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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望平街滨河
路夜间集市。

两万亿时代的成都夜经济密码：

“后浪力量”与新消费场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秦怡 陈彦霏雷远东 摄影报道

2月10日晚，成都太古里商圈露天集市前流连的顾客。

兔年伊始，元宵节前，成都三色路
夜市正式回归，受到媒体频繁关注。

这条被誉为成都“最具烟火气”夜
市回归的背后，蕴含着经济复苏大环境
下，具有成都特质的新业态焕发出新生
机的底层逻辑。

成都的“夜市基因”，古已有之。锦
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十二
月市”穿越古今，讲述历史上的成都夜
市故事；而现代社会里，灯火璀璨的商
圈和集市里，有的是成都打造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勃勃雄心。

当越来越亮的灯点亮城市的夜，成
都夜经济也迎来提档升级，不断向产业
化、专业化、品质化升级。

藏在夜间的经济密码

走进重新开市的三色路，长约1公
里的路段上已经聚齐各色各样的摊
位。夜市中，既有各类小吃、烧烤等传
统夜市中的“主角”，也有甜品、咖啡、酒
吧等业态——这也是这里被认为“小
资”“精致”的原因。

有场景就有消费。记者探访之际，
张立与妻子、孩子一家三口正在夜市上
吃油炸串串。张立说，他们以前家住在
三色路附近，去年就多次到夜市闲逛、
消费。如今，一家人虽已搬至天府新
区，但在网上看到三色路夜市重新开市
的消息后，特地找机会过来体验。

在成都，夜市不止三色路。暮色四
合、华灯初上，围绕大学城而生的犀浦
夜市，烧烤架上升腾起的烟火气抚慰忙
碌一天的身体；万象城里，逛街的年轻
人来到正在展出的新春集市前，他们的
目光被有趣的文创小物件吸引。

夜间经济，也叫夜经济，是20世纪
70年代英国为改善城市中心区夜晚空
巢现象提出的经济学名词，它代表着一
座城市的活力表征，在消费模式增加、
消费时间拉长等驱动下，给城市带来新
的消费空间。

夜间经济，不只是逛夜市。夜色之
下、灯火璀璨，人们熙来攘往，火热的夜
间经济，正释放着促进消费的能量，在
成都生长。眼下，正值经济复苏关键
期，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在春节
期间回暖迹象明显，表现亮眼。

梳理经济数据，夜间经济就是成都
的“秘密武器”。夜市、夜宿、夜食、夜
展、夜秀、夜玩等夜间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在成都不断创新，点燃城市烟火
气。美团大数据显示，成都位居春节

“夜间游玩”搜索热度全国城市第二位。

夜间经济里的“后浪力量”

三色路夜市临近锦江绿道，夜市一
街之隔，Woodpark轻极限运动公园是
众多平衡车、自行车、滑板爱好者的聚
集地，也是市民健身、散步和骑行的主
要区域。

年轻人的消费需求，是三色路夜市
的背后成因。“最早大家都是自发的，我们
就是自己选位子。那些滑滑板的朋友，滑
完了就来吃点、喝点。”商户李曦说。

年轻群体永远是消费新业态的主
力军，年轻人聚集的氛围，无形中也塑
造了三色路夜市消费新业态的特性。
已经搬到天府新区的张立愿意携妻带
子驱车十几公里再次打卡夜市，吸引他
们的也是这股年轻的劲儿，“在这里，可
以近距离观摩年轻群体中正在流行的
元素。”张立说。

《2022-2023年中国夜间经济行业
发展与消费者调研报告》显示，00后（新
生代）消费群体逐步成为中国夜间消费

的主体。如何拉动年轻人的消费，以三
色路夜市为代表的潮流夜市、后备厢集
市、社区民生夜市等新型夜市，或许可
以给出一份“小而美”的答案。

而《2022成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
也显示，成都夜间经济总体表现出消费
活力足、耍法多元化、消费群体年轻化
等特征。

