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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广
东省在积极酝酿依托岭南文化、广东美食、商贸
传统、文创产业等资源编制“广东规划”，鼓励各
地发展文旅夜经济。

记者从广东省文旅厅了解到，接下来，广
东将在积极支持各地创建省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示范区的同时，持续推动丰富夜间演出剧
目，探索引导文博单位夜间开放。此外，将推
动全省创建若干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推出一批夜间旅游演艺精品，优化夜游景区景
点，形成一批夜间文旅消费网红打卡地（点），
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放心品牌，推动扩大夜间文
旅消费规模。

当前，广东各地打造的一众夜间消费“文化
IP”正各展魅力——粤曲、粤剧、相声、电影、歌
剧、音乐、读书等主题鲜明的文化休闲活动遍布
各地，多类主题的夏季、周末或节日精品夜市活
动层出不穷……但看似丰富的夜游消费业态及
产品，仍未能完全匹配当下夜间旅游消费需求的
快速增长。

90 后市民小何告诉记者，对于她和身边一
众朋友来说，当实现了夜游打卡愿望后，更希望
在未来的夜游体验中获得一些精神上的滋养，且
能常玩常新。

专家认为，目前我省各地居民及游客的夜间
消费潜力仍有待进一步激发。综观全省，珠三角
地区的夜间消费活动较为丰富，但仍有部分地市
夜间经济发展比较滞后。此外，商圈、商业街区
的夜间消费较为活跃，但整体夜间消费业态仍待
丰富。

在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看来，夜间经济
应绝不限于培育几个“网红”打卡地，更要持续营
造高品质夜间生活场景及可触、可感的消费场
景，搭建起艺术引领的时尚品味和文化氛围，才
能从根本上提升城市夜经济及旅游竞争力。未
来，应支持传统剧目、文艺创作、美术展陈、学术
讲座等成为城市的文化坐标，为夜经济发展持续
提供“文化供能”。

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的“2021 年中国商业
十大热点展望”指出，我国“夜经济”正在迈入2.0
时代——由单一业态的消费模式进阶为产业多
元、场景融合的模式，并已延伸到实体零售的各
环节，成为城市竞争的新赛道。对广东这个夜经
济大省而言，一场赢在了起跑线、半程亦暂时领
先的马拉松赛事，其实才刚刚开始。

以文化赋能
夜经济发展

文旅“夜宴”
点亮广东夜经济

“不打烊书店”“夜间博物馆”等多种文化类别的夜间消费新场景
不断涌现，成广东夜经济增长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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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夜经济”居全国前列

文旅类夜间消费新场景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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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保济丸’的名号，以前
偶尔路过，没想到现在这么新
潮！”说此话时，市民梁小姐正坐
在以创制“保济丸”闻名的佛山李
众胜堂祖铺里喝着咖啡。这座古
色古香的清代建筑位于佛山市禅
城区岭南天地，为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此前这里以展示家族品牌
历史及陈列旧物为主，晚上自然
是关门谢客的。但自今年大年初
一开始，这里被“活化”成了一间
潮人“蒲点”——在保留原有建筑
特色及品牌文化的同时，成了一
间咖啡馆兼小酒馆，营业时间也
延长到深夜零时。

90 后的梁小姐已是这里的
老顾客了，在她看来，下班后或
周 末 来 药 铺 老 建 筑 里 小 酌 几
杯，顺便了解一些咖啡豆知识，
别有一番情调。而店中一整面

“威士忌墙”和极富年代感的百
子柜、清代老建筑搭配在一起，
在咖啡和酒香的氤氲下，产生
的文化碰撞更让她深深着迷。

让梁小姐着迷的这类店铺，
在岭南天地还有很多。据介绍，
岭南天地位于迄今900余年历史
的祖庙东华里片区，片区内有简
氏别墅、嫁娶屋、孔庙等 22 处文
物单位，共100多幢建筑物，是佛
山文物古迹规模最大、最密集且
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通
过“修旧如旧、新老并存”的现代
化改造，这片极富岭南风格的历
史建筑群引入众多国际品牌商铺
及网红餐饮店，同时保留了众多
特色民间手工艺及老字号店铺，
成为展现广府文化与“老佛山精
神”的特色时尚街区。

每逢夜晚，游客穿行在古风
与现代气息交织的青砖建筑间，
除了休闲觅食、逛街娱乐，还能走
进被盘活的文物建筑中，悠然享
受粤剧、功夫、剪纸、木雕、南狮
等传统文化的熏陶。

为营造足够明亮的夜游环
境，岭南天地对街区内的灯光
数度改造，提升夜间颜值，成为
网红拍照打卡地。春节期间，
岭南天地商圈日均客流量达 10
万人次。

刚刚过去的春节黄金
周，夜经济作为广东假日
文旅市场中的一股关键力
量，展现了“夜广东”别样
的风采。

广州珠江夜游、清远北
江夜游、梅州“一江两岸”夜
游、珠海长隆大马戏、梅州
客家山歌剧、汕头小公园片
区、茂名南越文创街、广州
1200bookshop（24 小 时 书
店）、深圳智慧书房……散
布在全省各地的夜间文旅
消费打卡点，照亮了节日的
夜空。在粤西湛江，金沙湾
观海长廊亮起万千灯火，浪
漫的海滨夜生活令人如醉

