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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徐汇区委的主导下，天平街道团
工委曾编制了一份《关于天平街道咖啡行
业经营主体和青年从业人员情况的调研报
告》。报告显示，天平街道辖区内的咖啡行
业从业人员有六百余名，其中绝大多数是
青年。而在他们中，有30%的人是兼职，咖
啡师只是他们诸多职业身份中的一个。

毛姆礼帽Cafe Bar的主理人叶锋就是
一名“斜杠青年”。下午时分，忙完本职工
作，他推开店门，老顾客周洁正在自己的

“专座”上办公。
1993年出生的周洁是一名软件测试工

程师，由于工作时间灵活，还能居家办公，她
的日常生活便多了几分自在。通常，她会在
下午1点左右出门，徒步10分钟来到咖啡
馆。这里空间宽敞，几乎每个座位旁都设有
插座。几个月来，只要固定的座位没被占，
她就会径直走向那里，点上一杯最爱的“不
要焦虑”，随后开启工作模式，直至傍晚才起
身回家。“在家待着很无聊。我还是喜欢在
轻松的氛围里办公。”周洁告诉记者。

招呼完老顾客，叶锋开始巡馆。店内

设计文艺、复古，19世纪欧洲文艺沙龙的
氛围扑面而来。墙上挂着他与合伙人的收
藏——用玻璃框精心装裱的名人手札和信
笺。店内甚至还陈列着毛姆、安徒生、小仲
马等文学巨匠的珍贵手稿与亲笔信。

与其说这是一家咖啡馆，不如说这里
是一方文艺空间。店铺名源自英国作家威
廉·萨默赛特·毛姆，书架上有泛黄古籍、初
版小说，角落摆放复古打字机，杯垫上印着
作家名言，让客人仿若置身作家书房。

咖啡馆是去年6月份开张的，距离叶锋
和合伙人原来的工作室不远。秉持着独乐
乐不如众乐乐的初衷，两人决定要开一家
店，将部分藏品陈列其内。客人坐在店中，
抬头可见曹禺、罗曼罗兰等名人书信，不用
进博物馆也能和历史名人来个“时空对话”。

在开店之初，叶锋和合伙人心里也没
底。店铺所在的永嘉路上，几步之遥就有
一家咖啡馆。但在评估后，叶锋想明白了，

“适者生存，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我们花了20多年时间收藏的藏品是别人复
制不了的。名人书信和咖啡结合的人文咖

啡馆具有无法取代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得到了网络流量“垂

青”。咖啡馆刚开业便迅速走红，一度需要
限流。

做一时的网红店很容易，想要“长红”
却难。为此，叶锋动了不少脑筋。咖啡馆
自主设计了一系列文创产品，每一件都承
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可供顾客选购留
念。同时，馆内还定期举办名人手札书信
展览。此外咖啡馆建有社群，分享最新的
活动、折扣信息、饮品。

馆方还会定期邀请文化大咖开展不同
主题的文学沙龙，形式类似于现在流行的
学术酒吧。第一期沙龙，他们邀请了一位
纽约大学的博士主讲西方艺术史。在叶锋
看来，这一形式真正实现了文、商、展于一
体，为文化爱好者打造了一个全方位的文
化体验空间。

天平街道党工委、团工委在走访过程
中，挖掘出了这块青年人的新兴聚集地。
随着咖啡馆挂牌青春小店·探潮成员单
位，这里也成为青年趣缘社群的培养地。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的咖啡消费
习惯日常化、精品化，咖啡产业在上海蓬勃发
展，已经具有可观的行业规模，业态的繁荣吸
引了大量从业人员。

去年，在团徐汇区委的主导下，天平街道
团工委成立调研小组，对天平街道咖啡行业
经营从业人员开展了专题调研，全面深入地
调查了辖区内140多个咖啡行业经营主体。

共青团如何为咖啡经济赋能，如何关爱
关注更多青年从业者，团徐汇区委副书记（主
持工作）张海接受了青年报的专访。

咖啡行业从业人员
年龄结构年轻化，学历结构多元化

调研结果显示，天平街道商业街区的咖
啡馆集聚效应显著。在永康路、衡山路、襄阳
南路等咖啡行业集聚效应较强的路段，单条
路段中往往分布十余家咖啡馆，店铺多为独
立经营或小型连锁，店铺设计风格迥异、各具
个性特色，店铺间经营状态差异较大。在嘉
善路、肇嘉浜路等咖啡行业集聚效应弱的路
段，店铺分布零散，多为星巴克、Manner等大
型连锁品牌店铺，店铺主要服务周边写字楼

