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郭佳杰 美术编辑翁浩强04-05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本报讯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最新数据
显示，2024 年上海市直播电商零售额达
4937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总量10.5%，稳居
中国城市首位。

在这条万亿级赛道的背后，一个关乎
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命题浮出水面：当直播
间聚光灯照亮新就业群体时，如何让主播
等新兴产业从业者在这座城市实现“安居
乐业”？上海正以政企协同的“安居实验”
作答，在临空经济园区打造的全国首个直
播行业保障性租赁社区，为数字经济时代
的人才战略写下生动注脚。

政企创新
定向供给破解居住难题

在长宁区临空园区协和路1599号，由
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发展有限公司运
营的临客公寓·荟临居，正成为数字经济
人才的新家园。

这座总面积14342.6平方米的租赁社
区，包含375套精装房源，其中9~11层的
45间公寓已全部满租。作为全市首个“主
播人才公寓”，项目采取“政府补贴+企业
配比+个人承担”的三方共担模式，将月租
金锁定在2000~3000元区间，仅为市场价
的4~6折。

近年来，长宁区通过多维度资源整
合，持续完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该区创
新构建“一套房、一间房、一张床”梯度化供

给模式，累计推出超万套优质房源，目前整
体入住率稳定在80%以上。在房源筹措过
程中，特别注重将住房保障与产业发展深
度融合，通过优化人才居住生态链，形成

“以房引才、以才兴产”的良性循环。该政
策突破传统学历门槛等限制，充分赋予企
业人才认定自主权，网络主播、电商运营等
新职业从业者也被纳入了保障范围。

百秋集团首席运营官纪祺现身说法：
“除了主播公寓外，针对海外人才住房痛
点，区里提供的定向公寓，让我们在引进
高层次外语人才时更具竞争力。”这种精
准供给正形成良性循环——优质居住环
境助力企业留才，而人才集聚又反哺区域
数字经济发展。

在纪祺看来，人才公寓建设折射出上
海营商环境创新的深层逻辑。作为代理
全球120个经济体业务的电商服务商，百
秋集团每年通过一站式人才服务中心办
理外籍工作许可、落户申请等五大核心业
务。“过去跑部门要耗时近月，现在‘一网
通办’加上远程认证，实现‘一次上门、多
事联办’。”更令企业惊喜的是，人才服务
部门主动上门政策辅导，帮助提前规避申
报返工风险。

智慧社区
青年友好的生活图景

走进这座专为Z世代打造的活力社
区，开放式共享空间与四季花园相映成
趣，24小时健身房、共享自习室、党建文

化空间构成立体服务
网络。公寓采用一梯
14户布局，每户配备独
立卫浴与电磁炉，虽无
天然气管道却满足基础
所需。

更令青年租户称道的
是15分钟生活圈：下楼可
达园区商超，步行5分钟即
达派出所，周边公园、国际影
城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

“我们通过党群组织策划
的520相亲角活动，吸引大批
青年参与。”临客公寓项目负责
人金奂辰展示着社群运营成
果。这种“硬设施+软服务”的双
重保障，让临客公寓不仅是住所，
更成为数字经济从业者的精神栖
息地。

纪祺坦言：“在数字经济时代，
城市间的人才竞争本质是营商环
境之争。上海通过智能化服务、精
准化保障构建的‘软实力基础设
施’，已成为企业吸引全球人才的
核心竞争力。”

这场政企协同的“安居实
验”，不仅破解了新兴职业群体
的居住痛点，更预示着上海在
数字经济浪潮中，正探索出一
条人才发展与产业升级同频
共振的新路径。

凌晨4点，上海尚未苏醒。27岁的于
季琛已坐在化妆镜前，晨班直播的倒计时
如弦紧绷——这曾是她最不敢想象的场
景。四年前，当公司开拓直播业务，听到同
事问“谁愿意试试主播”时，这个习惯埋头
画图的姑娘本能地退缩了：“我连话都不爱
说，怎么可能对着镜头推销？”

2021年4月，首次直播，镜头前的她动
作生涩，透着紧张。为提升技巧，她逼自
己从讲解单品起步，再到一小时片段播
报。两个月后，她竟扛起了新品牌独立开
播的重任。“设计专业背景，让我在商品讲
解上有优势。”对色彩的敏锐直觉，对品牌
调性的精准把握，让她将服装搭配讲成了
生动的美学课。“美是相通的”成了她的直
播密码。

真正的淬炼发生在2022年。她和团队
主动报名带着帐篷驻扎公司三个月。物资
紧缺、身心疲惫之际，一个新品牌亟待开
播。没有退路的团队背水一战：设备反复
调试，选品连夜确认，主播轮番上阵。