如痴；春节接待游客超20万
的鼎龙湾景区，马戏、海狮
表演连番登场，让留在景区
过夜的游客久久不愿散去；
罗浮山首度打造的灯光夜
游，以山脊为背景、以艺术
灯光为笔，勾勒出一幅动人
心魄的夜间山水画卷……

据省文旅厅发布的数
据，整个春节假期，广东省
旅游总收入达 204.8 亿元，
全省接待过夜游客 953.4 万
人次，占比24%。

实际上，广东省素来被
公认为有着深厚的“夜经
济”土壤及强劲的发展动
力，近年来“夜经济”发展一

直居于全国前列。
根据瞭望智库与腾讯

编写的《中国城市夜经济影
响力报告 (2020)》，2020 年
夜经济影响力十强城市中，
深圳、广州双双上榜，广州
与深圳正同时打造国内夜
间经济标杆城市，扮演着广
东夜经济“先行者”的重要
角色；据《阿里巴巴“夜经
济”报告》，广州、深圳、东莞
位居淘宝夜间消费最活跃
城市前十；由中国旅游研究
院发布的2020夜间经济 20
强城市中，广州、深圳、佛山
三地入选，广东省入选城市
数居全国首位。

近年，广东多地出台相
关政策促进夜间消费，鼓励
文化演艺场馆、餐饮娱乐购
物等场所延长开放时间，组
织开展各类文化惠民及促
消费活动，推动了一批重大
文旅项目建设工作，如打造
特色精品夜市、开发夜间旅
游消费打卡地、优化夜间交
通线路等。

去年，有21个地级市参
与的 2020 广东省夜经济暨
暑期消费促进活动中，韶关
市、潮州市、江门市、广州
市、珠海市、深圳市启动“夜
市、夜食、夜购、夜娱、夜游、
夜秀”夜间消费专题活动，
广佛两地更联合开展购物

嘉年华，以跨市合作方式共
促“夜经济”热潮……

而在文旅融合的背景
下，有专家提出，通过“夜经
济”向市民和游客展现城市
的文化特色，才是形成具有
当地城市特色的夜经济生
态的关键。从 2019 年起，
广州多家市属博物馆（纪念
馆）正式开放夜游，广州版

“博物馆奇妙夜”向年轻游
客敞开了新世界大门。遍
布各个城市的“不打烊书
店”“夜间博物馆”“深夜电
影院”等多种文化类别的夜
间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一
些传统文博场所则焕新展
陈方式，以线上线下结合、

科技人文融合等方式重现
经典魅力。

携程数据显示，“夜游”
已成为广州景区消费的热
点。为吸引市民夜间打卡，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专
门推出6条“夜游广州”精品
旅游线路，将最具广府特色
的夜游地串珠成链。在广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的
两期广东文旅护照项目中，
珠江红船、广州塔等夜间文
旅景点被收入其中，“白+
黑”的消费组合，激发了夜
间文旅打卡热情。而据广
州市商务局最新发布的《广
州夜间消费地图》2.0 版，在
1.0 版推出北京路步行街等
15 个“夜广州”消费地标的
基础上，又新增了夜游、夜
健、夜赏、夜读、夜温泉等维
度，并收录了23处美食集聚
地标，供饕客们“解锁”羊城
夜宴。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估测，到2022年广州市
夜间经济集聚区将达到 30
个，力争形成13个全国知名
的商圈和一批精品文化项
目，打造国际知名的“广州
之夜”品牌。届时，以岭南
文化、红色文化、都市文化
为主线，品牌化、国际化、特
色化突出的全域夜间经济
产业链将会愈加完善。

由于气候适宜，广东居民素有夜生活的传
统，夜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对比十几年前，广
东的夜游产品在数量及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

新时期的夜经济，已经由过去的“啤酒+烧
烤”升级为以文旅融合为核心的复合经济，文旅
消费成为夜经济新的增长点。而随着消费的升
级和科技的发展，文旅的定义被不断刷新，思维
不断颠覆，为夜经济带来新的启发。就广东来
说，可从三方面为夜经济发展提质增色。

首先，夜经济产品要重“颜值”。文旅行业已
经进入“颜值经济”时代，“好看”的产品更能激
发人们“打卡”的消费意愿。当前我国文旅消费
人群结构正在发生变化，“Z 世代”（指 1995 年到
2009 年出生的年轻人）逐渐成为消费主力，作为
互联网“原住民”，他们追求高颜值的事物并乐于
在网上分享，从而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所以对城
市运营者来说，夜游产品的打造不仅要注重实用
性、体验性，也要兼顾审美消费属性。这种审美
消费既来自产品本身，也可通过后期改造提升来
实现。例如，将产品与时下广受年轻人欢迎的国
潮文化相结合，或通过引进艺术装置、涂鸦等方
式吸引眼球。

