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读 10

2024年7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纪春 组版：毛正华 校对：李婧

步入夏天，位于上海黄浦区黄家
阙路的“小施羊绒”店开始迅速“变身”。

老板施丽芳将店内各色羊绒服
饰仔细收起，为西瓜小贩腾出店铺。
一夜之间，挂着“小施羊绒”招牌的店
铺，已然成了一家西瓜专卖店。

在上海，像“小施羊绒”这种善
“变”的小店并不少见。

它们用“拼”的灵活与智慧，应
对着千变万化的市场考验。简单一
个“拼”字，方法却很多样——既有
按照季节或早晚分的“时间拼”，也
有将店铺一分为多的“空间拼”。

“小施羊绒”就是典型按季节划
分的“时间拼”。每年夏季是羊绒产
品销售淡季，对于“小施羊绒”来说，
夏天开店别说盈利，收支平衡都难
以维持。同样，对于只做夏季生意
的西瓜小贩也是同理。考虑过自身
业态季节性特征后，施丽芳与西瓜
小贩“一拍即合”。每年 5月至 8
月，西瓜小贩会租下“小施羊绒”的
店铺售卖西瓜，待夏天结束，施丽芳
再重新接手“小施羊绒”，继续做羊
绒生意。

附近的“小琴羊绒”也深谙“拼
搭”之道。不过，“小琴羊绒”在夏季
做的是凉席、凉拖的买卖。身处居
民社区，多年来做的都是熟客生
意，老板只需在原店招上贴一张

“加工凉席”的字条，羊绒店就可
“一秒变身”。

“时间拼”的另一种模式是“早
晚拼”。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将

“早C（Coffee）晚A（Alcohol）”融
汇于一身的饮品店们。

2019年4月，知名咖啡连锁星
巴克在上海外滩开了首家“星巴克
臻选咖啡·酒坊”。随后，越来越多
的咖啡店加入其中，开启咖啡与酒
吧一体新模式。作为全球拥有咖啡
馆最多的城市，上海的不少咖啡店
也在转型，为都市人的饮品供应提
供覆盖全时段的多样选择。

除“时间拼”外，有些小店会选
择“空间拼”。

这些店往往共享一个路牌号，
或两三家分摊同一间店铺。这种
模式，常见于对空间要求不高的经
营业态，比如泰康路上的小蔡修理

店和隔壁网红饮品店。目标客户相
似、需求互补的店铺，也常会成为

“拼”搭子，比如连锁咖啡品牌与
房产中介公司共享线下店铺。

曾在上海威海路上“拼”过店的
徐子张，对此颇有心得。2023年夏
天，徐子张看中了黄浦区威海路上
的一个门面，因为想尝试经营线下
包子铺和线下咖啡馆，权衡过经营
成本后，索性将两家店“合二为一”。

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
易。“我做的都是加盟商的生意，需
要先和两个加盟商提前商议妥当，
再和房东说明我想一个地址开两个
店，之后还要和监管部门咨询如何
将两家店挂在一张营业执照上。等
到这些手续弄完，差不多花了一个
月时间。”徐子张说。

为了摊薄成本，徐子张把三分
之一的房租算在咖啡店上，剩下的
算在包子铺上。店铺开张后，附近
的上班族往往会在工作日的早上来
店里买一杯咖啡和一份包子，用中
西合璧的“早餐CP”点燃一天的工
作状态。

漫步在上海街头，你时常会遇
到一类热衷于“拼”的小店。它们
中既有夜幕降临时变身都市酒吧
的街头咖啡馆，也有在炎炎夏日售
卖时令瓜果的羊绒专卖店，还可能
是一边搭售体彩一边经营早餐煎
饼的烟酒杂货铺。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想要长久
经营，灵活和变通很重要。在不断
变化的市场洪流中，一些小店以

“拼”应变，既实现了降本增效，也
搏出了一条生存之道。

作为市场端和消费端的“毛细血管”和“神
经末梢”，小店不仅是众多个体工商户、小微经
营者实现创业梦想的起点，其稳定发展更是维
持亿万家庭生计的关键，关乎着我国经济的活
力和韧性。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
1.24亿户，占经营主体总量67.4%，支撑近3亿
人就业。2023年，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2258.2
万户，同比增长11.4%。

“为了让小店在大城市获得更好的生存空
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政策层面
扶持小店经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
专员郭婷婷说。

为解决小微经营者租房难问题，2022年1
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相关政策措施，提出

“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探索实施社区服务个体
工商户集中登记模式”。通过联动各街镇的党
群服务中心、邻里汇等社区功能性载体作为集
中登记点，帮助社区内从事居民生活服务业的
个体工商户获取营业执照。

今年5月10日，《上海市食品经营许可和
备案管理实施办法》也落地施行。“我们将原有
19项食品经营项目简化为热食类食品制售、冷
食类食品制售等4大类。”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食
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王玮娟说，“这意
味着小店可根据市场变化调整自家产品，在经
营上拥有更大的灵活度和试错空间，便利了小
店多种业态混合经营的市场需求。”

