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底捞“宠粉”莫“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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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最近海底捞身陷舆论漩涡，因“小便门”事

件付出了不菲代价；但有网友提出，对肇事者不

应“宽容”，要让始作俑者做出赔偿。此前，海底

捞有门店取消免费美甲服务也曾引发争议。

两起事件看似孤立，实则共同指向流量时

代服务业的集体困境——当“顾客即上帝”的

信条遭遇失控的消费行为，过度“宠粉”很可能

演变为对品牌价值与公共秩序的双重反噬。

作为餐饮业服务标杆，海底捞曾凭借“免

费美甲擦鞋”等细致入微的保姆式服务“圈

粉”无数。但在流量至上的年代，餐饮服务也

正被算法“绑架”，异化为“社交货币制造

机”。通俗地说，就是利用人们乐于与他人分

享的特质，来塑造自己的产品或思想，从而达

到口碑传播的目的。

某网红博主“带8人吃海底捞只花60元”
的攻略获百万点赞，导致门店出现“薅羊毛大

军”。当服务员配合顾客拍摄“过生日免单”短

视频时，笑容背后可能是KPI的无奈。不少餐
饮企业将“出片率”纳入服务标准，但过度追求

传播效果有时反而导致服务主业的弱化。这

种流量焦虑催生的“伪需求”，正在消解服务本

身的内核，导致舍本逐末。

值得欣慰的是，不少年轻消费者正在打

破这种扭曲关系。许多“Z世代”的年轻人表
示，排斥“过度服务”，更愿为“有尊严的服务”

买单。有商家推出“免打扰牌”，顾客可自主

选择服务介入程度，试点期间差评率反而有

所下降。这些现象都折射出一个喜人的趋

势：健康的消费关系应建立在双向尊重，而非

单方面无底线取悦之上。

日本管理大师畠山芳雄曾在《服务的品质

是什么》一书中谈到什么是服务的品质：当实

际评价高于事前期待时，会得到顾客“物超所

值”的高度评价，并成为回头客；当实际评价低

于事前期待时，会引起顾客的不满；当实际评

价与事前期待没有差距时，顾客会将此当作是

普通的服务感受，不会留下太多的印象。

为此，在消费理念更加成熟后，“讨好式”

经营未必能让消费者得到最佳的用户体验。

“内卷式”服务竞赛让企业投入持续加码，顾

客阈值却水涨船高，甚至会让个别被“宠坏”

了的消费者损伤品牌形象甚至品牌价值。

如今，“买买买”已不是个人和企业的事，

提振消费位列今年政府工作任务首位。近日

发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提出，强

化消费品牌引领、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提

高内外贸一体化水平。只有精准把握消费者

心理，下大力气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

不合理经营行为，倡导实价优质，才能让消费

者买得放心、省心、舒心、安心，最终实现消费

者和企业的“双向奔赴”。

■“一核两带”全域生产总值去年增长至3.2万亿元，经济密度5倍于长三角平均水平
■“一核”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去年税收收入500.97亿元，较2020年增长87%；进出口商品总额856.4亿元，较2020年增长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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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两架直升机分别在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起飞，一南一
北向着嘉兴和苏州的天空，执行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城际载客低空飞行
的首飞任务。这不仅是数条航线的
物理延伸，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向立体空间拓展的生动注脚。

2021年，国家发改委印发《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
历经四载实践耕耘，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探索出一条从空间接轨走向
深度融合的“虹桥之路”，为长三角
区域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贡献
了“虹桥方案”。

本报记者 张钰芸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一核两带”

“一核”是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两带”是以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为起点延伸的北向拓展带和南向

拓展带。其中，北向拓展带包括虹桥

—长宁—嘉定—昆山—太仓—相城

—苏州工业园区，重点打造中央商务

协作区、国际贸易协同发展区、综合

交通枢纽功能拓展区；南向拓展带包

括虹桥—闵行—松江—金山—平湖

—南湖—海盐—海宁，重点打造具有

文化特色和旅游功能的国际商务区、

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区、江海河空铁联

运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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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批高能级经营主体和功能平台在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数字呈现四年发展
经济密度更高

日前，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晒出最新
的“成绩单”，四年来，区域经济总量迈
上新台阶。
“一核两带”7000平方公里全域生

产总值从2020年的2.3万亿元增长至
2024年的3.2万亿元，经济密度达4.5亿
元/平方公里，是长三角平均水平的5
倍。特别是“一核”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经济发展全面提速，2024年税收收入
500.97亿元，较2020年增长87%；进出
口商品总额856.4亿元，较2020年增长
255%。

