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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应届毕业生做起另类“ 二房东” 出租房设社区中心供 青年短租客娱乐交友

有人在这里找到生意伙伴 有 人在这里邂逅爱情
爱背包、曾游历过17国；爱创业，大学时组建交友

派对半年赚得第一桶金。这是周围人对1992年出生的
王超伟的印象。

他挤过20人一屋子的青年旅社，住过语言不通的德
国房东家。他说想要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打造一个社区
社交中心，大家可以一起参加派对、一起看电影看比赛，是
一个即便离开了也可以“ 常回家看看”的国际社区项目。

是爱情公寓、还是老友记翻版？这样一个有别于
酒店旅馆的松散式家庭社区新模式，吸引了怎样一批
年轻人，他们在这里是如何生活的？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照王超伟的说法，他们的商业

模式是， 将 大 房 东 的 毛 坯 房 签

5~ 1 0年的托管协议，进行标准化

的装修。

“ 咦，这不就是二房东吗，有

什么稀奇的？”在记者的刨根问底

下，他道出了玄机。“ 二房东只帮

你装修，却鲜有提供服务的。平均

每百人还可以共享一个我们自己

打造的社区公共空间，参加派对和

我们定期组织的活动⋯⋯”

之所以要打造这样一个国际

青年社区源于王超伟自身的经历，

今年22岁的他已周游过1 7 个国

家，最长的一次他和家人在马来西

亚住了三个月之久。

中国人都讲究外出旅游要住

得好，在欧洲时，他惊讶地发现和

他一样挤在青年旅社的并非是像

他一样的学生穷游族，之所以选择

青旅主要是因为喜欢结交来自世

界各地的朋友。这让他意识到，其

实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才是青年旅

社的价值所在。

认识的外国朋友多了，很多人

到上海旅游会咨询王超伟住哪好，

但不管是住青旅，住经济型酒店甚

至住自己家，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问的人多了，王超伟第一次想

到了开设一个新的租房模式。

他把它叫做友社，把它定义为一

个认识朋友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遇见

来来往往的外国朋友，上百个来自祖

国大江南北的年轻人。王超伟爱和满

屋子的人在院子里喝着小酒聊着天，

聊昨天又遇见怎样有趣的人，聊生活

的点点滴滴，聊梦想。屋子的墙上是

他和小伙伴们一笔一线画上去的壁

画：跳跃的海豚和美人鱼。

王超伟的合伙人是1 978年出

生的大叔丁野，辞去正经CEO一职，

跟着90后闯荡，一头扎进陌生的租

房领域，丁野的理由很简单，看好

这个市场的前景。“ 以前做销售的

时候经常要出差，一般的如家、汉

庭乃至星级酒店都满足不了长期

住宿的需求，在酒店洗衣服很麻

烦，也没有朋友可社交，最后只能

和前台聊天打发时间。”

对于打造新租房模式，两人几

乎是一拍即合。在考察了群租、合

租、青年旅社、白领公寓、酒店式公

寓、商务酒店等N种模式后，一种“ 四

不像”融合模式友社出炉了。它针

对的是20~ 30岁左右的年轻人。

“ 大家也许有文化差异，但80%

的矛盾不是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

他们不用平摊水电煤（ 全部算在租

金里，当然我们会通过智能家居控

制这块的支出），也不用因为公共

空间的打扫闹矛盾，白天自会有阿

姨打扫厨卫、客厅的卫生，将脏碗

清洗掉。碰到马桶堵塞了，会有24

小时水电工救急。这些容易发生的

生活细节上的矛盾，我们通过技术

手段解决了。如果有室友闹矛盾，

只要不影响到其他室友，我们不会

介入调停。很多人之所以选择住在

这里，是希望交到很多朋友。”

他继而介绍说，友社最大的亮

点是具备社交功能。“ 我们发现，很

多年轻人的社交是通过网上完成

的，甚至我在大学时，上下铺的哥

们都用微信交流。在社区里，你永

远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我觉得并

非是大家不喜欢社交，如果真的有

人提供爱情公寓、老友记这样的公

共空间，大家应该很乐意出来。”

