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后备厢 我来摆个摊

后备厢集市
是怎么火起来的

后备厢摆摊，一度成为今年最热门的生意之一。人们不仅追捧那些精致的
商品，更追求那种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被网络上“日入过千”的说法吸引，觉得一天摆摊几小时，轻轻松松
补贴家用。市集中也不乏豪车摊主，价值上百万元的车子，都打开后备厢，用来
卖30元一捧的鲜花，或10元一碗的凉粉。

从去年年底开始，后备厢市集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一种文化潮流。这阵
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如何才能在集市里“摆个摊”？摊主们真能赚到钱吗？

【事件】万物皆可“后备厢”！

初秋，周日傍晚，北京首都机
场附近的奥特莱斯人气旺盛。

停车场里，私家车鱼贯而入，
不过他们的目的不是“淘”打折名
牌服饰——— 这些车主找到提前一
周就已预订好的车位，停下车、打
开后备厢，拿出准备好的货物或者
食材……简单布置一番后，一个摊
位就“开张”了。

车越来越多，闲逛或者围观的
人也聚在这里。很快，一个标准的

“后备厢集市”拉开大幕。网红小
吃 、咖 啡 、饮 料 ，各 种 手 办 、玩
具……精心准备的商品很快就抓
住了年轻人的眼球。

谈到“后备厢集市”话题，一位
辗转多个集市的咖啡摊主很有发
言权。记者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
京东三环附近的后备厢集市上。
特别改装的咖啡车、专业的咖啡
机、定制的霓虹灯牌，吸引了不
少消费者。

记者很快和摊主聊了起来。
“我们之前也开过实体咖啡店，但
有时会受到一些因素制约，现在就
以在后备厢集市摆摊的方式经营。
后备厢集市在北京是新鲜事物，我
想大家都需要一些烟火气吧。你
可以加我们微信，会提前预告每天
摆摊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在很多
平台上都会有预告。”

太阳逐渐落山，在集市的另一
头，写着“提拉米苏”几个大字的霓
虹灯牌准时亮了起来，但不少口味
的蛋糕早已卖空。这是一个小有
名气的网红摊位，在某时尚类社交
平台，他的账号早就聚集了不少
粉丝。

谈及为什么摆摊，摊主告诉记
者，他的主业本是开设私房烘焙工
作室，今年初尝试直接摆摊售卖蛋
糕，最早主要做“野摊”，就是直接
开车找一个地方卖蛋糕，后来则参
加有组织的后备厢集市，现在的生
意比摆“野摊”好不少。

在多个集市采访中，几乎所有
和记者深聊的摊主都是从今年开
始来后备厢集市摆摊的，2022年
成为北京后备厢集市“元年”。

【案例】月入万元“不是梦”？

后备厢市集有过辉煌的时
候——— 晚上出摊4小时，收入过千
元；一周出摊仅3个晚上，月入过万
元，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故事，在
后备厢市集里，都在真实上演着。

今年3月，南京长江边的五马
渡风景区，沿途多出来不少汽车商
铺。摊主们敞着自家车子的后备
厢，车前放了招牌，像是夜市，装扮
和品类又更加新颖有趣。有人用
无人机航拍记录这一场景——— 那
里位于幕府山北麓，比邻滚滚长
江，笔直宽阔的大道两边，摊铺如
点点萤火……这段极具烟火气的
视频在南京火速“出圈”，在很多人
心里种下摆摊的种子。

任晓青平时工作压力大，决定
下班后出摊卖咖啡。最开始，她摆
摊不想挣钱，只为了放松。出圈的
后备厢市集视频中，已有30多辆车
出摊，任晓青也顺利加入。“一开始
很不适应，觉得摆摊卖东西好奇
怪，还得吆喝。”任晓青说，她决定
埋头先做咖啡，一壶出两到三杯咖
啡，起码等9分钟。没想到，如此慢
节奏的摊位前，排队的人竟越来越
多。此后，她多次跟着大家出摊，
生意最好的一个晚上，营业额将近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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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北京路府学西街创意市集，大部分
摊档都在经营饮料、食品。

对于后备厢市集而言，手磨咖啡还
不算最合适的品类。手打柠檬茶的摊位
上，每晚能用两大桶茶底；卖烤淀粉肠的
摊主，一天要准备几大箱香肠；卖鲜榨橙
汁的后备厢旁，堆起小山一样的橙子废
料。即便是最简单、最便宜的小吃，每天
也能卖出两三千元。

场地方也嗅到商机，主动给后备厢
市集提供场地，以此吸引更大人流量，在
一些答谢会、车展等商业活动中，每位摊
主还能得到几百元的出摊补贴。

在奥特莱斯停车场，记者找到了这个
集市的现场管理人。他向记者表示，集市
并非由奥特莱斯主办，停车场是集市主办
方协调而来的场地。据他介绍，摊主要参
加后备箱集市需要缴纳摊位费，290元
一天。

离市区相对较近的后备箱集市，摊位
费会贵一些。北京东三环附近的集市是
490元一天。也有一些新开的集市会以较
低的摊位费吸引摊主。北京丰台某主题
公园新开设的后备箱集市摊位费就在200
元左右。

