现城市开放

的包容力。 国际大都市是全球城市

网络体系中的重要功能节点。 无论

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不同文化

背景的众多旅游者、 创业者和投资

者， 还是本地市民群众， 都能通过

异彩纷呈的城市夜生活， 最大程度

地满足其多样化、 多层次的消费需

求， 更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提升多元

文化融汇、 时代文明引领、 文化自

信的标识度和显示度。

“夜间经济” 要体现城市卓越

的创造力。 依托城市地标商业广场、

主题公园和游乐体验项目， 充分运

用声、 影、 光、 电等当今前沿的展

陈科技手段， 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科

技成果， 以塑造深入人心的感官体

验与情感共鸣为核心， 实现城市文

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创意转化， 努

力创造兼具想象力、 具象化和科技

感的 “创意型夜晚”。

当前， 对标伦敦、 纽约 、 新加

坡等 “夜间经济” 发达的国际大都

市， 上海 “夜间经济” 发展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 主要差距和瓶颈问

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高品质夜间文化休闲项目匮

乏 。 伦敦 、 纽约 、 新加坡等国际

大都市 ， 拥有许多享誉世界的精

彩演出 、 顶级国际赛事 、 地标性

夜间博览与游乐项目 、 重大节庆

活动等 。 而上海目前非常缺乏彰

显本土文化特色的大制作常年驻

地演艺作品 ， 国内国际顶尖夜间

体育赛事活动数量不足 ， 对周边

城市具有吸引力的夜间节庆文化

活动不足 。 上海夜间文化休闲项

目静态单向展示的偏多 、 具有融

合现代科技感与互动体验的动态

项目较少 。

消费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错配。

以夜市、 集市、 酒吧、 音乐厅、 运

动场馆等为代表的夜间商业业态 ，

主要由众多中小创业者、 文化体育

工作者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

商品和服务， 更加有温度的人与人

交流的社交空间， 更加亲近自然和

富有想象力的消费场景。 上海商业

面临日间业态的过剩与夜间业态供

给不足； 餐饮零售类项目偏多、 文

化和体育休闲服务类项目偏少； 小

资情调的消费地较多， 接地气的平

价夜市较少等供给与需求结构性错

配问题。

夜间经济管理制度创新不足 。

公园绿地 、 社区 、 街道 、 商圈和

办公区往往以功能混合 、 嵌入式

交互的方式形成夜间活力街区 。

就上海目前的情况看 ， 传统街区

从功能分割走向功能混合的发展

过程中 ， 商户与住户等利益相关

者在噪音管理 、 卫生管理 、 灯光

污染等方面存在诉求不一致 ， 交

通管理 、 治安管理由于区域界限

划分的模糊也带来权责不清问题 ，

从而给夜间经济街区的整体品质

和能级提升带来很大障碍 ， 这就

需要不断强化夜间街区综合管理

制度创新和完善配套政策 。

从著名国际大都市 “夜间经济”

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 以文化创意

产业为主体导向， 以商业服务业为

供给保障， 以信息服务业为辅助手

段， 彰显 “城市精神的引领力、 开

放的包容力和卓越的创造力”， 不断

满足和激发市民游客的多样化、 多

层次、 全时段夜间消费需求， 是以

城市文化赋能 “夜间经济” 的重要

共识和做法。 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

城市 ， 需要努力打造 “夜间经济 ”

