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视域下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 以湖北武汉为例

[摘

要]

夜间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消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乘数效应。城市夜间经济空间的营造，从物

质上要依托于城市夜间景观，从精神上要融合城市文化符号和生活场景。从现有夜经济标杆城市发展

现状来看，已有出台多重政策和措施助力、依托夜间IP、打造现象级“不夜城市”、打造商旅文体融合

的新夜间经济模式、重视夜间经济里的“后浪力量”等可循经验。发展夜间经济，启动消费这块压舱石

，是助推武汉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国内标杆城市行列的应有之义。从武汉夜间市场发展的基础来看

，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消费繁荣度、厚重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数量庞大的年轻人群体、巨大的城市活力

和消费潜力，助推武汉夜间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但与国内其他夜经济标杆城市相比，武汉仍面临夜

间消费比重偏低、夜间业态不丰富、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偏少等问题。要进一步提振武汉

夜经济，首先，要加强规划引导，提升和创新武汉夜间经济街区建设，打造一批夜间经济新的街区、

地标和场景；其次，要以创意和科技为支撑，引领消费需求，创新夜间经济业态和产品，尤其是增加“

后浪力量”满意的夜间产品；再次，提升现有存量的同时，着力打造更多新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

区；最后，要不断创新，持续丰富和创新武汉夜游线路、夜游产品和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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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扩大夜间消费、促进夜间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城市间竞争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无

论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还是建设新一线城市，各大城市都在抢跑夜间经济。北京、上海、广州

、重庆、成都等城市通过加大政策措施，注重“后浪力量”，建设现象级“不夜城市”，不断挖掘和提升

消费潜能，促进新消费、超前消费和未来消费，大力推进了城市夜间经济的发展，并发展成为国内夜

间经济的标杆城市。武汉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盈，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楚文

化重要发祥地、长江文明重要传承地、国内十大旅游城市之一，近代武汉更是国际国内商贾重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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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区著名的商业之城。发展夜间经济，启动消费这块压舱石，亦是助推武汉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国

内标杆城市行列的应有之义。但就目前来看，与国内夜间经济发展较好的标杆城市相比，武汉的夜间

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新征程和高质量发展理论，以及

武汉的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商业布局、文化特色，对武汉促进和加快夜间经济发展提出可资借鉴的

建议。

一、国内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概况

（一）夜间经济的概念

夜间经济的标准概念是当日下午6点到次日早上6点一地所发生的经济文化活动总和[1]。其业态主要包

括购物、餐饮、旅游、休闲、学习、教育、歌舞、影视、竞技、保健、娱乐等多种形式。夜间经济是

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近年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市场萎靡、

出口持续下降，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地位更为突显。据商务部城市居民消费习

惯调查报告显示，我国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且消费者对于夜间服务消费的需求还在增加。大都市

夜间经济相较日间具有更高的“含金量”，发展夜间经济对于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具有乘数效应。

一座城市的夜间经济水平，正在成为衡量该城市经济实力、商业繁荣程度、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

。在我国，夜间消费的黄金时段是18～22点，夜间消费人群以80后、90后和00后为主，这类群体共

有的特质就是白天忙于工作、学习，早出晚归，只有夜间才有时间出门休闲和消费。

（二）国内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概况

一是国家政策推动。 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流通 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第

12条，将“夜间经济”列为从国家层面促进消费的二十条意见之一。2020年我国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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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分两批确立了共计243个国家

级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以其深度的产业融合、丰富的业态产品、多元的

消费新场景、强劲的聚合吸引力，成为推动各地区夜间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引擎[2]。二是国内大城

市对夜间经济均非常重视。2023年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北京、

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和杭州等城市都多次制定、出台了促进其夜间经济发展的规划、政策和策略

，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城市夜间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业态越来越丰富、场景越来越多元、集聚区越来越

活跃的发展态势。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200多个城市推出了夜游线路、夜间演艺和

