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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Insights of 24-Hour City: Cases of London, New 
York, and Tokyo

24小时城市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以伦敦、纽约和东京为例

蔚  丹   胡  杨   殷若晨    WEI Dan, HU Yang, YIN Ruochen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城市的运行和生活呈现出全天候的特征，24小时城市理念应运而生。首先，探讨24小时城

市的概念、发展历程及推进策略；通过梳理24小时城市发展的4个阶段，揭示其内涵已由单纯促进夜间消费转向兼顾社

会公平。其次，以伦敦、纽约和东京为例，剖析经济、政治、文化3种主要动力在24小时城市中的主要作用和特点，并总结

出优化空间利用、加强交通配套、改进夜间照明、完善管理体系等关键举措及挑战。最后，提出我国城市应实施以公平和

需求为导向的24小时城市战略，在完善顶层设计、整合时空资源的同时，引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探索灵活的管理方式。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urban operations and lifestyles are experiencing a 24/7 cycle,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the 24-hour city.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the 24-hour city. By tracing the four stages of 24-hour city development, it reveals that its essence has shifted 
from simply promoting nighttime economy to considering social equity. Secondly, taking London, New York, and Tokyo as 
examples, it analyzes the major ro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orces in driving the operation 
of 24-hour cities, and summarizes key 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spatial utilization, strengthening transportation support, 
improving nighttime lighting, and refining management systems,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faced. Lastly,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ese cities should implement a 24-hour city strategy oriented towards equity and demand. This involves improving 
top-level design, integrating temporal and spatial resources, introduc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exploring flexible management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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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繁荣的商业和生产活动，又能在夜晚持续满

足居民、游客和工作人群的日常生活、休闲娱

乐、出行和安全等需求[1]。作为一种城市发展

愿景，24小时城市战略主要出现在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它不仅满足了数字时代打

破时空限制、实现弹性生活方式的内在需求，

也成为推动城市治理模式变革、提高城市综合

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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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人们的生

活节奏不再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自

然时间表，而是转向更灵活多样的模式。城市

运行和生活的全天候特征促使城市规划和治

理开始关注夜间问题，催生出“24小时城市”

（24-hour city）的概念。24小时城市强调城

市服务和活动的全面性和连续性，既在白天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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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城市出现广

