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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从小区附近卖谷子的一开间

门面店到商厦楼面，再到“汇聚”

几层楼二次元专卖店的只卖二次

元周边的单体商厦，直至如今将

二次元主题渗透到数码、服饰、餐

饮乃至美发、宠物等各个领域的二

次元主题商厦……二次元经济正

在成为城市更新的下一个“风口”。

其经济规模“三级跳”的背后推手

来自三方——游戏电竞公司自虚拟

网络累积的资本，要走向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的行家要靠二次元文化内

容来增加商圈的时尚度和吸引力；

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又期待在城市

更新过程中找到符合年轻人需求

的内容产业新场景、新消费、新模

式……这些注定会共同促成二次

元经济繁荣的未来态势。

从门店扩至商厦
“谷子”音译自“Goods”，包括

“吧唧”（中文意为“徽章”）、亚克力

桌面立牌、亚克力包包挂件等。虽

然“谷子”的材质比较廉价，但画面

是让消费者寄情很深的游戏动漫人

物或自创的角色，加上盲盒、限定款

销售策略，文化附加值让亚克力、

马口铁增值数倍。它们还具备重

度社交属性——拥有同个人物的

“谷子”，意味着彼此志趣相投，能在

人群中瞬间认出对方。

最初，谷子店只是校区附近的

小门面，前年起，发展到南京东路

几个老牌商厦的一个楼面。去年

起，南京东路百联ZX创趣场的整

幢商厦汇聚了包括谷子店、手办

店、模型店等各类二次元主题

店。由此，带动了南京东路一条街

成为“二次元打卡点”汇聚地。而新

世界商厦为发展二次元经济，还加

入了上海市动漫行业协会，成为实

体经济板块的会员。新世界城泛

二次元招商总监劳逸筠透露：“二

次元楼层的消费购买力在整个商

厦中数一数二，仅一个30平方米的

谷子店单日最高营业额可达10万

元，每个月达到100万元。”

从虚拟走向实体
在动漫游戏产业中，真正具

备投资实力的还是通过网络经济

形成收费闭环的游戏资本。“黑悟

空”作为并不纳入网络收费逻辑

的3A单机游戏大制作，最初的投

资商还是网游、电竞公司。上海

市文旅局副局长金雷透露，去年

底上海举行“反恐精英”世界锦标

赛总决赛期间，进入上海的游客突

破500万。如果说谷子经济是消费

者整体热情自下游“拱”出的产业

发展，那么游戏资本则身处上游，

从虚拟经济“投”向实体经济。

目前国内头部游戏企业的年

营业额以“百亿元计”。据公开数

据，米哈游2023年的年营业额是

300亿元。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文化

产业系教授臧志彭在虹口区二次

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

透露，去年1月至11月全球二次元

游戏类App营收前10名中，7款是

中国游戏。继米哈游高管投了徐

汇区核心地段衡山路8号后，英雄

游戏则投了黄浦区复兴公园内的

INS新乐园——据悉，这个包括脱

口秀小剧场、酒吧、餐饮等夜经济

的“乐园”每晚营业额以百万元

计。汇聚高端餐饮、酒店、美术馆

的沙美大厦背后，也有动漫游戏

公司的投资……并且，动漫游戏公

司也正在南京东路一带，寻找可开

发的单体“二次元主题商厦”。

借商圈更新城区
如何发展二次元经济已经成为

市政府当前研究的新课题，各区也

纷纷要成为上海的“秋叶原”（位

于日本东京的电器街，现为二次

元文化的集中展示地）。徐汇区

文旅局透露，米哈游已联合鹰角

游戏、莉莉丝等发起在漕河泾

打造类似秋叶原的动漫文化街

区的计划。不少上海头部游戏

企业均汇聚在此，米哈游一楼大堂

每周六开放，也已经成为玩家热爱

的“景区”。

与有着上海头部游戏企业为

“后盾”的徐汇区不同，杨浦区五

角场依赖的是附近大学的消费

力——1月11日至19日，五角场

商圈上演次元漫游CityWalk。2

月下旬，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也将

举办次元论坛……

电竞产业规模庞大。目前，

位于闵行的上海电竞中心及其周

边园区正在招商中。浦东新区和

普陀区将电竞作为发展目标，而

黄浦区南京东路的二次元浓度已

经相当高，一系列二次元节庆将

陆续推出。

靠创新融入生活
成熟的消费群体、有着原创

游戏动画和IP能力的游戏动画创

作团队及资本，乃至政府为“文旅

商体展融合促消费”作出的努力，

多方合力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文

旅商体展”的内容驱动商业消费，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而，

上海的“秋叶原”估计不止一个，好

处就在于顺应市场竞争，最终更新

的不仅仅是城市，还包括市民的生

活方式。

就在二次元商厦之间竞争暗

潮涌动之时，开店出身的“商三

代”开启了新一轮创新——二次

元主题商圈，多了一个“主题”，意

味着这样的商厦不仅限于二次元

商店集成，而是以二次元内容为

主题的各类生活方式大集成——

例如二次元美发店、数码店、潮玩

店、服饰零售、酒吧娱乐、剧场影

院等。已有40年开主题店经验的

锐力体育的“商三代”率先在武汉

开设的“潮流盒子 ·武汉X118”，就

是这样一座面向13岁至35岁年

轻客群的二次元主题商厦。锐力

动漫版权业务负责人廖旭辉透

露，这个积累着苏浙沪资本的“开

店专家”正在上海各区商圈“看场

地”。其店名中的“118”昭示着他

们的目标——要在全国范围内开

设二次元主题商厦118家。廖旭

辉说，“玩‘二次元’的人群都已经

成为父母了，因此我们有信心把

二次元融入生活方式，成为亲子

文化休闲的整体消费空间。”

