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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叶薇）2024年上海服务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8.2%，提前完成
“十四五”规划中设定的75%的目标。近日，
本市出台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助
推上海服务业迈向更高水平。
此次新政提出四个方面总共31项举

措，包括——
建立重点企业名录库和重点项目清单，

支持AI融合赋能，发挥市人工智能产业母
基金作用，支持大模型企业设立产业生态基
金；
支持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全球顶尖科

学家和大师级人物在沪开展颠覆性技术创
新，建立本市重点服务领域人才需求目录；
支持浦东新区、静安区、徐汇区、虹桥国

际中央商务区等发放专业服务券、新质服务
券等，鼓励更多区域复制推广；
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数据贷、云量贷等金

融创新试点，支持人工智能企业将算力和语
料作价入股开展多元融资；
支持微短剧项目开展版权质押融资；

加大促消费力度，加强市区联动，扩大
消费券内容和商户覆盖范围，统筹有序发放
专项消费券；
优化重大活动审批和管理，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大型营业性演出可售
（发）票数量限制；

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壮大夜间经济、
银发经济等新业态，开发“谷子经济”、邮轮
旅游等。
据市发改委介绍，新出台的这一轮政

策突出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分类施策，
着力瞄准对“稳增长、促就业、扩消费”带动
能力强的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专业服务、
工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商贸服务、交通
运输、文体娱乐、医疗健康、住宿餐饮等生
活性服务业。
据市商务委总经济师罗志松介绍，将全

力做好“乐·上海”服务消费券的发放工作，
会同各部门强化文旅商体展联动，最大限度
促进消费市场发展。
截至目前，2025“乐·上海”服务消费券

累计参与人次超过700万人次，商户与消费
者均呈现较高热情。市商务委将根据每月
核销情况，优化后续消费券的发放安排，继
续扩大商户参与覆盖面，加强风险防范。在
目前“乐品上海”“乐游上海”“乐影上海”“乐
动上海”四个系列的基础上，将会同市委宣
传部新增文化消费券的发放。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工程师

裘薇介绍，上海将紧跟当下数字产业前沿热
点，围绕人工智能、元宇宙等领域推出一批
新型信息消费产品与服务。
人工智能方面，聚焦金融、教育、医疗、

制造等重点行业，着力打造一批可复制推广
的AI应用场景，加快推进大模型、具身智能
等人工智能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在上海
率先运用。
元宇宙方面，围绕XR智能终端、云端渲

染、3D引擎等方向，遴选一批元宇宙创新产
品和解决方案；组织重大应用场景“揭榜挂
帅”，培育一批连接技术方和场景侧的专业
服务商，打造综合性标杆场景。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近百场新品首
秀、近千个品牌首展，还有数十场重量级国
际合作的首发活动……2025秋冬上海时装
周将围绕“首”字做文章，成为具有国际吸引
力的创新平台。记者从昨天下午的2025秋
冬上海时装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新一季上
海时装周将于3月25日开幕，中国民族时尚
品牌EPYAYING雅莹担纲开幕大秀。
“雅莹希望以时装为媒介，传递东方时

尚叙事。”雅莹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华明介
绍，本次开幕大秀将以“雅莹·上海”为主
题，融合非遗技艺与前沿科技，通过“雅境”
“雅乐”“雅行”三大篇章演绎上海城市脉络
与江南文化基因。以此次大秀为起点，今
后雅莹还将着力建设上海总部，作为品牌
文化枢纽，承载创意发布、品牌塑造、人才
培育和跨界合作的重任，推动上海时尚产
业的发展。
作为2025秋冬上海时装周的压轴之

作，耐克将以跑步和田径运动中女性展现
的力量为灵感呈现“VictoryLap领跑之
秀”，汇集专业运动员、时尚设计师及新锐

偶像，以设计语言解构运动精神，从赛场跨
界到秀场，以沉浸式声光秀场重塑运动时
尚浪潮。耐克大中华区女子类别市场高级
总监董涛表示，耐克与上海时装周双向奔
赴，希望不仅能在上海时装周上展示最新
产品，展现运动魅力，也能为时尚界提供更
多灵感。
本季上海时装周有哪些新面孔？记者

