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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坚朋 李汉宗

头部企业是国家产业安全

和产业竞争力的“压舱石”，对

经济发展和就业稳定起着重要

支撑作用。基于此，有必要对

头部企业的内涵要素进行研究

界定。笔者认为，头部企业是

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市场占

有率高、研发创新能力强、对产

业链上下游带动作用大，对打

破国外技术垄断、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对经济发展大局

起重要支撑作用的企业，至少

应该具备以下三大内涵要素：

第一，市场占有率高。头

部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一定要有

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否则就不

是头部企业。市场占有率应

根据其产品和服务的区域属

性来计算。如果是国际性产

品，市场占有率就要从全球范

围来统计。例如，手机领域的

华为、三星，各自在全球的市场

占有率都比较高。如果是区域

性产品，则要从区域范围来统

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头部

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市场占有率

过高，则要防止垄断攫取超额

利润的弊端。与市场占有率相

关联的就是头部企业的服务对

象覆盖率很广，包括实体经济

型的头部企业（例如汽车、飞

机、船舶等头部企业）和平台生

态型的头部企业（例如，阿里巴

巴、腾讯、百度等头部企业）。

第二，研发创新能力强。

头部企业必须拥有较强的研发

创新能力甚至自主可控的核心

技术能力，否则就不是头部企

业。例如，富士康拥有很多核

心自主技术，引领全球加工装

配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头部企

业。但它起步阶段时是一个加

工组装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

技术，尽管产值规模较大，但不

能算作头部企业。研发创新能

力可以通过研发经费投入、专

利发明数量等指标来衡量。

第三，配套集成度高。头

部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往往要集

成很多上下游配套企业的产品、

零部件等，否则就不是头部企

业。例如，丰田、大众等品牌汽

车整车厂商，需要变速箱和电气

设备等一系列核心配件及其他

零部件，是典型的头部企业。但

某些零部件的厂商，尽管可能该

零部件的市场占有率很高，也都

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但不属于

头部企业，是“单项冠军”。

头部企业集市场占有率、

研发创新能力、配套集成度三

个要素于一体，市场占有率是

外在体现，研发创新能力是基

础，配套集成度是关键。以头

部企业华为为例，2019年华为

手机销量排名全球第二，仅次

于三星。华为的技术储备非常

雄厚，电信技术世界第一，5G

技术领先全球。华为拥有非常

强大的全产业链体系，2018年

华为供应商超过150家，其中，

核心供应商92家；华为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遍及全球，德意韩

等 22 国已用华为 5G 技术，美

日很多电信运营商都曾要用华

为5G技术。

一个头部企业，就是一条

产业链，一个集群，一个生态。

围绕头部企业，从三大内涵要

素出发制定产业政策，能够避

免与现有以产值和税收规模为

基准的产业政策重复，实现错

位发展，更有助于精准梳理产

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清单，周

密布局全国或全球配套企业，

建设高品质头部企业产业链集

聚区，科学合理补链、强链、延

链，打造一个完整产业链，打造

一个完整集群，打造一个完整

生态，推动产业整体向高端迈

进，促进头部企业进一步发展

壮大，建立一种不同于总部企

业、龙头企业等的新产业模式，

将为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提供

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手段、新的

机制。

在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

紧张、宏观经济下行及中美经

贸摩擦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

难，头部企业是应对和化解外

部风险、维护和提升经济安全和

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之所在，甚至

关系到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无

论从必要性还是可行性来看，

支持头部企业发展既刻不容

缓，又大势所趋，更正当其时。

（作者曾坚朋系深圳市发改委

副主任；李汉宗系中共深圳市龙华

区委党校教研员）

□ 王 岩 程恩富

夜间经济由于其自身的特

征，成为许多城市疫情防控时

期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选

项，比如，北京推出“夜首都”、

上海举办“夜生活节”、广州打造

“广州之夜”等。那么，夜间经济

有什么特征？如何加强夜间经

济的引导与监管？笔者经过调

研与研究，梳理出夜间经济的