泛的经济衰退和文化活力下降，这使得24小

时城市作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中心城区复

苏的策略受到各地关注[2]，以上海为首的国内

城市也提出打造24小时城市。本文选取英国

伦敦、美国纽约和日本东京作为研究案例，系

统地梳理其概念内涵、产生背景、发展动力和

主要措施，分析不同实践探索在各城市中的成

效，结合我国特点提出相应建议，为国内24小

时城市的发展提供参考。

1 24小时城市的概念与发展

1.1  24小时城市的概念辨析

24小时城市强调全天候为居民提供各类

活动和服务，旨在通过发展夜间生活恢复市中

心活力，缓解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内城衰败问

题[3]58。该概念已经从增加夜间消费的单一经

济目标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以

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4]。24小时城市反映

了城市对不同生活节奏的包容性[5]，是城市中

直接或间接发展的各种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复

合体[6]。

24小时城市与24小时经济（24-hour 

economy）、夜间经济（night economy）密不

可分，甚至被视为同等的概念[7]。然而，夜间经

济以18：00—次日6：00作为界定范围[8]4，与24

小时城市强调的城市功能全天候具有时间维

度差异。24小时经济虽然将时间范围拓展至

全天，但其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与24小时城

市丰富的社会内涵相区别（见图1）。

1.2  24小时城市目标与治理的演变

24小时城市的概念最初源于英国，已有

逾30年的历史。根据其发展目标和治理特征

的演变，本文概括为4个发展阶段。

1.2.1    20世纪末：基于内城复兴与文化营造

的夜间经济策略

传统工业化时期，“朝九晚五”固定工作

模式下的生产节奏与郊区化共同导致了城市

中心夜间活力的流失[9]。为了应对夜间城市的

空心化，24小时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旨在

延长人们在市中心的停留时间，以增强经济

活力和提升空间利用效率[3]58。其中，英国率先

提出城市复兴的文化转向[10]50，期望培养“欧

洲咖啡文化”扩大城市中心的24小时经济。

受新自由主义和简•雅各布斯思想的影响，该

时期的政策强调市场导向的规划方法，导致以

饮酒为核心的夜间经济迅速扩张[11]。以伦敦为

例，1997—1999年间，西区的娱乐场所数量

增长了2.8倍[12]。

1.2.2    2000s：针对24小时城市负向效应的审

视与应对

前一阶段英国24小时城市政策所期望的

功能混合和夜间休闲活动丰富的景象未能实

现[13]，反而使夜间活动被贴上“酗酒”的标签。

城市噪音、夜间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等不良事件

持续增多，引发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的抗议和

批评。相关研究将夜间暴力事件上升、城市监

管缺失等问题归咎于政府部门对市场力量的

“放任自流”[10]23。由此，地方政府开始重新评

估夜间经济政策，试图通过制定法规、加强执

法和引入民众自卫组织等手段降低夜生活带

来的负面影响[14]，但过度管制策略又遭到居民

不满。

1.2.3    2010s：面向公平与包容的多样化、可

持续发展

随着夜间城市政策的调整与多方主体

的参与，夜间经济影响力日益扩大，出现了商

业绅士化、经营同质化、租金持续上涨等新困

境，并导致空间隔离和社会分层[15-16]。这引发

了各方对24小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包

括如何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夜间需求，如何实

现多方协作治理，如何提升夜生活质量和安

全性等问题。该阶段的实践城市从欧美地区

扩展到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等地区，实践内容

更加强调包容和公平，涉及种族、阶层、性别、

环境等众多议题[17]。

1.2.4    2020年以来：疫情冲击下的城市夜间

活力复苏计划

新冠疫情对全球城市夜间经济造成巨大

冲击，各类管制措施导致餐饮、娱乐、文化等

夜间产业几近停摆，夜间活力复苏面临巨大挑

战。疫情暴露出24小时城市的脆弱性，迫使城

市管理者重新思考经济和活力的恢复策略[18]。

一方面，户外空间、公共建筑、城市交通设施等

空间的有序管理和重新开放成为广受关注的

议题；另一方面，线上娱乐活动和远程办公重

塑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模式，日益多样的个

体节奏导致社会同步性降低和个人主义加强。

如何在构建24小时城市的过程中应对这些变

化，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2  打造24小时城市的主要动力

24小时城市战略的实施受到多方力量的

推动，除了前文中所述的经济因素以外，政治

目标和文化需求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

合各城市的实践经历，解析不同力量推动发展

24小时城市的形式及特征。

2.1   经济动力

发展夜间经济是24小时城市策略诞生的

根本原因，但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城市的目标设

定有所不同，呈现“扩大内需”和“提升外需”

两类。2007—2016年间，受经济衰退和经营

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伦敦的夜店数量几

乎减少一半[8]45，夜间经济缩水的同时，夜间文

化丧失、就业减少等问题也接踵而至。这促使

当地出台24小时城市政策以恢复夜间经济活

力。从实施成效看，伦敦的夜间就业人口达到

图1 24小时城市与相近概念的关系示意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24-hour city and similar 
concep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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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万人[19]5，夜间商业活动每年创造的经济收

