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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引导
夜间经济不断提档升级

重庆聚焦“夜味”“夜养”“夜赏”“夜玩”“夜
购”业态，深入挖掘重庆特色，大力推动商旅文体
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夜间经济。

2020年7月，市商务委、市文旅委、市体育
局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夜间经济发
展促进消费增长的意见》（渝商务〔2020〕227号），
提出“1+10+N”的夜间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就夜
间经济规划布局、场景建设、业态培育、品牌打造
和创新升级等系统推进。

同时，重庆扎实推进“夜间经济示范区创
建”，出台了《重庆夜间经济市级示范区建设规范
（试行）》。从规划布局、载体建设、消费业态、环
境设施、消费品牌、管理机制、综合效益7个方面
细化16项一级指标、44项二级指标，规范引导
各区县推动夜间经济示范区创建。

此外，重庆统筹推进夜间经济集聚区建设，
印发了专项通知，明确夜间经济集聚区建设的工
作要求、重点任务、方向路径。全市各区县结合
区域特色，加快推进夜间经济集聚区建设，形成
全市夜间经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竞相发展的
格局。

截至目前，重庆已打造十八梯、龙门浩老街、
来福士等一批消费新地标；建成南山壹华里、金
刚碑等一批消费新场景和鎏嘉码头等33条市级
夜市街区；建成弹子石老街、鹅岭二厂等一批商
旅文融合精品项目；启动首批13个夜间经济示
范区创建，形成多元夜间消费场景。解放碑、观
音桥、洪崖洞平均每天客流量达198万人次，描
绘出了“五夜”业态不断完善的新图景。

此外，市商务委还联动美团、阿里巴巴本地
生活等平台，培育了线上线下融合新模式。

塑造品牌
畅享多彩多姿“不夜重庆”

纵观全球，通过突出城市自然资源、人文特
色、历史文化等优势，依托会展、赛事、演出等活
动品牌，营造更多可触、可感的消费场景，差异化
打造夜间经济城市IP等方式塑造夜间经济品
牌，成为世界主要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重要经
验。

近年来，重庆持续打造“不夜重庆”城市品
牌，展示重庆味、国际范的夜间经济独特魅力。

在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方面，重庆依托“两江
四岸”资源优势，突出“山、水、城、桥”四大元素，
以长嘉汇大景区为重点，打造集中展示“立体山
城”“光影江城”“魅力桥都”“不夜重庆”国际风范
的夜间经济核心区。

同时，依托城市商圈转型升级，丰富夜间生
活业态，打造一批引领夜间经济的标志性商圈。
其中，解放碑—朝天门、观音桥等商圈，人气位居
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推进建设世界知名商圈的引

领者。
此外，依托商业特色街区（镇）体系，打造一

批兼具烟火气、巴渝风和时尚潮、国际范的“不夜
重庆”地标。其中，发展以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为
主的“江岸经济”“云端经济”，推出来福士“横天
摩天轮”等“城市之巅”多元化消费地标；大九街
汇集餐饮、娱乐、文旅、购物等丰富业态，不仅是
重庆人的夜生活聚集地，还是文化创意集聚之
地，成为外地游客的打卡必选地；洪崖洞、南滨
路、江北嘴等，打卡点串珠成链，构建起全方位夜
游场景。

在做靓品牌活动方面，以“不夜重庆”为主
题，连续举办4届“夜市文化节”，升级举办3届

“不夜重庆生活节”。其中，2022年活动期间，推
出近200场夜间特色主题活动，超20万户商家
参与，吸引市民游客超1.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
73亿元，“不夜重庆”成为重庆的一张城市名片。

在注重培育市场主体方面，着力办好中国
（重庆）夜间经济发展高峰论坛，积极整合各方资
源。在搭建政府、企业、协会交流合作平台的同
时，通过引进一批优质品牌、培育一批优质商家、
改造一批优质载体、推进一批重点项目等方式，
加大对市场主体的招引扶持力度，营造良好市场
环境，增加品质消费供给。

持续推进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重庆全市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5万亿元，同比增
长1.5%。其中，商品零售额达到9024.87亿元，
同比增长1.6%；餐饮收入达到了1431.14亿元，
同比增长0.6%。夜间经济的活跃让重庆的居民
消费持续火爆。

与此同时，在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评价课
题组于去年8月在线发布的《中国城市夜经济影
响力报告（2021-2022）》中，重庆连续3年荣登
全国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

可以说，夜间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重庆整体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加快培
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撑。

纵观国际，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等国际
大都市夜间经济发达，形成了伦敦西区、纽约百
老汇、东京六本木、新加坡乌节路等国际知名的
夜间经济集聚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在夜间消费，
不仅为城市经济作出了贡献、增加了就业岗位，
还激发了城市消费活力、提升了国际消费中心的
知名度。

