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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星”财经 惠百姓民生

小摊位有“大能量”

年轻人“花式摆摊”不“躺平”

看起来和高大上不搭边的摆摊，正成为一些年

轻人的“新宠”。白天，他们西装革履，出入各大写字

楼，在咖啡厅里谈论着大订单；到了傍晚，有人踩着

小高跟，融入人挤人的夜市中，他们的吆喝声混入这

条小街，此起彼伏。从小处来看，这种低成本低门槛

的创业方式，连带着生存，也连带着一种更自由的生

活状态。从大的方面看，其对就业与消费的拉动，都

凸显着小摊位背后的“大能量”。 据《中国青年报》

更多年轻人正在“涌”向“摆摊圈”，并且正在掀起新的摆摊“浪潮”。

任柯感觉，不管是摆摊的人还是摊上的产品都越来越年轻化了，这些年轻

人提高了摆摊的“调性”，尤其是他所在的网红夜市，摆摊的00后越来越多。

年轻人正在用不同经营理念颠覆传统的摆摊。任柯观察到，年轻人摆

摊时，从餐车到餐品再到打包袋，都经过精心设计。例如，因为食物讲求

色香味俱全，餐车的灯光一定要用暖色，并寻找最佳的打光角度，吆喝的

段子也充满了设计感，引人入胜……在他看来，“年轻人把氛围感拉满了，

改变了人们以前对摆摊的认知，提高了档次。”

这两年，乐乐辗转于北京各大商圈以及各个市集，她对摆摊的观念也

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前，她觉得，一些缺乏生计手段的人走投无路才去摆

摊，挣得很少；实质上，他们可能比上班的年轻人挣得多许多。

摆摊卖咖啡对苏成功来说，是游玩之余顺手做的一件事，他也说到，摆

摊其实是个“良心活”，首先要用好原材料，把品质保证好。因此，他的小

摊回头客达到90%。

“摆摊是一种低成本的创业模式。”任

柯很看好摆摊的前景，这种方式对一些资

源相对较少但想干事的年轻人尤其友好。

而且，前两年摆摊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疫情，

现在防疫政策调整优化后，成功的概率又

增加了。

然而，摆摊不是买彩票，不要想着一蹴

而就。任柯认为，年轻人不能盲目去摆

摊。一旦决定去摆摊，要有强大的内心，能

放下面子，走出去，干起来。此外，要线上

线下结合，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帅气或美丽，

就放弃“摆摊+自媒体”的模式。

摆摊人正在迎来“后疫情时代”的第一

个“春天”。今年，苏成功打算把摆摊当成

“一份事业”来干，他打算干到今年10月，

挣些钱，继续出去周游。

95后男孩旭彬是摆摊圈的“准新人”，

过一阵子，他将正式成为“摆摊圈”的一

员。他和女朋友就要结婚了，他希望，通过

摆摊多赚一点钱，“给妻子更好的生活”。

每天来找乐乐拿货的人已是去年同期

的2-3倍。今年，除了做玩具货源，她还投

资了一个游乐园、一个雪场。过年的时候，

仅雪场一天的流水就将近20万元，7天的

流水已破百万元了。谈到今年的盈利目

标，她说，“怎么着也得翻倍吧！”

相较于摆摊“老江湖”，年轻人更懂得

“花式摆摊”，其中，线上+线下的摆摊模式

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标配”。

任柯也是“花式摆摊”的一员，他与妻

子配合，妻子更多负责摆摊，他更多是通过

短视频或直播分享摆摊经历以及普及一些

摆摊干货。

他观察到，年轻人更注重将抖音、小红

书、微信群等线上渠道维护好，一方面从线

上引流，吸引C端的消费者来买产品；另一

方面，吸引B端的客户来合作、加盟等。他

说，这也将他们与上一代摆摊人区别开来，

他们的收入也因此更胜一筹。

起初，任柯做视频更多的是单打独斗，

现在他已经有了专业的视频团队。另外，

他也在线上售卖一些摆摊的课程。他说，

最近，人们摆摊的热情高涨，一天最多有几

百人来咨询他如何摆摊。

一边摆摊，一边直播，一边做短视频是

乐乐的常态。起初，乐乐做自媒体，是想给

自己留条后路。她的设想是，粉丝量达到

100万人，她就去直播带货。

随着粉丝越来越多，她的路子也越走

越宽，有人给她介绍免费摊位，也有人给

她介绍顾客。不少粉丝也想摆摊，询问她

如何做、在什么地方摆、利润率多高、怎么

吆喝，还有不少人想直接找她拿货。于

是，她着手做起了货源。“反正能挣钱的，

我都做。”

另外，乐乐也很注重社群运营，每到一

个地方摆摊，她就建一个群。基本上，每5

公里就建一个群，每个商圈还建有单独的

群，在群里通知大家，在哪里摆摊，有时，也

可以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也有顾客买着买

着，就成了玩具代理。

随着她的玩具“版图”越铺越大，收入

也越来越高，去年，她的纯利润已经破百万

元了。其中，摆摊的纯利润约35万元，做

货源的收入在70万元左右。乐乐说，她挺

感谢玩具，“去年8月，我还清了债务。”

一边摆摊，一边直播

“把摆摊搬到 ”

低成本的创业
让年轻人不“ ”

靠着3500元起家，通过摆摊及其“衍生经济”，年入百万元，这是北京

90后乐乐的经历。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乐乐经营的3个连锁餐饮店倒

闭了，欠了200多万元，无奈她开启了创业门槛最低的“摆摊”，没想到这也

让她的生活出现了拐点，从“谷底”向上拐，现在她已站在了“山腰”。

一人一车一狗，一边环游中国，一边摆摊，这是90后苏成功的生活写

照。白天，他开着房车去探索一座座城市，到了傍晚，他把车停靠在当地的

某个集市，打开后备厢，开始卖咖啡。去年，他走了5.3万公里，小小的后备

厢，让苏成功的生活半径无限延伸，现在他想让自己的生活轨迹遍布中国。

80后男生任柯与朋友投资300万元开餐厅，试营业的第一天，疫情来

了，餐厅还没开门，就欠了钱，摆摊成了他“迂回”自救的方式。他说，摆摊

的启动资金还是借的，没想到后来做得风生水起，与朋友两年内在长沙的

网红夜市拼出了4个摊位。

往日的烟火气已然回归，各式各样的摊位前再度人声鼎沸，与春天一

起来的，是摆摊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让年轻人多了一个“拐点”

年轻人“涌”入 提升“摆摊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