入达到170亿—260亿英镑[20]。东京的24小时

城市战略聚焦国际游客，提出发展24小时城

市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和促进夜间消费[21]56。

这一策略主要由全国性社会组织、地方商业团

体、经营者和区政府主导，通过整合夜间发展

资源、组织特色夜间活动等方式促进夜间经济

发展[22]21。总的来说，促进经济增长是各地24

小时城市战略的根本动力，但相关实践偏重刺

激消费、发展休闲娱乐产业，对公共服务相关

的夜间需求关注不足。

2.2   政治动力

着眼于24小时城市的经济效应，城市政

府逐渐将其视为一种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

政治目标。以伦敦为例，2016年上任的伦敦

市长萨迪克汗（Sadiq Aman Khan）将发展

夜间经济、提升文化生活视为其工作重点，提

出“24小时伦敦”（24 Hour London）愿景，

目标将伦敦打造成夜生活规划方面的“全球

领导者”[3]59。为此，伦敦市长推动设立夜间

市长、组建夜间委员会、组织开展夜间城市问

题研究（见图2），还成立专项基金支持街区

实践。与伦敦不同，纽约政府曾依托禁酒令①、

《歌舞表演法》（Cabaret Law）②对夜生活产

业进行严厉打压[8]51。而随着当地政府对夜间

发展的态度由抑制转向促进，管理部门放松了

对夜生活的管制，还成立夜生活办公室专门负

责夜间城市工作[8]52。可见，政府力量在推动城

市规划、管理和资源配置向夜间延伸方面具有

强制力，能自上而下地保障24小时城市政策

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

2.3   文化动力

24小时城市的实现与居民的社会文化需

求相辅相成。欧美文化中常将白天视为人们

遵守社会规范的工作时间，夜晚则是摒弃约

束的放松时刻[23]。这推动了当地城市中歌舞

剧院、酒吧等休闲场所的蓬勃发展。然而纽约

政府曾经的严格监管却导致许多夜间文化活

动受限，大量夜间场馆因违规经营而受罚或

关闭[24]。为了恢复丰富的夜间文化，纽约市民

成立了众多社会团体为争取夜间活动合法化

与政府进行长期博弈，最终促成了相关限制

法令的废除和城市政策的完善[8]52。与欧美盛

行的酒精文化不同，东京24小时城市服务的

形成受益于当地的加班文化。20世纪80年

代，日本白领阶层（salaryman）的规模不

断壮大，他们加班频繁，下班后常与同事前

往居酒屋放松。由此推动了居酒屋、24小时

便利店等夜间服务业的发展完善，成为一种

特色夜间文化[25]。可见，公众力量在城市治

理中具有推动政策转型和激发市场活力的巨

大能量。

3  24小时城市的推进策略

24小时城市的愿景规划及相关实践的内

容广泛而复杂，涉及规划流程、空间利用、政府

管理等多个层面。本文归纳出4项核心内容：

优化土地和空间利用、加强交通配套、改进夜

间照明和完善管理体系。

3.1   空间利用：混合用地与弹性利用

3.1.1    促进空间类型多样化与街区功能混合

空间多样性和用地功能混合是提升夜间

活力和维护安全的关键措施之一。从城市层

面看，夜间活动中心的类型应当多样化，服务

对象各有侧重。以《大伦敦规划2021》为例，

规划对伦敦市的夜间活动中心划分为面向国

际、面向区域和面向周边3个级别，不同级别

的夜间中心具有功能和需求的差异性（见图

3）。但当前的分级主要依据服务规模划分，未

对夜间中心的差异化发展作出进一步安排。

在街区尺度，24小时城市的夜间活动

中心呈现出用地功能丰富的特征。用途混合

和“街道眼”是规划建设中广泛应用的理念，

尤其在市中心繁华地带。密集的夜间活动区

域与历史建筑、城市地标和公交枢纽相结合，

提供多元的休闲娱乐体验，有助于夜间服务

的高效供给。以东京新宿交通枢纽片区为例，

各类商业功能和文化休闲设施在此广泛聚集

（见图4），能够满足夜间多种活动的需求，增

加经过人群停留的时间和空间，使街区保持

持续的活力。此外，居住功能也是提升街区夜

间活力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英国城市推行“下

商上住”（living over the shop）模式，认为居

民能够对街道空间进行自然监视，增加对夜

间经济产品的需求，实现市中心的平衡和可

持续性[27]。用地功能混合有利于不同生活节

图2 伦敦市与24小时城市相关的政策及实践
Fig.2  Policies and practices for building 24-hour Lond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伦敦市政府网站“24 hour London”相关内容整理绘制。