                             ?? 2 / 14



展演等夜间文旅振兴计划，更突显了发展夜间经济的重要性。三是国内城市夜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夜间经济规模突破30万亿元，2021年达到34.8万亿元，2022年

更是突破了40万亿元，成为了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四是我国夜间消费呈现出显著特点。其一，线上渠

道已经成为城市夜间繁荣的重要推手，抖音用户中有80%日常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获取夜生活相关资讯

；其二，“后浪力量”正在成为夜间消费的主体。据《艾媒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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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夜间消费新的

活力。

（三）主要城市夜间经济影响力分析

2019～2022年，新华社瞭望智库联合相关机构组成课题组，编写发布了《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报告

（2019）》《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报告（2020）》《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报告（2021-2022）》

，连续3次在报告中评出了中国十大夜间经济影响力城市；2022年，第一财经联合新一线城市研究所

发布了“中国城市夜间经济指数”，也给出了夜间经济表现前十强的城市（见表1）。纵观2019～2022

年的中国夜间经济影响力十强城市榜单，4年均上榜的有北京、广州、深圳、重庆、成都5市，同时这

些城市夜间经济实力稳定并持续保持领先优势；4年中有3年上榜的是上海、武汉、西安、长沙、青岛

5市，表明这些城市夜间经济实力较强。2022年，在新华社瞭望智库的分析报告中，前十强城市分别

是上海、深圳、北京、成都、广州、重庆、杭州、苏州、武汉和西安，其中，成都、重庆、杭州、苏

州、武汉和西安6个作为新一线城市入选，6个城市中，成都领衔，一路狂飙，成为佼佼者。成都通过

在多个城区打造出多样的夜间经济消费场景，呈现出全域、全时、全年龄段夜间消费业态。同时，相

较于武汉，重庆、成都和长沙的夜间经济表现力更为亮眼，影响力位次也更为稳定和靠前。重庆、成

都和长沙的夜间经济分别获得了大众“不夜重庆”“慢成都，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和“越夜越长沙”的认知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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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十大夜间经济影响力城市排名中，武汉从2019年的未上榜到2020年、2021年、2022年分别排

在第10、第7和第9，说明武汉夜间经济在政府各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已逐步打造出了夜间经济新名

片，取得了一定的城市夜游、夜消费知名度，夜间经济获得了稳步提升。

二、武汉与主要城市发展夜经济的比较分析

对标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长沙、广州等标杆城市的夜间经济发展，分析武汉夜间经济的发展基

础和发展现状，有助于发现和分析武汉夜间经济发展的不足。

（一）武汉夜间市场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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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消费繁荣度。一是经济规模在国内城市靠前。2022年，武汉GDP为18866.

4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第8位，在中部地区城市中排第1位；常住人口总量以1373.9万人居于全国城

市第8，中部地区第一；人均GDP13.8万元，在中西部主要城市同样位居第一（见表2）。庞大的经济

规模、市场总量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为武汉发展夜间经济奠定了良好经济基础。二是居民消费能力和

消费意愿强。2022年，武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万元，居于全国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前30名，

消费能力较强。2022年，武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936.2亿元，居于全国第10位。2021年，武汉

国内游客人数居全国城市前列，旅游总收入排全国第7。三是夜间消费活跃。武汉光谷商圈有大量年

轻人，成为全国夜消费排名前三的商圈。淘宝平台数据显示，武汉夜间寄件的需求量居全国第二，与

深圳、长沙一起，成为全国“最能熬夜”的城市。

2. 武汉有厚重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武汉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自然旅游资源丰盈，是国内十大旅游城市

之一。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重要发祥地、长江文明重要传承地

和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积淀了盘龙文化、知音文化、木兰文化、首义文化、近代工商文化、红色文化

