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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后备箱”集市
点亮城市“烟火气”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玲 王珺 李林果

提到汽车后备箱，你会想到什么？一个移动的储物空间，装
行李、装杂物？最近一些年轻人将咖啡店、奶茶店、小吃店等店
铺“装”进了汽车的后备箱里，开启了一种新型消费场景，在各个
城市自发地形成一个个后备箱主题集市，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
与，也为城市增添了许多“烟火味”。

后备箱集市火了

每到晚上七点，手打柠檬店主吴围
灯，摆上提前准备好的食材，没一会，一个
简易的小吃摊搭建完成。随着天色渐暗，
集市里的顾客逐渐变多，“后备箱”也开始
忙碌了起来。

他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日子，已经从
七月下旬持续到现在，“之前我开了一家
网红小吃店，但是因为疫情生意不太好，
一想到房租水电等成本压力，我就决定找
一个适合的地点摆摊，恰好那时候这里也
开始招募摊主筹建后备箱集市，我就申请
了。”

在后备箱集市里，像吴先生这样的摊
主不在少数，他们有的售卖调制的独家饮
品，有的售卖网红小吃、网红玩具、文创用
品等。在一家名叫“贩卖快乐”的摊位上，
五颜六色的颜料、形状各异的石膏娃娃，
激发了不少年轻人的创作热情。摊主告
诉记者，在这里做生意，无须缴纳管理费，
即停即走，非常方便。

“8月中旬，一次出门散步，我就发现城
市之门附近人特别多，那时候有个小型马
戏团在演出，还有一些孩子的游乐项目可
以玩。旁边的一整条街都停放着汽车，后
备箱一打开，里面吃的喝的应有尽有。”家
住蝴蝶谷附近的王女士说，今年夏天，这条
街格外热闹，吃完晚饭，带着老人孩子走走
逛逛，感受到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这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各大城市的夜
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北京、西安、南
京、武汉、成都等地后备箱集市的帖子和
短视频不断涌现。

在某 APP 上，关于后备箱集市的笔记
数量达到了 2 万多篇，微博上“后备箱集
市”话题的阅读量达到了 270 多万次，更有
不少网友将在后备箱集市购物当作网红
打卡的内容进行晒照。像北京斯普瑞斯
奥莱、南京五马渡、西安浐灞等地的后备
箱集市已成为网红打卡地，这也形成了一
种新型经济业态——后备箱经济。

传递一种生活态度

什么是后备箱经济？据了解，后备箱
经济由地摊经济演变而来，是随着时代变
化迎来的生活消费方式重构。这一概念
最早起源于英国，人们利用汽车后备箱空
间放置自家的闲置物品进行叫卖。发展
至今，后备箱集市已经由单纯的交易形
式，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

后备箱集市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
方式，他们加入的目的各异，有人将其当
成主业赚钱；更多的摊主则抱着“玩”的心
态，把摆摊作为副业，增加收入的同时和
朋友相聚、拓宽人脉。

胡女士告诉记者，每到周末她都会邀
请三五好友在后备箱集市相聚。“这里的
氛围非常轻松，不忙的时候买上几杯饮
料，和朋友们一起聊聊天、叙叙旧，并且通
过后备箱集市，可以认识不同的朋友，扩
大社交圈。”

“虽然是以摆摊的形式出现，但后备
箱集市其实更像一个社交平台，在摆摊的
过程中遇到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开车
出来练摊，传递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不少
摊主表示。

这些后备箱集市摊主，大多数是“90
后”，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对生活充满热
情，追求潮流，却坚守自我。其中，更多的
年轻人选择来这里，不以赚钱为目的，主
要是为了交朋友，增加生活体验。

有专家认为，这种经济模式的持续兴
起让人们感受到了新鲜消费体验带来的

“新潮味”。而后备箱集市的人群年轻化，
也表现出后备箱经济的本质不再是贩卖
商品，而是感受生活的“烟火味”。

不走传统地摊经济老路

在凯里，城市之门、万达广场、九方天
街、永乐路等市区一些人流量大的地方都
有“后备箱一族”的身影。万达广场，几台
私家车一字排开，烤肉串、卤串成为凯里
夜生活的一道靓丽风景，旁边还有一个小
型的露天啤酒摊。

