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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观察

黄浦 从一本“小红书”展开生态

这个夏天，互联网内容

创作的风吹遍浦江之滨。

在杨浦最新亮相的在

线文娱产业载体“V聚场”

的外墙上，写着这样一句

话：“上海 一切皆有可能。”

是的，就在上海，小红书、哔

哩哔哩等一批互联网企业

和优质内容创作者正在这

里书写自己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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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小红书在复兴中路上的一栋居
民楼里诞生。从几份海外购物攻略开始的
兴趣分享、互联网代购，到成为一种互联网
生活方式，这只仅用12年就发展为月活用户

数量突破3.5亿的“独角兽”，享
受到了互联网行业急速发展的
12年，也用一个庞大的商业生
态激活了一整个内容创作生态
链。就在不久前，小红书的品
牌口号从“全世界的好东西”变
更为“你的生活兴趣社区”，从
好东西到好生活，见证了一个
网络社区的自我迭代。
从很大程度上说，得年轻人

得互联网，现象级的互联网产品，
都离不开年轻人的拥趸。以在上
海本土起家的两个大厂来说，小
红书上有超过1亿普通用户分享
内容，超过50%的用户为“95后”，
35%为“00后”；哔哩哔哩的百大
UP主中，超过30%扎根上海，且
绝大部分是“95后”“00后”，这些
Z世代的喜爱和依赖，是互联网内
容创作的原动力。
“95后”“00后”是成长在互

联网时代的第一批“数字原住民”，生活习惯、
消费决策的每一个环节都深度依赖社交平
台，也由此有了对好内容的热爱与坚持。小红
书好像一棵关于生活兴趣的参天大树，又像一
个内容创作的生态链，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从
单纯的兴趣分享，到带货的商业模式，形成了
一个共生的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生态链。
对于这条生态链，黄浦区当然要借“地

主”之利，进一步推动由链成圈。当前，黄浦
正通过市区联手，打破条块壁垒形成合力，
从制度发力、载体供给，到场景营造、“全链
增值”，吸引更多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网络
（MCN）机构落地，为小红书等互联网优质内
容创作企业及其关联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据黄浦区科委副主任潘娴介绍，市、区

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推荐小红书进入市规
划咨询会专家名单，使得企业能够在市级发
展规划研讨阶段就参与其中。遇到一些跨
层级的复杂事项，比如活动合作、场地资源
对接等等，区科委牵头，建立部门、企业、市
场三方对接平台，快速链接相关部门和企
业，实现资源对接“加速度”。
同时，由于小红书吸附了许多上下游企

业，如MCN机构希望落地黄浦区，靠近链主
企业办公，这不仅给黄浦区商务楼宇等行业

带来了商机，也对人才服务、法律服务等提
出了新的要求，从一本小红书催生未来诞生
更多“小红书”。

例如，针对符合要求的企业，黄浦区有科
创产业政策与数字产业政策给予扶持；市区
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在消费维权机制建设、知
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药械化风险监测
等方面给予服务指导，引导相关企业依法合
规规范经营，助推平台健康发展。黄浦区市
场监管局设立小红书知识产权调解工作室，
探索建立小红书维权援助工作站，为平台内
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牵头长三角中
心城区老字号知识产权保护合作项目，扩大
小红书平台入驻环节知识产权审核机制覆盖
面，将该机制的可纳入老字号商标范围拓展
至长三角地区，目前已有306个中华老字号、
22个驰名商标加入前置审核名单。

同时，黄浦区还激活了九江路上的古象
大楼，将其打造为外滩FTC，依托小红书平
台，致力于打造符合区域产业特色，集趣味
性、潮流性与创造力于一体的互联网内容生
态圈，吸引优质内容创作机构与潜力创作者。

这个夏天，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风，
吹遍浦江之滨。从黄浦到杨浦，从黄浦、杨
浦再到整个上海，在丰富的场景里，更多人
创作出好内容，再从好内容里，读懂上海，看
到更美好的上海。

位于五角场淞沪路338号的创智天地6
号楼，近日有了浓厚的二次元氛围，每一个经
过这里的人，看到楼顶上的哔哩哔哩“小电
视”、小红书“小土豆”吉祥物公仔和带着抖音
标志的红色爱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
外墙上写的“上海 一切皆有可能”的标语更
让人心潮澎湃——这里，就是杨浦区最新打
造的在线文娱产业载体——V聚场。刚刚完
成内部装修的V聚场已达到超过9成的入驻
率，吸引一批知名大V及互联网内容创作企
业“抢滩”。对于入驻原因，“上海小马哥”博
主马骞说：“这里不仅有适合互联网创作的办
公环境，更有着和其他博主随时随地跨界合
作的平台优势。”或许，网友们很快就将看到
他与其他大V在V聚场的火花碰撞。