“当时很多主播轮流接力直播，大家在
疲惫时交替上场。后来在交易额突破百万
元时，每个人都很兴奋。那种众人携手攻
坚、从零开始打拼的场景，始终是我记忆中
最难忘的瞬间。”于季琛说。如今她日均直
播6小时。面对突发状况也游刃有余，她可
以瞬间切换Plan B商品化解危机。2023年
4月28日，共青团上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
会开幕。于季琛作为青年代表，也参加了
本次团代会，她最深的感受是“话筒的重量
变了”。这个曾在直播间紧张到失声的女
孩，如今作为行业代表参政议政。“最难的
带货，是带出整个群体的未来。”

公司提供的人才公寓补贴，让主播林
永盛以不到2000元的月租住进精装一居
室。他的通勤路途也从跨省奔波缩短为

“过个马路就到”。这份稳定感，与他此前
“每天睁眼不知在哪个城市出差”的漂泊形

成鲜明对比。
1994年出生的林永盛称自己是“半路

出家当主播”。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英
语专业的他，曾是校友企业箭牌卫浴的区
域经理。但传统行业与个人志趣的偏离，
让他决心在2022年转换赛道：“建材行业要
么熬成总监，要么自立门户，而我对这行始
终缺了点火候。”

一个偶然的契机点燃了转型火花。“朋
友做了几年主播，我抱着‘线上销售总不会
比线下难’的心态投了简历。”他坦言零经
验入行的忐忑，“当时计划试水三个月，不
行就回到老本行。”

从建材销售到美妆护肤主播，他必须
要背诵数百个口红色号（如摩洛哥红棕）、
应对突发舆情……但他直言“性价比更
高”：“以前做区域经理，凌晨改方案、6点赶
去开会是常态，手机一震就心神不宁。现
在下播后时间全属于自己，手机常年静
音！”更让他满意的是收入提升：“沉淀专业
能力后，报酬比建材行业更可观。”

转型初期，美妆知识空白是最大挑
战。经过半年的努力及公司的培训，他进
阶到“整条手臂涂满色号也能精准描述”，
更摸索出“真诚犀利”的独特风格。“作为男
主播，我以‘女性闺蜜’视角建议‘素颜涂这
色号是灾难’，反而赢得信任。”

公司的人才公寓政策让他扎根上海长
宁区：“市场价4000多元的房租，补贴后不

到2000元，上班只要过条马路就到。”更触
动他的是企业对新人的扶持：“从零经验小
白到能驾驭奢侈品项目，公司提供的培训、
时尚资源都是后盾。”

谈及未来，28岁入行的他毫无年龄焦
虑：“美妆护肤领域需要沉淀，我的经验反
成优势。转型培训或经纪人，都是可延伸
的路。”

“以前在万米高空为乘客服务，现在在
镜头前为年轻人选品。”主播钱媛媛回忆起

职业转型的契机。
这位27岁的上海姑娘，曾是国际航线

的空乘，因长期熬夜导致身体透支，最终选
择在2022年扎根直播行业。对她而言，从
云端到直播间，不仅是职业赛道的切换，更
是一场青年与城市、企业深度联结的双向
奔赴。

在钱媛媛的描述中，容么么直播间如
同一个充满活力的“成长孵化器”。公司为
她匹配了精准的职业路径——专攻年轻化
运动品牌的直播。“我的风格必须和产品调
性同频。”她调整语速，模仿起直播间里俏
皮的语气，“比如播这双粉色板鞋时，我会
戴个同色系发箍，搭配墨镜和短裤，让观众
一眼就联想到夏日街头。”这种“人、货、场”
的高度契合，让她在两年内从直播新人蜕
变为能驾驭高强度促销场次的成熟主播。

企业提供的支持远不止于专业培训。
钱媛媛特意提到公司的人才公寓：“房租补
贴后只要2000元，步行到直播间只需15分
钟。”这个位于长宁区的落脚点，让她告别
了长距离通勤的疲惫，也让她更深入地感
受到城市的温度。在她看来，企业用“拎包
入住”的关怀帮她扎下根，而城市完善的配
套则让生活有了更多可能性。

谈及未来，钱媛媛的眼中闪烁着期
待。她正在尝试短视频创作，希望突破单
一主播身份，“就像上海这座城市，永远在
给年轻人新赛道。”

直播间内外：上海永远给年轻人留机会

青年报：长宁通过主播公寓解决“居

住+职业成长”双重需求，在您看来，这类

主播群体还有哪些核心痛点？这类“生活

化政策”对吸引年轻数字人才是否有独特

优势？

芮绍炜：职业健康风险是主播群体面
临的痛点之一。主播是数字经济的推动
者、参与者，但因为需要长时间面对屏幕
说话，他们也面临较多的职业健康风险。
有调研报告提到，70%的主播因高强度用
眼出现干涩灼痛，57%的主播面临声带损
伤风险，超60%的主播日均直播超6小时。

