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下大润发附近的肯
德基与其南侧的麦当劳，皆
是24小时营业的店面。

7月24日零点49分，两
家店面内就餐市民仅有两
三名。肯德基内，收银员坐
在旁边，一工作人员清扫完
地面后骑着电动车回家，值
班经理正在写工作日志，给
工作人员排班，只有一名女
士在橱窗下就着一杯可乐

看杂志。
凌晨一点，历山路上的

土大力招牌上写着“ 2 4小
时营业”，有十几名市民正
在就餐。其经理告诉记者，
主要是上夜班、逛夜店的
人士在此就餐，虽然省城
有不少土大力店，考虑到
地段因素，仅有几家24小时
营业。

凌晨1点左右，在历山

路优品汇上的肯德基店已
经关门，记者获悉，省城并
非所有的肯德基店都是24
小时营业，与肯德基旗鼓相
当的麦当劳亦如此。

麦当劳有关负责人称，
麦当劳首次在省城设立24
小时店面是在2006年，现在
有11家店是24小时营业，大
约能占到省城所有店面的
一半。

“晚上去超意兴，或者
路边的把子肉。”振储出租
车公司司机谢师傅说，超意
兴夏天有免费绿豆汤，冬天
有玉米粥。“当然，这也主要
是考虑到我们这个群体的
消费水平，毕竟一晚上也挣
不了多少钱，花十块八块吃
个饭就不错了。”

“甸柳庄、汽车站、英雄
山、济大西校区、明星小区
西郊的超意兴都是24小时

营业。”谢师傅说，晚上去吃
汉堡等高热量食品也不是
很合适，还是中餐比较适合
自己的口味。

路边的把子肉也吸引
了不少“夜游人士”。凌晨1
点22分左右，在解放桥路
口，一路边摊老板开着一辆
餐车，车上载着各种蔬菜与
炊具，三桌人十几位市民正
围在一八仙桌边吃饭、喝
酒。老板告诉记者，自己从

晚上10点半营业，到次日早
上6点结束，主要是上夜班
的群体在这边吃饭。

凌晨1点43分，解放路
与文化东路交叉口位置也
有一家快餐点，老板招呼完
客人，便抽着烟无聊地听广
播。“从晚上10点卖到次日
凌晨3点，到了3点菜就没
了，也该回家睡觉了，第二
天还得干活。”这家主要卖
把子肉的老板告诉记者。

出租车司机最爱超意兴和把子肉

每天凌晨两点从医院下班，
小王都会在历山路与和平路交
叉口的统一银座超市买些食品。
由于住处没有凌晨营业的便利
店，她每天都会从历山路上“绕
个大圈”回东舍坊。

该超市夜班店员小孔介绍，
统一银座超市之所以24小时营
业，主要是满足顾客的应急性、
便利性需求，针对人群是娱乐场
所工作人员与消费人员、出租车
司机、夜班族等，“凌点以后买东

西的多是青年人，买的也多是烟
酒、饮料等零食。”

与“好又多”超市不同，统一
银座超市实行三班倒的工作制
度。像小孔这样的夜班店员一般
从晚上11点上岗，工作到次日7
点。“我们的店填补了普通超市
的空白营业时间。”小孔称，由于
济南24小时营业的超市较少，所
以统一银座超市的夜间客流较
多，“夜间客流量平均百十人吧，
周末能达到200人。”

小孔介绍，统一银座在济南
约有120家店，24小时营业的占
60%以上。小孔所在的店靠近银座
新天地、颐正大厦、新闻大厦、良友
富临大酒店等娱乐、住宿中心，“夜
间的营业额能维持运营成本。”

小孔称，如果两家统一银座
相距较近，则一般是面积较小的
店面24小时营业，面积小的营运
成本也低。每一家24小时营业的
统一银座超市都经过了仔细的
商业考虑。

晚晚1100点点后后只只能能吃吃路路边边摊摊，，吃吃坏坏肚肚子子
本报记者探访省城“夜经济，夜生活”：夜行人喊渴喊饿，夜店经营者喊亏喊赔

省城某连锁百姓大药房负责人
介绍，2003年该药店进入济南时，就
开始做24小时店。“那时候我们在南
方的城市早就开始在做24小时店
了，所以在解放桥开济南第一家店
时就是24小时营业。”

该负责人说，药店一直想把24
小时营业做成特色，“头几年在济南
开的店都实行24小时营业，但从
2007年开始新店多是小店，没有再
进行24小时营业。不仅没有再开，已
经开着的也渐渐关了。”

