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一个月有多少场市集在举办？ 据记者粗略统计，5
月份，上海至少有 25 场市集举行，6 月份至少有 28 场，7 月份
则至少有 32 场市集……市集在上海似乎进入“跑量”的阶段，
为什么看着很眼熟？ 走访中，记者看到由于市集运营工作量巨
大，多数开在商圈的市集也由第三方运营。 创业孵化器、个人、
专业市集运营团队都可能成为一场市集的主办方。

而很多时候市集是否有特色这件事， 对于主办方来说并
不是最重要的事，“复制粘贴”也无法避免。 新手摊主模仿老摊
主、效仿最火的单品，新市集模仿成熟市集，是新手入局必经
之路；为了增加曝光，同一批人马在 N 个市集出现。

市集的“复制粘贴”似乎无法避免，但的确是沪上市集越
来越眼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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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模仿老摊主，同一班摊主在 N个市集……

市集雷同无法避免？ 有特色才能走更远

� �专业团队、创业者、创业孵化器……
市集背后是各类主办方

市集开放、轻松、便于社交的氛围，为商圈、商业街等都带
来别样的购物体验，很多商场会引入市集，在商场空闲位置设
置限时的或长期的市集，为商场带来更多的人流量，不过实际
上，并非所有商场市集都由商场自行运营管理。
“规模大些的市集摊位有上百个，有时甚至是 200 多个，

也就是说要与 200多位摊主一一联系和对接，每位都有自己
的想法和要求，光是对接的工作量就是巨大的。”某沪上商场
负责人告诉记者，招募摊主、运营市集的工作量巨大，现在很
多商场的运营部门只有几个人，根本无法完成，因此会委托第
三方运营。
记者看到，在环球港地下一层一个较为长期的市集就是

这样的形式。“我们主要是提供场地，并不直接参与市集的招
募、管理和维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商场以合理的租金将
一部分场地租借出去，除了商场整体的保洁和安保之外，无需
为市集本身的主题、摊主选择等运营管理负责，也无需为市集
的收益负责。
除了看看市集上的热闹氛围，记者在走访中也留心关注

众多市集背后的运营方，在很多人的口中，他们被称作“主办
方”，那么主办方究竟是哪些人？
在长宁区的创客市集，可以循着市集的名称推断出市集

上的摊主身份和背后的运营者。不少创业者把市集作为创业
初期试验新产品的“练兵场”，为了打磨和验证产品受欢迎的
程度，需要有更多与人们面对面的机会，而市集就是最为理想
的场合。创客市集就是这样一个，把各类创业者的产品摆出
来，通过沟通收集用户反馈的功能非常明确的市集，背后的运
营者正是一家专门进行创业孵化的公司。
在去年曾经爆火的中欧街夜市，记者见到了夜市的主办

方文先生。“去年年初，偶然间看到了不少城市都发布了文件
鼓励集市经济，萌生了想要自己去做个市集的想法，于是就开
始选址，多年前经过中欧街的时候，对这里印象深刻，所以就
联系中欧街开发商，他们很快就应允了我在这里做市集的想
法。”文先生说，“其实，对于商场来说也是好事，一方面可以
有一笔稳定的收租收入，另一方面，来逛市集的人流多，也能
为商场引流。”
当然，上海也不乏专业做市集运营的团队，名声在外的凡

几市集、银盐市集等知名市集 IP 背后都是专业的市集运营
团队。
创业公司、个人主办方、专业市集运营团队，无论怎样的

角色，在一场市集中，主办方从最初的选址、确定主题，到招募
摊主，再到视觉设计、摊位搭建……需要事无巨细地把控，因
此，主办方可以说是决定市集是否有特色的关键。
事实上，很多时候特色这件事，对于主办方来说并不是最

重要的事，“复制粘贴”这件事在很多情况下也无法避免。

模仿是新手入局必经之路，
也是市集越来越眼熟的原因之一

虽然中欧街夜市临近地铁站、周边居民又多，基础人流不

少，不过作为个人主办方，刚开始做市集的文先生经验全无，
求助的是在沪上知名的老外街做招商的朋友，在朋友推荐和
帮助下，他招募到了一批美食摊主，统一搭建市集摊位、灯光
装置完成后，这批摊主就入驻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什么
经验，就先模仿老外街、彭浦夜市这些成功的市集，再慢慢地
摸索自己的特色。”
“招募的摊主多了，我们更多的是想，怎样安置这些摊

