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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黃先
生在集市販
賣「 牛 肉
丸」。

張蕊攝

除了小熊集市，在重慶兩江新
區的花市「熊婆婆的花園」，平
時工作日賣花，每逢周末便有
「後備箱集市」。在眾多攤位
中，「台灣牛肉丸」的招牌並不
起眼，一張桌子，三口電鍋，一
個簡單的白板上寫着牛肉丸價格
「18 元（人民幣，下同）一
份」。攤主黃先生來自台灣，
2018年來到重慶後愛上了一名當
地女子，自此定居，一直經營餐
飲生意。
「我最早在南岸開了一家堂食

餐飲店，疫情後客人寥寥，扣除
每個月6,000多元的房租，幾乎沒
有盈利。2020年我索性關閉了店
舖，成為一名攤主。」與高昂的

店舖租金相比，做攤主的成本低
廉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成本
就是你看到的這些東西，桌子、
椅子、鍋、一次性碗筷和每天十
塊錢的電費，目前還沒有要求我
們交納攤位費。」
黃先生稱，餐飲曾是自己的
「兼職」，自己的主業是台灣導
遊，但是在大環境下旅遊業受到
重創，他只好先用「兼職」賺錢
餬口。黃先生有着台灣人身上顯
著的和善和安靜，沒有顧客時不
會「叫賣」，有顧客時又立刻起
身笑意盈盈地招呼客人。

一天營業額可逾千元
「大叔，一份18元，有幾個牛

肉丸？」一位學生模樣的顧客走
上前問道。「6個哦，很好吃，要
不要嚐嚐？」黃先生笑着起身。
學生顧客猶豫了片刻，說「6個太
多，我吃不了，我可以付10元買
3個嗎？」「可以可以，不用10
元，你掃碼9元就可以。」黃先生
爽快地回答，又在客人的碗裏多
盛了幾塊蘿蔔，「蘿蔔也好吃，
你嚐嚐。」
黃先生的攤位從下午出攤，大約
晚上9時牛肉丸售罄收攤，一天的營
業額多時可達逾千元。「這集市有
賣手工藝品的，有賣咖啡的，但是
還是賣小吃的最多。雖然規模不
大，但是氛圍感已經酷似台灣夜市
了。」

台灣攤主：酷似台灣夜市

周末下午約4時，一輛輛私家車駛入重慶北濱路，車主們打開後備箱（又稱「車尾箱」），拿出桌

椅、商品、掛布和串燈，一番簡單布置後，一個個富有浪漫氣息的攤位就支好了，幾十個攤位連在

一起，成為今年異常火爆的「後備箱集市」。隨着夜幕降臨，集市攤位上的點點燈光與對岸恢弘明

亮的跨江大橋融為一體，寒冷的濱江長路升起騰騰煙火氣。「後備箱集市」的攤主們多是「90後」和「00後」的年輕人，其

中不少人通過擺攤打破生活僵局的同時，也嘗到了「二次創業」的成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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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攤經濟

與集市的火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傳統的
地攤生意正在沒落。在龍頭寺火車站附近經
營了14年的燒烤攤，記者見到徐姐夫妻倆的
時候，他們正在為老主顧打包一份3元（人
民幣，下同）的烤豆乾。
「我們這三年不好過，不敢漲價，但是客

人越來越少了。」徐姐告訴記者，「這位顧
客是我們的老顧客，搬家了還開車來我們這
兒買燒烤吃，也證明我們做出來的口味還是
不錯的。」不過，不曉得是疫情影響還是客
人口味升級，這三年的收入與擺攤前幾年相

比，下滑了超過一半。
問及為何不去年輕人喜歡逛的集市上擺
攤？徐姐告訴記者，他們沒有車，也不會裝
扮燈串、設計攤位，「年輕人那些東西我們
搞不來，我們還是主要做街邊生意，你要不
要嚐嚐？」
與徐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小熊集市做燒

烤的攤位卻生意火爆。有位自稱「詩哥」的攤
主，他在其攤位上毫不謙虛地寫着「集市銷
冠」。「一天營業額至少千元，算下來一個月
淨收入能超過1.5萬元，比上班輕鬆多了。」

問及為何不去年輕人喜歡逛的集市上擺
也不會裝

年輕人那些東西我們
你要不

在小熊集市做燒
的攤

集市銷

「『後備箱集
市』便利、主要
瞄準年輕群體，

有時尚追求、能合理利用廣場、
街區等閒置用地，活躍『夜經
濟』，既能增添休閒空間，又可
提升消費活力。」重慶市旅遊經
濟發展高級顧問羅茲柏認為，集
市想要發展壯大，首先要考慮區
位因素，「後備箱集市」的主要
受眾群體是年輕人，場地要盡量

選在中心街區等能集聚年輕群體
的地方。

他續指，依託年輕人的「後備箱
集市」，還需要朝着帶文創性、文
藝時尚、潮流方向提升創意與吸引
力，還可引導不同區域或不同時間
的主題化集市發展。「後備箱集
市」歸根究底還是一個大眾化的賣
場，是市民的「順便消費」，需要
貼近日常生活，成為一個富有生活
品味與情趣的「小商品」市場。

