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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文旅类互动节目、游客一晚要辗转多个市集街区……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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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文旅比重
增加互动新场景

12月 2日晚 9点左右，紫薇路灯火
通明，东南亚风情酒吧、精酿啤酒馆、
墨西哥餐厅、烘焙饮品店、精致中古
店，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
前来打卡。

来自西安的游客柯安和朋友沿着
紫薇路走了一圈，发现这条街上要么是
餐厅，要么是酒吧，要么是商店，却找不
到一个有互动节目的场所。“重庆的夜
经济全国闻名，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文旅
类互动节目，实属不应该。”他说。

重庆其他夜市，有丰富的互动节目
吗，答案是否定的。

记者走访了中心城区多个夜市和
夜间经济街区，包括此次评选出的市级
夜间经济示范区和商圈（步行街），均没
有发现文旅类互动节目的身影。

在夜间经济繁荣度同样位列第一梯
队的西安，文旅类互动节目常常“火爆出
圈”。例如，2019年西安大唐不夜城的

“不倒翁小姐姐”，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
总播放量高达17亿次；2021年的“李白
对诗”，以及2023年的“盛唐密盒”，每一
个互动节目，都堪称文旅“顶流”。

重庆大学教授廖成林认为，夜间经
济的发展，不能只靠增加新店、新业态，
要有创新思维，推动夜经济与文旅、民
俗文化等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夜经济
的文旅比重，增加消费互动体验新场
景，形成具有重庆地方文化特色的夜
经济模式，满足市民和游客更高层次
的需求。

通过主题线路
把产品串联起来

夜幕降临，洪崖洞灯光璀璨。来自
上海的游客白金鑫被美景所吸引，拿出
相机不停地“咔咔咔”。欣赏完洪崖洞
夜景，他坐上出租车，马不停蹄地赶到
位于渝北龙头寺公园的地下火锅城品
尝美食。吃完饭，白金鑫又打车赶到位
于观音桥的九街，逛酒吧和夜店。

像白金鑫这样，一个晚上辗转于重
庆中心城区各个市集街区的游客，不
在少数。如何将这些夜间经济消费目
的地更好地串联起来，让游客的体验
更好？

这次入选的渝中区山城巷，或许能
提供一些借鉴。今年9月，渝中区以山
城步道为载体，融合当下最流行的

City Walk（城市漫步），将特色夜间经
济消费场所串联起来。

在这条“城市漫步”道上，游客可以
沿着打卡路线，从洪崖洞、戴家巷到解
放碑，再从十八梯到山城巷……每一个
地方，都是夜间消费核心区域。游客可
一站式消费“夜演”“夜读”“夜娱”“夜
食”“夜购”“夜宿”“夜秀”等多种业态。

廖成林建议，重庆夜间经济要突破
简单的产品模式，创新构建场景内容，
推动夜间经济向场景化、内容化、IP化
方向发展。如，推出特色夜游主题线
路、系列夜间特色活动，将文创、旅游、
演艺、美食、音乐节等夜间经济产品串
联起来。

打造自身特色
突出差异化经营

12月5日，来自成都的夜间经济从
业者唐启洪，慕名来重庆逛夜市。他去
了民心佳园夜市、鎏嘉码头小熊集市、南
岸区弹子石蓝光夜市等夜市，发现这些
夜市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都大同小异。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坦言，重庆
80多条夜市街区中，大多数的产品和
服务雷同，存在同质化竞争现象，鲜有
夜市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

如何才能做出特色？此次入选的
市级夜间经济示范区，给出了启示。

如，江北区大九街，重点持续丰富
时尚餐饮、主题酒吧、文化娱乐等新兴
消费业态，构建全天候、游憩式、慢生活
的复合型特色街区。近在咫尺的紫薇
路，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的酒吧、
餐饮、商店走的是精品路线，提供了一
种静谧的消费氛围。

又如，万州区天生城文旅街区在烤
鱼上大做文章，规划烤鱼街，将烤鱼文
化融入景观，打造出万州第一家带游览
观光性质的烤鱼博览馆，形成“餐饮娱
乐+民俗人文+夜游休闲”的复合业态，
一举成为渝东北夜间消费新地标。

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协同发展中心研究员莫远明认为，夜
经济要探索出消费者的夜间消费“兴趣
点”，通过丰富新业态、新场景提档升
级，形成差异化创新经营模式，才能避
免同质化发展。