① 1920—1933年，美国实行全国性禁酒，禁止酿造、运输和销售酒精饮料。

② 纽约市《歌舞表演法》规定，提供酒精饮料和艺术表演服务的场所在获得政府许可、缴纳相关费用后才能营业，并且需要遵守安全卫生、营业时间、员工工作条

件、音乐音量等方面的限制条件。

注释：

图3 伦敦市不同等级夜间经济中心的划定与分布
Fig.3  Ident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night-time 
economy centers of different roles in London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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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人群的混合，提升空间的时间利用率，但也

可能因为节奏差异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如夜

间噪音、照明对居民休息的影响，由此在街区

功能混合的基础上应注意街区内部的进一步

分区。

3.1.2    实施分时段的空间弹性利用策略

分时段的活动引导和空间供给是提高时

空利用效率、促进消费的关键手段[29]。追求经

济增长的24小时政策倡导延长夜间活动时

间、增加活动的场所和内容，让夜间活动突破

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东京的TOD发展模式和

地铁停运制度促进了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夜生

活的繁荣。一方面，站点周边丰富的夜间活动

场所让人流连忘返；另一方面，深夜地铁停运

后，邻近的商业休闲场所为滞留人群提供了多

样的停留选择，由此形成了活动人群在各类夜

间场所逗留至清晨再搭乘首班车离开的景象

（见图5）。但这种滞留型夜生活需具备出行距

离远、出租车或网约车收费高的前提，并不具

有普遍适用性。

分时段灵活使用空间是一种被广泛采

用的时间策略，主要通过延长营业时间和空

间分时利用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方面，24小

时城市强调将日间活动延续至夜间，倡导延

长营业时间以方便夜间活动人群。如东京在

奥运会期间延长了博物馆和园林的开放时

间；另一方面，通过临时策略，同一空间可

以叠加多种功能。在伦敦沃尔瑟姆斯托高街

（Walthamstow High Street）的一家店铺，经

营主体、经营许可和经营内容在白天和夜晚

分开设置，该店铺白天是馅饼店，夜晚则变成

酒吧。在纽约的“临时开放餐厅计划”中，符

合条件的沿街餐厅可以在9：00—23：00时占

用人行道或车道摆放桌椅进行经营活动。该

临时计划在2020年吸引了约1.5万家餐厅加

入，创造4.2万个就业机会，后来被转变为一

项长期政策[30]。此外，临时策略还可应用于移

动厕所供给、节事活动举办、季节变化应对等

方面。

3.2  交通配套：差异化提升可达性

3.2.1    延长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营时间

延长公共交通的运营时间在各城市的24

小时城市愿景中备受关注，尤其是延长地铁

运营时间。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出行费用，还能

提高夜间出行的安全性，是促进夜间经济繁

荣的必要条件[31]。例如，纽约拥有全天候运营

的地铁系统，依赖分时检修系统保障了地铁

运行的持续性；2016年伦敦也推出“通宵地

铁”服务，在周五和周六有5条关键线路提供

24小时服务（见表1）。通宵运营的公共交通

受到中低收入夜间就业群体的广泛好评，使

他们下班后更容易回到郊区的家。但全天候

运营策略并不适用于所有城市，例如，东京在

2013年推出的涩谷和六本木之间的夜间巴士

服务，由于运营成本高昂、市场需求低迷，该

项目仅维持了一年就被叫停[32]。因此，对城市

公共交通运营时间的调整需要考虑需求和成

本问题，从中取得平衡。

在夜间公共交通不充足的地区和时段，

出租车的使用频率明显上升。为确保夜间使用

出租车的安全，各地实施了出租车预订服务、

设立安全候车区、提供换乘指引等实践。此外，

在缺乏深夜公共交通的地区，通宵经营的休闲

活动场所被视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33]。

3.2.2    提升街道空间的慢行交通环境

改善步行环境、实施分时交通管制，成

为应对夜间出行行为变化、提升街道全天候

利用效率的主要措施。受疫情影响，居家办公

和线上娱乐的人数增多，夜生活目的地呈现

由城市中心向居住地周边街区转移的趋势，

引发了城市部门对居住地周边夜生活场所交

通环境的关注。为了提升街区的全天候活力，

伦敦实行了提升街区可步行/骑行性的发展

策略。以伦敦牛津街（Oxford Street）的改

造为例，该项目不仅对步行空间、自行车道进

行了设施升级[2]60，[3]41，还对道路通行车辆的

类型、时段提出限制，如部分路段仅允许公交

车、出租车、自行车和货车通行，前三者的通

行时间被限制在7：00—19：00之间，而货车

只能在7：00—11：00通行。环境改造和夜间交

通管制为活动人群营造了良好的夜间活动环

境，令牛津街的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数增加

表1 各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时间概况

Tab.1  Overview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operating 
hours in various citi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8]2，[22]35-37，[32]31
整理。

