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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八点半”助力苏州夜间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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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夜间经济（night-time economy）这一概念最早
被提出来是在 20世纪 70年代的英国，其主要目的
是解决城市夜间空巢的问题。发展至今，夜间经济

的概念得到了延伸，其主要指以本地居民和外地游

客为消费主体，在晚 6点至次日早上 6点，所发生
的服务业经济活动的总和。夜间经济拥有多种多

样的形式，包括购物、餐饮、健身、学习、娱乐、文

化等。

发展夜间经济是我国激发新一轮消费潜力的重

要手段，当下已经成为城市新一轮竞争发展的突破

口。夜间经济能拓展传统消费模式的内涵与外延，

同时，城市的开放度、消费水平、生活质量、文化质

量等也能用夜间经济的发展数据来衡量。以繁荣的

夜间经济促进经济市场回暖，是苏州打造市场新高

地的重要一环，“姑苏八点半”这一夜间经济品牌的

创建，不仅凸显了夜间经济的集合效应，还成为推

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二、我国夜间经济的发展现状

唐代诗人王建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夜市千灯

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从该诗可以看出，在我

国古代，夜间经济已经十分兴盛了。随着现代城市

的发展与消费需求的升级，夜间经济已由早期的灯

光夜市转变为包括“食、游、购、娱、体、展、演”等

在内的多元夜间消费市场，包含夜间集市、夜间休

闲、夜间观光、夜间餐饮、文化艺术展览、夜间购物

等多种形态，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岛市在 2004年 5月出台了首份夜间经济政
策专项文件《关于加快发展我市市区夜间经济的实

施意见》，此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也相继发布相

关政策以促进夜间经济发展，国务院办公厅的《关

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和《关

于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大

力发展夜间文旅经济。由此可见，我国夜间经济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热潮。

2017年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
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

产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此，

现代夜间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跟上人民日益增长的

需求。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夜间经济搭上了顺风

车，在政府工作层面，重点鼓励支持，营造发展环

境；在企业层面，纷纷试水布局，夜间经济发展势

在必行。

三、苏州发展夜间经济的必要

2020年初的特殊时期，国家紧急采取了封城、
停工、隔离等措施，基本停止了必需品生产以外的

经济活动，经济陷于停滞。多地服务行业特别是餐

饮业、旅游业遭受的重创最大。2020年 3月份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数据显示，1- 2月份全国服务
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 13.0%；2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 6.2%。
江苏省政府印发的“十四五”消费促进规划中

提出，要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大力激发文化旅

游消费潜力，培育发展江苏夜间经济工程。打造一

批具有全国知名度的江苏夜间经济品牌及夜间经济

聚集区，发展夜间经济新业态，挖掘城市特色文化

内涵，打造一批夜间经济 IP 和网红打卡地，完善夜
间交通、安全、环境等配套措施。

苏州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重点区

域，近年来成功跻身于“新一线”城市行列。作为

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旅游景点资源丰富，文化积淀

深厚，经济总量处于全国前列，城乡居民收入也位

居全国领先地位。这段时间以来，苏州经济发展受

到了一定冲击，2020年 4月份苏州统计局数据显
示，第一季度苏州地区生产总值为 3743.93亿元，
同比增速下滑 8.3%。中小企业是苏州经济的中坚
力量，提供了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另外，受
此次防控影响最大的旅游业、餐饮业等中小企业，

正随着政府防控的稳定，开始复工复产。在此背景

下，以休闲、旅游观光、购物、健身、文化、餐饮等

为主要形式的夜间经济，将催生更多消费需求，提

供更多就业岗位，为中小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不过，苏州夜间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比

如夜间经济概念不够深入人心，不足以吸引“老苏

州”在夜间走出去；“夜间经济”的外延不够宽泛，

形式单调，不能够满足“新苏州”，尤其是高素质年



 丨产 业 发 展丨

19

 2021 年 11 月 | 第 18 卷 第 22 期

轻人的需求；“夜间经济”的内涵不够丰富，没有形

成苏州地方特色；公共服务还存在短板，影响到夜

间消费的体验等。可以看出，苏州夜间经济发展尚

未充分体现出苏州特色，夜间经济的市场潜力有待

进一步开发。对此，苏州应紧抓疫情后经济复苏的

机遇，推出“姑苏八点半”夜间经济品牌，为苏州夜

间经济的发展助力。

四、打造“姑苏八点半”夜间经济品牌

夜间经济发展需要充分挖掘本区域独特的文

化内涵，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夜间经济品牌。在“姑

苏八点半”筹备会上，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

记蓝绍敏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统筹做

好病毒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要求，突出特

色，重点做好策划、组织和宣传，加大力度推动开

放后夜间经济发展，打响“姑苏八点半”品牌，不断

提升城市美誉度，促进消费回补，为苏州市经济社

会的发展提供强劲动力。随后，苏州市政府出台了

《促进“姑苏八点半”苏州夜经济发展的十条措施》，

制订消费系列奖励方案，开展高规格消费回馈活

动，鼓励研发适用于夜间消费的特聘 IP品牌活动
及产品，从文件政策上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加快