此外，市商务委在征求《重庆市夜
间经济集聚区管理暂行办法》的意见中
也明确，夜间经济街区、夜市、市集要提
档升级，打造各自特色鲜明、模式创新
的夜间消费新场景。

这两天，很多网友都在问：2023
“双十二”怎么没了？这条消息，在社
交媒体上，很快冲到了热搜榜首位。
十多年“双十二”捡漏的习惯，一朝改
变。2011年，第一个“双十二”，当天
交易额达到 43.8亿元。而同年“双十
一”，当天交易额不过33.6亿元。“双十
二”足以与之比肩。一个成名的购物
节退出舞台。年末消费季，少了一个
棋子。这盘棋，要怎么下？

电商节，对快递企业来说，是一次
秀实力的机会。今年，重庆的各家快
递都不约而同、亮出了智能化升级后
的新装备，效率大大提高。“双十一”第
一个窗口期，10天时间，在重庆进出
的包裹就有1.65亿件。

都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躲
得过“双十一”躲不过“双十二”。去
年“双十二”，重庆还专门动用了成渝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把城际间的快
递转运“鸟枪换炮”。没人能够料到，
这门“新炮”只用上了一年。今年，

“双十二”被“好价节”取代。有人疑
惑：这不就是换个名字吗？还真不
是！“好价节”并非新产物，今年“618”
已经上线过一次。如果“双十二”是
大型百货商场，“好价节”就是特色专
卖场，中小商家占据C位。

电商购物节开始抢夺中小商家，
多少显露出一丝疲态。太过密集的

“造节促销”，已经让消费者有些“吃不
消”。“双十二”作为“双十一”的延续，
最早确实可以蹭热度，但随着战线越
拉越长，“双十一”预售的包裹，也许还
在快递企业的分拣、转运，“双十二”就
到了。这个商家销尾货、买家捡漏的
购物节，存在感越来越低。电商购物
节的玩法，也到了该转型的时候。“双
十二”，也许只是一个开始。

2011 至 2021 十年里，消费对中
国经济的贡献率从 51.6%提高到
65.4%。这一上扬的曲线，暗合“双十
二”的成长轨迹，背后其实是消费大
盘的上涨。但 2022年，“社零总额”
负增长。“三驾马车”中，消费这驾“马
车”不但没有“前冲”，还往后“退了几
步”。今年是“消费提振年”，市场开
始回暖。1至 10月，全国“社零总额”
增速 6.9%。重庆，前三季度增速
7.4%。提振消费这盘棋下了快一年，
也撑起了城市的烟火气。

流光溢彩的灯火、人声鼎沸的夜
市、滋滋作响的烧烤……在重庆近郊
的涪陵美心红酒小镇，一到周末和节
假日，就人气飙升。游客摩肩接踵，店
家热情吆喝，烟火气氤氲升腾。这里
的“好吃街”与“不夜星光集市”，专为

“夜游”配套打造。一个小摊儿，零售
小商品，一天能挣6000元。

2023“不夜重庆”生活节，是重庆
为提振消费落下的“一子”。从7月到
9月，38个区县推出了两百多场活动，
吸引了1.5亿人次参与，全网话题量超
过12亿，成为前三季度的爆款。美心

红酒小镇、山城巷等，被网友票选为
“夜间潮玩圣地”。

夜经济的玩法，早已摆脱单一
模式，涵盖：商业、交通、餐饮、旅游、
娱乐……几乎把第三产业的绝大多
数行业“一锅烩”。根据《中国夜间
经济发展报告》，夜经济规模：2020
年 30万亿元，2021年 36万亿元，到
2022年，已突破 42万亿元。今年以
来，“夜经济”持续火热，多地成为夜
游、夜购、夜娱的“不夜城”。从“夜
市桥边火”到“千灯夜市喧”，一方消
费的热土，已与城市的繁荣与活力，
深度关联。

中国人自古崇尚：积草囤粮、量入
为出。疫情放大了这种“爱储蓄”的特
性，大家存钱都快存“疯”了。2022
年，平均每天有近 500 亿元涌入银
行。全国住户存款，一年增加了17.84
万亿，创历史新高。重庆的住户存款
排全国“第四位”。巧的是，福布斯“中
国·消费活力城市”最新榜单，重庆同
样排“第四”。两个榜单，看：存钱能
力，看：消费潜力。合起来可以看到一
个国际大都市的气质。

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加入消费
大军，与父辈省吃俭用的习惯不同，他
们的消费观是“两种花”：“今朝有钱今
朝花”和“想方设法借钱花”。高储蓄
的背后，并不是没有消费需求，很多时
候，是无处安放消费需求。和逃离“双
十一”“双十二”相反的是，各地“打卡
潮”一波高过一波的热度。