面向文娱产业创新最前沿的V聚场选
址五角场创智天地，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这里南接五角场，北达新江湾，不仅被环抱
于哔哩哔哩、小红书、抖音等大厂办公楼中，
更依托五角场商圈的“主题商圈+垂类商场+
特色街区”泛二次元年轻消费立体布局，以
及周边14所高校和大学路街区的深厚文化
氛围。五角场有接近20万“永远年轻”的大
学生，杨浦常住人口中的年轻人则达到32万
人，伴随着杨浦滨江在线新经济“总部秀园”
即将建成和复兴岛的大力开发，“人和”优势
也将愈发凸显。

V聚场的闪亮登场，对于杨浦来说，可
以说是正当其时。杨浦，是上海创新浓度最
高、人才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2024年，数
字经济首次成为杨浦贡献度最大的产业，细
分领域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规模已经超过
3000亿元，规模占全市近1/5。而且，在杨浦
“文化+科技”的浓厚氛围下，在线文娱产业
正蓬勃生长，杨浦区在线文娱产业链2024年
产值也超过了800亿元，成为杨浦经济动能

转换中重要一环。
为了吸引更多创作人才，杨浦在去年推

出了全球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者“优享计
划”，以大力度的孵化平台共建、创作激励、
人才安居保障和薪酬奖励等举措，希望杨浦
成为大V云集之地。今年，杨浦又邀请哔哩
哔哩百大UP主岷籽等网络名人担任“杨浦
城市体验官”，岷籽加入了杨浦区互联网发
展协会自媒体专委会，与众多网络名人一
起，用镜头和文字记录杨浦的城市变迁，积
极参与推广杨浦的红色文化，多次组织
Citywalk，带领年轻人探索这片红色热土，讲
述杨浦故事。
这样的杨浦，是大V的引力场，更是在

线文娱产业蓬勃发展的聚力场。无论是做
科普的哔哩哔哩百大UP主“不刷题的吴姥
姥”、做时政评论的著名UP主“独夫之心观
天下”，还是做音游的创业公司漫卡互娱，他
们都成了杨浦和V聚场的最新“粉丝”。
博主“独夫之心观天下”的助理王啸天

告诉记者，上海特别是杨浦区的行政效率以
及五角场大学大厂云集的良好氛围，是吸引
他们来到V聚场的最主要因素。
漫卡互娱总经理助理王函雪则说，他们

从广州起家，今年“五一”期间在上海举办了
一场人数规模逾万的音游产业展，这对于一
家初创公司来说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也让他
们对上海的二次元产业抱有很大信心，V聚
场对企业来说有很好的创业氛围和政策扶
持，内部空间的贴心设计更是让企业员工非
常惊喜：“我们经常加班熬夜，很希望有机会
能打个盹，以前都是在工位上凑合，V聚场
公共区域的12个胶囊睡眠舱让我特别惊喜，
以后加班的时候终于能‘躺平’了！”

UP主“滤镜粉碎机”毕珩则十分看重V
聚场精细的场地适配度，用“洋气，特别好”

来盛赞丰富的直播场景。“上海小马哥”马骞
也说，以往博主之间如果想互动、共创，需要
专门找场地，如今大家都成了“邻居”，随时
随地都可以在共享直播间来一次“碰撞”，可
以产生更多更好的内容。

作为一个集企业综合服务、办公、培训、
直播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互联网内容创作空
间，获得一大批大V的首肯，对于刚刚入市
的V聚场来说，这份肯定是最大的褒奖，也
是未来在在线文娱产业乘风破浪的基石。

据杨浦区相关人士介绍，在线文娱产业
链是杨浦12条重点产业链之一，依托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中国上海网络视听产业
基地杨浦片区的品牌集聚效应，杨浦发挥“文
化+科技”“大学+大厂”特色优势，聚焦网络视
听、游戏电竞、影视动漫、文化消费等细分领
域，涌现了哔哩哔哩、完美世界、叠纸等平台
头部企业，声网、优刻得、所思科技等技术型
潜力企业，小宇宙、游卡网络、圣瞬文化等泛
娱乐场景企业，打造了敦煌当代美术馆、完美
BO5电竞中心、百联ZX造趣场等一批融入艺
术、电竞、次元、乐游、消费元素的地标。

作为在线文娱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二
次元经济也在杨浦蓬勃发展。以百联ZX造
趣场为例，目前入驻70余家品牌商户，首店
比例超70%，策划落地的30余场活动吸引超
80万人次线下参与，周末峰值客流同比提升
近200%，90后客群占比近80%。

作为上海二次元经济重要承载区域，杨
浦正发力“二次元品牌集聚区”建设。在5月
的上海国际跨次元产业品牌日上，《杨浦区
跨次元品牌集聚区建设工作方案》正式发
布，提出率先打造数实融合、创新引领、优
质原创的跨次元品牌集聚区，把集聚区建
设为跨次元产业引领地、孕育地、集聚地、
展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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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 V聚场来了，大V也来了！

本报记者 孙云

■ 2024年8月，第二届小红书马路生活节世博滨
江“吹吹风市集”汇集了百余家商家与品牌，涵盖

了人文、美妆、户外、兴趣、美食、潮流等多个领域，带来各

种有趣新潮的逛吃体验。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