的白领顾客，拥有相对稳定的客户群体。
因此，不同街区店铺的商业模式与经

营状况大有不同。
报告显示，咖啡馆的更新迭代

速度快。线下走访发现，调研时
的情况与上个季度排摸信息相
比，有 22 家店铺经营状态改
变。这反映出咖啡行业市场
竞争激烈，创新变革常态化，
挑战与机遇并存。

经过问卷调查与电话访
谈，调研小组排摸了辖区咖啡
行业从业人员的基本情况，发现

咖啡行业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年轻
化，学历结构多元化。根据店主或

店铺负责人反映，绝大多数店铺内从
业人员均为青年，98%以上的从业青年拥有
本科及专业的职业教育学历，从业人员学历
较高、专业性较强的特征突出，还有2名从
业青年具有硕士学位，其中学历较高的人员
主要集中在规模较小的独立经营店铺或小
型连锁店铺中。

从工作时长来看，接受电话访谈的89家
店铺中，共有49家店铺实际采取“做一休一”
的工作制，40家实际采取“做五休二”的工作
制。从平均薪酬来看，89家店铺中共有29家
店铺愿意提供员工平均薪酬信息，个人月工
资普遍集中在收入8000元左右。同时，在调
研中，记者还发现，不少员工还是“斜杠”青
年，咖啡师职业只是一部分，30%以上的青年
拥有其他兼职。

青年中心+咖啡行业
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共青团如何赋能近年来蓬勃发展
起来的青春经济？团徐汇区委副书记
（主持工作）张海有话要说。“咖啡行业
的从业者、创业者、消费者‘含青量’很
高。所以咖啡经济是不折不扣的青春
经济。”

天平街道的咖啡馆密度奇高，利
用去年暑期时间，街道团工委和咖啡
行业团支部一一踩点了天平街区
140多家咖啡馆。

在专题调研结果出来前，张
海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这一行业
能否盈利打了一个问号。调研
结果让他的思路打开了。“原
来，咖啡馆不是一个纯喝咖
啡的地方，也可以嫁接文创
产品、艺术人文展览、读书
会、兴趣圈层等。它是一个
多功能的载体。天平街区
的咖啡馆数量虽多，但大部
分得以存活下来，且整体
发展不错。”

青年中心和咖啡行业
能 碰 撞 出 什 么 样 的 火
花？这个“化学实验”的
结果让张海感到惊喜。

共青团的小伙伴将咖
啡馆的主理人、咖啡师请到
青年中心作为授课老师，传
授拉花等技艺，向更多青年
推广咖啡文化。这样一来，
青年中心的课程更丰富了。
而咖啡行业从业者与共青团的
距离也更近了。“接下来，通过
共青团的赋能，我们还将为咖啡
馆做一系列引流活动，比如开设一
些咖啡特色课程等。”张海介绍说。

在张海看来，在寸土寸金的徐汇
区开一家咖啡馆，其投资成本相对其
他区域更高，主理人的设计和经营理念
较为超前，正所谓小店不小。“未来，我们
考虑打造天平人文街区，将历史风貌建
筑和咖啡经济结合起来。使得City Walk
变成City Shop，让年轻人在这个街区能坐
下来，形成消费的流量。”

4月底，徐汇共青团还打算开设主题为
咖啡经济的天平论坛，邀请青年创业者分
享创业心得。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资源整合，激发街
区的创新活力。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小店
的经营和发展问题，也契合我们服务新兴
领域青年的本职工作，带动街区氛围营造，
让青春经济燃起来。”张海说。

关爱青年从业者
徐汇共青团为咖啡经济赋能

同一时空，各自出彩：青春咖啡馆“不打架”的生存法则
上海是咖啡之都，散

落在街区的知名连锁品
牌与网红创新潮牌咖啡馆
构成了街道独特的“烟火
气”。咖啡行业的主理人、
从业者、消费者以青年为
主。可以说，咖啡经济是
不折不扣的青春经济。

徐汇区天平街道是上
海市内咖啡馆密度最高的
街道之一，仅2.68平方公
里的行政面积里就开设
了140多家咖啡馆。走
访这些咖啡馆前，团徐
汇区委副书记（主持工
作）张海一度怀疑，它
们会不会“打架”。调
研过后，答案来了：独
特性是它们得以百
花齐放的秘诀。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Pocket Pocket口袋咖啡位于嘉澜庭
口袋广场，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社区咖啡馆，
主打社区友好。咖啡馆在正常营业的同
时，也是口袋广场的管理者，负责维护广场
清洁安全，定期举办集市或小活动等。