从昨天的发布会上获悉，包括意大利的
LorenaAntoniazzi、越南的LSOUL、英国高
端礼服品牌MARCHESA、美国设计师品牌
Auteur等海外品牌以及香港文创新派华服
品牌SparklebyKarenChan和颇受明星青
睐的ASDalio等品牌都将首次登陆新天地
秀场。
迪士尼中国将携手10家本土品牌亮相

秋冬时装周。华特迪士尼公司亚太区产品
开发及设计部副总裁林丽真介绍，以“玩心
无限”（ToyStory:30YearsandBeyond）为
主题，迪士尼将首次呈现以《玩具总动员》为
灵感的时装秀。3月28日至4月8日期间，
不同主题的时装展示先后在上海张园W4馆

开放，部分秀场作品限时展出；现场更特别
设立快闪店，提供各类周边产品。
科技力量融入T台，2025秋冬上海时装

周以新质触达时尚未来。除了宇树人形机
器人G1，NMTG与艺术家将合作推出赛博马
艺术装置，探索人机互动的前卫表达。先锋
时装品牌BillionDevon则将运用VR技术构
建未来浪漫主义世界观。
走过二十余年，上海时装周之于城市的

意义早已超过一场时尚盛会，它更是一次城
市能级的巅峰呈现。在这里，文化传承与科
技创新的碰撞催生首秀爆款，本土情怀与国
际视野的交融定义首展坐标，消费活力与产
业升级的共振激活首发新范式。
从中国设计全球首秀，到国际品牌首展

落地，上海时装周正以“首发力”重构时尚话
语权——当全球创意在此汇集，世界潮流风
向便在此定调。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一级
巡视员刘敏表示，期待更多品牌从首发活
动、首秀发布起步，在上海开设首店，未来扎
根上海设立总部，进一步走向世界，取得更
大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杨玉
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
新数据，2025年2月上海二手
房价环比微降0.4%，终结了
连续4个月的上涨态势。在
传统楼市淡季遭遇“价格回
调”的背景下，上海房地产市
场却量增价稳显现出令人意
外的韧性——网上房地产统
计数据显示，上海新房价格
持续微幅上涨，二手房成交
量达1.54万套，环比减少
4.31%，但同比激增124.45%。

具体来看，上海楼市结构
性回暖特征明显。在成交前
十楼盘中，有不少是70平方米
以下的小户型，相对较大的
议价空间成为拉低整体房价
指数的关键因素。“这既是春
节假期效应的体现，也反映
出市场正在经历理性回归。”
易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指
出，当前购房者更倾向于选
择总价可控的刚需房源。

这一趋势仍在延续。浦
东联洋板块的监测数据显
示，上周花木板块网签二手
房15套，超一半房源总价低
于700万元。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不少140平方米以上大
户型成交周期大幅压缩至28
天左右。虹口区瑞虹板块某
中介门店3月上旬成交7套二手房，均为总价
1000万元左右的改善房源，且挂牌周期较去年
同期缩短30%以上。“房东预期明显转变，过去
两周主动调价案例减少80%，惜售心理增强。”
门店负责人说，部分房型较好的业主甚至取消
了原先的降价计划。“改善型客户开始加速入
场，他们更关注物业品质而非单纯价格。”中介
潘小姐表示，3月带看量较2月同期增长150%，
其中80%为多孩家庭或置换需求。据网上房地
产数据，3月前17天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达1.6万
套，日均成交量较2月提升70%。

新房市场同样现暖意。3月以来全市触发
积分制的新盘增多，不少新盘开盘均价较周边
次新房仅低5%，吸引了不少购房者，市场活跃
度稳步抬升。随着市场预期逐步转变，量价关
系正在重构。链家研究院报告显示，3月二手房
挂牌量稳定，带看转化率持续升温。买卖双方的
心理博弈进入新阶段，卖方报价试探性下调减
少，买方更倾向于在价格洼地快速决策，这种微
妙的变化正在夯实市场底部。而住建部近期重
申“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在提升市场信
心的同时也加速了潜在购房者的入局节奏。