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全新的

租房模式。上周五晚上，记者乘坐

地铁7号线，在大场镇下。步行约

1 0分钟，来到位于龙珠苑的这个

社区一探究竟。

龙珠苑以别墅为主，王超伟和他

的团队租下了四栋别墅，在步行距离

1 5分钟开外的远景佳苑又先后租下

了六套公寓。他们的办公室就在其中

一栋别墅院子里的一个小房间。

晚上六七点，早过了下班时

间，同样在办公室守候的还有一名

叫伏天的90后女孩，伏天原是友社

的租客，因考研短租一阵，后因美

术特长被王超伟相中，阴差阳错成

了持有股份的合伙人之一。

这时间段，距离回家的点却还

有漫长的7小时，原来，伏天在苦等两

位外国游客。她们当晚1 2点抵达浦东

机场，要凌晨2点才能赶到这里。

丁野透露说，目前友社的几名

员工几乎都是合伙人，大家几乎不

拿工资，也不计较工作时间。

从去年7月到现在，友社已接

待了500余人次的中外租客（ 其中

外籍租客占了一半），很多是回头

客。“ 现在我们的房间数已经达到

47间了，平均每间房的租金为每月

2800元（ 按照租期不同有所调

整），比周边的平均2000元/间要

高，但还是有人喜欢我们这里的氛

围，愿意和小伙伴们住在一起。我

们的租客有几类人：出差公派的、

来沪实习的年轻人、到中国来交流

的外国人、商务人群。”

去年7月份，王超伟和他的小

伙伴迎来了第一个租客———一名

来沪实习的德国男孩，他是从国际

知名住宿网站上找到友社的。男孩

的工作地点位于偏远的宝山，到公

司要换乘四五辆公交。同住的王超

伟服务周到，为男孩买自行车、电

话卡，还带他去吃包子。直呼中国

包子太美味的德国男孩吃了整整

一个多月的速冻包子。

在当“ 二房东”的日子里，王

超伟还遇到了一位摩洛哥女孩，女

孩没有谈过恋爱，传统上也难以接

受没有结婚的恋人过于亲密。他彻

夜把他恋爱故事里最美好的部分

慢慢说给她听，女孩听得很认真，

也很感动，说这是一场她可能无法

亲历的恋爱经历。

租房也是社交
短租客能在这里找到朋友

用梦想说服逐梦人
已吸引500多“ 家人”入住

和市面上可以看到的青年

旅社、酒店式公寓不同，王超伟

把一栋别墅的一层客厅改装成

了社区公共空间。记者实地勘察

时，发现那里的环境十分温馨，

院子里有一副秋千，大厅里摆放

了钢琴、画架和颜料，还有长长

的休闲桌。

当晚9点多，到上海做生意的

23岁美国男孩Paul、来上海一家

新媒体工作的24岁内蒙女孩高宇

馨、到上海公司参加实习项目的

22岁台湾女大学生Candy、暑期来

沪教小孩英语的20岁印尼女孩

Ani ndya在社区公共空间聊天。想

要去美国的宇馨和Paul愉快地聊

了起来，并互留了联系方式。

“ 在社区公共空间，他们可

以看电影、弹琴、聊天、喝茶看

书、画画，我们至少每两周会组

织租客开展各类活动，譬如打篮

球、圣诞节万圣节主题活动、包

饺子、看世界杯、仲夏樱桃夜等，

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王超伟

为这一独立的社交空间感到得

意，他的初衷是“ 让社交变得没

有成本”，年轻人不用坐地铁到

市中心聚会，在社区附近就可以

社交。

除了个人活动外，我们至

少每两周会组织租客开展各类

活动。王超伟为这一独立的社

交空间感到得意，他的初衷是

“ 让社交变得没有成本”。

一位美国租客在他的单人间里。

一位内蒙古女孩在公寓里看书。

公共区域里，租客们进出时能遇到其他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