等多元文化。武汉自然资源丰富，具有两江交汇、三镇鼎立、山水形胜的地理区位特色，拥有“大江大

湖”“四季花城”“夜上黄鹤楼”“江汉朝宗”等城市形象美誉和文化IP，常年吸引着大批国内外游客来汉。

3 .武汉年轻人多，城市活力和消费潜力巨大。武汉市有83所高校，高校数量仅次于北京，常年保有12

0万在校大学生，在校大学生数量及其占常住人口比重居全国城市前列，是名副其实的大学之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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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城。据2023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自2017年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起至

2022年底，共有191万大学毕业生选择留汉，实现了“百万大学生留汉”目标，为城市发展注入大量具

有活力的年轻血液。数量庞大、年轻活跃的消费群体是武汉夜游市场持续成长的“后浪力量”。

（二）武汉夜间经济发展的现状

1. 武汉夜间市场需求持续放大。2022年暑假期间，武汉夜游景区门票订单量较2019年上涨47%，夜

游人次较2019年增长32%。从携程网数据来看，2022年，夜游订单量靠前的城市分别是西安、北京、

上海、重庆、广州、长沙、青岛、成都、武汉、西宁，武汉居于全国最爱夜游的城市第9名[3]。武汉

夜游景区市场需求量前5名分别是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武汉欢乐谷、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武汉

两江游览、汉秀剧场，也说明优质的旅游文化资源是夜经济的基础。

2. 夜间项目、夜间线路和夜间品牌不断增加。围绕武汉的文商旅体资源，武汉主要推出了夜秀、夜游

、夜购、夜宴、夜演、夜娱、夜展、夜读、夜宿、夜健等类别的夜间经济项目。其中，长江汉江两江

游、江汉路-黄鹤楼夜游、老汉口夜游、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夜游、欢乐谷夜游、汉秀汉街夜游、光

谷步行街夜游、东湖夜游、舌尖夜游、时尚潮夜游、星空田园夜游等10多条夜游线路不断焕发出新鲜

活力。同时，武汉夜间品牌有以下瑰丽的名片：长江夜游线路包括两江游览、武汉轮渡、知音号（游

轮）、船长9号和长江灯光秀等不同航线、不同风格、不同票价和不同体验的夜游线路；“夜上黄鹤楼”

将大型光影秀和实景演艺相结合，开演即成爆款；老汉口有数不完的家珍，如江汉路步行街、吉庆街

、黎黄陂路、雪松路、新天地等；东湖樱花园夜游加入灯光秀元素，园区内次干路步道布置了约640

套智慧互动特效灯。另外，武汉有150余家商超、商业综合体和重点商贸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连锁

便利店品牌近20个，总数约3500家，24小时营业比例为36.4%，成为了夜经济的另一个支点。

3. 武汉夜间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如前所述，自2020年起，武汉已连续3年入围国内夜间经济影响力

城市前10，由2019年的未上榜到2020年上榜第10名，再到2021年提升到第7名，武汉夜间经济影响力

提升较快。据阿里巴巴发布的夜间经济报告显示，盒马鲜生、饿了么、美团、朴朴等平台带动了武汉

的夜间餐饮消费增长，19点到20点是盒马鲜生的到店消费高峰，饿了么夜间餐饮消费活跃度排名中，

武汉位居第9[3]。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和美团点评联合发布的《夜间餐饮消费大数据报告》显示，2021

年武汉市跻身全国城市夜间餐饮消费排名前10，前20强城市的夜间交易额占到全国交易总额的49.64

%。同年淘宝发布了夜间消费最活跃的城市排名，武汉跻身全国前10。同时报告也显示，晚上9点到1

0点是淘宝成交量最高峰，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例超过36%。支付宝数据显示，在夜间公共交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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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最活跃城市中，武汉仅次于西安、上海、杭州，居第4位[4]。深夜酒店住客最多的城市中，武汉则