市商务委相关人士表示，重庆将继续提升
“不夜重庆”品牌影响力，打造主题鲜明、个性彰
显、特色突出的消费活动，丰富夜间消费供给，推
动活动促消费、惠民生，营造有利于夜间经济发
展的市场氛围，使市民的高质量、高品质生活再
上台阶，进一步助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建
设。 据重庆日报

作为激发新
一轮消费升级潜
力的重要举措，
夜间经济是激发
城镇商业活动潜
力、满足民众消
费需求的重要途
径，更是城市经
济发展新的增长
点。

独 特 的 气
候、山水景观和
人文特质，为重
庆发展夜间经济
创造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数据显
示，重庆城市消
费 60%发生在
夜间，夜间经济
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近年来，重
庆将推动夜间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
为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培育建设的
重要内容，持续
优载体、调业态、
育品牌，推动夜
间经济焕发新活
力，有力地促进
消费、繁荣市场、
稳定经济，发展
成绩显著、亮点
纷呈。

夜间经济已
成为重庆培育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的新引擎。

春节旅游大火之后，业界预期春季旅
游旺季会迎来报复性增长。各地正在大力
促进消费回补，积极制定政策措施吸引客
流，出现一批“网红局长”内卷，一大波消费
券迎面而来。

各地争相“放大招”引客

2月26日，“江西风景独好”云端旅游
系列推介会走进萍乡暨2023“春光灿烂嘉
游赣”全省春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萍乡
武功山启动。会上发布了江西省春季旅游
优惠促销政策，准备了8000万元各类“消
费券”（文旅消费券为 1200 万）。在此之
前，2月21日，江西省还在上海举办“春光
灿烂嘉游赣”文化旅游推介会。

重庆市政府高级旅游经济顾问、重庆
大学蒲勇健教授表示，春节期间人口大流
动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带来疫情大流行，接
着迎面而来的是久违了的春游季节的到
来，报复式的旅游大概率会发生。

蒲勇健表示，今春旅游增长点会出现
在乡村旅游，特别是城市近郊赏花，带动农
家乐消费；还会出现网红城市观光旅游，带
动城市商业、电影院；还有城市公园观光旅
游，包括动物园、花卉园旅游。

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人们可以
跨省旅游，在稳增长的背景下，各地正在大
力促进消费回补，旅游是非常重要的突破
口，各地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各种推介活动
吸引游客，争“养外地人”。

事实上，不只前文提到的江西。2月
24日，2023四川“天府旅游名县”推介会走
进杭州。下一步，四川省文旅厅还将组织
天府旅游名县集体赴香港、北京、上海、重
庆、广西等地考察学习、参展推介。

2月27日，“广州欢迎您”2023广州文
化旅游专场推介会在杭州举行。

在实施各种推介活动的同时，很多地
区又纷纷推出文旅消费券，吸引客人。比
如，浙江东阳从2月13日-3月31日，发放
210万一季度文旅消费券。2月21日-3
月31日，甘肃嘉峪关市发放30000张文旅
消费券，补贴金额共计100多万元。

后疫情时代旅游正在变局

蒲勇健表示，近几年，许多地方的旅游
景点发生了变化，也新增加了许多旅游景
点，地方政府的营销，有助于人们选择一些
过去没有去过甚至不知道的地方。地方政
府的营销对于推广他们的旅游资源促进旅
游市场发展会较过去更加发挥作用。

实际上，比各地旅游推介活动更吸引
关注的是各地文旅局长变身“网红局长”推
介当地旅游资源，如四川省甘孜州文旅局
长刘洪、湖北省随州市文旅局局长解伟、黑
龙江塔河县文旅局局长都波等，目前超过
100位文旅局长在网上“卷起来”了。

蒲勇健表示，一些地方的文旅官员通
过网红直播营销当地旅游，有短暂的新奇
感效应。但是，真正的市场营销是口碑，是
游客的口碑，这些口碑来自网络。可持续
的地区旅游发展是由旅游吸引物的稀缺
性、旅游景区的服务水平决定的，而后者来
自高效专业的旅游管理运营团队。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
授、劳动与实践教育研究院院长、四川省导
游协会会长陈乾康表示，疫情三年，旅游市
场、旅游业态、旅游商业模式、旅游消费心理
都有巨大变化，建议旅游业者行稳致远，内
涵发展，规范发展，不急于求成，让旅游业更
健康、更可持续发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过去
三年，旅游市场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消费
行为以及人们对旅游的认知也发生了重大
变化。而今人们更愿意欣赏身边的美丽风
景，享受日常生活的美好。对远方的选择，
也不再仅限于热门城市和热点景区，从戏剧
场到菜市场，都可以成为旅游的场景，包括
出境旅游的消费决策也开始趋于理性。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推“网红局长”发消费券
地方旅游争相放大招

夜经济不断升级
不夜重庆更有味

“不夜生活节”成为重庆夜经济发展
的一张名片。 据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