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短剧不能总惦记“爸妈的钱包”
方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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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因为什么而爱上一座城？一个人、

一条街、一部剧，还是一道美食？都说上海是

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但阿拉还有一个名号，那

就是“美食之都”。昨天下午，上海市商业联

合会与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首次联合发

布2023“上海世界美食分布指数”，通过对世

界各国美食在上海的集聚和分布状况的系统

梳理，试图从一个“新视角”来观察、反映上海

以及所辖各区域国际化、开放度、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和投资环境的情况，助力上海以美食

“软环境”成就发展“硬实力”。

2023“上海世界美食分布指数”共收集了

全球5大洲50个国家的9401家餐厅（馆、店），

以及它们在上海16个区、106个镇、107个街

道的分布情况，统计截止时间为2023年12月

31日。

具体来说，在区世界美食分布指数中，浦

东新区以19.38排名数量分布的第一名，闵

行区和静安区分别以11.42、10.48位列第二

名和第三名。黄浦区、静安区、长宁区则是

密度分布的前三名，可见浦西中心城区的世

界美食分布密度遥遥领先。

在镇世界美食分布指数中，虹桥镇以

10.13排在首位，徐泾镇、三林镇分列第二、第

三名，随后依次是金桥镇、七宝镇、张江镇、大

场镇、莘庄镇、梅陇镇、新泾镇。

而在街道世界美食分布指数中，陆家嘴

街道、南京西路街道和徐家汇街道位列前

三，其指数分别为4.46、4.29和3.26。紧随其

后的是五角场街道、虹桥街道、花木街道、静

安寺街道、潍坊新村街道、天山路街道和长

寿路街道。

指数显示，尽管浦西（    家）在数量上远

大于浦东（    家），但浦东世界美食的区域集

聚度比较高，多个街道的指数为全市街镇前列。

此外，从世界美食的结构看，亚洲区域的

数量最多，达4990家，其中日料、韩料和东南

亚菜等位居前三；其次是综合西餐，有1775

家；第三为欧洲菜，有1365家。

因此，“上海世界美食分布指数”还根

据地区美食来分类，计算出了不同菜系的

分布指数。例如，日本料理分布指数前三

名的区域是浦东新区、长宁区、静安区；韩

国料理分布指数前三名的区域是闵行区、

浦东新区、松江区；东南亚菜分布指数前三

名的区域是浦东新区、静安区、黄浦区；欧

洲菜分布指数前三名的区域是浦东新区、

闵行区、徐汇区等。

商业综合体和特色街区是世界美食的重

要集聚地。目前全市10万平方米以上的商

业综合体（含未开业的）达124个，上海环球

港、世纪汇广场和瑞虹天地太阳宫是世界

美食商业综合体分布指数的前三名。同

时，一批时尚休闲街区，如老外街、大学路、

新天地、蟠龙天地等，也是世界美食最喜欢

扎堆的地方。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世界美食分布指数首次发布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过了腊八就是

年。“2024上海网上年货节”昨天在虹桥品汇

启动，围绕年俗、年味、年货、年物等传统文

化元素，紧扣年节需求，提供消费新供给、展

现服务消费新活力、推出“数实”融合消费新

场景。

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从1月18日至2月

17日，上海将围绕“国潮新势力专场”“‘丝路

云品’促消费专场”“新春焕新促销专场”“新

年文旅特惠专场”“新春美食盛宴专场”“‘数

商兴农’专场”等，推出80余项内容丰富的促

消费活动，让市民在家红红火火网上过大年。

为方便一站式查询活动信息，“网上年货

节”活动查询微官网已上线，市民可以通过

“上海商务”“上海消费总动员”微信公众号等

查询“网上年货节”活动排片表，参与和体验

各项精彩活动。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东盟电商主题周活

动，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3个国

别主题日。据悉，活动将联合“丝路电商”伙

伴国相关贸易促进机构，开展“丝路云品”交

流，通过在线直播、专题页面线上线下联动，

重点推广和展示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商品、美

食等特色，展示东南亚国家的独特魅力。上

海虹桥国际进口商品展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菁介绍，从1月22日起，虹桥品汇将开设