仅次于深圳、广州、成都、重庆，位列第5名。

（三）武汉夜间经济发展的不足

1. 夜间消费比重仍偏低，夜间经济影响力待提升。2021年、2022年，在夜间经济影响力前10的城市

中，武汉分别排全国第7和第9，落后于重庆、长沙、青岛和成都等城市。在城市活力和消费繁荣度方

面，武汉不仅落后于经济总量大的上海、北京、重庆和成都，也落后于经济总量相对小的青岛和长沙

。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最高的是重庆（60%），成都、长沙、青岛这一比重也都在50%以上，比

重最低的城市是天津（35%），其次是武汉（36%）（见表3）。这一比值的大小与城市夜间经济影响

力能级高度吻合，比值越大，城市夜间经济影响力排名越前，比值越小，城市夜间经济影响力排名越

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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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夜间业态不丰富，融合创新产品不足，特色品牌少。一是夜间业态不丰富。武汉夜间经济虽然发展

迅速，但夜间消费业态仍主要以传统的餐饮、购物和休闲娱乐为主，缺乏与新一线超级城市的消费能

级、消费需求相匹配的文化、体育、竞技、康养等多元业态。二是融合创新产品不足。武汉夜间消费

供给仍以餐厅、酒吧、咖啡馆、夜市、夜游等传统活动为主，缺乏能满足夜间消费年轻化、网生化、

多元化的综合性、融合性的产品，如集文商旅体于一体融合发展的文体中心、商业综合体、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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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基地、康养中心。三是特色品牌少。武汉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自然旅游资源丰盈，但能充分展

示武汉文化底蕴的夜间消费品牌却不多。夜间品牌打造滞后，叫得响、深入人心的代表性夜间品牌相

对欠缺。四是夜间消费氛围不足，夜间生活设施待提升。许多咖啡馆、餐厅在晚10点左右便停止营业

，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书店、影院等夜生活设施数量有限，空间分布也不均，部分地区严重缺乏，

道路亮化、灯光标识指引等公共基础设施未能有效覆盖，夜间生活设施待提升。

3. 武汉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偏少。2022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分两批选出了243个国家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在夜间经济影响力排名全国前10的城市中，重庆、上海、北京分别有12

、12、11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而武汉仅有江汉路步行街、江汉朝宗风景区和楚河汉

街3个入选，武汉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明显偏少，传统商圈、夜市仍是武汉夜间经济的主

战场。

三、标杆城市发展夜间经济的主要措施和经验

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长沙等城市大力推进夜游经济的发展，通过夜间消费挖掘和提升消费潜能

，成为发展夜游经济的标杆城市。分析和总结标杆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经验、措施，主要有以下四点

。

（一）出台多重政策和措施推动夜间经济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成都、青岛等多地政府出台多重推动和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和

措施。如北京先后出台了促进夜间经济发展措施1.0～3.0版；上海从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到

夜间经济空间布局和发展行动指引，再到建设夜间经济精细化治理示范区；广州从发布推动夜间经济

发展实施方案到推出夜间消费地图；重庆从发布加快夜间经济发展促进消费增长的意见到各区制定夜

间经济发展工作方案（见表3）。近3年，我国一线、新一线城市为推动和促进夜间经济的增长铆足了

劲，也大大提振了我国城市夜间经济的发展。2021年，重庆、成都、青岛、长沙的夜间消费占全天消

费比重均超过了50%，重庆达到了60%。北京、上海和重庆建成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均超过

了10个。

（二）依托夜间IP，打造现象级“不夜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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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越来越多科技力量和文化元素的融入，现代城市正在从亮化城市、文化城市、美化城市、时尚城

