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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冰飲受年輕人喜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攝

消費者看品牌入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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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品牌入市

李女士：
我真沒想到在地攤上能碰

到海底撈，這簡直改變了我
對地攤的認知。現在地攤
也有品牌和質量了。

今個夏天，海底撈的地攤在社交媒體上火了。這
家以高品質服務和美味火鍋為人們所熟知的餐

飲企業，用一個小小的地攤向人們展示了品牌的大
力量。在多個夜市中，海底撈攤位都成了人氣的
「網紅打卡點」，缽缽雞、茴香小油條、冒腦花，
消費者站等火鍋涮菜，別有一番風味。儘管攤小，
但該有的專業一樣不落，鋥亮的不銹鋼爐灶，鮮艷
的品牌標誌，穿着統一制服的服務人員，又讓人幾
乎無法相信這是一個地攤。

貫徹專業服務 因地定製產品
夜市裏看到海底撈的消費者反應異常熱烈。有人好
奇地圍觀，有人則是興高采烈地點餐。即使是在地攤
環境中，海底撈依然沒有忘記其一貫的優質服務。服
務員穿着工作服，戴着口罩和手套，不僅提供菜單上
的推薦，還主動詢問是否需要額外的調料或服務。在
等待食物準備好的過程中，他們甚至不忘和排隊等待
的人進行互動，讓消費者感到賓至如歸。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海底撈官方獲悉，近期在夜市
出現的外擺形式，是門店結合當地顧客的消費喜好
進行的個性化創新試點。因此每個門店推出的擺攤

產品不盡相同。在上海外灘，海底撈攤位選擇在南
京東路夜市，主要以賣串串為主；上海松江地區，
海底撈則在戶外選擇和露營結合。另外，其他城市
的各個海底撈攤位均有其獨特的賣點。

重在體驗分享變身流量密碼
除了海底撈外，其他多家知名品牌也進入了地攤
市場。奈雪的茶、喜茶、Cafe MUJI等都推出了便
攜式飲品攤位。全球最大的迪士尼商店陸家嘴旗艦
店攜迪士尼100周年奇遇系列產品，在今年的夏季
裏首次參與上海的夜市擺攤。另外，盒馬、美團、
同程等App平台近期也頻頻選擇來夜市湊個熱鬧。
這些大品牌的加入不僅豐富了夜市的消費選

擇，也讓夜市經濟擺脫了「擺攤、低端、廉價」
的標籤。這裏不僅僅是一個交易的集散地，更是
一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碰撞點。顧客們不再只是匆
匆過客，而是成了體驗和分享的主體。他們在這裏
品味美食、購買商品、探索新奇的同時，很多人
都會選擇在這裏拍照留念，並在社交媒體上發
布，其中不乏網紅的參與，大大增加了品牌的曝光
量。

夜市是夜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上海的夜

市，正逐漸擺脫廉價和低端的傳統印象。海底

撈、耶里夏麗、喜茶，甚至美團、迪士尼等知名

企業，都推着小推車出現在夜市中，這裏正成為

這些品牌們展示形象和賺吆喝的另一個舞台。通

過品牌化的運作，做好品控、專業服務，這些曾

經只與豪華商場掛鉤的標籤，現在也被夜市緊緊

擁抱。正因為有大型品牌帶頭，讓夜市地攤不再

是小打小鬧的象徵，而成為一個品牌雲集、活力

四射的全新商業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品牌擺攤吸網紅
創新貼地贏點讚

豐富消費選擇助力夜市擺脫廉價標籤

愛小琳：
這種地攤經濟品牌化讓

我更願意去消費。我覺得
這是一種市場進步，也

更有保障。

吳先生：
夜市現在更像一個露天的
購物中心，有各種品牌和

商品可選，逛起來更
有趣。

◆上海浦東富城路夜市一片熱鬧的景象。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夜市已成為上海商圈的標配。如何避免夜市變得單
一乏味，是運營者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有消費者表
示，持續的新鮮感是夜市經濟不可或缺的元素，這不僅
需要多元化的模式，也需要不同特色和文化的融入。

多元共建正成為當下夜市經濟最重要的議題。在上海，公園可以推出露天
夜市，旅遊景點也有機會展示其在夜間的不同魅力，一些政府職能部門也開始
成為夜市的指導方甚至是主辦方。上海正在經歷一場夜市變革，以商場為中心
的模式正在被打破，公園、景點、街道紛紛加入到這場變革中。

今年6月至7月，黃浦江畔的世博淞園擺起了一個名為「世博淞園Weekend
Park」的大市集，總佔地面積1.8萬平方米，雲集100多個攤位，由半淞園路街
道推出。不同於其他多位於商場周邊的夜市，這個市集選擇在公共空間舉辦，
更加突出公共屬性和共建參與性。該市集不僅有琳琅滿目的商品和美味的餐
飲，更有一系列特色戶外活動，如飛盤（又稱飛碟）、落日瑜伽和燃脂搏擊
操等。更讓人心動的是，是市集歡迎攤主和顧客攜帶寵物進場，給主人和
寵物提供新去處。