同时，已在实体经济投资方

面盈利颇多的多家网游动漫公

司，也在与静安区、黄浦区目前进入

转型期的多个整幢商厦商榷，是否

可以改造成二次元主题商厦……

毫无疑问，市中心这样的二次元

主题商厦会成为今年文化消费新

亮点。 本报记者 朱光

“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现象

的背后，是“唯一站”演出和稀缺

性项目带来的虹吸效应。柏林爱

乐乐团、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

影》等剧目的驻演，莫斯科大剧院

芭蕾舞团《斯巴达克斯》、斯卡拉歌

剧院芭蕾舞团《吉赛尔》等稀缺性

演出选择上海大剧院作为中国唯

一站，让这座城市成为全国甚至全

球演艺风向标。剧院总经理张笑

丁表示，未来剧院将进一步巩固和

增强演艺市场向好态势，持续推动

运营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愿景，不

断深化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努力为

提升城市软实力、奋力开创国际文

化大都市建设新局面贡献力量。

唯一站
拖着行李来看剧
上海大剧院2024—2025演出

季以在中国内地首演、唯一站的

稀缺性项目领跑演艺市场。

去年6月，柏林爱乐乐团首次

中国驻演“柏林爱乐在上海”最重

要的4场交响音乐会及3场室内

乐在大剧院上演，4场交响乐演出

票5分钟内售罄，吸引超过10%的

境外观众和47%的外地观众。连

续7天的顶级音乐盛宴，刷新古典

乐多项演出纪录，带动剧院附近

餐饮营业额环比增长30%—40%。

去年8月至10月，英文原版音乐

剧《剧院魅影》时隔20年回到中国

首演地，在大剧院驻演59场迎来

97031人次观众，实现100%上座

率，收获8000万元票房。此，世界

级声乐大师、芭蕾名伶弗洛雷兹、

扎哈洛娃、奥希波娃的个人专场，

国际顶级芭蕾舞团斯卡拉歌剧院

芭蕾舞团的《吉赛尔》、莫斯科大

剧院芭蕾舞团《斯巴达克斯》和芭

蕾精粹、蒙特卡洛芭蕾舞团《驯悍

记》等，也都吸引全国各地乐迷、

舞迷拖着行李箱来沪观演。

新创制
接轨国际新模式
全英文沉浸式音乐剧《娜塔

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以

购买百老汇原版版权，面向国际

组建主创团队、纽约上海双城同步

选拔演员，并在上海设计制作舞美

布景和服装道具的方式，促进中美

韩音乐剧人才交流和文化合作。

这在国内音乐剧界是崭新的尝

试。这部由上海大剧院、西岸大剧

院、长扬文化联合出品的音乐剧在前

滩31演艺中心完成了44场演出。

“东方舞台美学”系列先后推

出昆曲《浮生六记》《重逢＜牡丹亭＞》

和舞剧《白蛇》三部曲。农历新年

后，舞剧《白蛇》2.0版将焕新归

来。由剧院担任联合出品方，携手

英国皇家歌剧院、上海歌剧院、央

华戏剧、大麦当然有戏等国内外文

艺机构、制作团体，推出的歌剧《蝴

蝶夫人》、话剧《鳄鱼》、沉浸式悬念

剧场《9号秘事》也获广泛关注。

新业态
文化生活新体验
剧院去年公布的“观众文化消

费及观演趋势调研”为剧院观众精

准画像。为提供文艺生活新体验，

剧院进一步挖掘、焕新可用空间。

靠近黄陂北路一侧的临街水景重

新规划布局，新增的1998艺廊餐

厅、抓马咖啡馆成新晋网红打卡

地。咖啡沙龙、一日店长、300FUN

市集等主题策划提供文化休闲一

站式服务。借助名家名团来沪演

出的契机，剧院策划高质量艺术教

育活动，搭建社会大美育平台。

“下一站，剧院”实现了“建筑

可阅读”的新演绎。“艺术体验日”

连续推出“春日剧有戏”“粽情艺

夏”“音为AI”等主题活动。拓宽公

共文化服务覆盖面的同时，也提高

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与效能。

本报记者 朱渊

谷子经济蓬勃兴起，未来更多“秋叶原”将出现

二次元主题商圈成文化消费亮点

去年  .9万人次走进上海大剧院
全年演出1030场，吸引观众50.9万人次，平均上座率

89%，总收入超过2.6亿元。上海大剧院昨公布的
2024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在演出场次、观众人数、赋能消费
等方面，剧院均获历史性突破。此外，由大剧院参与运营、
辐射沪苏的“剧院矩阵”也渐入佳境：YOUNG剧场迎来全年

10.8万人次观众新高；苏州狮山大剧院实现上海优质
剧场剧目资源的辐射效应；2025年春，西岸大剧院将启动开
幕季演出，引领上海新一轮的演艺风潮。

中国泛二次元用户数量已
达5亿人，核心二次元用户数
量约1亿，上海是网友公认的
“二次元浓度最高的城市”……
上海首个二次元主题商厦百联
ZX日前在杨浦区五角场揭幕
的同一天，今潮8弄举行了“虹
口区二次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研讨会”——不久前，《黑神
话 ·悟空》游戏动画导演首次汇
聚在此，透露创制秘辛……虹
口区文旅局局长童科透露，“注
重文化内涵的今潮8弄与酱园
弄，将‘弄弄联动’，构建二次元
与影视文化街区，打造虹口版
‘秋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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