◆在龍頭寺火車站附近經營了14年的燒烤攤
攤主表示，這幾年生意下滑嚴重。 孟冰攝

集市可主題化發展傳統地攤生意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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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集市，令諸多年輕人流連忘返。
對熱愛逛集市的朱女士而言，只要不
因為疫情原因而無法出門，她每周末
都要去集市走走。「市集裏有各種美
好而且特別的東西，攤主的作品大
多是原創小眾的，這是最吸引我的
地方。」她最近在「熊婆婆的花
園」集市淘到一個很喜歡的小丑手
作，顏色鮮艷、製作精美，攤主還
在現場跟她分享了自己的創作想法，
有趣的人和故事，讓這件小飾品變得
更加特別。「這樣的集市本身，就是
一個原汁原味的沉浸式體驗場景。我
在裏面逛的時候，感覺是在『拆盲
盒』，不知道下一個攤位有什麼好玩
的給我。這是線上電商平台所無法給

予和替代的。」
記者在集市上看到，周末的集市
人來人往，其中販賣小吃的佔大多
數，但與傳統的小吃攤位不同，這
裏的包裝更精緻，價格也比街邊普
通的同款略高一些。譬如一份港式
雞蛋仔，在集市的價格為10至12
元（人民幣，下同），而在距離3
公里左右的龍塔小學門口，只需7
到10元。這樣的「地攤」，已經
與「廉價」的標籤脫鈎，但仍吸引
眾多市民買單。
在集市售賣泰式雞爪的攤主蔡先生

說，自己開的泰國餐廳就在附近，集
市的定價與餐廳定價是一樣的，只是
集市專注製作兩到三種菜品，食客們
如果覺得味道好，就可以去餐廳體

驗，這也是他引流的方式。

小吃居多 文化產品嫌不足
隨着「後備箱集市」的火爆，
消費者對「後備箱集市」有着更
高層次的期待。「我前前後後跑
了幾個『後備箱集市』，發現與
文化相關的產品寥寥無幾。」一
位名為「王拾柒」的小紅書博主
認為，「『後備箱集市』本質上
是物品交易，現在還沒有文化味
兒，內核仍舊蒼白。有的車主僅
把車子當成拉貨的工具，到了售
賣地點，將攤子支在車子旁邊，
賣燒烤、炒飯、泡麵等，我不希
望『後備箱集市』變成『後備箱
小吃街』。」

逛集市似「拆盲盒」消費者冀添文化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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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女孩小喬的攤位也在其中，她
熟練地將醃漬好的排骨放進炸

鍋，開啟了當日的攤主生計。
鋪有格紋桌布的小桌，精緻的食物
擺盤，頗有設計感的布藝海報，構成
了小喬的攤舖。她將對美術的理解運
用在布置攤位上，形成了一套屬於自
己的「市集陳列美學」，「我的主業
是一名插畫師，每次出攤我都覺得自
己在做藝術行為。」

插畫師炸排骨 日賺500元
對小喬而言，擺攤是一種突破原有

閉塞世界的體驗，插畫行業的競爭使
她倍感壓力，「插畫師幾乎不社交，
一整天呆在家裏，久而久之會感到厭
倦和孤獨。我朋友勸我和她一起出來
擺攤，處理的都是一些簡單的食物，
炸排骨、炸薯條，我有廚藝基礎，一
會就學會了。」
「擺攤是生意，也是社交，比如隔壁

今天沒帶夠包裝袋，我們就將自己多餘
的給他用，下次我們有什麼忘記準備了
也可以借其他攤主的，大家都是年輕
人，氛圍友好；另一方面，擺攤也確實
能緩解一些經濟上的壓力。」小喬如今
擺攤日營業額穩步在千元（人民幣，下
同）左右，除去攤位費、食材等成本開
支，每日純盈利大約在500到700元。這
給了小喬在收入不穩定插畫師行業繼續
下去的經濟安全感。
「擺攤已經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打
破生活僵局，緩解生活壓力，尋找理
想生活方式的現實選擇。」集市的主
理人「小熊」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集市創辦於去年7月，一周運營4天，
時間從下午7時到次日凌晨2時。他
稱，集市的出攤者絕大部分是「90
後」和「00後」，大多數是「二次創
業者」，在此前因為疫情和變化多端
的經濟形勢下，有過失業或收入急劇
下滑的經歷。初期集市攤主以兼職為
主，現在全職者已愈來愈多。

300元即可當一日攤主
想成為小熊「後備箱集市」的攤主，

除須繳納每日100元的攤位費外，還需
要準備燈串、傘、便攜桌椅等，自購租
賃皆可。記者在出租價格表上看到，一
把落地太陽傘的日租金為20元，燈串
的價格為每日60元。粗略估計，假設
不購買任何設備、只想體驗一日的擺攤
生活，需支付300元左右的出攤費。
「擺攤對於提供就業機會也有很大的
幫助，現在提倡發展『夜經濟』，地攤
也算是構成『夜經濟』的主力軍。」小
熊表示，令自己最開心的是跟一群志同
道合的年輕人做着自己喜歡的事情。站
在北濱路鎏嘉碼頭看着重慶夜景，面對
着超過一百個攤位的「小熊露營集市」
和如織的遊人，小熊感覺屬於年輕人的
新世界地圖正在眼前緩緩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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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江新區
的一個花市，
周末成了後備
箱集市。

孟冰攝

▲在兩江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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