图5 东京夜间活动个案的活动轨迹分析
Fig.5  Nighttime activity trajectories of a participant in Tokyo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2]26。

图4 东京新宿枢纽地区的空间利用情况
Fig.4  Space utilization in Tokyo Shinjuku hub 
district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8]。

城市 地铁 公交/电车

伦敦 5条线路周五、周六通宵运营
（全11条线路）

部分线路
24小时运营

纽约 20条线路通宵运营
（全25条线路）

部分线路
24小时运营

东京 5：00—次日1：00运营 部分线路
24小时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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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0%[34]。此外，前文所述的“临时开放餐厅

计划”也是通过对街道临时占用来发展夜间

活动的有效策略之一。

3.3  照明设计：时空差异化供给

3.3.1    因地制宜优化城市空间照明布局

对于希望充分利用24小时的城市而言，

精心设计的照明至关重要。差异化的照明能

增强入夜后城市空间的能见度和可识别性，

不仅能确保人们在目的地之间安全、愉快地

穿行，还有助于夜间活动的导引和集中安排，

打造夜间城市形象[3]60。实践中，伦敦城的照明

系统升级项目采取了因地制宜的配置策略，

结合空间特征对城市空间照明进行分区和结

构化安排（见图6），并借鉴凯文•林奇的城市

意向五要素提出营造视线通廊、城市地标凸

显、明暗分区等照明设计细则，丰富了夜间活

动人群的感官体验。此外，改善照明和智能控

制还具有减少碳排放、为故障检修节约人力

和时间成本等优点。

3.3.2    结合需求进行分时分类动态调节

不当的照明可能破坏城市与自然时间周

期的平衡，引发光污染、能源浪费等环境问题。

对此，各城市主要采取了根据时间需求进行照

明调控的策略，以减少过度照明引发的负面效

应。在纽约萨拉托加泉（Saratoga Springs）

的智能路灯改造项目中，通过对街区夜间活

动的调查（见图7），确定将时间和活动作为

智能照明实现的基准，分时分类进行照明调

控。伦敦城也依赖其智能照明管理系统提出类

似策略，当地将道路利用情景划分为高峰时

段（5：00—21：00）、非高峰时段（21：00—

24:00）、深夜（0：00—5：00）和紧急情况4

类，设置不同的照明标准（见表2）。这种分时

间智能调控设施不仅为一天中的照明安排带

来便利，还有利于自动适应不同季节的时间

变化[35]48。在城市照明设施之余，沿街商铺、流

动摊贩产生的非正式照明也被各地视为灵活

的照明补充。在纽约，沿街外摆经营的餐厅可

以进行照明DIY，吸引顾客的同时也为街道

营造出明亮和安全的环境[2]41。

3.4  治理手段：多元主体协同推进

3.4.1    成立专职夜间管理机构

在城市层面，设立专门的夜生活代表或

夜间办公室被视为促进24小时城市运行的重

要措施。这一专职的首要职责是充当地方政府

或群众的代表，在行政区范围内开展夜生活的

宣传与推广。此外，他们还扮演着多方利益主

体之间的沟通桥梁（见图8）。

各城市专职夜间代表/办公室的职务设置

及权力分配存在差异（见表3），主要为3种模

式：（1）隶属于城市政府的专职部门。其成员

由公职人员构成，拥有明确的管理权限和执法

权力，能够直接影响夜间城市的管理和改革，

如纽约市经济发展局下设的夜生活办公室。

（2）由城市政府选出的夜生活代表。其通常来

自夜间行业，具有丰富的夜间经济发展或夜生

活推广经验，能够自上而下地宣传夜间城市政

策，并为群众自下而上地向政府反馈需求，如

伦敦的夜间市长。（3）因城市运动或夜间经济

倡议而成立的行业协会或非营利组织等。其充

当着政府部门的咨询机构，如日本夜间经济促

进协会[8]25-37。不同形式的夜间组织在一个城

市中往往组合存在，从不同维度完善城市的夜

间治理。

3.4.2    鼓励多元主体积极参与

在街区管理实践中，各城市在政府执法

机构的强制管理之外，形成多样化的公众管理

参与。相较于警务部门的硬性执法，公众管理

图6 《伦敦城照明愿景》对不同类型空间的照明设计
Fig.6  Lighting design in A Lighting Vision for the City of London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60，[35]50。