其次，文旅夜经济要在营销上注重“IP”塑
造。去年网络上爆火的藏族男孩丁真，已然成为
其家乡理塘文旅的一个大 IP。更早以前，日本熊
本县就因熊本熊的 IP 营销，直接带动了旅游产
业的爆发式增长。IP 已经成为文旅营销的利器，
夜经济同样需要塑造自己的 IP。

参考外省的成功案例，常年在短视频平台刷
屏的西安大唐不夜城，今年再度登上抖音春节热
门景点榜首，成为国内的夜经济标杆。其成功的
背后，可看到大唐文化、不倒翁、悬浮兵马俑、石
头人、唐代巡逻队等一个又一个文旅 IP，正是这
些 IP，让大唐不夜城在一众步行街中与众不同、
品牌形象鲜明。IP 为景区带来大量游客，同时也
让地方文化通过互联网传播得更远。

目前，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潮州的广济桥
等景区在夜经济上做得有声有色，但在 IP 塑造
上仍有欠缺，还需沉淀打磨。

最后，夜经济市场应适当“下沉”。夜经济不
是城市的专属，浙江安吉的小山村蔓塘里通过引
进文创灯光项目，发展乡村夜经济，吸引无数城
里人来此夜游，直接带动了当地餐饮和住宿消
费，补齐了安吉夜游产品的短板，探索出一条以
文旅促进乡村振兴的新道路。在广东，清远熹乐
谷温泉度假区在春节推出“山谷里的年味”，通过
乡村音乐节、篝火晚会等形式，让山谷里的年夜
充满欢声笑语，同样值得借鉴。

当下乡村旅游越来越受欢迎，但当前的乡村
游主要仍是日经济，夜间消费更多以民宿体验为
主，产品业态较为单一。我国乡村人口规模庞
大，潜在的夜间消费规模巨大，对广东的广阔乡
村而言，发展夜经济仍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知名文旅实战营销专家熊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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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宵大排档到全域产业链
说起广东“夜经济”最

初的模样，必然要从每一名
老广都深爱着的宵夜文化
说起。美食，是广东夜经济
最初、最回味悠长的底色。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
餐饮接力赛”——这是广州
这座城市在许多年前给易
中天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他
看来，这“不但罕见，而且不
可思议”。在《读城记》中他
甚至下此论断：“只有广州，
才二十四小时都在吃”。

从当年的饮夜茶、食夜
粥、吃大排档、赶“天光墟”，
从风靡一时的音乐茶座到遍
地开花的酒吧街、夜总会、卡

拉 OK，到 今 天 的 天 河 路 商
圈、珠江琶醍、超级文和友
……基于气候的天然优势和
骨子里的随性乐天，广东人
从不吝于享受市井、随意的
人间烟火。忙碌一天，坐在
街边来一碗滋味绵长的老火
粥、一碟带着镬气的凌晨小
炒，就着夜色和晚风与朋友
喝喝啤酒、吹吹水、看看戏，
就能安然度过四季。

除了吃，广东人在开拓
夜经济进程中也曾创下不
少“第一”。早在1979年，东
方宾馆即开设国内第一家
流行歌曲音乐茶座，引领了

“边喝茶、边听歌”的流行风

气。1984 年开市的广州西
湖路灯光夜市则是全国第
一个灯光夜市，彼时，这里
是购物的天堂，也是举国闻
名的“拍拖胜地”。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
展，传统的夜市渐为全新的
商业格局和形态所取代，广
东的宵夜现象也逐渐演变
成集“食、游、购、娱、体、展、
演”等在内的多元夜间消费
市场——步行街、夜间文艺
演出、灯光秀、景区夜场、夜
间游船、展览、24 小时书店
……如今，岭南“不夜城”的
夜生活，在时间与空间上都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延展。

日召开的2021年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工作会议上，一张

创下多个“全国第一”的广
东文旅“十三五”成绩单备
受关注。其中，广东全省旅
游总收入及入境过夜游客
指标多年保持全国第一。

一直以来，无论是广
东本地人抑或来粤的游
客，都为广东丰富精彩的
夜间生活点赞。而今，在
“夜经济”这一文旅新概念
的指引下，飞速发展的“粤
式夜经济”正在重塑广东
夜间旅游的业态——从现
代化的灯光秀、音乐晚会
到蕴含传统文化元素的游
园、曲艺表演，形式多样的
产品成为撬动年轻人和游
客夜游积极性的新动能。

可以喝手冲咖啡的李众胜堂，成为佛
山夜经济新业态的缩影 受访者供图

夜访古建筑品咖啡
文化碰撞让她着迷

发展夜经济要靠
颜值+IP+下沉

夜间的广州北京路步
行街热闹非凡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广州北京路步行街的舞蹈快闪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古建筑与咖啡的文化碰撞让不少市民着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