的升级版。

强化多元文化融合， 提升城市

精神的引领度。 历史上， 每一次文

化大融合都深刻影响了市民生活方

式和消费文化的流变。 新时代背景

下， 要以上海城市文化精神为引领，

以多种艺术样式讲好江南文化、 红

色文化和海派文化故事， 打响城市

文化品牌。 精巧借势进博会重大平

台， 面向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地

区） 拓展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以

上海国际艺术节、 上海国际电影节、

上海时装周、 上海旅游节、 上海购物

节等为核心主体， 在多元文化融合

与创新发展中， 增强上海国际大都

市夜间文化产品和服务高质量供给

能级， 培育包罗万象又独具海派韵

味的城市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 用

文化塑造 “夜上海” 之魂。

强化多点网状布局 ， 提升 “夜

间经济” 的舒适度。 为满足夜间消

费者亲近自然与户外活动的需求 ，

鼓励滨江滨河休闲区 、 特色商街 、

主题公园、 博物馆、 影剧院、 旅游

景区、 名人故居等进行有效联动与

相互渗透。 借助物联网和互联网信

息平台 ， 提炼地域文脉要素和轴

线 ， 有机串联各个功能区 、 项目

点， 共同打造若干充盈人文情愫与

时尚美感的地标性夜生活集聚区

（带 ）， 进而形成开放式 、 混合型 、

多点网状布局的 “夜间经济” 空间

格局。 以近郊闲置文化资源、 过剩

商业空间和废弃工业遗产等为载

体， 点亮远离居住密集区、 集纳不

同领域先锋潮牌的 “新兴夜间潮流

圣地 ”， 让年轻潮人们实现一站式

“网红打卡”。 此外， 结合城市旧区

改造和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 打造

若干富含地域特色和归属感的夜间

活力社区、 温度社区， 以此来制造

更多能读懂人心的社交标签， 唤醒

城市深厚的文化记忆。

强化多层次消费供给 ， 提升

“夜间经济 ” 的丰富度 。 “上海之

夜” 应该投契需求、 形态各异、 丰

俭由人， 更足以表达国际大都市的

兼容并包、 朝气蓬勃。 围绕元宵节、

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 红色纪念

活动和国际文化节庆活动 ， 开展

“赏灯、 赏月、 赏花、 赏剧” 夜文化

主题活动， 以重大节庆文化引领地

标性集聚区和旗舰型夜间消费项目

合理布局。 面向常驻外籍人士和国

内外旅游消费者， 不仅有呈现原汁

原味环球特色美食的餐厅与酒吧 ，

亦有尽显 “上海味道” 的海派风情

餐吧， 还可以在主题乐园、 摩天高

楼 、 浦江游船等夜游项目中体悟

“刺激、 奇幻、 动感、 难忘” 的 “夜

上海”。 针对本地市民， 夜间经济应

该能够反映百姓的 “生活日常”， 不

仅有满足都市白领女性下班后才有

闲 “买买买” 的夜市商圈， 也有男

性市民偏爱的夜间球赛 、 健身跑 、

极限赛等活动； 不仅有充满人情味

烟火气的社区 “深夜食堂”， 也有无

人值守、 高科技 “保驾” 的 24 小时

零售店、 城市书房、 共享办公空间，

还有满足大学莘莘学子需求的 “校

园夜排档” 等。

强化多个平台协同 ， 提升 “夜

间经济 ” 的安全度 。 比如 ， 创建

“夜经济示范街区”， 深化建设夜间

活力街区在主街与后街商户外摆

位、 交通、 卫生、 治安等领域的配

套政策和管理细则。 比如， 建立大

数据管理协同平台和行业自律平

台 ， 完善夜间重大风险防范机制 。

政府管理者、 物业所有者和投资经

营者多方形成合力， 做好夜生活集

聚区和重大夜间活动的人流风险监

测和调控 。 比如 ， 促进互联网平

台服务创新 ， 提升城市夜间配套

服务水平 。 支持餐饮外卖 、 公共

交通 、 网约车 、 停车泊位 、 酒店

民宿 、 共享办公等各类平台创新

夜间业务 ， 为消费者提供便利 、

高效和安全的特色服务 。 比 如 ，

鼓励资源集成投资运营主体和商

家联合发起成立 “夜间经济 ” 发

展 基 金 会 ， 在 源 于 市 场 活 力 的

“自然生长 ” 中快速迎合市场需

求变化 ， 形成业态调控和自我管

理新模式 。

（作者单位 ： 上海财经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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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锐 王新新

如何打造全球城市 “夜间经济” 升级版

“夜间经济” 是一座城市历史

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核的显示器。

作为一种基于现代城市时段性

划分的经济形态 ， “夜间经济 ”