四个特征、二重属性和相关治

理的四个维度。

夜间经济的四个特征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戴维·

威尔指出，一个地区夜晚的灯

光亮度和它的国内地区生产总

值成正比。国际上也常用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夜间

灯光指数来判断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夜间经济，顾名思

义，是在夜间开展的经济活动，

与白天经济的“朝九晚五”相

反，夜间经济营业时间在“晚六

朝六”。上世纪70年代，英国为

改善城市中心区夜晚空巢现象

提出这一经济学概念，是基于

特定时段划分、特定城市空间、

特定实施主体（包括消费群体、

经营主体、治理主体）、特定经

营范围的特殊经济形态。根据

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经验，其

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特定时段一般发生在当日

下午6点到次日凌晨6点；特定

城市空间一般指文化新区、商

业改善新区、创意园区、艺术展

馆、电影院、餐厅、博物馆等。

特定消费群体是以当地居民、

工作人群和游客为主；特定经

营主体以零售商、文化娱乐、交

通卫生安全等服务业为主；特

定治理主体包括城管执法、交

通、市场监管、市容环境、消防

安全、治安综治、行业协会等部

门；特定经营范围以休闲、旅

游、购物、健身、文化、餐饮等服

务业为主。

我国夜间经济发端于上世

纪50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获得较快增长，上世纪末和本

世纪初被限制发展，甚至一度

销声匿迹。自2004年5月，山

东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

加快青岛市市区夜间经济的实

施意见》拉开了新世纪我国夜

间经济快速发展的序幕，此后，

杭州、重庆、宁波、兰州、南京、

西安、北京、成都、天津、上海、

济南等相继出台扶持夜间经济

发展的政策，各地夜间经济业

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据

艾媒数据中心数据分析显示，

中国夜间消费规模约占总体零

售额的六成，并且随着各地政

府对夜间经济扶持力度的加

大，中国夜间经济发展规模呈

现爆发式增长。

夜间经济的二重属性

夜间经济，是继“假日经

济”“网络经济”外，又一种流行

的经济形态，是一种短时间内

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方

式。夜间经济的优势表现在：

延长经营服务时间，拓展消费

空间、挖掘城市历史文化资源、

丰富城市文化消费品位、提升

城市经济活力、刺激城市居民

消费、拉动居民就业等。数据

显示，夜间经济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越来越大。美国人60%以

上的休闲活动在夜间，多座城

市设立了管理夜生活的办公

室，布局了城市夜间经济。英

国伦敦夜间经济可以带来130

万个就业岗位，600多亿英镑

的收入，贡献全国6%的税收。

夜间经济也不是“一用就

灵”的唯一经济形态，由于其“特

殊”的经济形态，也会给治理带

来难题，这就是夜间经济的二重

性，主要表现在经营的“特定

性”与治理的“不确定性”。夜间

经济虽然是一种特定时段划分、

特定城市空间、特定实施主体和

特定经营范围的“4特”经济形

态，正是这四个“特定”也会给夜

间经济治理带来四个“不确定

性”。第一，在治理主体方面，由

于经营时间在夜间，政府相关治

理部门都是在休息时间，如果投

入大量人力进入夜间管理，势必

要增加人员或者增加加班时间，

这都会给政府带来人力投入上

的巨大负担。第二，在经营时间

方面，由于是夜间经营，大部分

公共交通系统已经停止运营，对

于夜间举办大型活动的大规模人

群疏散比较困难，夜间经济给城

市公共交通系统带来挑战。第

三，在经营地点方面，如果选择

繁华商业区，对于这些区域恢复

白天经济的正常运行会带来困

难，比如，环境卫生、设施设备、

消防安全等。如果选择在密集

居住区，则对周围居民的夜晚

休息造成影响，比如，灯光、烟

雾、噪音等。第四，在经营范围

方面，耗费了更多的人力、物

力、财力扶持的夜间经济，不能

以冲击正常的“白天经济”为代

价，需要在经营范围上，与周围

的商业业态形成良性互补。否

则壮大的夜间经济是以“白天

经济”的萎缩为代价，此消彼长，

经济总量并没有增长，只是经营

与消费的习惯发生了改变。

协同治理的四个维度

由夜间经济的四个特征和

二重属性可知，要做到对夜间

经济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的精

细化管理，还需要磨炼政府及

相关管理部门的“绣花功”。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

念下，从“4W”维度协同治理

夜间经济。所谓“4W”维度，即

什么人（who）、在哪里(where)、

何时(when)、做什么(what)。

首先，什么人，指特定主

体，包括消费群体、协同治理主

体、经营准入主体。消费群体

一般包括附近居民、附近上班

族和外地游客，夜间经济的布

局以方便这些消费群体工作生

活为原则。协同治理的主体除

了城管执法、市容环境、市场监

督、公安消防等业务职能部门

外，还应引入行业协会和专业公

司，实施科学化专业化管理。专

业公司进行统一的规划、策划、

宣传、推广、管理和运营，一方面

可以节省政府的人力、物力、财

力；另一方面也便于夜间经济的

规模化特色化运营。经营者的

资格准入审核，可以考虑优先照

顾贫困人员、低收入群体、城市