据介绍，该药店在2013年左右
取消了全部5个24小时药店，改为正
常的早7点45至晚9点半营业(冬季
晚9点关门)。取消24小时营业，除了
人员精简后安排不过来外，最重要
的是24小时药店夜间收入一直处于
亏损状态。

该负责人还介绍，24小时店都
选择在大店中，解放桥、北园、王官庄

都有，大店一般人流量有保障。而为
了降低成本，营业面积和人力都减少
到白天的十分之一，“在大约一百平
米的24小时店面中留10平米夜间使
用，白天二三十位服务员晚上则是2
人。

虽同为24小时营业，但佳合
乐的店面普遍都要比银座“袖
珍”。以文化西路的一家佳合乐超
市为例，该店面积约25平方米，货
架只有5排，规模仅是小孔所在的
统一银座超市的1/4大小。

“佳合乐是生活便利店。”文
化西路的佳合乐店员小张称，“便
利店的店面小，商品品项少；超市
则店面较大，商品品项多而全。”

小张所在店面处于文化西
路中段，靠近朝山街。便利店的

南面便是一排饭店，而其北面
是佛山苑，客源充足。“晚上很
多人在附近吃饭，所以买东西
的人不少。”但小张称，由于佳
合乐以出售食品、饮料、烟酒为
主，所以该超市的单笔生意额
都不是很大。

23日凌晨3点，小张的便利
店每隔十几分钟便有一些年轻
人来购买饮料零食。“这个点还
算比较忙的。”小张称，自己值晚
班时，一般有3个时间段较忙，

“23—24点，2—4点，6—7点。第
一个时间段买东西的以附近吃
饭的人为主；第二段是酒吧、
KTV下班的人；第三段则以上
早班、买早饭的为主。”

“晚上营业一般利润很低，
地段较好的店能赚些，便利店主
要还是为了方便居民。”小张称，
论经济效益，24小时便利店虽在
晚上盈利寥寥，但却方便了附近
居民，“无形之中也是增加我们
的品牌知名度。”

编者按：
随着经济的发

展，“夜经济”作为
一种高层次的消费
需求在一些城市发
展起来。近日本报
记者兵分多路探访
了省城超市、餐馆、
药店24小时经营情
况，探访省城夜经
济的发展现状。尽
管需求广泛，但受
经济水平、生活习
惯等多种因素影
响，省城24小时经
营的超市、药店寥
寥无几，就连最基
本的餐饮需要，深
夜经营的只有快餐
摊点。

“济南更倾向于保持‘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山东
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这种
观念影响到了夜经济的各行各
业。

“十年前晚上十点钟到济南
街上走一走，几乎没有人。”黄国
民认为，济南市夜经济不够繁荣，
受传统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影响很
大。“以前济南市民中大部分人在
老国企工作，在小鸭、轻骑、国棉

厂、针织厂上班的市民作息都很
规律也比较保守，上下班定点，因
为第二天要早起赶班车，晚上都
不大出门。”

黄国民说，虽然那已经是很
多年前，但由此而来的生活习惯要
改变就不容易。“购物讲求实惠，有
固定的大超市购物时间，买足了东
西在家备用都是传统消费观念的
体现。”

已在酒吧任调酒师4年的小钮

说，2009年时，济南大小酒吧都算上
大概有四五十家，经过四年的时
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但消费人
群却没跟上酒吧增长的速度。

“济南缺少夜休闲文化氛围，
大家对酒吧和这种生活方式的理
解也还比较浅。”本身也是老济南
人的小钮说。在国外或者北京、上
海，去酒吧其实就是一种8小时之
外缓解工作压力的方式。但济南对
这种方式接受度还不高。

目前，济南除娱乐场所外的绝
大部分消费场所夏季营业时间在上
午9点至晚上10点之间，全天约13个
小时。而如果要开一个24小时营业
的店，面对的则是增加至少11个小
时的运营成本，增加2名左右员工，
同时营业额甚至不及白天营业的零
头。

“我们也想做成24小时营业，
但是一直是亏损，做了9年只能暂
时停止。”省城某百姓连锁药房负

责人说，虽然已经减少了夜间营业
面积，但夜间至少要4000元的员工
支出，而每晚的营业额只有几十至
几百元。济南漱玉平民大药房负责
人也表示，一个店白天的营业额会
在10多万，而夜间营业额则在一两
千左右，店面还是以白天的营业收
入养晚上的亏损。

