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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背景下大唐不夜城夜经济发展的
经验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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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打造城市文化特色是发展城市夜间旅游的重要思路和途径，更是完善城市旅游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以西安大唐不夜城为例，阐述其如何利用盛唐文化成功推动西安旅游夜经济的繁

荣发展，进而提出对城市旅游夜经济建设的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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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下，人

们的休闲文旅需求日益凸显，在这样一种环境下，

“夜经济”应运而生。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经济

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张佳仪表示，夜间旅游作

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拉动旅游消费、推

动供给侧改革和丰富深度文化体验的重要途径，夜

间旅游参与度高，消费旺，旅游需求日益多元，夜游

消费潜力巨大 [1]。然而，城市文化内涵挖掘不足，

导致许多景区特色不够鲜明，简单的延长营业时间

无法带来长久的经济效益。本文以西安大唐不夜

城为例，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夜经济的成功经验与

启示，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其他地区旅游夜经济发展

提供借鉴。

一 大唐不夜城夜经济发展策略

大唐不夜城位于西安曲江新区，毗邻大雁塔，

大唐芙蓉园，其以大唐文化为核心灵魂，融入商业、

休闲、旅游、体验、观赏等多种元素，集中体现了西

安的城市、旅游、文化的价值。2019 年，景区接待市

民同比增长 302.3%。营业收入达 112.4 亿，同比增

长 74%[2]。据《2019 年阿里巴巴步行街经济报告》

显示大唐不夜城成为中国夜间最受欢迎的步行街。

2020 年国庆中秋期间，西安成为全国第二旅游目

的地，曲江新区共接待游客 415 万人次，旅游收入

21 亿元。大唐不夜城已成为西安的城市名片和旅

游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观光休闲、文化体验、

旅游演艺、特色餐饮、购物娱乐五位一体差异化特色

化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大型城市旅游综

合体和文化产业新地标。

（一）“文化＋建筑景观”，塑造大唐形象

大唐不夜城以唐文化为建造背景，以唐元素为

基调，包含四大广场，四大文化场所，五大文化雕塑

组团 [3]，分功能定制的城市级商业中心。以贞观纪

念碑为例，其由李世民骑马像及周围的附属雕塑组

成，既采用了大唐时期的雕塑元素，又融合了西方纪

念碑的雕塑手法，李世民及其坐骑由青铜铸成，整组

雕塑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和恢弘的气势反映了大唐帝

国的繁荣盛况和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每一组雕塑群

都在展现大唐在政治、文化、经济的璀璨与繁华 [4]。

2018 年下半年，在地域文化与地方特点的指导下，

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对接国际商业街水平，对街区进

行全面改造升级，实现景区风格一体化，街道景致协

调化，服务设施细节化。

（二）“文化＋多元演绎”，营造大唐氛围

作为“全国首批示范步行街”，景区在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上，融入了多元的夜间旅游产

品：音乐喷泉，灯光秀，唐文化演艺及特色体验类活

动。据统计，目前该街区共有 11 个演出舞台，7 组

行为艺术表演，每两个月会进行一次更换。特别是

在 2019 年全市推出夜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以来，形

成了以“景区灯光秀全覆盖，夜游观赏为主，促进消

费升级”的旅游发展模式。从西安文旅之声公布的

最新“大唐不夜城演出时间表”来看，从夜间 7 点到

11 点的表演共计 29 个，涉及地点包括北广场，雕塑

群，开元广场，大剧院音乐厅等，可以说，大唐不夜城

真正做到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文化演艺覆盖。

（三）“文化+灯光渲染”，助力夜经济发展

整个景区灯光设计构思来源于唐三彩，以黄、

褐、绿为主。步行街上两排高高的街灯华丽复古，灯

杆顶部带有灯光和花纹的扇形标牌向三面分开，造

型匠心独具。开元广场上设立了 8 根 LED 灯蟠龙柱，

东西两侧各有 4 柱，与 8 数相合，意为四面八方、四

通八达。整个景区结合灯光、喷泉、音乐等效果，以

沉浸式体验为目的，为游客带来宏大的视觉体验，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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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夜间文化旅游主题，打造了一个具有当地人文特