下岗职工、农民工、无业人员、大

学生创业群体等。

其次，在哪里，指夜间经济

的城市空间布局。主要考虑城

市商业业态布局以及对周围居

民、环境和原有商业的影响。

恢复和鼓励夜间经济，有人担

心：占道经营让流动商贩“得

寸进尺”、夜间排档令周围居

民怨声载道、地摊游击队与城

管玩起“地道战”，城市治理的

成绩会受到影响。这些担心是

有必要的，夜间经济作为一种

特殊的商业形态，在布局的时

候，需要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

充分的市场调研和论证，综合

考虑城市历史文化传统、城市

居民游客消费习惯、原有商业

业态布局等因素，利用老街区、

老厂房改造充分挖掘城市存量

空间潜力。

再次，何时，指夜间经济的

特定时段划分。关于夜间经济

的开放时间，包括开放时段、时

长、周期，需要根据具体的商业

业态而定。季节性的活动，比

如，泼水节、啤酒节、龙虾节等，

一般在夏夜举办。特殊时段的

活动，比如，古玩地摊、跳蚤市

场、义卖市场等是定期举办的，

酒吧街、深夜食堂、深夜书店都

是从夜晚一直开放到凌晨。

最后，做什么，即夜间经济

的特定经营范围。夜间经济对

哪些行业开放？一是体现城市

历史文化元素的文化街、文化

节，比如，青岛啤酒节、盱眙龙

虾节、上海田子坊等；二是为市

民的生活带来便利的服务业，

比如，维修服务、餐饮、手工艺

品、小商品、特色农副产品、废旧

物品回收、二手商品交易、个人

收藏品交易等；三是与周围的原

有商业业态布局形成互补互惠

的商业配套，如农产品批发市场

的夜宵和早点服务，是批发商所

必需的服务。发展夜间经济应

该做到布局科学、业态多元、管

理规范、服务精细。

（作者分别系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

学部委员）

□ 万 喆

夜间经济是一个既“新”又

“老”的话题。

说到夜间经济，这个词是

新词，但说到夜市就源远流长

了。而说起夜市的起源，学者

们却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

说，西周夕市是夜市的雏形，

至两汉出现相对成熟的夜

市。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就

有关于邠亭夜市的记载。《说

文·邑部》“邠”字解曰：“豳：美

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

《说文解字》是我国古代流传至

今最有价值的古文字学著作，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

的邠亭一带有夜市。所以，可

以得出我国夜市在汉代就已经

出现的结论。

还有一个重要证据，是《后

汉书·孔奋传》中的一段记载：

“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

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

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

丰积。”大意是，东汉初年，天下

很乱，大家很穷，只有姑臧这个

地方富裕，生意上做得挺滋

润。古代通常“一日三合”。《周

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

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

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而

“市日四合”是说姑臧这地方人

流物流太繁盛了，非得“一日四

合”不可。如此，既然早上有了，

中午有了，傍晚也有了，那多出

来的就只能是“夜合”了。

隋唐时期关于夜市的史料

更为丰富。唐朝杜牧的《泊秦

淮》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

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

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很明

显，诗中描述的纸醉金迷的秦

淮河畔的朦胧夜色，像极了桨

声灯影里秦淮河的夜市。只是

当时诗人的心情相对复杂。唐

人方德元的《金陵记》中，也记

载了金陵的夜市，说富人“盛金

钱于腰间，微行夜中买酒，呼秦

女置宴”，让人想象出豪门富客

戴着大金链子招摇于夜市的场

景。而事实上，唐朝实施有严

格的“宵禁”制度，所有夜市的

一切声马犬色都是违法的。到

了南宋，据吴自牧《梦粱录》记

载，临安夜市早已实现全年365

天天天营业，一天24小时无休，

早市夜市早晚相连，衣帽扇帐，

盆景花卉，鲜鱼猪羊，糕点蜜

饯，时令果品，应有尽有，满地

的“清明上河图”。

古代夜市的多姿多彩带给

我们很多思考。夜间经济既是

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

展的结果。从秦汉到元明清，

很明显可以看到，夜市的规模

和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及

形态有着内在的联系。夜间市

场是日间市场的延伸，因此，夜

市本身就代表着地区经济的活

跃度高、商品交易频繁，有夜市

是当地生活水平较高、居民较为

富裕的表现。而且，从唐代到宋

代，夜市覆盖的范围随着经济发

展有所扩大，再到元明清代，夜

生活的普及面从达官显贵延伸

到黎民百姓，这可说是夜间经

济丰富后的溢出效应。

即使唐代采取相对严厉的

“宵禁”政策，连大诗人韩愈都

感叹宵禁使得出城访友不能尽

兴，但夜间经济却在夹缝中异

常顽强地生存下来，使繁华的

夜市得以持续。而随着城市规

模和经济的繁荣，以及较大规

模夜市的冲击，严厉的“宵禁”