“其实夜间营业多是亏损的。”统
一银座公关部负责人说，目前24小时
营业的店面面积基本在100平米左

右，多安排在市内重要路段。“电费、
人工成本不低，晚上买的东西也不会
很多。”大部分夜间营业店面员工每
人工资在2000—3000元左右，另外每
晚会有几十元的夜班补贴。

餐饮行业也是如此，“一般来
说，24小时营业的话成本要增加1/
3。”位于泉城广场附近的留恋啤酒
城负责人张斌说，其中包括了水
电、工作人员的夜班补助等，但与
此同时营业额却不会同比例增长。

“24小时店还没形成氛围，这9

年感觉只有我们自己在做，覆盖
面很有限，购物需求也带动不起
来。没有集聚效应，很难支撑。”济
南某百姓连锁药店负责人说，在
长沙已经有一个商圈专门主打24

小时营业，生意不错，但济南却几
乎没有。

近日，记者在万达广场看到，晚
10点左右关店门时，近200位顾客中
断了购物，被迫走出商场。

“步调不一致，各走各的路，各
下各的班。”刘先生说，24小时店
没有形成相互扶持之势，各自为
战。济南市旅游协会关于夜休闲
的调查也显示，2008-2013年，济南

大大小小的餐饮机构、娱乐场所、
购物中心、美容行业等都有大幅
增加。目前已有大型餐饮行业
4 0 0 多 家 、娱 乐 经 营 单 位 近 千
家、演出场所 2 0 0家以上。但这
些产业却一直各自为战，缺少
集聚效应，未能形成合力点亮
济南的夜生活。

目前济南市24小时店面离很
多城市还有距离，但总的数量上
是在增加。2013年，佳合乐、漱玉平
民大药房、金德利快餐纷纷进军
24小时营业店。短短一年多的时
间，24小时店至少增了20家。主推
24小时便利店的黄国民表示，佳

合乐将在三至五年时间开300—
500家连锁店，其中大部分是24小
时店面。

“最近两年可以说是年轻人走
入社会最多的时间段，他们给济南传
统的消费观念带来新内容。”黄国民
说，上班时间相对自由，晚间工作的

人比以前多了，来自南方的人也把南
方的作息习惯带到了济南。

“除了电视，网络作为一个不
眠娱乐方式，让更多年轻人睡得
更晚。”黄国民说，睡得晚带来夜
间消费需求，烟、水、方便面、药物
这些必需品就会有人买。

“在南方城市，随便什么时
候，都能叫到外卖。”黄国民说，济
南的商业服务意识还有待提高，“但
最近已经有变化，最明显的零点公
交就是一种夜间服务。虽然现在它
对我们店面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夜
晚的市场是培养出来的。”

“零点公交网将引导省城的
夜生活，带动省城夜经济的发

展。”济南公交总公司营运市场部
负责人谢刚曾表示，到9月底如果
运行情况良好，将会再次增加夜
班公交的班次。

根据济南市旅游协会的一项
统计，目前济南市常住人口为680

万，每年接待外来游客4000万人，
平均每日接待10万人，若按每日
20%的人有夜间消费意愿，按每人

每次平均消费50元计算，每晚就
有一个近7000万元的庞大“夜休
闲”消费市场，发展潜力不容小
觑。

“济南有680万常住人口，夜晚
肯定有足够的购物需求。我觉得
单单是24小时便利店就要有1000

家才能满足这些人群的需求。”黄
国民说。

然而，用夜经济本身的完善
唤醒消费者的需求并不能只依赖
市场。王忠武表示，政府的主导和
统筹很关键。“目前政府的规划中
缺少这部分内容。”王忠武说，应
该有意识地把发展夜经济纳入未
来规划，将其作为产业和城市名
片来打造。

王忠武称，比如夜市，现在就
缺乏这方面的统一管理。“占道经营

了就赶走，对消费者、管理者和经营
者都是损失。”王忠武说，一些不规范
的营业场所或摊贩大量存在，也让济
南的夜经济整体低档化，难吸引人；
消费者不买账，经营者也更没信心，
直至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政府以及各部门的统筹规划
则有可能把这种恶性循环改良。
王忠武建议，济南完全可以大力
发展夜市经济，由政府部门统一

布局和管理。
实际上，不久前济南市旅游

协会夜休闲分会的成立就体现了
这种主导性。“把全市酒店、餐饮、
酒吧、KTV、茶楼、演艺等企业整
合起来。”工作人员介绍，通过这
种产业协会主导下的抱团式发
展，能让单一的经营规模化，继而
刺激消费者需求，“让外地客人留
在济南，让济南人夜游济南”。