（night-time economy） 缘起 20 世

纪 70 年代的英国城市， 致力于改

善中心城区夜晚空巢现象， 延展经

济活动时间和消费城市休闲空间。

在夜幕降临至次日凌晨， 购物、 餐

饮、 旅游、 休闲、 文化、 教育、 健

身等一系列经济文化活动和消费业

态， 唤醒了城市生活更多想象、 人

们内心更多需求， 重构了年轻人与

城市活力以及生产、 规范与夜生活

空间的交互范式。 可以说， “夜间

经济” 的品质， 一定程度上体现着

一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 、 文化底

蕴、 经济活跃度与消费繁荣指数。

无论出于经济考量还是文化考量，

“夜间经济” 都是城市心跳和呼吸

乃至城市精神的生动体现。

以时间维度拓展城市文化空

间， “夜间经济” 负有更具深度的

使命内涵。

夜色里， 人们尽情沉浸、 表达

与释放； 月光下， 城市软实力不断

点亮、 延续与放大。 有机融合前沿

科技与现代艺术表达的景观打造，

使城市品格与形象更为丰满立体；

极富时代特色与情感体验的都市夜

游， 令城市地域文化与历史文脉更

为清晰动人； 饱含形式新颖与业态

多元的文娱赛事和休闲活动， 为城

市生活品质与吸引力增添别致光

彩； 保障城市健康运行、 维系城市

温情的政府精细化管理和公共服

务， 愈发彰显城市社会经济的独特

魅力。 在夜的千姿百态中， 一座城

市的历史风韵与人文情怀和着月色

流淌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消费功能激发城市经济活

力， “夜间经济” 具有更为深刻的

经济价值。

灯光璀璨了城市大街小巷， 亦

繁荣了经济领域各行各业。 有研究

表明， 夜间灯光亮度和地区经济水

平关系密切。 事实上， 夜经济的繁

荣发展是满足与顺应市场经济发展

之需的自然结果， 亦是产业与消费

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产物。 其对于

城市经济能量的释放效应不仅在于

驱动第三产业与相关行业可持续发

展、 增加就业机会， 还是挖掘城市

消费潜能、 持续释放消费红利的关键

着力点， 乃至成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

展、 带动区域功能升级的战略突破点。

当然， 在放大夜间经济巨大溢

出效应的同时， 也应注意权衡协调所

有参与主体的利益与诉求。 相关各方

需着力围绕夜间经济发展协调机制构

建、 城市安全保障与配套服务创新、

夜间消费品质与能级提升等方面加

快破题和探索， 促进夜间经济多重功

能的发挥和多重效益的实现。 （作者

单位： 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

夜间灯光亮度折射地区经济水平
■ 刘彩云

“夜间经济” 的繁荣程度是一座城市经济开放度、 活跃度的重要标志。 《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发
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 围绕 “国际范” “上海味” “时尚潮”， 打造一批夜生活集聚区， 推动夜间经济的
繁荣发展， 并以此作为全力打响 “上海购物” 品牌， 落实 《关于进一步优化供给促进消费增长的实施方
案》， 加快国际消费城市建设的路径之一。 为此， 我们编发此文， 以期对借鉴国际经验， 打造全球城市
“夜间经济” 升级版有所裨益。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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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旧约章汇编 》 （王铁
崖 编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2019 年 5 月）

翻开 《中外旧约章汇编》， 仿

佛从另一个角度翻开了中国近代

史。 汇编辑录了中国自 1689 年签

订 《尼布楚界约》 起， 到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 ， 260 年

间所有中国对外订立的条约 、 协

定 、 章程 、 合同等 ， 是目前最完

备的 1949 年以前的中外条约集

成 。 其编撰之专业性 、 资料之完

备性 、 内容之丰富性以及学术权

威性 ， 在同类书籍中 ， 迄今无出

其右者 。 该书曾于 1957 年初版 ，

1982 年重印 ， 此次简体字版本为

旧版新编 ， 共约 402 万字 ， 分为

三册。

电商巨头亚马逊崛起 ， 冲击

众多零售商 ， 很多企业陷入困境

甚至破产 。 本书书名就是一项反

映这类企业股票情况的指数 。 零

售企业如何在电商巨头创造的高

压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 本书深入

分析全球 77 家企业的 95 件前沿

案例 ， 敏锐捕捉全球消费趋势 ，

揭示全球零售业全新发展动向 。

《亚马逊死亡指数 》 （ [日 ]

城田真琴 著 ， 刘峥 译 ， 东方出
版社， 2019 年 6 月）

本书涉及东方生活美学的各

个维度 ， 东方生活美学关注审美

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 “不即不

离 ” 的亲密关系 ， 注重在日常生

活当中体味生活本身的 “美感 ”。

中国的 “生活美学 ” 代表东方传

统 ， 这种传统是一种始终未断裂

的生活传统 ， 它往往为百姓日用

而不自知 。 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最

“原生态 ” 的生活审美化传统 ，

形成了一种 “忧乐圆融 ” 的生活

艺术 。

《东方生活美学 》 （刘悦笛
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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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道

文创产业主导

用文化塑造“夜
上海”之魂 ， 唤醒
城市文化记忆

茛

优化业态调控

强化多层次消
费供给， 强化多平
台多部门的协同

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