综合来看，上海楼市呈现“总量企稳、结构
优化”的良性态势。虽然短期价格存在波动，但
供需两端的深度调整已为中长期发展奠定基
础。随着传统置业旺季到来，叠加政策效应持
续，楼市“小阳春”预期正逐渐转化为现实动能。

2025秋冬上海时装周3月25日开幕

本周，TOPTOY全球首家旗舰店将正式开

业。从1月底试营业至今，三层楼高的招财

猫化身空间图腾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让消

费者从被动的空间使用者转化为主动的参

与者。这座建筑的前身，是当年上海规模最

大的旅游品商店——上海旅游品商厦。

建筑是承载当代消费的创新容器。

TOPTOY全球首家旗舰店所在的南京东路558

号，2023年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通过结构加

固等并针对商业业态整合重构，打造成一个

交互型的新业态商业体，为中华第一商业街

注入了新的活力。而TOPTOY旗舰店的设计，

将空间叙事的游戏化转译渗透进每个细节，

以IP主题构建闯关式动线，将购物行为转化

为具有明确目标、即时反馈与社交属性的沉

浸式游戏进程。

这种容器效应的生成，得益于对消费密

码的精准破译。泡泡玛特将旗舰店嵌入百

年历史建筑群，当年轻人来全球旗舰店打卡

拍照，他们不仅是在消费，更是在参与城市

文化记忆的再生产。这，为传统商圈的焕新

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实践范本，创造出

“购物+娱乐+社交”的混合体验。这样的业

态融合，不仅提升了单位面积的营业额，更

通过延长消费时长增加用户黏性，创造出全

新的消费场景。

南京东路的焕新实践，印证了“微更新、

渐进式”改造策略的效力。上海悦荟广场的

改造是另一个注脚：这座拥有90年历史的

ArtDeco建筑，通过植入排球少年IP快闪店

等文化体验场景，成功激活了历史空间的当

代价值。“轻介入、强赋能”的改造，既保留了

建筑立面的历史肌理，又在内部空间编织起

文化消费的叙事网络，实现了“历史真实性

与当代功能性的平衡”。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城市

更新，既要敬畏历史文脉，也要能敏锐发现

新的消费场景。北外滩的蜕变也是同样的

逻辑：从紫罗兰花海到KAWS艺术装置，从白

马咖啡馆改造到阿那亚IP入沪，这些文化符

号的植入不是简单的空间装饰，而是构建文

旅融合新生态的战略落子。虹口区通过“小

而散”资源地块的“点穴式”激活，以IP文化体

验为媒介，将滨江岸线转化为具有全球吸引力

的“城市文化客厅”。这种改造策略既延续了

外滩的历史文脉，又创造出符合当代审美和消

费需求的场景价值，实现“在发展中保护”的良

性循环。

这些城市更新实践都遵循了相同的逻

辑：将文化消费作为空间再生产的驱动力。

无论是TOPTOY的游戏化空间转译，还是北外

滩的IP场景营造，本质上都是对城市空间文

化资本的重估与重构。这种重构不是简单

地消费历史记忆，而是通过文化符号的当代

转译，在历史空间与新生代消费群体之间建

立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

今天，上海的城市更新进入了精耕细作

的新阶段。历史文脉保护与文化消费创新，

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通过空间叙

事的重构，让历史建筑成为承载当代文化消

费的“活的容器”。以功能引领价值提升，实

现整个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在历史建筑里追寻文化记忆，在消费

场景中触摸城市温度，城市更新的深层密码

就在这样的时空对话中被不断解析。

“首”声夺人 铺展东方时尚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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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专业服务券、扩大消费券覆盖范围

上海出台31条新政促进服务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