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药店
发现，24小时售药服务的药店寥寥
无几。在十亩园社区一连锁大药房
内，记者在门口看到标有“营业时间
7：00—22：00”字样。

记者又来到了文化西路附近的
一处大药房，询问店员是否24小时
营业，工作人员表示，一般晚上9点
就会关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周围市民比较少，晚上买药的也不
多，即使市民晚上遇到紧急情况也
会选择去医院救治，所以药房没有
考虑过24小时供应。”

当天，记者采访了文化西路、文

化东路、历山路附近的10家药店，只
有位于文化西路附近的一处大药房
承诺24小时营业，其他的都在10点
左右关门。该药店一位工作人员表
示，药店于夏季晚上10点半才下班，
店里会留一两个人值班，保证24小
时供应。记者了解到，晚上市民买的
药品主要是治疗腹泻的。

25日晚上11点，记者再次对省城
药店24时经营的情况进行探访。在解
放路、历山路、和平路部分路段走访
了10家药店，此时已经没有一家药店
在经营。在解放桥，一药店标有“24小
时”经营的招牌，不过也已大门紧锁。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省城共有2700多家药店，但进
行24小时售药服务的药店寥寥无几。山东省相关法规
原先要求药店必须要24小时经营，但发现实施情况不
好，于2009年取消了相关规定。24小时药店也因晚上客
流少、成本高等纷纷关闭。

在济南除了统一银座超市、佳合乐超市24小时营业外，其他品牌超市打烊时
间一般都是晚10点。凌晨以后，两大超市的消费者多是年轻人。而济南大部分小超
市或社区便民商店，由于规模较小且多由个人经营，打烊时间会随着客流量相应
改变，但限于成本都不会24小时营业。

佳合乐：晚上11点之后有3个时间段挺忙

统一银座：是否24小时运营要看商业氛围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王杰 实习生 曾轲 张海静

到了凌晨肚子饿，怎么办？记者探访发现，省城凌晨仍在营业的
餐馆以肯德基、麦当劳、永和豆浆、土大力、超意兴为主，中高档酒店
身影难觅。出租车司机偏爱中式、消费较低的超意兴及路边小摊，而
洋快餐则是逛夜店人士的最爱。

晚间，记者走访了历
山路、和平路、泉城路，以
及大观园、洪家楼附近，发
现这些人流聚集区的快餐
店营业的确有不少，而酒
吧、KTV中也热闹得很，但
是记者并没有发现有中高
档酒店营业。

“最后一桌客人走了
就关门，大多时候晚上11
点之前就能停止营业，打

扫卫生。”山师东路一家酒
店的王经理告诉记者，并
没有考虑过24小时营业。

“即便是24小时开门，也没
有足够的客人来支撑。”

不过记者看到，路边
的小摊，还有烧烤摊还是
有一些市民在喝啤酒、侃
大山。

与餐馆相比，街边的
烧烤摊、把子肉更有竞争

优势。有的只需一口锅、几
张桌子、几个灯泡就可以
营业。而且没有各种费用，
成本极低，昼伏夜出。

在泺源大街附近上夜
班的刘先生表示，凌晨三
点下班后和同事们想找个
饭店吃饭，就只剩零星几
个街边摊，“要是吃坏了
肚 子 还 不 知 去 哪 里 找 药
店。”

24小时快餐店多，中高档酒店难觅

零点之后，西式快餐挺冷清

济南作为省会城市，24小时营业店面并不算多。多年形成的相对保守的消费习惯，尚
未根据实际适时调整的经营策略和经营成本，仍未形成夜间补给的商圈集聚效应成了济
南夜经济发展的障碍。

济济南南2244小小时时店店为为啥啥如如此此少少？？
消费习惯、经营策略仍太传统

济南市民已养成早归习惯

以昼养夜仍是普遍现象

夜店整体偏少，未形成集聚效应

唤醒夜经济政府也该有规划

培养夜行人，零点公交正合题意

年轻人正更新济南消费习惯

年年轻轻人人正正在在带带动动济济南南夜夜经经济济
商家配套服务、政府规划都应跟上拍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万兵

不少药店无奈取消24小时经营

药店大多晚上10点关门 虽然目前济南24小时店面偏少，但已有不少商家开始盯上这个相对空白的市场。近两
年，喜欢熬夜的年轻一代成为消费主体，给济南的夜经济带来活力，零点公交也开启了夜
间配套服务，而济南深夜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商家转变服务意识和政府相应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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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银座超市成为省城24小时营业的超市主力。 见习记者 王杰 摄

济南市只有为数不多的药店仍坚
持24小时营业。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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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找个个药药店店都都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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