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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AC21-2023-0008

杭商务〔2023〕157号

杭州市商务局印发关于打造

“不夜天堂·乐购杭州”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各有

关单位：

《关于打造“不夜天堂·乐购杭州”的实施方案》已经市政

府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杭州市商务局

2023年 6月 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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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造“不夜天堂·乐购杭州”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作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到优先位置，围绕亚运消费和杭

州西湖国际博览会（以下简称西博会）热点，进一步提升消费国

际化水准，争创国际新型消费中心城市，繁荣杭州夜间消费，发

挥城市创新活力，将我市打造成“不夜天堂·乐购杭州”，特制

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鼓励创新、分类培育的原则，通

过引导消费意识，培养消费习惯，丰富消费供给，加强消费保障，

打造一批业态丰富、场景创新、热点多元、时段完整的高品质消

费集聚区，打响“不夜天堂·乐购杭州”品牌，提升城市开放活

跃度，高水平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奋力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范例。

二、重点任务

（一）大力发展夜间经济

1.做热夜间经济。评估认定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特色鲜明的

夜间经济集聚示范街区。鼓励每个主城区确定一个区级夜间经济

集聚示范街区，发布“杭州十大夜地标”和夜间经济消费电子地

图。鼓励餐饮、零售、娱乐、文化、书店等实体店铺在夜间 22:00

至次日凌晨 6:00提供服务，每年评定一批夜间经济特色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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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夜生活 IP、夜生活网红打卡地评比。由各区政府牵头每季组

织 1-2场夜市主题活动。〔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城管局，各

区、县（市）政府。以下内容均需各区、县（市）政府落实，后

面不再列出。〕

2.激活夜间购物。依托主城区及县域重点商圈，支持综合体、

商业特色街提升夜间购物便利度和体验感。突出直播经济特色，

鼓励主播在综合体、步行街等商业区域开展直播活动，宣传杭州

夜购的活跃氛围。做优做强武林、吴山等传统夜市，培育创塑各

类特色夜集市新品牌，打造夜生活 IP，充分体现杭州人文风景。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城管局）

3.打造深夜食堂。以美食体验和夜宵经济为主题，突出杭州

特色，因地制宜开设杭帮菜系列夜食堂，引进具有民族特色、高

知名度的多元化饮食。改造提升老旧夜食街，打造夜间餐饮主题

街。以常态化、亲民化、品牌化为导向，举办美食节、小吃节等

夜间美食促销活动。（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城管局）

4.提升夜间文化。夜间经济集聚区范围内的博物馆结合重要

节假日举办各类展览。突出特色文化内涵，推出茶文化表演、丝

绸展演、旗袍秀场等夜间体验式文旅产品。在夜间游客集中、市

民活动集聚、年轻消费群体活跃的区域，打造夜间潮玩聚集区。

发挥品牌演艺项目影响力，丰富夜间高端演艺市场，支持打造大

运河、西溪湿地常态化演艺项目。（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文

广旅游局、市园文局）

（二）着力推进会展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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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举办亚运消费季。紧紧围绕亚运会，以“数智+亚运+消费”

为特色，举办贯穿全年的亚运消费季。坚持市区街、政银企、线

上下、商旅文、内外贸“五个联动”，举办老字号进亚运村、亚

洲美食节等各具特色的亚运主题促消费活动。（责任单位：市商

务局、市文广旅游局、市体育局、市城管局）

6.重塑西博促消费。以“西博会”品牌重塑为契机，聚焦消

费、投资、产业等主题，吸引青年群体汇聚，挖掘消费新亮点，

进一步拉动零售、餐饮等行业发展。以中国（杭州）美食节、中

国国际丝绸博览会等西博会经典项目为载体，各区、县（市）加

强活动配套，助力国际会展之都品牌打造。（责任单位：市商务

局）

（三）鼓励开展促消费活动

7.加大活动支持。鼓励市场主体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每年

组织评定一批参与人数众多、形式新颖、成效显著、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年度特色品牌促消费活动。（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8.加密活动频次。组织开展汽车促销活动，鼓励企业承办、

参与车展等活动，鼓励各区、县（市）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加速燃油车置换更新，进一步提升大宗消费。支持企业开展家电、

家居、家装专题促销活动，鼓励各区、县（市）开展绿色智能家

电家居、绿色建材等下乡活动，进一步提振家用消费。（责任单

位：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

9.加强平台消费激励。开展平台消费激励活动，根据活动成

效，择优评定平台消费激励对象。（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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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局）

