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观察 5
JIANGNAN
TOURISM
WEEKLY

2023年05月11日 星期四
编辑：王 珏 / 美编：张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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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浙江有百余场文旅市集

开摊。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风

貌，文旅市集俨然成为当地文旅的微型集

锦。从市集的兴起，到现在的市集产业化，

市集正随着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完成着不

同的定义。

在即将揭晓的 2022 年文化和旅游总

评榜上，有一个类目是“十大烟火市集”，参

与的市集不下 50个。从文化的挖掘到市

集的形式，可谓精彩纷呈。

近几年来，市集的热潮成为一种现

象。在这个现象里，既是流量的热潮，也是

更新换代的热潮。我们可以看到市集收割

了一茬又一茬的流量，我们也可以看到一

茬又一茬的市集被抛在过去的时光。

不断有新的市集出现，不断有老的市

集退出。消费者们一边说着市集多到审美

疲劳，一边奔赴着下一个的市集。市集的

摊主们一边吐槽着市集里成交量不高，一

边辗转奔波于不同的空间。市集的浪潮拍

打着快消的步伐，曾经标榜的烟火味已隐

隐弥漫着时代的硝烟。

从最初的市集来看。如果说市集源起

于对人间烟火的向往，那么现在市集正走

向更深层次的文化需求。

从现在的各类市集 IP来看。各个市集

都有各自的特色，希望获得出圈。例如古

风市集、艺术市集、文创市集等。而且随着

IP越来越鲜明，市集流量也逐渐从大众流

量走向细分流量。

从市集的目的来看。不同的主体去打

造市集其实现的目的必然不同。由此，市

集原本作为一个以交易为核心的空间，开

始逐渐变成打造品牌、获取流量、展示特色

等的平台。

也正是因为从“市”到“集”，市集正逐

渐从产品的综合性转向功能的综合性。

以这次“五一”浙江省内的百余个文旅

市集为例。除了摆摊，都加入了各地文旅

元素。有打卡场景设置、有沉浸式主题设

置、有互动环节设置等，就像是对各地文旅

体验的一个补充，市集交易的核心倒是退

居其次。

从产品延伸到品牌

相较于前几年，一些人热

衷于逛市集，也有一些人热衷

于摆摊，如今都显出了一些疲

态。小雨是一位陶瓷创作者，

在市集开始风靡的时候，她一

周可以跑好几个市集。开始

是她自己去寻找市集资源，现

在几乎每天都会有市集打她

电话问她要不要参加。“我现

在自己都不会去摆摊了，除非

是一些已经有影响力的市

集。”对于小雨来说，一些高品

质的市集集合了一些有相同

调性的品牌，那么对于像她这

种初创的文创品牌是有所帮

助的。“但目前大部分的市集

千篇一律，品牌参差不齐。”

小雨面对的这个问题，其

实也是市集招商者面对的问

题。即将开街的杭州祥符老

街，正在进行市集招商。负责

人鲍经理说：“我们希望可以

招到一批已经有品牌知名度

的摊位，当然也希望有一些有

自己想法和创新的摊主。”祥

符老街是以江南民宅为底色

的商业街区，一个融合了文化

与商业的市集，可以是点亮老

街的火线。“这段时间我们走

访了很多的市集，火爆的市集

自是不必说，但是也有很多的

市集，摊主比消费者多。”这自

然是所有市级招商者不愿意

看到的现象。

随着市集的迅速发展，在

消费者、摊主与市场布局者之

间，还有一个身份越发凸显了

它的重要性，那就是市集代运

营者。他们手中掌握了大量

摊主的资料，可以给予新的市

集不同的品牌匹配。对于这

些运营者他们也有自己的苦

恼，毕竟品牌、摊主是有限的，

这就导致了新的时机往往缺

少了新鲜的元素去吸引新的

流量。而消费者对于市集也

会出现审美疲劳。在这样的

情况下就需要市集运营者往

市集里添加不同的新鲜元

素。“自然卷”市集的运营团队

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负责

人赵宇鹏说：“自然卷市集是

针对东信和创园这里的文艺

氛围量身打造的一个文创类

市集。从最开始的小众品牌

集合，到现在的品牌孵化平

台，我们在市集中尝试加入了

更多的元素，例如露营、音乐、

沙龙等。只有不断地添加新

鲜元素，才能保持住市集的热

度。”在上一次的市集中，一个

服装设计师的摊位引起了一

个服装品牌的关注，并希望可

以达成服装设计相关的合

作。赵宇鹏说：“这让我们看

到了市集的一种新的可能

性。市集的交易可以从产品

延伸到品牌。”

宁波市江北区的宋潮风

物市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这个市集本身就是一个

收费项目，游客只有付了门票才能进入市

集，而市集除了固定的网红打卡点造景，每

期都会有新鲜的主题元素。所以在这个市

集里，它不仅仅是一个交易的空间，它还是

一个大型的摄影棚，更是一个不同主题的

体验空间。这是文旅市集的一个大方向，

不符合定位的摊主以及品牌宁可不要，还

原文旅特色，精准定位游客画像，以旅游项

目的方式打造市集，无疑也是一个好方法。

在不断被拓展外延的市集，随着“流

量为王”的目标，市集被赋予了越来越多

的可能性。这其中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

象，一方面是线上经济的不断发展，线下经

济被挤压。另一方面却是市集经济的迅速

扩张。

寻根溯源，我们可以看到线下经济与

市集经济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新鲜感和体验

感。就像市集爱好者晓玲，她是一个产品

设计师，她说：“进入市集，我感觉会有很多

的惊喜在等待我。遇见什么样的产品或者

设计灵感，这些都是未知的。但是当我进

入一家店，我要购买的东西以及我会看见

的东西都是有预设的。这是与店铺最大的

不同。”很多世界爱好者都会有这样的感

受，“淘”是一种乐趣，与“买”相比它更多了

一种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实现市集交

易量的途径。而与此类市集不同的文旅市

集则被赋予了更多的需求。拍照、打卡、互

动，这些需求都让文旅市集逐步成为综合

项目。

由此可见，市集与其说是交易的集合，

还不如说是需求的集合。从需求到市场，

也许，不被定义的市集也是我们不被定义

的生活。

市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