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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近日，黄浦区市场
监管局正式发布《黄浦区二次元
衍生商品和服务经营合规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旨在支持和
规范黄浦区二次元衍生商品和
服务的经营行为，推动企业诚信
经营，筑牢消费者权益保护防
线。据悉，这也是上海市首个二
次元衍生商品和服务经营合规
指引，为上海“谷子经济”的蓬勃
发展提出了可行性研究和标准
规范。

关于二次元消费热潮下的
“隐形雷区”，也成为今年3·15热
议话题，关注到了行业隐忧。据
黄浦区市场监管部门统计，2024
年涉及二次元领域消费者投诉
中，企业不按约定时间发货、无
故拖延或无理由拒绝履行三包
义务、售后服务不到位这三类占
投诉总量的一半以上。

如今，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
及邻近的人民广场商圈，新世界
城、第一百货商业中心、百联ZX
创趣场、迪美购物中心、百米香
榭商业街等商场和街区内，二次
元衍生商品和服务集聚，吸引了
众多年轻消费者。

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深入调
研行业现状，收集企业和社会各
界意见建议，在上海市市场监管
局及相关部门指导帮助下，《指
引》顺利出台。《指引》全文共7章
26条，分别从依据和适用范围、
经营资质要求、知识产权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未成年人保
护、主题快闪活动等方面指导企
业合规经营，推动二次元新兴产
业在合规框架内健康发展。

根据《指引》，二次元衍生商
品和服务是指基于动画、漫画、
游戏、轻小说等二维文化内容开
发的周边产品和以运营和组织
各类二次元衍生商品销售活动

的相关服务，如在主题快闪活
动、二次元主题店、主题餐饮、电
商、直播带货、动漫展等场景下
的经营活动。

此外，根据投诉总量激增的
现状，《指引》对企业“预售管理”
专设条款予以规制，鼓励经营者
开发可供消费者查询商品或服务
实时状态的小程序、App、网页等
线上平台，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指引》明确：经营者以预收
款方式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应当
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提供商品
或服务，约定内容可包括但不限
于：预售起止时间、预计发货时
间、商品款式颜色等。其中，经
营者销售限定款、联名款等特殊
商品时，需明确发售数量、商品
设计图、尺寸参数及获取方式等
信息，避免消费者误解，并在商
品详情页、销售页面等显著位置
展示。如果经营者未按照约定
提供商品或服务，则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
收款，并应当承担预收款的利
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
用。

值得一提的是，《指引》还提
出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销售

限制”：经营者不得向8周岁以下
未成年人提供二次元衍生商品
和服务。向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
销售时，应通过线上或线下等方
式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
意。

挖掘新兴信息消费场景潜力
“我国新型消费概念不断拓

展，‘谷子经济’‘银发经济’等新
兴信息消费场景持续涌现。”上
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工
程师裘薇介绍，目前，上海正在
从需求端，挖掘新兴信息消费场
景潜力。

经过多年发展，上海市服务
业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已成为畅
通循环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领
域，也是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城市功能能级的重要支撑。据
统计，2024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42189.44 亿元，同比增长 5.7%，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占GDP比重
78.2%，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中
设定的75%的目标。

裘薇表示，市经信委将及时
聚焦重点场景领域，联合我市拼
多多、小红书、美团、携程、哔哩
哔哩等龙头企业，通过上海信息
消费节、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重
点平台，举办本地品牌互联网营
销、国漫二次元专场、银发经济
专场等重点活动，推广线上医保
购药、无人机配送、“AI+游戏”等
新型信息消费模式，通过政策举
措与媒体宣传的同步推进，激发
本市信息消费新需求，带动市场
扩圈新活力。

从供给端，完善新型信息消
费产品矩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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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一批链接技术
方和场景侧的专业服务商，打造
综合性标杆场景。

据悉，上海在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持续保持两位数产业增长，
在网络游戏、在线视频、生活服
务、网络文学等细分赛道培育一
批龙头企业，共有15家互联网企
业入选“2024年中国互联网综合
实力前百家企业”，数量位居全
国第二；工业服务业门类齐全、
优势初显，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体
的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营收
突破3.34万亿元，增长7.7%。已
培育40家产业互联网示范平台，
标杆企业如黑湖科技的“云化生

产管理软件”市场份额排名全国
第一。

优化重大活动审批和管理
市发展改革委介绍，本次

印发《若干措施》从强化服务经
济主引擎作用、培育服务业发
展新动能、激活消费促进服务
业提质扩容、营造服务业发展
优质生态等四大方面部署了31
条措施。

在加强人才引培方面，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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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提
升职业培训能级，推动产教融
合。

在丰富消费举措方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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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新消费产品。

在拓展市场空间方面，提出
推广服务用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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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应用场景开放，围绕数
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发布
应用场景指南，对标杆场景项目
按照规定给予奖励。鼓励拓展
国际业务，支持专业服务机构

“伴随出海”，服务本土企业出海
经营。支持金融机构为“走出
去”企业提供跨境资金结算便利
服务。

在降低企业成本方面，提出
缓解经营压力，支持专业服务
等领域成本抵扣。降低融资成
本，将科技服务业企业和机构
纳入科技履约贷支持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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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物流仓储设施项目发行不动产
投资信托基金（REITs）。提高财
政资金引导效能，扩大服务业
发展引导资金规模，拓展使用
范围并优化支持方式，加大向
广告、法律、人力资源服务等领
域倾斜力度。

在强化主体培育方面，提出
加大创新型企业总部支持力度，
优化完善储备、评估、认定和奖
励机制。打造人力资源、软件、
科创等高能级园区平台。

在提升企业感受度方面，提
出做优企业服务，优化“一网通
办”惠企政策精准服务平台。优
化监管执法，深化新业态新模式
的包容审慎监管，在部分行业开
展“沙盒监管”制度试点。

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加
大统筹协调力度，会同相关部门
推进政策落实落地，加强重大问
题研究，加大前瞻布局，高质量
谋划“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
划。市各行业主管部门也将加
强对本领域已出台政策的动态
评估，及时做好政策迭代更新。
同时，鼓励各区结合服务业发展
实际，细化完善配套举措。

推广服务用券 开发“谷子经济”
上海发布31项举措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3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
施》），旨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聚焦“稳增长、促就业、扩消费”带动能力强的服务业重点领
域，培育经济新动能，营造创新发展优质生态。青年报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市经信委将从供需两侧共同发
力，继续推动本市信息消费更快更好发展，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对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售二次元周边
行业合规指引出炉 黄浦区率先探索“谷子经济”规范之路

上海正在从需求端，挖掘新兴信息消费场景潜力。 青年报资料图

南京路第一百货的二次元街区。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