a  照明标志性地段                                                                            b  各类空间照明示例

图7 纽约萨拉托加泉街头夜间时段的活动类型
Fig.7  Scenarios of nighttime activities in Saratoga Springs, New York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6]。

表2 伦敦城不同时段和路段的照明要求

Tab.2  Night light level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nd streets in the City of London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5]48。

路段 均匀度（UO） 高峰时段（Eav）/lx 非高峰时段（Eav）/lx 紧急情况（Eav）/lx 深夜（Eav）/lx
主要道路 0.4 20.0 10.0 50.0 10.0
次要道路 0.4 15.0 7.5 30.0 7.5—5.0

人行道/小巷 0.2—0.4 10.0 7.5 20.0 7.5—5.0
河岸 0.2—0.4 7.5 5.0 15.0 —

注：根据位置和人流量确定适当的夜间照明水平；均匀度（UO）取决于对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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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为夜间城市的安全治理和权益维护注入

更多“软性”力量，得到各地居民的广泛认可

和借鉴[15]417。市民参与管理的形式可概括为4

类：（1）街区企业自治，即街区经营者和居民

共同组成街区组织，筹集管理经费，完善街区

的监控、卫生、景观等内容；（2）公益组织服

务，志愿者团体和非营利组织在夜间提供各类

服务，包括医疗救助、协助弱势群体回家等；

（3）经营标准认证，由行业协会设立夜间经营

标准和认证程序，为符合标准的企业颁发资格

标识，夜间活动人群可通过认证标识快速辨识

安全的夜间活动场所；（4）公私协作治理，政

府部门与私营安保公司或经营者形成某种合

作关系，共同监督、打击街头犯罪行为，以营造

安全的夜间环境（见表4）。公众参与是24小

时城市治理中的重要力量，能有效降低公共部

门的治理成本，构筑和谐的社会关系。

3.4.3    建立动态监测与反馈机制

24小时城市运营的过程中，需要对发展

情况与居民需求进行持续的追踪和评价，及

时针对问题做出行动干预。在城市层面，政

府部门的统计数据为认识24小时城市的发

展情况起到良好数据支撑，如伦敦市政府设

立的“夜间数据观测站”（Night Time Data 

Observatory）对就业、消费、交通、安全等部

门的数据进行长期分析。相关报告发现，伦敦

夜间游客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心区域，但该区

居民从事夜间工作的比例却最低（见图9）。此

外，专家团队和咨询机构也广泛参与到对24

小时城市的整体评价中，如夜生活咨询公司

VibeLab开发了一套名为Creative Footprint

的夜生活评价方法，对纽约、东京等地的夜间

活力进行整体评价。

街区层面的问题识别和反馈主要依赖社

区委员会、项目专家、居民及游客的广泛参与。

在传统调查方式之余，线上参与的形式受到社

表4 多元管理参与的形式与典型案例

Tab.4  Forms and typical cases of multi-stakeholder management participation

表3 各城市夜间事务代表/办公室设置情况

Tab.3  Nighttime affairs representatives/offices in different citi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8]13-14，[10]81-131，[37]整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3]59，[8]26-27，[10]168整理。

城市 职位类型 人员类型 隶属关系

伦敦

个人：夜间市长 名人代表 伦敦市长任命
组织：夜间委员会 非政府人员 伦敦市长任命
组织：夜间经济办公室 政府官员 不同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
组织：夜生活行业协会 非政府人员 民间组织

