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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城 记三 城 记
田田 轩轩

时间以同样的方式流经每个人，而每个

人却以不同的方式度过时间。如果让你用一

个词来定义 2023 年的生活，你会用怎样的语

言来描述？

今年，从北京到上海，从中原到边塞，在

深入中国经济微观切面的调研走访中，我能

真切地感受到从沉静中苏醒的中国城市消

费。人头攒动的商圈，“长龙”环绕的网红餐

厅，熙攘喧闹的景区，一票难求的博物馆⋯⋯

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融入这期盼已久的

“火热”。

城市消费，是观察消费市场景气程度和

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透过一个个真实发生

的场景，市场用最真实的语言讲述着中国消

费市场不断形成新需求、释放新体验的精彩

故事。透过市场的窗口，观察城市名片式场

景消费塑造的一幕幕，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

促消费、稳增长的启示。

烟雨平生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公

元 1077 年，苏轼赴任徐州知州，在与友人深夜

餐叙中写下这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名句。900

多年后，徐州这座九州腹地之城，传承了东坡

居士“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与洒脱，淬炼

出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场景消费密码。

徐州云龙湖畔苏公塔前，借苏轼诗词命名

的“快哉号”“邀月号”两艘观演游船缓缓驶动，

两船之侧的一叶扁舟上，我与同行者一道，仿

佛化身苏轼，意气风发地行进在赴任途中。

于光影璀璨中乘云舟穿行，夜色中，一幅

完整的东坡居士文化山水长卷在眼前徐徐展

开。在徐州重点打造“夜会苏轼”实景文化体

验项目中，现代人的文化需求，在豪放的楚风

汉韵与文睿雅韵的宋风碰撞中被激活、绽放、

沉淀。与夜游灯光一同点亮的，还有徐州城

市文化旅游的超级 IP。

务实层面有底，文化之境才会有根本支

撑。当文化消费需求的钟摆走到新的时区，

或许，比宏大历史叙事和网红热点更吸引人

的，是对独具特色文旅场景需求的回归。徐

州一行只是管中窥豹，但已让人深刻感受到

未 来 文 旅 消 费 活 力 的 启

动，应遵循用户体验感为上的一套新方法论，

以文化内容为王、技术为辅，通过一个个深挖

历史的场景打造，辅以现代的温度，让文旅消

费更具消费属性，寻找到场景消费从“网红”

