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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乡村夜间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与其途径
——以某古镇的实践调查为例

邬贵东，夏 兴，李 聪
（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 自贡 643002）

摘 要：夜间经济发展目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刺激消费新引擎，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来源。目前也已出现城市

夜间经济向周边区域村镇蔓延，形成乡村夜间经济，且各地特色古镇大都存在发展夜间经济方面具有良好的各类资源基础和

工业基础。本文便以某古镇为例探讨乡村夜间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与其途径。目前仍存在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协同机制不健

全、政府引导力量薄弱、推广力度不足、产业链不完善、资本参与度低、夜间经济业态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总结了

乡村夜间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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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夜间经济（Night-time Economy）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夜

市，而是一种基于时段性划分的经济形态，一般指从当日下午

6点到次日凌晨6点所发生的三产服务业方面的商务活动，是

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第二时空的进一步延伸。夜间

经济是现代城市业态之一，指从当日下午6点到次日早上6点
所包含的经济文化活动，其业态囊括晚间购物、餐饮、旅游、娱

乐、学习、影视、休闲等。

目前各地政府都在积极布置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格局，城

市夜间经济在我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对应地，我们应大胆地

提出了乡村夜间经济（Night-time Economy of rural）。结合我

国城乡居民提高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需求的情况，通过实地

调研某古镇，期冀形成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找到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满足城乡人民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要

的新途径，以及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城乡一体化

发展，加快实现农民、农村、农业的现代化。

二、夜间经济发展形势

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与消费需求的升级，夜间经济已成

为消费领域的一个新增长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0年夜间消费经济规模将近30万亿元。在城市夜间经

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乡村夜间经济呈现出萌芽状态。

从夜间消费的消费贡献来看，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

《2020中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夜间消费金额占比

24.87%，夜间消费笔数占比 22.12%，2019年相比 2018年我国

夜间消费量有较大比重上升，而 2020年受疫情影响，有一定

程度的整体收缩，但细分市场回暖加速，都市、近郊、省内夜游

热度高。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

“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扩大内需，繁荣国内经济，扎实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联通好国内和国外市场，利用好国内和国

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新的发展格局。以夜间经济为代

表的新消费模式 和新业态，成为许多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城市夜间经济的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乡村夜间

经济与城市夜间经济相比发展差距较大，乡村夜间经济发展

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发展机制，以至于许多乡村夜生活近乎空

白，而已经开展的乡村也存在提供的内容不够丰富等的问题，

只提供少量的夜间观赏和游览项目，娱乐休闲功能明显不足，

导致大量游客“白天看景，晚上走人”，难以形成夜间消费。

三、乡村夜间经济面临的困境

（一）经过实地调研得到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又通过数

据分析法整理，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1）调查问卷累计填写人数 201人，有效份数 187份。通

过比对分析发现，参与调查的人里，很清楚和大致清楚以及了

解乡村夜间经济总共占比就仅为 24.1%。被访问者里 26.3%
不看好乡村夜间经济的发展，62.8%的人看好乡村夜间经济的

发展，19.1%的人认为看不准乡村夜间经济的发展。

（2）其中，参与调查的人员，外地游客占比74%，本地人占

比26%。文化程度初中学历（52.5%）和中专或高中（18.2%）为

主。职业也向自由职业者或普通上班族者（69%）和农民

（23%）两者集中。

（3）参与调查者中在被问及“某古镇发展乡村夜间经济

时，可选择的路径有哪些？”选择以深挖当地特色资源等来深

化文化内涵（38%）、培育美丽的古镇夜景和闲适的气氛及提

高相关服务水平（46%）为主，其余部分则认为是继续发展当

地美丽的古镇夜景以及闲适的气氛。

（4）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发展“乡村夜间经济”的发展主

体要以当地政府为主体的引导建设作用（38%）和国家财政以

及相关政策的支持作用（36.4%）为主，其余小部分则是认为引

进国内外知名企业进行投资的作用。

此外，还收到了来自参与者们的一些宝贵意见，经收集分

为以下几类：

（1）当地政府应加大力度完善相关基础设施。

（2）市政府要大力支持，当地村民积极参与，该镇景区管

理应该大力挖掘相关资源，做好对外宣传，继续吸引游客。

（3）宜宾市政府应提供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发展该镇乡

村夜间经济，各级政府主动充当导游，大力吸引本地和外地游

客来该镇旅游。

（4）该镇的特色和娱乐设施等与国内其他古镇多有相似

之处，没有突出自己的特点。

（二）通过以上数据资料使用类型比较法以及文献综述法

可知，我国乡村夜间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1）当地政府对景区管理、设计的规划存在同质化，游客

体验感和需求感差进而重复游玩的可能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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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村夜间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存在交通困难、配套设施不足、夜间灯光照明不足，小镇外貌

陈旧没有特色等。

（3）当地夜间消费活动较为单一，多为餐饮、购物等传统

领域，消费活动挖掘程度不足，仅仅只是将白天有的活动延续

至夜晚。

（4）当地产品创新、文旅结合程度严重不足、当地产品和

当地特色文化和资源结合不足、各类资源结合度不足，导致游

客新鲜感不足以及当地销售的产品附加值不足。

（5）当地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推广力度和深度不足、资金

投入力度不足，相关龙头企业参与度低、当地发展所需的资金

缺乏以及当地村民参与度也较低，乡村夜间经济发展的活力

较低。

四、乡村夜间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乡村夜间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以该古镇为例进行分析。