也已经难以持续。

夜市的繁荣自然离不开历

代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唐代

有“坊”“市”分离制度，居家不

能面对街道开门，即居住区要

与商业区分离。到了宋代，此

制度被打破，店铺可以临街，商

居混杂，商品交易无处不在，为商

贸的活跃繁荣提供了可能。此

时的“宵禁”已经名存实亡。公元

965年，宋太祖下令“京城夜市，

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至此，城

市人口剧增，商业日趋繁盛，夜市

就不再受时间的限制而通宵达

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

复开张，如此通晓不绝。”

从历史上看，夜市促进了

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丰富了人

们的生活，而好的夜市也出现

在经济、文化发展繁盛的时

期。可见，不论是哪个朝代的

哪种经济，最关键的是，不应压

抑市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

需要，而顺应市民物质生活和

文化生活的需要，让市民的这

种需要与整体经济繁荣融为一

体，才是好的经济政策。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 张 雪

大数据对重点城市游客消

费轨迹的数据监测显示，从重

庆洪崖洞、成都宽窄巷子等夜

间网红打卡地，到广州小蛮腰、

北京奥运塔、上海黄浦江岸的

灯光秀，从稳步上升的夜场电

影上座率，到受到高端游客欢

迎的天坛夜宴、长城夜宴项

目，不同年龄、文化背景和消

费层次的居民和游客对夜间

文化活动和旅游活动的需求

正日渐增长。

数据显示，我国 60%的消

费发生在夜间，发展夜间经济

不仅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

求的必然选择，也成为扩大消

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

在要求。

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之

势，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引导。

国办去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激

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

见》，提出发展夜间经济，鼓励

有条件的旅游景区在保证安

全、避免扰民的情况下开展夜

间游览服务，丰富夜间文化演

出市场。在这前后，北京、上

海、广州、天津、重庆等城市相

继出台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相

关政策。北京市印发《北京市

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

消费增长的措施》，推出 13 项

具体举措。成都则大力发展夜

间便利店服务、健全夜间交通

服务保障来夯实夜间经济的发

展基础。

繁荣夜间经济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政府要做的事情很

多。游客喜欢在一个地区夜

游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夜景

很美、夜间休闲项目独特等。

但游客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夜

游原因其实很简单，比如，交通

便捷度没有保障、公共设施不

完善、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等。政府主管部门重视夜间经

济，应该在夜间安全、交通、应

急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强政

策协调和保障。

《经济日报》发表的评论指

出，发展夜间经济，不能只有政

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还要让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夜间

经济的资源分配中发挥作用。

随着消费需求的累积和市场存

量的增长，人们对夜间活动内

容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提高并呈

现个性化，这就需要更多的市

场主体加大内容创造的维度和

产品创新的力度。

夜间经济的二重性和协同治理的四个维度
一个地区夜晚的灯光亮度和它的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成正比，这也间接说明

夜间经济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经济繁荣离不开宽松的经济政策
古代夜市的多姿多彩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夜间经济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经济繁荣离不开政府宽松的经济政策

拿什么点亮需求的蓝海

山东济南近日推出“夜泉城”2.0版，新培育打造一批高品质夜间经济载体、消费业态和特色

活动，满足市民品质化个性化消费需求，促进疫情后经济复苏。图为来自巴基斯坦的两位外国友人

在济南市马鞍山路的夜市上售卖多肉等花卉。 沙见龙 摄

浅谈头部企业的内涵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