到“长红”的长久流量密码。

海派气息

而上海消费场景的打造，则是另一幅小

而美的画面，充满了人性关怀的温情。在一

个个场景中，我最大的感受是：上海这座以商

业活力领跑的城市，在充满海派文化的城市

名片打造中，为中国城市消费活力的激发开

创了一整套高度体系化且极具参考价值的复

苏模式。而这个模式成功的核心，可以用一

个等式来表示：服务型政府＝消费型社会制

度供给核心。

在上海之行中，上海新天地的夜间经济

消费场景令我印象最为深刻。

上海新天地于 2001 年开业，是上海首批

打造夜间经济的地区。在考察中，我们一行

人走过斑驳的石库门、幽深的弄堂，在品牌旗

舰店、酒吧、新派餐饮、咖啡厅的完美融合中，

感受五光十色、永不停歇的海派生活气息。

热气腾腾的夜间消费背后，新商业活力被不

断激发：中小商户在夜间迎来客人到店的一

个又一个高峰，各个年龄段、来自各个国家的

人们，充分享受着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光，身着

各色工装的外卖小哥穿梭奔忙在五颜六色的

霓虹招牌之间，时尚灵动的直播博主在补光

灯下传播着夜的美好⋯⋯

上海新天地夜间经济活力绽放的背后，

是以用户思维为服务供给核心的政府公共服

务，是不打烊的悉心护航。

过去 3 年，由于疫情，很多生活中再正常

不过的消费场景都受到不可抗力的限制。疫

情过后，人们或许更需要充满烟火气的慰藉，

需要入心、贴心、走心的制度依靠。

上海新天地的夜间消费场景，正回应着

人们的这些需求。

首先是消费供给的用户产品化思维。例

如新天地石库门建筑群外表保留了当年的砖

墙、屋瓦，而建筑内部则按照现代都市人的生

活方式、生活节奏、情感世界量身定做，无一

不体现出现代休闲生活的气氛，这也正是新

天地街区能够吸引年轻消费者，释放可持续

夜间经济活力的原因所在。

其次是城市管理运营软实力的人性化变

通。据了解，为了优化夜间经济营商环境，上

海实施了诸如放宽外摆位限制、重点区域增

设临时道路停车场、重要节点延长地铁运营

时间、增加夜间交通配套等一系列政府服务

“组合拳”，极大地提振了夜间消费市场信心。

总结起来，由于其较强的消费能力及独有

的海派文化，上海夜间经济的成功或许有其不

可被简单复刻的先天优势，但当地政府以“客户

经理”式服务供给转型为理念、以拉动居民消费

为核心推行的一整套“组合拳”，包括建筑设计、

商业业态组合、文化焕新、体验创新、优化政府

服务等方面的经验，的确值得各地借鉴学习。

古城靓色

当现代化的城市群落与质朴的古文明融

合，一座城会变成什么样子？新疆喀什古城

给出了漂亮答案。

今年 8 月，我来到新疆，走进喀什古城，

零距离感受这座被誉为“丝绸之路的活体记

忆”古城的真实风貌。

走在喀什古城纵横交错的街巷中，无论

是逛巴扎、看街景，还是与质朴的居民攀谈，

你总会被古城的独特气质所吸引。更为神奇

的是，身处古城中，无论在哪一个角落，你都

能清晰地嗅到古村落浓郁的木头香气，仿佛

那些已沉睡千年的故事在晒了一整天的太阳

后，打出一连串的饱嗝。

喀什古城的黄，是此行给我留下最深印

象的颜色。喀什古城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

一个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唯一保存

完整的迷宫式城市街区，同时也是世界上现

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对喀什古城

的改造，被称为“被围观程度最高”的高难度

改造工程。2010 年，喀什市开始喀什古城改

造工程。如今，“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水

管墙上挂，解手房上爬”的老城颓景一去不

返，一座完整保留了古丝绸之路上商埠重镇

文化底蕴的新“老城”跃然眼前，旅游蓬

勃发展，民生大幅改善，居民获得感不断

增强，成为新疆唯一的国家 5A 级历史人文

景区。

“喀什旅游，世间独有”，这句如今在喀什

古城中随处可见的广告语背后，是当地政府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多年努力。在喀什老

城改造过程中，政府坚持将改造与保护传统

文化结合，将老城改造作为德政工程和文化

传承工程来抓。这项涉及 20 多万人口、8 平

方公里面积的大规模老城区改造工程，平稳

有序推进，千百年的经济文化生活印记被平

稳、完整地承载和留存下来。正如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认定的——喀什老城改造经验“值

得推广”：以群众满意为原则稳步推进工作，

以解决老城居民生计问题为诉求规划发

展，以保护特色文化为前提壮大旅游。

简约多元

徐州、上海和喀什，只是城市

消费变迁的一个个小小切面，但

这三座城市分别代表历史、现代

与文化，融汇城市文化记忆的过

去、现在与未来，在同一个时空

中，互不相让而又相互包容。一

半是现代的呼喊，一半是历史的

沧桑，一座城、一群人，在经济齿

轮向前转动的进程中，在土地上

踏实地走着、奔着。

城 市 是 一 扇 窗 ，透 过 它 ，能

看到政府部门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的努力，能感受到无数平凡人在为

梦想努力奔忙的路上，塑造出中国

经济活力的微观基础。城市是一扇

门，透过它，在以重启消费活力为关键

词的当下，我们能在每一盏闪动的灯火

中清晰地看到，百姓的生活，总是朝着有

光的方向推开窗户，他们的需求很多元也很

简单，无疑是政通人和、以人为本的城市阳

光雨露。

（作者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
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啡常开心每一天
沈则瑾

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不是巴黎、伦敦或东

京，而是上海。最新统计，上海共有 8530 家咖啡

馆，咖啡已然成为上海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被称为“梧桐区”的中心城区，街边浓荫