主。”文先生告诉记者，自从去年 3月份中欧街夜市爆火后，紧
接着他又在去年 10 月份，租下豫园景区对面闲置的广场，开
设了又一家美食市集，模式可以说是和中欧街夜市如出一辙。
“一些原来在中欧街的摊主也去了豫园美食广场，也招募

了不少新摊主，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刚转行做餐饮的新手，为
了让他们尽快出摊，我也会安排他们去中欧街夜市学习。”文
先生告诉记者，虽然中欧街和豫园的人流类型不一样，但“做

美食，尤其是全国各地的美食，肯定会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因此，在新手摊主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模仿中欧街市集上

比较受欢迎的美食品类，学习他们的具体做法，学到自己认
为可以独立出摊的程度，就去豫园美食广场出摊，“新手入
局，一开始总免不了模仿，等自己有一定的经验了，找到了更
加合适的品类，或者学到了更加出色的手艺，再慢慢做出自
己的特色。”
“我们和摊主的关系更像是朋友，有时候，一些效益不好

的摊主也会来找我聊，现在在市集上做什么比较赚钱，问我的
建议。”文先生说，当摊主朋友向自己取经时，他也只能告诉他
们自己所知道的，比较火的市集上比较火的单品，“不少人听
了我的建议也会去效仿这些比较火的单品，一般情况下只要
在我的市集上不重合，我没有理由去拒绝他们的‘转型’。”
这一过程似乎找不出批驳之处，但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市

集雷同的原因之一。

无法避免的“复制粘贴”：
为了增加曝光，同一批人马在 N个市集

“我们其实是个孵化器，孵化的创业企业主要包括宝石设
计等各种文创、游戏周边，因为了解到他们有不少企业的新品
需要去市集上打磨，就干脆自己做市集，或者通过自己的渠
道，把他们推荐到合适的市集上去。”
创业孵化公司相关负责人沈女士告诉记者，把创业者带

到市集上去，是他们对创业企业的服务项目之一。从 2022 年
以来，他们已经办过大大小小 30 多场市集，即便是在自己不
办市集的时候，他们也会把企业推荐到其他市集上去，“我们
除了在长宁世贸商场举办市集，还会参加五五购物节活动市
集、大学生电音节市集等。”
“我们这边最忠实的一位摊主是插画的创业公司，30 多

场市集几乎一场都没有落下。”沈女士告诉记者，插画、香氛、
瓷器茶具，是摆摊热情最高的三家，参加的场次特别多，“所
以，你除了能在创客市集看到他们，之前可能还在五五购物节
期间，世贸和来福士广场的时尚优品市集、大学生音乐节市
集、科技论坛配套市集，甚至是东华大学校友市集……看到他
们的身影。”
沈女士还向记者“预告”，接下来 9月份他们还会举行市

集，到时候很有可能还是能看到他们的插画、香氛、瓷器茶具
等等摊位。“只要是自己办的市集，但凡我们孵化的创业公司
报名，一般就能到市集上去，所以的确能看到很多熟悉的面
孔，在一场市集上，大概只有 10%的摊主是新面孔。”

晨报首席记者 吴 琼 摄影报道

上海的夜经济为整座城市带来的蓬勃与繁荣，市集这种古老的商业形式被认为是兼具“时尚感”和“烟火
气”的存在，但当每搞一个活动必搭配一个市集的当下，让市民有更佳的赶集体验、让摊主有更好的摆摊收获、
让集市经济能更良性地发展，市集也要做出特色成为关键。

新闻晨报·周到推出“难寻的特色市集”系列报道，逛了数十家市集，数数市集上的商品、聊聊赶场摊主的趣
事、市集运营背后的“生意经”，共同拼出“特色市集为何难寻”的答案，并找到“寻回特色市集”更优解法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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