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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如云南省文化和旅游部门依托当地的云花、云茶、

云咖等优势产业资源，开发了花旅、茶旅、咖旅融合的

特色乡村旅游产品和线路。这种模式增强了当地的文化自

信和文化传承，还提升了民宿夜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根据2023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

中国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发展，是用最少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经济

社会效益的发展。农文旅产业融合通过促进传统产业绿

色转型，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构建绿色交通运输体

系，推进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推动区域可持续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六）风险评估与应对策略

识 别 在 农 文 旅 融 合 赋 能 夜 经 济 发 展 过 程 中 可 能 的

风险，包括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及操作风险等，并及提

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一是需求不稳定。夜经济的消费者

需求可能受季节性和偶发事件影响，导致需求波动。通

过市场调研，预测需求趋势，并调整营业时间和活动内

容，以吸引顾客。二是竞争加剧。随着夜经济的发展，

竞争也会日益激烈。应创新服务和产品，提供独特的消

费体验，以区别于竞争对手。三是是政策变动。政策调

整可能会影响夜经济的运营，如取消了对夜经济的税收

优惠，将增加经营成本。应优化成本结构，寻找其他财

政补贴或支持。四是安全问题。夜间活动可能增加安全

风险，应加强安全管理，提高安全意识，确保顾客和员

工的安全。五是服务质量不稳定。在高峰时段，服务质

量可能下降，应提前进行人员培训和流程优化，确保服

务质量。

广西民族村寨创新夜经济对策建议

2 0 2 1 年 底 ， 国 家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发 布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广西6个项目入选。2022

年 8 月 ， 广 西 再 次 入 选 了 5 个 项 目 。 广 西 探 索 夜 经 济 发

展 ， 在 全 域 夜 经 济 消 费 型 态 中 ， 以 夜 食 （ 4 8 % ） 、 夜

购（31.7%）、夜娱（11.5%）、夜演（5.8%）及夜游

（3.0%）五种型态占据夜间主要活动。其中夜食、夜购

占近80%，其消费集中在城市、城乡交界。在全域民族村

寨夜经济消费型态中，以夜游（25%）、夜演（20%）、

夜 宴 （ 1 5 % ） 、 夜 购 （ 1 0 % ） 、 夜 娱 （ 1 0 % ） 、 其 它

（20%）为主。夜间消费形态以夜游、夜演占45%。消费

数据表明广西民族村寨夜经济创新业态具有多样发展的

可塑性。

（一）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  

保障夜间活动的安全和秩序，避免对村寨居民和环

突。为确保政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应定期进行政策评

估，根据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的变化，调整政策方向

和内容。

（二）资源整合与产品创新

在 研 究 广 西 村 寨 的 自 然 资 源 、 文 化 遗 产 和 旅 游 资

源时，资源整合和产品创新是关键。通过创新方式整合

各类资源，建构出适应夜经济特点的产品和服务，如民

族文化主题的夜市、文化演出和特色体验民宿。资源整

合要识别并获取能为村寨带来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如

技术、知识、人才和品牌。这些资源的组合能产生独特

的价值，难以被其他村寨竞争对手模仿或替代。产品创

新活动进一步促进资源整合和优化，为市场需求提供满

足，并创造新的市场机会。

（三）市场需求与消费者行为

随 着 经 济 发 展 和 消 费 模 式 变 化 ， 消 费 者 对 乡 村 夜

经济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首先，乡村夜经济产品

设计应紧密围绕消费者需求和行为模式。考虑到消费者

对乡村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兴趣，可提供地方特色美食、

工艺品或传统文化活动，吸引对乡村文化感兴趣的消费

者。其次，乡村夜经济产品应提供易于访问和使用的服

务，如在线预订、一站式服务，以满足消费者对便利性

和舒适性的需求。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线上消费成

为趋势。因此，乡村夜经济应拥抱数字化，通过线上平

台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新一代消费者需求。

（四）营销策略与品牌建设

有 效 的 营 销 策 略 能 提 升 乡 村 夜 经 济 的 可 见 度 和 吸

引力，而强有力的品牌形象则可以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和

忠诚度。营销策略应结合线上和线下渠道。通过社交媒

体、电商平台和移动应用推广乡村夜经济产品和服务，

例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进行内容营销，分享独特

体验和故事，吸引网民关注。线下渠道可通过文化节庆

活动、旅游博览会等方式直接与消费者接触，提供实地

体验。

再 者 ， 品 牌 建 设 需 塑 造 独 特 形 象 和 故 事 。 乡 村 夜

经济品牌应反映文化特色、产品优势，传达生活方式和

价值观。打造“最美乡村夜景”“乡村夜市”等品牌概

念，让消费者对乡村夜经济有深刻印象。品牌长期发展

需定期更新形象、保持活力；建立忠诚度计划，鼓励回

访和口碑传播；通过品牌故事和内容营销，持续与消费

者沟通互动。

（五）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效益

通过整合当地的农业资源、文化遗产和旅游活动，

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体系，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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