遮蔽的梧桐树下，有许多开在老洋房或石库

门里的咖啡馆。人们端着一杯咖啡，或坐在

店门口看街景，或忙着与朋友交谈，或抱着电

脑埋头工作。

往日时光 不忘美好

夏铃，我曾经的一位采访对象。她曾请美

国工业心理学家到中国做过市场调研，发现上

海比其他城市更适宜咖啡馆的发展。3 年前，她

将美国经典咖啡品牌 the coffee beanery（译成“宾

乐”）引进中国，很多老外都会冲着店门口那个咖

啡杯标识进来喝一杯。夏铃说，这就是品牌的好

处，不用自己摸索从头做起。

有朋友从国外或其他城市来上海，我最喜欢

带他们去外滩一个开在 31 层高楼上的咖啡馆，听

他们惊叹，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能将浦东陆家嘴

现代高楼和浦西古朴建筑同时尽收眼底。从下午

到晚上，喝过咖啡，我给每人点上一份简餐，一起

看两岸华灯初上。

已在上海开了 3 家咖啡馆的夏铃曾计划未来

在全国开 50 家直营店，但愿景并没有实现，美国

工业心理学家到底没能揣摩透上海咖啡产业发展

的“心理”。而黄浦江上那家咖啡馆仗着特殊的位

置开始在昂贵的咖啡外，收取看无敌江景的“座位

费”，然后，店关了。

此后，我又会带朋友们去淮海西路上一个由

上海钢铁十厂再造而成的“红坊国际文化时尚社

区”，因为那里有家“雕刻时光”咖啡馆。我们坐

在室外，在暖阳里喝一口咖啡，吃一口店里的松

饼，其间还可以看看散落在院区各处的中外雕

塑，再逛逛喜欢的小型艺术展，孩子们在大草坪

上奔跑嬉戏却不觉吵闹，大家心满意足，都说太

喜欢这里的氛围了。

但随着这里在保留部分历史建筑的基础上，

全新打造了“以文化为主题的商业办公综合社

区”，去这家咖啡馆的日子也成为过去。

猛然惊觉，曾流连过的咖啡馆一个个离我而

去。想起夏铃，想起黄浦江上的美景，想起“雕刻

时光”，明白咖啡馆对一个城市存在的意义，应该

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吧，“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