色的网红景点与城市名片。

（四）政企合作，景区管理优化升级

为打破传统的分散管理方式，形成以市场为导

向的经营模式，大唐不夜城景区由全国首个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区曲江新区统一规划和运营，同时被

纳入的还有 11 家“中国老字号”企业，这一跨领域、

跨行业的资源整合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良性

融合与快速发展。在疫情的影响下，曲江新区出台

多项扶持政策，全面助力文旅企业良性发展。在夜

间旅游发展的同时，景区商铺延长了营业时间，夜间

文艺演艺形式不断增多，夜间艺术景观照明也会持

续到夜间 12 点。同时，大唐不夜城全面引入“智慧

化”概念，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

大数据等建成了可视化的运营管理平台，通过线上

小程序、公众号和线下的智慧咨询亭、智慧便利店等

基础设施建设多渠道结合为游客提供订购，导览讲

解等多种高效服务。

（五）网络营销借势发力

作为当下热门的互联网内容传播方式，短视频、

微博、公众号等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内容多元化、

涉及人群广、传播成本低等特点。大唐不夜城背靠

强大的历史文化资源，盛唐的景观设计，多元的文化

演艺项目，璀璨的灯光设计等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创

作内容，用户以此为内容创作的源泉，形成不可复制

的文化 IP，为景区带来可视化的游客流量。在传播

主体方面，政企用户的全方位多层次联合，据西安市

宣传部公布数据显示，“西安年 • 最中国”的相关话

题在微博阅读量超过 11.2 亿人次 [5]。在政府的支持

下与景区的宣传下，广大用户的创作灵感与激情被

调动起来，据《2019 年抖音数据报告》显示：“不倒

翁小姐姐”相关视频播放量超 23 亿次。在全民参与

景区宣传的模式下，景区成为了真正的网红景区，多

方联动共同打响了西安文化旅游名片。

二 文旅融合背景下大唐不夜城夜经济发展的经验

首先，中国地大物博，每一个地区都有着其不同

的文化特色，很多城市虽然已经开展了“夜经济”但

却并没有将当地文化特色融入其中，造成产品形式

单一，产业供给不足的问题。在塑造文化 IP 方面，

西安以“大唐文化”为中心，从景区规划、景区雕塑

群、商业建筑、灯光音效等多个方面共同营造大唐盛

世，让游客在夜间出游的同时，身临其境的感受到盛

唐文化 [6]，从而进一步促进其文娱消费。

其次，城市夜间旅游仅仅只停留在灯光游层

面，单一的夜间灯光秀，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带

来了光污染的问题。夜间旅游是发展文旅融合下的

新鲜产物，是从门票经济向文化旅游的转变。景区

如何研发新的旅游产品，形成自身特色的文化旅游

产业链已成为各大景区乃至城市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大唐不夜城景区内，夜间旅游产品形式多样化：

观光夜游步行街，特色旅游演艺项目，各类剧场演

出，主题节庆活动等，各类活动相互融合，相辅相成，

共同打造“夜经济”聚集区，形成了完备的文化旅游

体系。

最后，由于我国旅游夜经济的发展还处于不成

熟的阶段，居民对于夜间消费认识仍然存在不足。

因此更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利用多媒体造势。一方

面，政府需要认识到发展夜经济对于城市发展的必

要性与重要性，通过组织一系列大型活动，文艺演

出，商业会展等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通过政策支持促进夜间旅游，引导游客夜间消费；

另一方面，在网络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其营销力量

必须被重视。多样化联合营销，从内容选取，到文案

视频制作，再到多渠道联合宣传，深层次多角度打造

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形象。

三 结语

在城市夜间旅游发展中，各地都需要结合地方

特色，从地域文化出发，挖掘城市发展潜力，拓展文

化产业链供给，政府主导，运用网络多媒体联合营

销，避免同质化、表面化、单一化问题，促进旅游夜

经济良性发展，助推文旅融合，完善旅游产业优化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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