2021年和2023年，国家发改委先后
印发《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
和《关于推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进一步
提升能级的若干政策措施》。经第三方
评估，截至目前，虹桥两轮政策明确的
128项重点任务已落地121项，落地率超
94%，有力提升了“大虹桥”的吸引力、带
动力、竞争力和软实力。

2024年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总客流
量高达4.38亿人次，日均119.74万人
次，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
之一。从“平面枢纽”跃升为“立体枢
纽”，低空经济场景也在这里迅速拓
展。3月18日，“大虹桥”首次试飞虹桥
—松江、虹桥—金山、虹桥—嘉兴平湖、
虹桥—嘉定、虹桥—苏州太仓、虹桥—
苏州昆山共6条航线，标志着虹桥国际
中央商务区以低空经济为支点，撬动
“大交通”能级提升。

还有一大批高能级经营主体和功
能平台在这里“落地生根”。截至目前，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累计引进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贸易型总部、外资研发中

心等238家，引进国际贸易投资促进机
构43家。虹桥国际商务人才港落地
265家人力资源企业，虹桥国际中央法
务区集聚154家机构和企业。

千亿级产业集群牵引
科创动能更足

从“上海的虹桥”，跃升到“长三角
的虹桥”“中国的虹桥”乃至“世界的虹
桥”，应该怎么做？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功能布局中的“一核”，虹桥国际中央
商务区在巩固提升原有“大交通”“大会
展”“大商务”三大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
“大科创”功能，力争使科技创新这个“关
键变量”成为虹桥发展“最大增量”，推动
上海加快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生物医药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三大先
导产业之一，也是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信达生
物、正大天晴、威高、云南白药等一批生
物医药重大项目相继落地、开工、投运，
以及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逐步建成投
运，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正从一张蓝图
“渐变”成美如画的“实景图”。

集成电路产业也在加速蓄能，一批
产业创新载体加快建设，上海交大集成
电路学院在闵行揭牌成立。上海汽车
芯片工程中心在嘉定设立，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联合形成产业生态，合力攻
关汽车芯片等关键产品。还有中科院
上海微系统所等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
集成电路、光伏、芯片、认知智能等领域
协同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

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大虹桥”
成为科创企业的孵化器、练兵场和试金
石。上海模迪拉科技有限公司在2024
年成立并入驻西虹桥，提出“乐高式智
能制造”解决方案，深度融合AI在工业

结构设计中的创新应用和自学习能力，
让机械臂与人形机器人提供智能化装
配服务，重塑传统制造流程。其目前已
与吉利极氪、广汽埃安等主机厂合作，
实现量产落地。
“模块化制造将原本包括车轮、制

动、转向、悬架等在内的上百个零部件，
整合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模块，生产效率
提升10%到30%，制造成本下降50%到
60%，还能大大节约制造空间。”模迪拉
科技董事长陈飞告诉记者，今年公司计
划新建7家工厂，将模块化制造业务范
围拓展至浙江、安徽、重庆、广东乃至泰
国等的多个主机厂基地，到2026年，计
划与30家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以及低空
载具主机厂合作。

建设开放“桥头堡”
助力企业“出海”

作为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
堡”，“大虹桥”在打造国际贸易中心新
平台，推动双向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在
不断完善“走出去”的服务体系，全力打
造服务企业“走出去”先行区。

面对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挑战，专
业的跨境服务能力和完善的法律保障
体系是中企“出海”的支撑要素。虹桥
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整合虹桥国际
中央法务区、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虹
桥海外贸易中心、华商会进博及贸易促
进中心等资源，构建了覆盖全球的专业
服务集群，支持出海总部在虹桥集聚。

国际市场有哪些动向？如何对接
国际规则，防范市场风险？企业想要开
拓国际市场，有没有把握？针对上述问
题，去年3月试运营的虹桥海外发展服
务中心集成政务服务和专业资源，目前
已集聚500余家国际化专业服务机构，

设立ODI（对外直接投资）咨询服务点，
举办百场活动服务千家长三角企业，对
接企业需求案例30个。今年2月，随着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并购集聚区
行动计划》发布“虹桥并购8条”，服务中
心的“大虹桥全球投资并购在线项目
库”再度升级，海外项目库将持续扩展，
而国内项目库则将在3月底上线，首批
将发布超过610个优质标的，总估值达
1340亿元。
“有一家生产有色金属复合材料的

企业，面临其链主对绿色供应链的复
杂ESG（一种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
效的评价体系）合规要求，一筹莫展。”
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得益于中心覆盖十大领域的专业
服务联盟网络，立刻为企业找到了祺
鲲科技的一站式ESG智能服务平台，
极大地减少了企业在合规过程中的时
间和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