在上海的夜市經濟中，限時步行街正在不斷擴大影響力。這類型夜市
多由政府部門與商業主體合作，旨在利用道路的公共空間，在限定時
段內開展夜市經營，成功激活街道流量，同時也讓居民有更多消費
娛樂選擇。

總而言之，上海的夜市依然處在不斷的探索和升級中，如何
讓這個平台更生動、更具吸引力，不僅需要商業模式的創
新，還需要多方的參與和支持。只有這樣，才能真正
激發城市夜經濟的無限活力。

堅持多元共建
激發無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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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里 夏 麗

海 底 撈

迪 士 尼

夜市上的小
推車是品牌的
小分身，使夜
市與門店經營

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為了深入
了解這背後的運營之道，香港文匯報
記者近日採訪了一家餐飲品牌，得知
員工激勵措施、品控以及後勤保障，是
做好夜市的關鍵點。

選爆款菜品 要好做好控
在華東地區頗有名氣的新疆菜品牌耶里夏麗

正大廣場店，近期參與了浦東富城路夜市的正大
濱購市集，並在這個夜市上取得了火爆的成績。

這家品牌攤位日均可賣出1,500串羊肉串，周末
晚市銷量高峰可達日售500個大份羊肉串和
2,000個小份羊肉串的成績。該店店長卡單單
說：「當初決定參加夜市，主要想讓品牌進行一
些新的嘗試和展示，希望通過這個平台來推廣新
疆特色美食，結果出乎意料的好。」

擺攤工時長 提成不可少
耶里夏麗正大廣場店在夜市上銷售的產品，主
要是羊肉串和石榴汁，好做、好品控、好賣是選
擇進入夜市菜品的第一要點。「我們特意選擇了
店裏的兩個爆款產品，也算是比較有代表特色的
產品。」卡單單分享了他們如何精心挑選菜品，
羊肉串是半成品，運到攤位後只需烤熟加工即

可，考慮到客人吃了羊肉口渴，於是選了甘甜清
爽的新疆特產石榴汁作為搭配。
此外，卡單單對在夜市擺攤的兩位員工提供

銷售提成，「這樣的激勵機制讓員工在繁忙、
工時略長的夜市環境中愈發賣力，也為整個攤
位帶來了更高的效益，有時候員工為了多賣一
點，可能會主動加班。」
此外，後勤保障也是夜市運營的關鍵點。這

位店長說，門店會專門為夜市進行調貨準備，
確保食材的新鮮和口感。如果夜市銷量好，還
會進行一次補貨。另外，門店還會留門，方便
員工收攤後將設備和材料搬回店舖。
卡單單的描述可以讓人們了解到，想要把夜市
運營好，也需要花不少巧心思和精細工夫。

品控+激勵+保障 做好夜市巧心思

除了既有的大品牌，很多初創
品牌、潮牌和設計師品牌也喜歡
在夜市試水市場。新品牌和設計師
品牌，更多地將這種低成本的展示
模式，視為嶄新的時尚試驗田。
在上海普陀區天安千樹的夜市上，

既是上海絨繡傳承人，也是國潮飾品設
計師的攤主王曄打點着攤位上的飾
品——與其說是商品，更不如說是藝術
品，王曄售賣的包括價格不菲的絨繡作
品，小小一副價格上萬，還有各種瑪瑙、青
金石、琉璃手串項鏈，純手工銀燒藍頭飾
等，不少動輒上千。在這位設計師看
來，「主要帶來做個展示，交些朋
友。老祖宗留下的手藝需要在現代

生活中綻放異彩」。另外，不少設計師也喜歡
將夜市攤位視作為一個「實驗室」，跳出傳統
的精品店圈子，這本身就是一個足以引發關注
和討論的賣點，甚至有人認為，通過夜市來靠
近市場前線，擺攤就算不賺錢也要時不時擺一
擺。
在蘇州河邊上的一個夜市裏，兩名到內地創

業的港青展示他們創新品牌的香氛和蠟燭。他
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不是在繁華的商場，
也不是在專賣店中，而是選擇在夜市這個充滿
活力和多樣性的場合，就是為了來與消費者近
距離接觸。「夜市是最能反映人們日常需求和
消費習慣的地方，我們在這裏擺攤，可以直接
與消費者對話，並收到反饋，這對我們來說無
疑是一個巨大的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攝

時尚試驗田 潮牌實驗室

全 系 列 完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攝

大大增加了品牌的曝光

不少設計師也喜歡不少設計師也喜歡
跳出傳統

這本身就是一個足以引發關注
通過夜市來靠

擺攤就算不賺錢也要時不時擺一

兩名到內地創
他
，

而是選擇在夜市這個充滿
就是為了來與消費者近

◆創新品牌喜歡選擇夜市作為試水地。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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