纽约
个人：夜生活办公室主任 政府官员 隶属于纽约市经济发展局
组织：夜生活办公室 政府官员 隶属于纽约市经济发展局
组织：夜生活咨询委员会 非政府人员 民间组织

东京
个人：夜间旅游大使 名人代表 涩谷区观光协会任命
组织：日本夜间经济促进协会 非政府人员 民间组织
组织：夜间经济议员联盟 政党议员 民间组织

类型 典型实践 主要操作 实践城市
街区企业

自治
商业发展协会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
商业区内的企业、业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
的非营利组织，负责协调商业区内的发展问题

伦敦
纽约

公益组织
服务

苏荷天使志愿者团体
（Soho Angels）

帮助夜生活中的脆弱群体回家，在夜间枢纽提
供医疗帮助 伦敦

“安全空间”计划
（Safe Spaces）

为面临伤害、醉酒和其他困难的人提供医疗评
估、监督恢复和出院等服务 伦敦

街头牧师
（Street Pastors）

来自不同教会的基督徒，夜晚期间在酒吧、夜总
会等夜间场所附近巡逻，向路人提供帮助 伦敦

经营标准
认证

“紫旗”计划
（Purple Flag）

为通过认证程序的夜间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悬
挂紫旗标志，以表明该场所致力于提供安全的
夜间活动环境

伦敦

负责任的酒店业
（Responsible Hospitality Institute）

提供从业人员培训和经营场所认证，以表明该
场所致力于提供安全、舒适的顾客体验 纽约

公私协作
治理

夜间安全行动
（Operation Nightsafe）

Isl ington区议会和警方使用“夜间安全税”
（Late-Night Levy）聘请私人保安公司打击街
头犯罪

伦敦

Lagana行动
（Operation Lagana）

由Hackney区议会、伦敦警察局和私人保安公
司共同实施行动，打击当地的犯罪、反社会行为 伦敦

更安全的伙伴关系
（Safer Sounds Partnership）

由音乐行业、场地、推广商和艺术家组成的合作
伙伴，面向社会开发和提供安全培训，为警察分
享信息和数据

伦敦

图8 24小时城市运行中多元主体关系
Fig.8  Multi-subject relationship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24-hour c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伦敦游客在各区体验夜间活动的情况
Fig.9  Areas where various night time activities were experienced by London visitor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9]84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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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组织的推广，如伦敦Catford社区委员会开发