重庆的“云端之眼”，位于 520米
高空，登高远眺，两江四岸尽收眼底，
绝佳的视角，让“云端之眼”成了新晋
网红。包括“云端之眼”在内，渝中区
一口气推出了60个特色消费场景，打
造出消费的“地标名片”，人气、客流和
全球大品牌，加快集聚。重庆已建成
49个城市核心商圈，23条市级特色商
业街区，80个城市消费地标。

放眼全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无
一不具有地标性的消费引领力。世界
文化名城伦敦，博物馆云集，时尚与古
朴相得益彰；潮流之都巴黎，埃菲尔铁
塔、法式大餐，蜚声世界；迪拜的第一
高楼、最大人工岛等消费场景，树立起

“世界公园”的人设。打造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关键是，如何拿出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消费资源、消费场景、消费
商品，在本土与全球潮流的融合中，弹
拨出国际大都会的音符，打动消费者，
让人心生向往。

造节营销，古已有之。在商业概
念里，“月光”也能打包出售。电商
购物节，曾经引发全民“剁手”的热
潮，但沸点之后，终将降温。时间
是最好的试金石，“大浪淘沙始见
金”。促销是要拉动消费，如果拉
动力不够，只能说明它不被市场需
要。市场依然在，但钥匙，该换一
把了。

据华龙网客户端

夜市点亮生活，消费点燃经济。近日，重庆发布2023年市级夜间经济示范
区，渝中区山城巷、江北区大九街、九龙坡区巴国城、渝北区紫薇路商业街、万州
区天生城文旅街区入选。

一个商圈、一条街道、一个夜市，能够成为示范区，发展过程中定然积累了
许多经验，也踩过不少“坑”。后来者既要看到“光环”，也要注意“暗礁”，做到有
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就是见贤思齐，抓大不放小。向典型学习，立足自身特色，打造品
牌IP，突出自身辨识度。例如，在政策上发力，做好资金扶持配套；从品牌入手，
强化本地特色；以业态为重点，突破同质化思维；把服务做优，解决停车难等现实
问题……解决好一系列细节问题，规划才能稳稳落地，夜经济才有坚实的依托。

有所为，还需提升质量，做精又做新。夜经济，并非简单地将白天消费转移
到夜晚进行，而是要打造具有乘数效应的新增量。如果总是在“朝三暮四”里打
转，总量不变，成本却在加大，夜经济的发展就会事倍功半。唯有持续提升供给
品质，开拓更多消费新场景，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夜经济才能提档升级。

除了积极作为，发展夜经济，也要有所不为。重庆的众多夜市街区，区位不
同、各有特点，归根结底都是市场需求的产物。各地在发展夜经济时，不能尝到
一点“甜头”就一拥而上，挖空心思“生造”夜市，也不能只盯着“高大上”的街区
搞“政绩工程”，而要下足绣花功夫，因地制宜经营好边角小巷，不断增强夜市辨
识度和市民认同感。

有所为有所不为，归根结底是要尊重“夜”的规律，把准“市”的脉搏，给予夜
经济一些自我调整和成长的空间。当前，重庆已四年蝉联“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
力城市”榜首，“不夜重庆”成了独具辨识度的金字招牌。期待未来，夜经济成为新
重庆的新亮点，助力重庆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路上，迈出坚实的一大步！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夜间经济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重庆四年蝉联“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今年9月，抖

音巨量引擎城市研究院发布的城市夜间经济繁荣度指数显示，重庆夜
间经济繁荣度位列第一梯队。

12月初，渝中区山城巷、江北区大九街、九龙坡区巴国城、渝北区
紫薇路商业街、万州区天生城文旅街区等5个夜市，被评选为重庆市级
夜间经济示范区和商圈（步行街）。

不过，随着夜间消费需求的提档升级，诸如业态融合度不高、市集
街区分散、同质化竞争等固有难题，也亟待破解。

这些难题的解决，有哪些借鉴或启示？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推动夜经济与文旅、民俗文化等深度融合，不
断提升夜经济的文旅比重，增加消费互动体验新场
景，形成具有重庆地方文化特色的夜经济模式。”

“突破简单的产品模式，创新构建场景内容，推
动夜间经济向场景化、内容化、IP化方向发展。”

——重庆大学教授廖成林

“探索出消费者的夜间消费‘兴趣点’，通过丰富新
业态、新场景提档升级，形成差异化创新经营模式。”

——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
展中心研究员莫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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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年末旺季 消费这盘棋怎么下？

评论

发展夜经济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 臧博

众多游客在渝中区十八梯观光游玩众多游客在渝中区十八梯观光游玩，，品尝美食品尝美食。。
重庆日报记者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龙帆 实习生实习生 李雨恒李雨恒 摄摄

南岸弹子石长嘉汇，市民
和外地游客正一边欣赏两江
夜景，一边品尝重庆美食。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钟志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