（1）该地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18℃。境内的矿藏资源有

卵石、河沙、沙金自然资源等，工业以粮油加工、糖果糕点、酿

酒、花生加工为主。截至2019年，该镇有工业企业22个，其中

规模以上 2个，有营业面积超过 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

超市 30个。各类资源较为丰富，有一定的食品加工业基础，

具有发展乡村夜间经济的潜力。

（2）当地特有的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竞争力，比如历史文

化、特色习俗等。该古镇有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旧址，

是全国唯一授牌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基地”等。该古镇同时还

具有悠久光荣的革命历史。可通过历史讲解、沉浸式体验等

来重建和照亮区域文化故事和地方习俗。

（3）该镇农业以生产粮食和蔬菜为主，其中粮食主要是水

稻和小麦。蔬菜种植的主要品种有韭菜、生姜、大头菜

等。 该地畜牧业以饲养生猪、羊、家禽为主。丰富的农业资

源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完善相关产业链。

（4）该镇的地方特产有白肉、白酒、白糕、白斩鸡等，其中

以白肉最为出名。可以推广当地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吸引

游客。

（5）该镇景区的旅游接待数据普通工作日每日接待人数

约为800人次，周末每日接待人次约为1500人次，节假日每日

可达 20000人次。游客流量较大，具有发展乡村夜间经济的

基础。

综上所述，该古镇各类资源较丰富，有一定的食品加工业

基础，当地特色文化资源也很丰富，环境优越，同时拥有较大

的游客流量，存在发展乡村夜间经济的可能性。

五、基于消费视角下促进乡村夜间经济发展的途径

（一）强化政府部门对景区（含夜晚）的规划和管理，同时

建立各部门协同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

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跳出惯有思维，从更

高层次入手。首先乡村夜间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

要建立多部门的协同机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行政效率，

明确各部门职责，避免各部门职责不清，出现问题相互推诿。

其次设置景区部门弹性上班机制，更好地适应夜间游园的发

展，并提高服务意识。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和配

套设施，适当增加夜晚市区和小镇两地间公交，并提供相应补

贴，以解决游客的“后顾之忧”。

（二）打造夜间人文风貌带，丰富当地特色文化空间，重塑

地区形象[1]

要激活整个乡村夜间经济，首先要对古镇外表进行特色

化升级，美化古镇的夜景。其次利用当地民居以及古建筑和

文化遗址等融入文化内涵，注重突出当地特色和主题。再结

合当地的特有环境条件，打造具有当地文化地理特色的古镇

夜景，形成夜间人文风貌带，重新塑造地区形象并加以推广，

以视觉冲击吸引游客。

（三）通过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内涵和其特有资源并加强当

地特色文旅资源运营推广，打造当地为“网红古镇”，促进消费

和扩大游客流量[2]

加强当地的文旅资源结合，削弱同质化。要加强当地特

色文旅资源推广，创新推广方式，运营推广应该努力实现“风

景”和“特色美食”到“小镇故事”再到“文化”的联动性，由浅入

深，逐步探索运营推广新方式。当地政府应选派干部去往媒

体机构进修培训，培养打造当地文化 IP的推广能力。同时加

强相关媒体推广当地特色的夜间人文风貌带和特有的文化 IP
及特色产品的曝光度，以增加当地产品的附加值。努力塑造

当地为“网红古镇”。

（四）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再结合当地的食品加工

业基础，延长相关产业链

因地制宜完善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制度，加快推进农业

产业化发展。其次确定本地的农业比较优势，利用好当地的

食品加工业和当地特色产品来延长相关产业链，吸收附近村

民就业，以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五）完善市场机制，引入大型企业集团，提高资本参与度

和当地居民的参与度

通过完善政府职能，政府严格控制自身行为和创造良好

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进行合作，提高当地市

场的活力度。其次通过扩大政府、企业的资金投入，引入资本

运作增加就业以提高当地居民的参与度。

六、结论与思考

中央近来已经提出，发展夜间经济，要充分挖掘本地特色

资源，赋予其更多文化内涵和现代元素，努力打造一批夜间经

济文化聚集区和高质量“文化 IP打卡地”。“文化元素+地方特

色”是今后各地夜间经济应该重点发展的方向。夜间经济未

来发展的延展之一便是乡村夜间经济。乡村夜间经济的发展

可以借鉴部分城市夜间经济的发展模式。通过建立完善的市

场机制并加以运作，结合其特有的文化资源和游客流量，可以

成为推进农业产业化，解决农村部分人口就业，推动经济建

设，加快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新动力。但乡村夜间经济在其

运营过程中仍存在较高风险，且资金投入较大，引进大型企业

困难，收益见效慢的弊端，尤其以避免古镇同质化尤为困难。

解决途径有优化政府部门管理和规划，建立各部门协同机制。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及配套措施。深挖当地文化内涵并加强文

旅结合。推进农业产业化，延长相关产业链等。这些措施还

停留在理论阶段并未有过实际操作，但夜间经济的发展趋势

及乡村夜间经济发展的萌芽却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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