不仅如此，上海还释放了部分公益性空间，
为有创业梦的人们敞开大门。

在上海网红街区愚园路上，上海长宁区江
苏路街道将一家沿街铺面打造成一间给年轻人

“拎包入住”实践自己线下创业想法的“故事商
店”。“开店必然会涉及房租、水电、人工等各项
成本，前期贸然投入，对于刚刚起步的年轻人来
说负担过重，‘故事商店’就是希望能够给年轻
人线下创业提供一个‘轻巧’起步的试错空间。”
长宁区社趣更馨营造中心主理人许引兰说。

作为我国消费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上海
的小店不仅是城市烟火气的生动写照，也正在
成长为新业态、新经济的“试验场”。一系列经
营新规的落地，不仅为小微经营者提供了政策
便利，更为经营主体探索多种业态混合经营、尝
试新消费模式提供了底气。

前不久，因合约到期，徐子张打算关掉在威
海路的包子咖啡店。“第一次创业没什么经验，
走了些弯路。”徐子张笑道，“不过拼业态的尝试
还是成功的，有了这次经历，我应该会在下次创
业时做得更好。”

施丽芳则在今年年初又开了一家小吃店，
经营锅贴和面条，离“小施羊绒”只有百来米距
离。“一方面想让自己充实一些。”施丽芳说，“另
一方面也想开家新店试试其他领域。”

作为城市经济中最草根也最生动的活力源
泉，小店经济既是城市就业的“蓄水池”，也构成
了城市生活的烟火气。对于爱“拼”的小店来
说，“拼”不仅是寻求新的营收增长点，更是无数
小微经营者在应对市场变化时不懈的拼搏韧
劲。因为小店们明白，爱“拼”才会赢。

据新华社

身处闹市街区的小蔡修理店看
着不起眼，生意却一直不错。常常
一位顾客前脚刚走，又有新客走进
店铺，5平方米左右的铺子被挤得
满满当当。

7年前，小蔡修理店有了“拼
搭”的邻居。短短几年，隔壁邻居从
咖啡店、服装店、奶茶店到现在的酸
奶店，换了一家又一家，而小蔡依然
是小蔡。

“市场变化太快了，想要在大城
市生存，不动脑筋是不行的。”老板
小蔡说，小蔡修理店是他父亲1988
年左右开的，为了赶上市场变化，他
们一直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最
开始修打火机、配钥匙，到自学修理
电水壶电视机等家电，再到后来学
修手表时钟，市场有需求，我们就尽
量跟上。这几年，我又给店铺拓展
了钟表寄卖的业务。”小蔡一边介绍
店内满墙的钟表展示柜一边说，“做
生意就是要懂得变通，如果只会修

打火机，我们早就被淘汰了。”
近些年，线上购物的快速发展、

连年上涨的房租以及经营成本居高
不下等现实因素，给街边小店带来
不小的经营压力。可以看到，越来
越多的小店开始拓展新业务，尝试
跨界合作，用“拼”的创新经营实现
降本增效，努力在大城市的商业版
图中“拼”出一席之地。

上海黄浦区黄家阙路上的心怡
杂货店，就是这样一家小店。虽然
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却同时经营
着杂粮煎饼、花卉、体育彩票、牛奶、
烟酒饮料等多种业务，可谓“拼搭
界”的集大成者。

“最开始，我们只卖烟酒和花
卉，周边居民说要买牛奶，我们就把
牛奶棚加了进来。”心怡杂货店老板
娘说，原先店门口的早餐煎饼摊是
由一对外地夫妻经营，“前几年人家
回老家带孙子，但周围居民总是来
问‘有煎饼卖吗？’我就自己学着做，

接手了早餐摊的生意。”
虽然店里“拼”的种类多，但能

照顾店铺的却只有两个人。每天早
上5点，心怡杂货店老板娘和老伴
便开启了“连轴转模式”，“早上5点
不到，我老伴会起床准备早餐食
材。我一般5点钟起来负责早餐生
意，老伴负责其他生意。午饭后，我
和老伴轮流休息吃饭，到晚上10点
关门回家。附近居民都知道，我们
这家店基本全年无休。”

在追赶市场变化的道路上，之所
以如此“拼”，既有市场环境变化的外
因，也有维持全家生计的考虑。小店
的经营者们深知，唯有不断创新打拼，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最小的
还在上初中。房租从最开始的4000
块钱涨到现在的万把块，如果只做烟
酒生意是不够的。”老板娘说，“现在
活虽然多，但能保障全家五口人的生
活，这点辛苦算不了什么。”

为更多小店
创造“拼”空间

▶

“拼搭”的背后是“拼搏”

小店“拼”出新花样

▶

▶

“拼店经营”既实现了降本增效，也搏出了一条生存之道

上海小店，爱“拼”才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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