无论是夜游锦江、金沙灯会、光影
节，还是夜游西岭、篝火狂欢节、火花
节，年轻人总是其中活跃的力量。

成都是夜间经济的天堂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
委员、西南交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陈光是在成都市营商环境案
例评选的过程中关注到三色路夜市焕
新回归的。

“成都的夜间经济在全国一直名列
前茅，有时候甚至能到前三。”陈光补充
了一组数据：在成都，发生在夜间的消
费行为，大约占到一整天消费总额的
45%。这就意味着，在成都，有近一半
的消费量是在夜间完成的。在他看来，
成都要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如果没
有夜间经济是不能够完成的。

成都的“夜市基因”，古已有之。“锦
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南宋
《方舆胜览》中《成都志》就曾记载这样
的景象。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此前接
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采访时就直言

“成都是夜市的天堂”。
袁庭栋认为，成都的夜经济在全国从

来名列前茅，特别是有“鬼饮食”“冷啖杯”
这样在全国范围内都独一无二的标签。
无论是《蜀都赋》里的“万商成渊”，还是穿
越古今的“成都十二月市”，都形象地反映
了成都商业之繁荣、夜市之兴盛。

为何说成都是夜市的天堂？袁庭
栋进一步给出两个原因。一是成都全
年气候适宜夜间户外活动。袁庭栋认
为，成都春天没有沙尘，夏天不会太热，冬
天没有大雪，这样的天气很舒服，“不撵都
要出去”。二是成都人消费意识超前。

夜间经济在成都的发展占据了天
时、地利和人和，陈光思考的是，成都如
何进一步推动夜间经济发展？他提到，
需要推动夜间消费场景升级。“不仅仅是
餐饮。”陈光表示，夜间经济已经成为都
市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业态可以
逐渐向高级化转换，从而实现产业提档
升级。“夜经济可以是夜间学习、夜间培

训、夜间健身、文化创意等多种形态，甚
至还可以尝试融入科幻色彩。”陈光说。

成都的夜间消费业态多元

如今，全息投影、AR/VR、5G、直播
等技术的发展，为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线
上线下的沉浸式互动体验提供了可
能。可以想见的是，伴随越来越多科技
力量和元素的融入，成都的夜间经济领
域还将催生更多可能。

1984年，诞生于广州的灯光夜市开
启了我国现代社会的夜经济发展历
程。历时39年，历经夜市、商圈、集聚区
的升级过程，夜经济的载体不断向产业
化、专业化、品质化升级，也折射出人们
对于夜生活品质的追求和美好期待。

有着提高设施使用率、增加社会就
业、提高消费水平、带动区域发展等特
点的夜间经济，无疑是城市消费的“新
蓝海”。美团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
夜间消费规模占比达49%，较去年同期
上涨13个百分点。

在各个地区对外公布的“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夜间经济也
成为各地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成都亦是如此。2022年成都的经
济总量已经突破2万亿元，要推动经济
总量再上新台阶，成都首次提出将围绕
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做强核心
功能。

这一次，夜间经济同样被摆在重要
位置。成都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将加快多元消费场景营造，促进消
费供给创新，将继续加码夜间经济，培
育夜间消费新热点，进一步助推创建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

事实上，新一线城市中，成都是最早
开始发力夜间经济、推动消费场景持续
更新迭代的城市之一。以“夜游锦江”为
代表的成都夜游热度在全国居高不下。

走出成都看全国，西安通过还原长
安街景再现“大唐不夜城”，借力光影科
技打造出一场时光穿梭之旅；霓虹闪烁
的重庆洪崖洞，依托城市山水格局形成
别样景致，是解放碑商圈流量登顶的不
二法则。

面对夜间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我们
同样期待成都给出的惊喜和答案。而
这，也正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所说：“仅
仅鼓励消费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
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
手段。”

重新回归的成都
市锦江区三色路
夜市，因“后备
厢+露营风+霓虹
灯”出圈，受到年
轻人的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