市和更新城市等多方面、全方位、全场景蓄势和发力，打造现象级的“不夜城市”。具有科技含量的灯

光秀、光影科技、全息投影、虚拟与现实、在线直播等技术手段，为现代都市打造现象级的“不夜城市

”，发展线上线下沉浸式夜间经济活动和互动体验提供了便利。当前，现象级的“不夜城市”比比皆是，

为游客和消费者夜间打卡、夜间消费带来方便。如成都的夜游锦江、宽窄巷子、贰麻酒馆等打卡点使

成都“越夜越美丽”的文化IP名副其实；西安借助光影科技，再现独一无二的“大唐不夜城”；霓虹闪烁的

重庆洪崖洞和解放碑步行街在国内夜游市场熠熠生辉，这些都是科技与现实完美融合的典范。

（三）形成商旅文体融合的新夜间经济模式

加快发展夜间经济，不少城市以转型升级为突破口，打造商旅文体融合互促的夜间经济发展模式。如

广州结合Z时代的消费趋势，对夜间消费场景进行融合创新布局，出现更加前卫的Livehouse、露天电

影、夜间露营等，使同一地点的夜间经济业态更丰富，形成文商旅一体化的夜间消费场景。又如火出

圈的贵州榕江“村超”，榕江县抓住国家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建设的契机，通过一万多个

短视频账号传播了上万条视频，并请央视新闻助推，通过邀请名人牵手“村超”，“村超”在社交平台上

热度腾起直至爆火。“去榕江度周末”、榕江“超好玩”“超好吃”“超好看”“超好住”成为现象级县域夜间经

济文商旅一体化发展的新范式。

（四）重视夜间经济里的“后浪力量”

90后、00后是我国夜间经济的“后浪力量”，他们习惯于夜间消费和娱乐，已成为我国夜间消费的主导

人群。当前，我国约有2.6亿人的Z世代，他们正在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形成夜间消费新的烟火气

。重视“后浪力量”是当前我国打造消费中心城市，促进夜间消费的流量密码。上海、北京、广州、重

庆、成都等城市促进夜间消费的政策措施均十分重视后浪市场，通过运用数字时代的便利，为年轻人

提供更具科技性、更便捷、更多元、更个性化的产品、品牌、业态和消费场景，激活消费迭代，促进

新消费、超前消费和未来消费。

四、加快武汉夜间经济发展的对策

武汉夜间经济的发展，应依托现有基础，深挖资源特色，加强和完善夜间经济发展的规划，打造一批

夜间经济新地标、新场景，融合创新丰富夜间经济新业态，提升夜间经济集聚区建设，大力发展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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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一）打造一批夜间经济新的街区、地标和场景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一是加强规划引导，提升和创新武汉夜间经济街区建设。支持多个

街区围绕夜间消费，组织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营造消费氛围、吸引人流，并实现与周边旅游资源、

文化场所、商业场所的融合发展。鼓励街区支持小摊小店、“后备箱经济”、“跳蚤市场”、夜市等特色

经营方式，引导创办投资少、风险小的创业项目。二是大力建设武汉“24小时生活圈”。2023年7月，

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提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24小时生活圈”。

武汉发展夜间经济，应在“亮化+美化”基础上，多打造夜间IP，多建设“24小时生活圈”。如武汉市各类

博物馆、文化馆、游乐园等可延长开放时间，利用声光电、水雾火、全息投影、多维激光、3R（VR、

AR、MR）展示等新技术手段，不断开发交互式、动感式夜间体验项目。三是全力打造具有全国知名

度的“夜江城”消费地标。形成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各具特色、功能完善的“夜江城”地标、商圈、娱

乐圈和生活圈。四是提升和创新武汉夜间经济场景。依托武汉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创新发展，鼓励夜间

经济向多元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构建夜间消费沉浸式、数字化、智慧化的新场景，以满足夜间

市场对“第三空间”的需求。发挥生活服务中电商平台的作用，实现夜间消费数字化、智慧化、便利化

。

（二）引领消费需求，创新夜间经济业态和产品

多元化的业态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是以创意和科技为支撑，打造夜经济新业态和新产品。武汉