“哪里人多就去哪里，没有固定的地
点。”陆老板的摊位上摆满了各种卤串，顾
客来了把串热一下淋上辣椒就可以出售
了。他说，这种低成本的创业方式也给大
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可能。他还
说，摆摊也是季节性的，有旺季淡季，夏天
的夜晚出来溜达的人比较多自然生意好
很多，冷饮之类的特别好卖，“现在天气凉
了，城市之门也没有人集体摆摊，个别摊
户会另寻他处，在交通允许的情况下摆
摊。冷饮类的摊位机会很少见了，多数是
糕点、手办之类不受季节性影响的商品还
在坚持。”

与传统的地摊经济不同，年轻人的加
入，赋予后备箱经济时尚与新潮。

后备箱集市的年轻摊主，更注重形
象。“车尾箱的氛围感和个性装饰，是吸引
顾客的第一要素。”摊主们擅长利用氛围
灯、挂布、地毯、桌布等，打造独特个性，营
造浪漫氛围。

当然，产品定位和质量也非常重要。
传统街边的后备箱摆摊，大多是卖大众化
商品，记者在后备箱集市上发现，后备箱
摊主喜欢卖自制的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
等产品，更合年轻人的胃口。事实上，车
主们参与后备箱集市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打开后备箱就是一个流动型摊位，数
千元就能购置摊位设备。后备箱摆摊投
入小，灵活性强，吸引不少创业初期的年

轻人。“这是我们的爱好，受疫情影响不敢
开实体店，这样既能增加收入也能结交朋
友。”摊主老杨说。

面对疫情之下的经济压力，后备箱摆
摊提供了一个兼职选择。大多数摊主是
利用晚上下班时间兼职摆摊。因疫情原
因，生活压力比较大，便尝试着摆摊兼职。

“商场等地人流量大，摆出部分商品
可以实现线下引流。”一对售卖宠物零食
的摆摊夫妻表示，自己有一个工作室，出
来摆摊是为了吸引顾客，让更多人知道自
己的工作室。

集市上还有不少后备箱摊主拿着手
机直播，他们绝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社交软
件和视频号。通过线上引流来打卡的网
友，成为他们的重要客源。

新业态带来新问题

后备箱经济火热也暴露出了这一新
业态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扰民、占道经
营、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等。

后备箱经济呈现出的投入少、灵活性
强等特点，吸引了不少创业初期的年轻
人，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亦需要解决。

一方面，在一些城市，由于后备箱集
市刚刚兴起，短时间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合
适的场地，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占道经营
的问题，而城市中又不允许随处摆置售卖
商品，导致参与者需要不断转移地点来规
避管理。

另一方面，有不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提出了质疑：“有没有经营执照？”“原材
料从哪里进的？”“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能
不能够得到保障？”……如何保障食品安
全也是后备箱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但
目前市场监督部门并未针对后备箱经济
单独出台相关政策规定。

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介绍，由于后备箱经济在我州兴起时间
晚，规模小，目前我州还没有具体针对该
项经营活动的管理办法，但食品安全方
面，可参照流动摊点的经营要求，办好个
人健康证、卫生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
管理办法》规定，个人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都要提前按流程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报
备，由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发放许可证后，
才能进行食品经营活动。

投入小，灵活性强，门槛低，回本快，
让后备箱经济越来越受年轻人追捧。后
备箱经济火爆的同时，监管问题也不容忽
视。后备箱集市中食品占比很大，后备箱
摊位流动性大，消费者权益保护较为困
难。如何确保后备箱集市的食品安全，值
得思考。

绝大部分摊主表示，希望有更多合法
授权的后备箱集市，不但能实现统一管
理，也能保证摊主正常营业，且集市的客
流量更大、生意也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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