促进疫后消费回补升级。

（一）政府规划引导

姑苏区作为苏州传统文化资源的聚集区，应将

其作为试点区，构筑“一极一环三板块多节点”的

空间发展布局，以“观前街”产业整合与提升为重

点，打造苏州夜间经济的先行“极”；以“环护城

河”水上观光带打造水上夜游“环”；以“观前街-

平江路”“山塘街-石路”“南门-盘门”为集中建

设发展的核心“板块”；以南节点渔家村、北节点虎

丘湿地、东节点相门仁恒、西节点枫桥夜泊为主体

进行多“节点”布局。围绕“夜秀、夜游、夜食、夜

购、夜娱、夜宿”6个主题，推出一系列具有苏州特
色的精品演出、夜游线路和消费活动，从点状、带

状分布逐渐转为面状分布，形成夜间经济聚集和协

同效应，推动各类新兴消费产业集群发展，并形成

规模效应。苏州夜间经济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了规划

对夜间经济发展的引导与促进作用，充分体现了苏

州市姑苏区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多区域联合行动

苏州市下辖姑苏、虎丘、相城、吴中、吴江 5个
区及苏州工业园区，代管常熟、张家港、昆山、太仓

4个县级市，各区县经济发展较为均衡。采用“做
强内核、辐射周边、立足苏州、跳出苏州”的思路，

苏州动员区域内所有板块，采用“一核两翼三区四

城”联动的形式，以古城姑苏区为核心，园区和新

区为两翼，吴中、相城、吴江三区聚合，加上常熟、

张家港、昆山、太仓四座城市共十大板块齐发力，

围绕各自的板块优势，布局夜经济，创建夜地标，

挖掘新业态，共同组成“姑苏八点半”夜间经济的

火热版图，形成区域之间更大范围的联动效应。

继苏州大市范围内推出“姑苏八点半”品牌这

个后，工业园区、相城区、张家港市等多个区市也

相继推出夜间经济品牌，如“非凡园区 YE”“相城
活力夜”“多彩夜沙洲”等，共同助推文旅行业复

苏，加快夜间经济发展。目前，已形成观前“姑苏

八点半”先行极、工业园区“夜漾金鸡湖”、常熟

“琴川塔弄商圈”等十个夜间经济新地标。

（三）多业态融合发展

随着文化、旅游、艺术、体育与商业的融合，再

加上新技术、新媒体的助力，夜间经济业态实现了

快速升级。将传统模式与科技融合，利用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及抖音、小红书等

短视频网站和直播 App等，丰富夜间经济消费场
景。同时，根据不同层次人群的消费需求，不同主

题消费区的业态特点，为休闲场所赋予文化内涵、

消费特征，从新形态上打造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发

展模式。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促进文化与经济

的融合发展，推进文化与旅游、餐饮、娱乐、科技、

商贸的融合，能打造出更有吸引力、竞争力的夜间

经济，并将经济附加值发挥到最大。文化是旅游的

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应将文化赋能发展夜间

经济，从而打造出苏州特色的地标和文旅产品。另

外，通过加强对苏州传统技艺与作品资源的深度挖

掘与提炼，还可以为游客提供优质的苏州特产。苏

州素有“百园之城”“百馆之城”的称号，凭借优秀

的园林及博物馆资源，以展览加主题游的形式举办

夜游活动，能进一步丰富夜游产品的特色。

五、结语

目前，抖音上以“姑苏八点半”为话题的视频

有 6000多个，播放量超 1亿次，官方账号也有 35
万粉丝，近百万的点赞，由此，“姑苏八点半”的知

名度和影响已经初步建立。打造“姑苏八点半”夜

间经济品牌，需要市政府站在一定高度上统筹规

划、顶层设计。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通过加

强组织领导、规划引领、风险防控，以及加大消费

支持、完善配套设施、丰富媒体宣传等举措，为繁

荣夜间经济、刺激文旅消费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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