（四）支持打造新消费场景

10.支持场景创新。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

术应用，迭代升级街区、综合体等消费新场景。开发蕴含城市元

素、宋韵文化、时尚潮流的定制化、个性化消费场景。开辟在线

消费、智能消费、交互体验等新赛道，打造独具杭州特色的“高

科技、数智化”新型消费场景。（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科技

局、市文广旅游局）

11.支持场景应用。鼓励立足市级以上智慧商圈、特色街、

夜间经济集聚示范区等载体，围绕文旅、会展、商业等领域，引

导“体育+”“旅游+”“会展+”等消费场景应用。每年评定一

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应用、新业态消费应用场景。（责

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文广旅游局、市体育局）

（五）积极培育消费新热点

12.强化首店引进力度。通过“强引进、强培育、强保障”

等举措，加大对重大项目和引领性品牌支持力度，支持国内外品

牌在杭州开设首店、旗舰店，开展新品发布活动。鼓励各区、县

（市）出台促进首店首发经济发展相关政策。（责任单位：市商

务局）

13.开展杭州老字号认定。定期组织开展“杭州老字号”认

定工作，择优推荐“浙江老字号”和“中华老字号”认定，打响

“老字号新国潮”品牌。（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14.支持杭帮菜研发和预制菜产业发展。组织杭州餐饮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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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工程、杭州年度食谱、杭帮菜大师评选，组织评选认定一批

预制菜示范企业，制定发布杭帮菜餐厅等地方特色榜单、预制菜

产业“杭州标准”，开展“舌尖上的杭州”厨神争霸赛等活动，

推动实现全市餐饮收入、预制菜产业规模“双千亿”目标。（责

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

15.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结合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

和现代社区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全面提升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便利化、标准化、智慧化、品质化水平。每年

组织评定一批一刻钟便民示范生活圈。（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六）全力打造新电商之都

16.培育发展“直播+N”。发挥我市综合类和垂直类头部直

播平台、直播电商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优势地位，培育商旅文融

合的“直播+”新模式，鼓励特色商圈、街区、小镇将“直播+”

元素融入数字化升级中，支持搭建直播场景、建设直播选品中心，

全力打造“直播电商第一城”。（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17.培育发展“共富工坊”。鼓励各区、县（市）争创省级

新型消费城市建设试点，打造具有全省示范引领作用的直播工坊

样板，建立电商助农新模式，培育农村消费新场景，促进农产品

出村进城，在品牌化建设本地产品的同时打造电商品牌，推动直

播电商发展，培育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责任单位：市商

务局）

（七）推动商业体转型升级

18.推动数字化转型。促进商超、便利店、餐饮等线下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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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拓展数字化、规范化营销新渠道，实现消费渠道、流量、信

息、数据的智能融合，鼓励传统商业自有平台开发，实现数字化、

智能化转变。每年组织评定一批消费新模式示范企业。（责任单

位：市商务局）

19.支持迭代更新。积极探索、创新存量商业改造路径和方

法，打造一批更新典型示范项目、示范区域。（责任单位：市商

务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城乡建委、市应急管理局、市城

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

20.创新推进机制。建立健全存量商业更新改造属地统筹协

调推进机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规资、住建、城管

等主管部门的专业指导作用，坚持因“楼”制宜、一事一议，简

化优化审批流程，积极探索既符合现行规范又保障经营需求的改

造路径，帮助解决改造过程中的难点问题，推动“老”商业换“新”

装。（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城乡建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城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

三、保障措施

（一）建立合力推进机制。相关各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调

联动、定期会商等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全力开展打造“不

夜天堂·乐购杭州”行动，促进全市消费繁荣。

（二）明确属地工作责任。落实各区、县（市）主体责任，

充分利用政策支持、空间布局、环境卫生、城市管理、交通出行

等的属地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新格局，促进各区、县（市）

消费市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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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品牌宣传推广。通过全媒体矩阵传播，扩大杭州

亚运消费、西湖博览会等热点效应，提高经济集聚区、消费地标、

夜生活 IP、网红打卡地等消费目的地的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

来杭打卡消费，打响“不夜天堂·乐购杭州”品牌。

本方案自 2023年 7月 22日起施行，至 2026年 7月 22日。

抄送:浙江省商务厅。

杭州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