“印度尼西亚主题日”专场，搭建印度尼西亚

主题直播场景，直播间推出送赠品、买一送一

等优惠活动。

上海市丝路云品联盟同时成立，相关贸

易促进机构、“丝路电商”国家馆、电商平台、

服务机构等20家首批成员单位举行了签约

仪式。联盟以推动电子商务国际交流合作

为宗旨，将组织开展“丝路云品”商贸对接，

举办“丝路云品”主题促销、特色产品推介会

和投资说明会等活动，并定期组织开展行业

交流，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优质产品引

入国内市场。

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2023年度上海市

“数商兴农”示范案例。其中不仅有盒马、叮

咚买菜、本来生活、拼多多等电商平台，还有

代表直播新业态的抖音、小红书及新疆农特

产“代言”的阿依古丽，以及i百联、上海爱森、

田野、锅圈、优农三兄弟等“数商兴农”新场

景，展示上海电商平台助力打造农产品上行

多元化模式，做强出村“最先一公里”，畅通进

城“最后一公里”，实现产地与消费者双向而

行，帮助农民实现从“好收成”到“好收益”。

根据本市重点电子商务企业统计，2023

年全市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3.7万亿元，同比

增长11.7%，其中实现网络购物交易额1.6万

亿元，同比增长22.2%。上海直播电商蓬勃发

展，根据网络零售市场大数据监测，2023年上

海直播零售额2532亿元，居全国城市首位。

“    上海网上年货节”启动

春节临近，年宵

花市也热闹起来。北

美冬青凭借满枝殷红

又圆润的果实备受青

睐。北美冬青学名

“轮生冬青”，是冬青

科冬青属植物，多年

生灌木。近日，不少

细心的市民发现，在

花市里身价上百元一

盆的北美冬青竟出现

在申城街头的绿化带

中，扮靓申城的迎新

氛围。图为恒丰路的

绿化隔离带，“红果果”

北美冬青格外喜庆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80余项活动排片表可一站式查询

“红果果”扮靓街头

爸妈原本只想 . 元看一部微短剧，但实

际充值达到数百元。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

布的    年四季度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微

短剧诱导付费成为消费维权问题较为突出的

领域。

体量小、时长短、节奏快，微短剧每一集的

时长在 分钟左右，吃个饭的工夫就能看完几

集，加上频频反转的剧情，深受中老年消费者

的喜爱。一些老年人付费观剧已经成为日常，

一些热播微短剧甚至出现推出  小时即充值

超千万元的景象。

微短剧中的大“钱景”，也引发了平台间相

互引流、跳转，导致收费形式多样、处处是“坑”

的圈钱套路，被消费者频频吐槽“吃相难看”。

一些中老年人受到“解锁一集只需 .  元”等

广告宣传诱导后，很难注意到“默认下一集自

动解锁”等选项，导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

了全部剧集。子女们发现后，却面临逐个投诉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有的微短剧甚至“换

了马甲”或直接下架，导致维权困难。

微短剧是视频行业的创新体现，制作者和

平台应该向消费者输出小而精、小而美，且正

面积极的产品，同时要尊重消费者各项权利，

不能竭泽而渔、急功近利，靠“圈骗抢”来割韭

菜。这不仅需要相关当事方自律，有关部门也

要加强监管，采取措施打击违规低质微短剧，

制定更加详细的规范以净化行业生态，出台微

短剧收费的行业标准。

对于爸妈“追剧”，子女不能光靠“一禁了

之”，而是要更多陪伴老人，满足老人的情感需

求，教会他们辨别网上的各种充值陷阱，保护

好他们的“钱包”，让他们明明白白消费，为他

们网上看剧营造安全舒心的环境。

助力上海以美食“软环境”成就发展“硬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