的Commonplace在线参与工具，使社区成员

能够在网络上提交发展建议、参与社区决策。

4  对我国发展24小时城市的启示

当前，发展24小时城市已经成为大城市

参与全球竞争的一种趋势。我国以上海为代表

的城市虽然率先提出打造24小时城市，但实

践中仍存在政策配套不足、市场需求有限等问

题。与此同时，虽然我国城市已经有延长公共

服务时间、夜间交通管制等与国外类似的实

践，但对于各措施在24小时城市战略中的应

用和推广仍缺乏统筹规划。在借鉴国际经验的

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以下启示。

4.1   以公平和需求为导向

结合社会发展背景和人民需要，我国城

市的24小时城市战略应更加兼顾社会公平。

随着城市运行和生活活动转向全天候模式，

居民需求日益个性化的同时，个体活动也面

临严重的时空压缩[38]。在这一背景下，单纯借

鉴国际经验发展以刺激夜间消费为目标的24

小时城市战略显然具有局限性。东京白领阶

层推动的居酒屋文化和欧美城市悠久的酒精

文化表明，居民需求是推动24小时城市实现

的重要力量。由此，我国城市的24小时战略应

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关注当代居民的生活

节奏差异和时间贫困问题，从时间规划的视

角探索城市资源的灵活供给策略，推动公共

服务时间向夜间延伸以满足更广泛居民的生

活需要。如浙江省自然博物馆设立了节假日

全天候开放的展区，部分城市开设有24小时

书店等。

4.2   时空资源的高效整合

时空资源配置是24小时城市实践的一个

巨大挑战。首先，参照伦敦的夜间中心分级，我

国城市可对夜间活动中心进行识别和分类，并

在等级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基于服务对

象和功能定位的细分体系，如划分出服务游客

为主的商业文化中心、生产交易为主的夜间就

业中心等，根据类型特征进行差异化开发。其

次，各城市夜间交通运营和照明设施升级的经

验表明，完善的公共设施对维系城市夜间活力

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结合我国部分城市已有的

夜间公交线路和地铁服务时间临时延长的实

践，城市规划和管理者应审慎评估夜间活动的

实际需求，有的放矢地配置有限的公共资源，

可考虑通过硬件升级实行设施智能化管控。最

后，借鉴东京以文化为基础、以游客为对象的

发展策略，我国城市可以深挖地方特色文化资

源，结合夜间灯光秀、烟火秀等已有的特色项

目进行开发传播，将其转化为夜间活动和旅游

发展的新增长点。

4.3   完善管理和公众参与

政府管理和公众参与是保障24小时城市

策略有效实施的重要内容。英国在推行24小

时城市初期的放任自流和纽约对夜间娱乐场

所的严格管制经验表明，政府部门应审慎权衡

管制与放任的尺度，既要协调部门利益，发挥

政府强制力为政策实施提供保障，又要对市场

发育进行放权。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围绕24小

时城市的发展目标制定完善的管理和实施办

法，建立健全的跨部门合作机制，统筹推进24

小时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要鼓励多元主体

参与共治，引导市场主体、公众组织和居民在

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发挥自身作用，群策群力

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规范性。当前，上海市已

经设置了“夜间区长”“夜生活首席执行官”

推动夜间经济，个别街区还成立“商家自治委

员会”进行自我管理。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

我国城市可进一步鼓励公益组织和行业协会

参与夜间治理，通过提供夜间帮扶、开展行业

认证等手段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4.4   动态灵活的管控策略

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多样化

的市民需求，实行动态灵活的管控策略至关重

要。在公共空间利用方面，可以借鉴纽约“临

时开放餐厅计划”的经验，根据时空需求特征

允许餐饮、零售等业态弹性使用街道空间，满

足市民需求的同时盘活城市存量空间资源。在

特殊时期，还可以通过调整许可内容，将临时

占用政策转化为常态化的空间利用机制，为城

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城市管理者可充

分利用已有的大数据平台，动态监测城市运行

情况，及时发现城市热点区域和潜在问题，并

相应调整规划方案和管理措施。可借鉴伦敦、

纽约的治理经验成立专门的夜间事务管理机

构，针对夜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开展

议题设置、利益协调、矛盾化解等工作，不断提

高城市夜间治理的有效性。

5  结语

本文聚焦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24小时

城市的发展趋势，探讨了其演进历程、概念内

涵及推进策略。文章首先辨析了24小时城市

与夜间经济、24小时经济的联系和区别，在

发展历程梳理的基础上，以伦敦、纽约、东京

为例，剖析推动24小时城市运行的3种典型动

力，揭示市场、政府、市民在不同情景中的作用

差异。实践层面，优化时空利用、强化交通配

套、改善照明设施和完善管理体系已成为各城

市的普遍共识和行动策略，但同时也面临政策

目标冲突、部门协调困难、公共资源配置失衡、

应对外部冲击乏力等诸多挑战。借鉴国际经

验，提出我国城市应发展以公平为导向的24

小时城市战略，同时需要完善顶层设计、引入

多元主体、协调时空资源配置和探索灵活的管

理策略。

关注时间维度是24小时城市规划的核心

特征。未来随着时空压缩加剧，不同时区之间

的联通将更加紧密，异地协同和全时在线或将

成为常态，需要以开放、协同、弹性的理念来优

化城市时空秩序。24小时城市策略通过对昼

夜节律和时段特征等时间尺度的考量，推动城

市规划由静态蓝图向动态引导转变。充分挖掘

“时间红利”，采取精细化的分区分时管理，将

有助于提高城市时空资源利用效率，化解时空

冲突，实现“夜有所息”与“夜有所享”的平

衡，为破解“昼夜失衡”难题、推动城市高质

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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