此外，奥特莱斯集市的现场管理人介

绍，该集市主办方对商家售卖的商品有要
求，“肯定不能太低端，最好时髦一些。”

在摊主这里，记者对主办方的要求则
了解得更加具体。“他们规定摊位不能有
明火，所以卖咖啡、蛋糕之类的食品摊位
比较多。”一位咖啡摊主向记者解释。

记者也发现，在北京的各种后备箱集
市内，过去多见的“夜市常客”——— 铁板鱿
鱼、炒饭炒面等极为罕见，餐饮摊位最多
只会用野营小火炉或电磁炉加热食品。
相对的，柠檬茶或者网红小吃也是传统集
市和夜市上少见的。

除了要缴纳摊位费、对商品有一定要
求，后备箱集市还对摊主提出了严格的资
质要求。多位摊主向记者表示，如果是做
餐饮，都必须提供一系列证件。

“我现在摆摊的集市，就需要提供食
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同时，营业执照也
是必需的”。一位长期从事小吃生意的后
备箱集市摊主这样向记者介绍。而在另
一个开业没多久的集市，一位西点摊主也
向记者确认，必须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证件。

太阳落山，摊主们纷纷打开后备厢“开门迎客”。

【分析】装下生计也能装下情怀

8月下旬，动画电影《小黄人大眼萌
2》在内地上映，这个沉寂了许久的IP再
次吸引不少人的关注。而在北京东郊某
后备厢集市的一个玩具摊位上，摊主摆
出的一整箱小黄人盲盒玩具，毫不意外
成了热销品。

“我们进这批货其实是因为喜欢，当
时觉得哪怕不能拿出来卖钱，自己买着
玩也挺好。”面对正在“盲挑”各种小黄人

的顾客，摊主打开了话匣子。
而在另一边，有摊位以非常优惠的

价格售卖已经开箱的盲盒玩具：“我们这
个摊位已经很有名了，货都是从盲盒玩
家那里收来的，他们开盲盒难免会多买，
我们就专门收这种多出来的盲盒玩具。”

记者放眼望去，玩具摆满整个摊位，
乍看上去难以分辨它们的不同。很多

“外行”疑惑为何同一类玩具定价并不相

同。在这个小有名气的摊主看来，要
解答这个问题并不难：“这个是二代冰
墩墩、那个是三代冰墩墩，价格自然不
一样。”

对于不少摊主来说，摆摊的过程
也是社交的过程。提拉米苏摊位周
围，不仅有络绎不绝的顾客，还聚集了
不少常出摊的摊主。他们就这样伴着
晚风，愉快地聊起了天，说说天气、聊
聊过往……“我们是社交达人，在这里
能交到很多朋友。”

广州的谢先生经营果茶店多年，
生意最好的时候公司有30多家分店。

“我们从去年底开始试水后备厢集市，
这半年多效益很不错。”记者采访间
隙，谢先生不停忙着招呼客人，其中多
数是熟人。

问及店铺经营和后备厢集市的异
同，谢先生娓娓道来：“后备厢集市体
现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也拉近了
我们和消费者的距离，一杯茶，一个马
扎，像朋友一样交流，而隔着柜台的店
铺人情味会淡一些。”

【解读】
“打开”后备厢的正确方式

随着很多城市多个后备厢市集开
张、大量后备厢店铺涌入，神秘感消
失，消费者不再觉得新鲜。失去了形
式上的独特性，人们开始关注后备厢
市集所售卖商品本身的品质。

“网红”光环褪去，“就是普通小
吃”“价格高、口味平平、赚快钱”“后备
厢不过如此”等评价不断冒出来。

摊主们为了摆摊，大多仓促上岗，
单价10至20元的冰粉、提拉米苏、柠檬
茶、钵仔糕等成为最佳选择，制作门槛
不高，网上搞到配方就能做，但未经市
场打磨，口感和味道很难出特色。南
京一位业主描述，有时候后备厢市集
30辆车，一半都在卖柠檬茶，几乎成了
水吧一条街。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有创业
需求的摊主都希望可以在政府规划的
区域内规范摆摊，还希望提高进场门
槛，以免引起消费纠纷。有市民也表
示，后备厢集市带旺了区域经济，但随
之而来的噪音、卫生、占道、扰民等问
题亟需解决。

如何让后备厢集市在热潮之余成
为良性业态，走得更远？

广州市博士科技创新研究会会长
彭澎表示，食品安全是一大问题，靠摊
主自律远远不够。他表示，国内有些
地方已经探索出升级“天光墟”或“地
摊经济”的做法和经验，如景德镇陶溪
川、成都宽窄巷子等。

今年9月，南京市商务局、市场监
管局、城管局、文旅局、公安局、卫健委
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南京
市汽车后备厢文化市集健康有序发展
若干措施（试行）》，推出8条政策措施，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明确，要打造健康、
低碳、创新、为民的汽车后备厢文化
市集。

后备厢市集正在慢慢迭代升级。
多样化的可能，也许才是正确的打开
方式。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