长宁的“主播公寓”模式通过居住与
职业成长捆绑，一方面可以降低人才流
失，通过保障性住房提供低租金、可负担
的居住环境，解决“沪漂”主播的安居痛
点，增强留驻意愿。另一方面，赋能职业
成长。公寓配套“网络主播第一课”岗前
培训，联动MCN机构孵化，形成“培训—实
践—就业”的闭环。

青年报：目前，主播群体的高流动性

是行业共性，长宁还可以如何通过政策设

计让主播产生“区域归属感”？主播在本

地消费、内容创作中是否形成了独特的区

域经济贡献模式？

芮绍炜：结合《长宁区推动直播经济
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一是强化地
域文化身份，通过打造“长宁特色直播场
景”（如愚园路直播街区、上生新所），鼓励
主播创作在地化内容（如老建筑探访、本
土品牌推广），形成地域文化认同。二是

建立职业荣誉体系，参考成都成华区“红
色直播间”人才计划，设立“公益主播”“长
宁推荐官”等称号。三是搭建党建联建平
台，通过直播行业党建联建，组织主播参
与反诈宣传、文旅推广等公益活动，强化
社会认同。可借鉴溧水区“新就业群体服
务圈”经验，建立主播社群自治组织。

区域经济贡献模式：一是消费场景重
构，主播在愚园路等商圈直播，带动线下

“打卡消费”，形成“线上引流—线下转化”
闭环。二是供应链本土化，推动直播经济
与传统产业联动，如百秋直播中心助力上
海本土制造消费品销售，2023 年业绩翻
倍。三是内容创作赋权，主播创作“长宁
文旅推荐”“适老化改造”等公益内容，服
务社区治理。

青年报：长宁模式对其他区的启示

是什么？例如，郊区可复制“主播公寓”，

但如何弥补在商圈资源、品牌合作上的

短板？

芮绍炜：一是建设低成本青年公寓，
并做好配套职业培训。二是借鉴长宁“直
播经济发展瓶颈协调反馈机制”，建立跨
部门联席制度。

针对品牌资源弱的问题，郊区可与市
区共建“飞地园区”，共享头部MCN资源。
针对商圈能级低的问题，可挖掘在地特色
（如崇明农产品），打造“田园直播间”，差
异化定位。例如，杭州通过“淘宝村+主播
村”绑定，以草根主播带动区域电商，郊区
可学习此模式。

青年报：面对AI

虚 拟 主 播 兴 起 ，政

府、企业、人才需在

哪些领域提前布局

（如技术伦理、版权保

护）？学界是否已启

动相关前瞻性研究？

芮绍炜：在政府
端：一是加强版权保护，
参考《浙江省网络直播
营销行为规范指引》，明
确虚拟形象版权归属；二
是做好伦理审查，建立生成
式AI内容备案制，防范虚假
宣传。在企业端：一是加强人
机协作，如容么么中心探索“真
人主播+AI 助手”模式，真人负
责情感互动，AI 处理数据；二是
加大技术投入，布局3D直播间、数
字人IP孵化。在人才端：加强技能
转型，培训主播掌握AI工具（如智能
客服系统），强化“情感劳动”的不可
替代性。

目前，学界已在AI虚拟主播的伦理
责任框架、版权确权路径及国际标准对
接方面启动了相关研究，但仍处于理论
滞后于技术的阶段。未来需强化跨学科
合作，重点突破情感算法伦理、动态版权
治理等瓶颈，同时推动“技术—人文—法
律”三位一体的监管创新，以应对虚拟数
字人引发的深层社会变革。

上海长宁区有
条特殊的马路：北

侧是灯火通明的容
么么直播中心；南侧
矗立着全市唯一的“主
播公寓”。凌晨，主播
们结束工作走出公司，
穿过二十米宽的马路便
回到了家。在这里，由
各种不同职业转型而来
的主播们，共享着一种特
殊“归属感”。

记者在采访了三位
不同领域的主播后发现，
人才公寓解决安居痛点，
释放职业潜能；团代会搭
建参政桥梁，赋予新职
业者话语权。当更多青
年在“住有所居”中扎
根，在“言有所途”中成
长，“青年与城市双向
奔赴”便不再是一句
口号。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提升生活化政策对年轻数字人的吸引力

■对话专家

“主播公寓”：优质居住环境助力企业留才从设计图到聚光灯：

“话筒的重量变了”

从建材到美妆镜：

跨界主播找到了“归属感”
从万米高空到镜头前沿：

一座城市的“温柔承接”

于季琛

钱媛媛

林永盛

容么么直播中心大厅。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青年报×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芮绍炜

容么么直播中心外景。

“主播公寓”中的
主播专属楼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