是那些往日时光”。

所有坚持 源自热爱

疫情过后，生活很快回到原来的样子，我却发

现自己变得不喜欢去人多的咖啡馆了，而愿意去

那些可以和老板随时聊两句的精致咖啡小店，好

像在那更能感受咖啡的香气和温度。

一天，走在“梧桐区”永康路上，没注意路边灰

墙上有个洞，忽然从洞里伸出一只托着一杯咖啡

的毛茸茸的“熊爪”，我被吓了一跳。朋友说，这是

“熊爪咖啡”。“熊爪咖啡”是公益性质的连锁店，没

有门窗和店招牌，只在灰墙上贴个二维码，里面的

咖啡师都是聋哑人，在将咖啡交到顾客手上时，会

用“熊爪”比心、比耶、竖大拇指，和洞外的顾客拉

手击掌，这样的互动让洞内外的人都特别开心。

去年夏天，和朋友一起走进青浦古镇朱家角

的一家咖啡小店，小店临河，不时有小船从窗前划

过，穿着青花布衫、上了年纪的船娘唱着当地小

调。老板张先生边做咖啡边说，店是儿子开的，他

从市区来帮着看店，他和儿子约定，3 年不赚钱就

关了，现在算是勉强保本。今年春天再去时，老张

已不在那里，品一口咖啡，也不再是原来的味道了。

麦子是一个时尚女孩，在一家法国公司上

班。去年她辞职和两个女孩开了家咖啡小店。她

说她们都喜欢去咖啡馆，就想着盘个店，生意应该

不会差，就算不好，也能盘出去，没什么大不了

的。我坐在这个很文艺的店里，喝着咖啡，吃着麦

子做的料很足的软饼，心里说年轻就是好啊，想开

咖啡馆就开了。

不久前，我们开车到距上海车程 1 个小时的

江苏省昆山市的计家墩理想村，这是一个主打“乡

村生活共创集群”概念的网红村。村口有家精灵

咖啡，老板娘是上海人，平时在上海上班，周末两

天和先生带着猫开车过来。为了开店和预付几年

店铺、住房的租金，已花了 200 万元。她说别人好

奇这家店一周关门 5 天，能赚到钱么，这些他们都

不在乎，依然坚持把每周两天休息时间全都用在

做好每一杯咖啡上。

我常想，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和周边咖啡市场，

要开一家自己想要的咖啡店，没有很深的执念，是

坚持不下去的吧。

本土品牌 蓬勃生长

一个晚上，在街头寻找咖啡馆，朋友一眼看到

不远处一幢商务楼的二楼墙上有个蓝瓶标识，我

们便直奔那里，店有两层，几乎满座。2021 年底，

这家全球咖啡连锁经营品牌蓝瓶咖啡将中国区总

部以及烘焙厂一起落户上海，目前在上海已开设

6 家门店。

像蓝瓶咖啡一样，已有约 20 家海外知名咖

啡品牌将上海作为落地首选，如美国“老字号”品

牌皮爷咖啡 peet's coffee、加拿大国民咖啡品牌

tim hortons 等。这类企业往往投资力度极大，注

册资本很多超过 1 亿美元。

截至今年 5 月中旬，上海咖啡相关企业已达

4671 家。随着大量外资和民营咖啡品牌总部落

户，上海已成为咖啡企业总部集聚度最高的城市。

而其中最让人惊喜的是上海本土咖啡品牌

也在强势崛起，走向全国和海外。《2023 中国城

市咖啡发展报告》指出，上海精品咖啡品牌挪瓦、

Manner、M stand、Seesaw 已 分 别 在 全 国 开 设 了

1800 家、584 家、289 家和 139 家咖啡馆。

伴随咖啡市场飞速成长的还有层出不穷、趣

味无穷的咖啡节。2016 年，首届浦东陆家嘴金融

城国际咖啡文化节首次引进了国外流行的露天咖

啡节概念，今年第七届文化节更是推出了 12 个主

题城市的“咖啡城市漫游”主题场景，带来一座城、

一家店、一杯专属特调的惊喜。

今年的奉贤 Be Real 咖啡文化节放话“咖啡

免费喝、周边免费送、手作免费体验”，现场有专业

的咖啡师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专业的咖啡，了解

咖啡豆的趣味小知识，孩子们可以自由创意拉花，

自己彩绘咖啡杯，或者学做别致的咖啡渣盆栽，既

有趣又环保，不仅孩子们喜欢，连老人们都被吸引

住了。

上海静安世界咖啡文化节以“一杯咖啡的时

间，爱上静安”为主题，在“首创、首发、首秀”上做

文章，集结了 38 个代表世界咖啡发展浪潮的精品

咖啡品牌，带来最具国际感的咖啡一条街。

长宁咖啡文化节以“啡常开心每一天”为主

题，将“咖啡”与“城市旅行”“文艺生活”深度融合，

牵手本土咖啡企业、咖啡馆、街区、艺术家等，展示

不同咖啡企业文化，分享宝藏咖啡馆创业的酸甜

苦辣。

虹桥国际咖啡港两年多来致力于打造“从种

子到杯子”全产业链贸易集聚地，非洲、南美洲、埃

塞俄比亚、肯尼亚等 52 个国家和地区的咖啡豆源

源不断“到港”。落户咖啡港的咖啡人才培训中

心、咖啡贸易促进中心、咖啡品牌孵化中心等，构

建起了上海强大的咖啡产业“朋友圈”。

“因为咖啡 所以上海”，这是 3 年前首届上

海咖啡文化周的主题，上海下决心要完成咖啡消

费之都到咖啡产业之都的转变。今年在第三届上

海咖啡文化周期间，上海发布了咖啡豆价格指数、

咖啡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咖啡国家职业技能认

证中心也落户上海。这一切都显示着，上海离名

副其实的“世界咖啡之都”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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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乐器民族乐器。。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上海市南京路街景上海市南京路街景。。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江苏徐州云龙湖风景区江苏徐州云龙湖风景区。。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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