咖啡馆规定，客人自带杯子可以减免3
元。于是，店内的架子上密密麻麻摆放着
三四十个自带杯。每个咖啡杯长得不一
样，但咖啡师会娴熟地“对号入座”，找到它
的主人。有很多客人每天都会光顾这里。

口袋广场“含狗量”惊人，但是口袋咖
啡馆只有一名咖啡师。外人羡慕他能在
上班的时候撸狗，可是只有他心知肚明这
份工作的艰辛。“我们的咖啡师不光要做
咖啡，更要捡拾不小心遗落的宠物粪便。”

咖啡馆主理人何凰棋透露。
宠物友好既让人与猫狗能共享一处

空间，也引发了一些问题。遛狗不牵绳是
社区居民间最大的矛盾点。何凰棋曾亲
眼看到铁门的两边，两位女士僵持着，一
名带着狗狗的女士对另一名带娃的妈妈
说，“这是你的小孩，狗狗也是我的小孩。”

在何凰棋看来，宠物友好是双向的友
好。是让人感到安全和放松的。“为此，我
们会给养宠主人提供宠物便便收集袋，持
续在社区内宣传文明养宠理念。”

在设立咖啡馆前，口袋广场的光顾者
以中老年人为主。社区咖啡馆的诞生也吸
引了不少年轻人纷至沓来。天气晴朗时，
口袋广场聚集了许多人，他们围坐在喷泉、

围廊、长凳上，赏喷泉、晒太阳、看书。
“很多咖啡馆都定义自己是社区咖啡

馆。在打造口袋咖啡前，我对社区咖啡馆
的定义是选址在小区门口，价格亲民。但
现在的我颠覆了原来的认知。原来，一家
社区咖啡馆可以成为客人们交流资讯、交
换资源的场地。”

来沪创业多年的何凰棋也见证了这些
年街区咖啡馆的起起伏伏。“2020年，我们
刚承接社区咖啡馆的时候，整个街区的咖
啡馆密度没现在那么高。这个行业之所以
吸引了许多创业青年，一方面是其门槛较
低。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就能开设一家
咖啡馆；另一方面，更多的主理人选择了咖
啡+，各具特色的咖啡馆得以百花齐放。”

QBOX 咖啡馆主理人秦舒琪是一名
1998年出生的海归。回国后的第一年，她
在一家大厂从事数据分析工作，之后毅然
裸辞。曾经，高强度的工作压得她几近窒
息，正因如此，她希望自己的咖啡馆能成
为年轻人暂时远离忙碌的“暂停键”。

骑车在永嘉路上寻寻觅觅，很容易错
过这家不太起眼的咖啡馆。店内面积更
是堪称迷你，满打满算只能容纳十余名客
人。“QBOX”显然不能像“毛姆礼帽”那样驻
留更多客人，但秦舒琪的设想是：希望客
人到店后打卡留念，了解咖啡文化。大家
停留时间不长，喝完就走。

今年2月18日开业后，咖啡馆一度客
流稀少。秦舒琪正发愁如何引流，偶然
间，她发现几位中学生结伴从店前经过。
她上前与学生攀谈后发现，原来他们更青
睐非咖啡因的饮品。于是，她针对学生群
体，设计了芭乐泡泡、草莓雾两款饮品。

店铺毗邻第二初级中学、向阳小学
和建襄小学。摸清了学校的放学时间
后，秦舒琪开始试点“放学别走”特别活
动——“工作日 17:00-18:30，非咖啡饮
品买一送一”。

事实上，这样的“放学经济”随处可
见。天平街道辖区内教育资源丰富，20

余所中小学星罗棋布。街道尝试联合学
校周边的咖啡馆，推出“学生套餐”“课后
沙龙”“放学别走”等服务，既能售卖一些
非咖饮品，更能吸引学生家长等客户群
体。结合学生作息，咖啡馆将变为课后
社交与学习的“第三空间”。开业仅仅两
个月，秦舒琪便切实尝到了“放学经济”
带来的甜头。

此同时，依托辖区优质的教育资源，
街道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联合学校社团
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像咖啡拉花体验、
微创业讲座等，让学生们在课后能拥有别
样的体验。

一家社区咖啡馆的“交互链接”

一家人文咖啡馆的“文艺复兴”

一家迷你咖啡馆的“放学铃声”

时空 折叠

时空 胶囊

时空 枢纽

毛姆礼帽Cafe Bar主理人叶锋。 QBOX咖啡馆主理人秦舒琪。 Pocket Pocket口袋咖啡主理人何凰棋。

▲ 毛姆礼帽Cafe Bar充满复古文艺风。

QBOX咖啡馆抓住了“放学经济”。

Pocket Pocket口袋咖啡主打社区友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