应加紧打造夜娱、夜展、夜秀、夜读、夜游、夜健、夜宴、夜演、夜宿等夜间产品，来满足大众日益

增长的夜间消费需求。可鼓励发展沉浸式演艺、脱口秀等各消费人群皆宜的夜间文化休闲产品。全市

博物馆、美术馆、海洋馆、科技馆等可定期开展主题展览，引入沉浸式展览内容，并开发夜游、夜宿

产品，丰富夜间文旅业态和文旅产品供给。还可以引导文旅综合体、特色小镇、商圈等结合各自特色

，开展特色化、沉浸式、互动式光影秀和光影展。二是为武汉夜间消费的“后浪力量”提供满意的夜间

产品。武汉年轻人消费群体庞大，同时武汉亦是全国最能熬夜的城市之一，针对夜间消费年轻化、社

交化、体验式新需求，武汉夜间经济的发展应尽快增加以创意和科技为支撑，以满足年轻人社交需求

为主的个性化、沉浸式新产品，如各种沉浸式剧本杀、酒馆、展馆等。三是针对暑期夜间市场，增加

清凉夜间经济。可组织一系列针对暑假夜间市场的生态、研学、夜游、展览、演出等文旅消费活动，

如打造暑期汉味竹床文化节、长江暑假夜间文化旅游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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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好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目前，武汉有3个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江汉路步行街、江汉朝宗风景区和楚河汉街。大力发

展武汉夜间经济，应从两方面着力提升和打造武汉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是提升现有国家

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为夜游人群提供更有品质的夜游产品和服务。发挥江汉路步行街等商业街区

消费集聚优势，引进知名夜间经济品牌和业态，营造时尚、前沿的体验式夜间消费场景，打造购物型

夜间经济示范商业街区。以滨水夜景为核心，依托地标性建筑，融合历史文化景区商旅资源，打造别

具特色的江汉朝宗“夜江城”。策划组织具有汉派特色的惠民戏曲、话剧、杂技等文艺演出，引进培育

各类赛事、演唱会等夜间体育娱乐项目，打造特色鲜明的休闲娱乐酒吧集聚区，建成更具武汉特色和

文化底蕴的楚河汉街。二是着力打造更多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江汉区雪松路依托特色餐饮

街、美食街、品牌餐饮店等餐饮集中区，营销汉味夜宵美食，打造汉派宵夜“打卡地”集聚区。汉阳区

可依托武汉体育中心体育馆、博物馆、电影院、演艺场等平台，推出文旅体健融合发展的新型夜间消

费集聚区。

（四）加强创新，丰富夜游线路、产品和业态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源。一是持续丰富和创新武汉夜游线路。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主线，串联武

汉博物馆、武汉大剧院、武汉美术馆等文化载体，引进演艺项目，构建文化牵引、文娱商旅融合发展

夜游新线路[5]。依托汉口江滩、吉庆街、民众乐园、昙华林等地标，以及“知音号”等新型旅游场景，

构建集食、游、购、娱、体、展、演等多元融合创新的武汉休闲夜游线路。依托汉阳古城文化轴“知音

文化旅游区”建设，串联归元寺、龟山、汉阳公园、汉阳树、莲花湖等人文绿地空间，打造汉阳古城夜

游新场景、新线路。二是丰富武汉夜游产品和业态。（1）可引导开展武汉的绿道夜游、博物馆夜游

、24小时书店、24小时健身房、24小时餐厅、24小时便利店、24小时智能书店等，全力提供全方位

、一站式、多元化的夜间消费环境。（2）可开展以区为单位的夜游购物消费节、夜游庙会等大型活

动，支持购物中心、大型百货商场开展“不打烊”晚间促销。（3）多举措、多平台开发武汉线上夜游产

品。可利用淘宝、飞猪、携程、马蜂窝等线上旅游平台，推广武汉夜游产品、线路和品牌；设计“武汉

夜游”App，运用大数据模型对夜游景点、夜游线路、夜游体验等进行研究与分析，打造基于用户旅程

中的服务设计，构建夜游线路及夜游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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