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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开家梦想小店”“95后裸辞创业

开小店”……如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许

多青年创业者分享开店的经历。开一家属

于自己的小店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中国青

年报社调研组对全国 60多个城市 226名小

店店主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50.9%的受访

小店店主觉得开小店是一种不错的创业选

择，50.0%的受访小店店主觉得开小店满足

了个人兴趣爱好。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报社

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
对 166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超

八成（84.3%）受访者喜欢逛小店。

四成多受访小店店主认
为，给自己“打工”更有动力

来自湖南岳阳的 95 后小伙雷红辉两

个月前在家乡开了一家新中式茶饮店，这

是他人生的第一家线下小店。他本是学机

械维修安装的，18 岁从职业学校毕业后，

他想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选择，于是只身

前往长沙创业，从网店开始做起。在雷红辉

看来，现在年轻人的思维比较活跃，许多人

开小店是为了给生活增添一些希望。

32 岁的田甜目前在成都运营一家花

店，已经开店 3 年了。此前，她曾经在一家

服装店做销售。比起上班时按照既定规则

做事就可以，田甜觉得创业更考验自己的

能力了，“什么都自己做主，面对客户会更

自信一些。”创业以来，田甜感觉干活更有

底气，心态也更沉稳了。

在调查中，奶茶咖啡店、餐馆、便利店/
小超市是受访小店店主开设较多的小店类

别。对于开小店，50.9%的受访小店店主觉

得是一种不错的创业选择，43.8%的受访小

店店主认为，给自己“打工”更有动力，还有

40.7%的受访小店店主表示是一份更加灵

活自由的工作。

不仅是小店店主认同自己的工作，普

通大众也正被小店带来的烟火气所感染。

调查中，超八成（84.3%）受访者喜欢逛小

店。对于小店主这种职业选择，50.7%的受

访者认同“给自己‘打工’，更有动力”，一线

城市受访者对此认同度更高（54.9%）。

40.6%的受访者认同开小店是一种不错的

创业选择，00后对此认同度更高（55.0%）。
在南京工作的 90后黄帅平时喜欢逛周

边的一些小店，最能提起他兴趣的是一些

特色的手工艺品和纪念品店。平时租房时，

有小店的地方往往是他的第一选择，“这些

地方更有生活气息，平时吃饭也更方便”。

他觉得现在年轻人之所以愿意开一间

小店，是为了在时间上更自由，也能尽可能

地做自己喜欢的事。他想等有了一定积蓄

后，开一间类似音乐吧的小店，给大家提供

一个聚会的空间，“我希望能创造一个有品

位、受年轻人喜爱的环境。”

来自福建三明的美食博主廖元清则觉

得，如今开小店的准入门槛在降低，但仍然

不能盲目开店，如果没有做好市场分析，没

有掌握一定的市场营销知识，容易失败。

小店让生活更便捷、充满烟火气

黄帅发现，身边已经有一些 24小时营

业的小店，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也越来越

高，给周围的居民带来许多便利。

作为一名美食博主，廖元清有着 10余
年的探店经历。他发现，近一年自己的家乡

开起了各式各样的特色小店，“很多都是之

前没有的品类，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开

的。”在探店过程中，他发现特色小店要么

环境特别，在装修和装饰上比较有格调和

地域特色；要么产品比较特别，能够满足年

轻人多样化的需求。

廖元清还发现，身边有许多开在社区

中的特色小店。“现在年轻人开店有一种交

朋友的感觉，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很像以前

邻里之间的感觉。这些社区小店把人与人

的距离拉近了。”

大家会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周边的小店？

数据显示，“方便”（62.7%）、“实用”（47.4%）、
“各有特色”（40.8%）是排名前三的关键词，除

此之外，“有烟火气”（40.6%）、“生活的一部分”

（35.7%）也是受访者形容小店的主要关键词。

雷红辉在长沙创业的 4 年并不顺利，

今年回到家乡岳阳后，他一边帮家里做海

鲜生意，一边抽空考察新的项目，在观察、

调研了 3 个月后，他才决定开这家新中式

茶饮店。这种养生茶饮基于中国传统的养

生文化，讲求与自然协调、药食同源。“结

合国人饮茶的习惯，将食材浸泡熬煮，再

用奶茶的形式制成养生茶饮，更符合当代

年轻人的喜好。”

“许多特色小店正在发掘更多传统的

东西。”廖元清发现，现在有的茶叶店不仅

卖茶叶，还会深入挖掘茶文化、宣传茶文

化，拓展小店的文化教育功能。

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的 90 后情侣付

月和黄玉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吃店，主要做

广式糖水和四川当地的小吃。因为对美食

烹饪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一直很想开一

间属于自己的美食小店。小县城的租金、人

工成本都很低，这让他们可以更加专注地

投入到做产品上。随着产品的不断优化，他

们的顾客越来越多，口碑也逐渐累积起来，

营业额从原来的 200多元一天提升到 1000
多元一天。他们的梦想也正在实现。

调查中，对于小店的功能，50.0%的受

访小店店主觉得满足了个人兴趣爱好，

49.6%的受访小店店主觉得让自己的生活

更好了，44.7%的受访小店店主表示创造了

就业岗位。在普通大众的调查中，61.6%的

受访者觉得小店满足了周边居民日常生活

需求，45.8%的受访者觉得小店激发了新的

消费活力。此外还有，参与社会治理与服务

（38.4%），提供青年社交场所（31.6%），治愈

情绪、放松解压（31.3%）等。

（应受访者要求，田甜为化名）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体验如何

超五成受访小店店主认可开店是一种不错的创业选择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吴欣宇 记者 孙 山

在互联网时代，实体小店如何迎

接挑战，焕发新的活力？中国青年报

社调研组对全国 60多个城市 226名小

店店主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81.4%
的受访小店店主会通过互联网拓宽经

营渠道，65.9%的受访小店店主认为

互联网让小店发展机会变多。

超八成受访小店店主
会通过互联网拓宽经营渠道

90后田甜 3年前从一家服装店辞

职后，开了一家花店。在店铺试营业

时，她就开通了一些平台账号，发布

小店的信息。田甜觉得现在互联网发

展很快，不少年轻人会通过网络搜索

吃喝玩乐的信息，对于小店店主来

说，要接受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以

前我上班时，经常刷抖音、小红书，

但那时完全是当作一种娱乐消遣的方

式。开店之后再使用这些平台，就会

有意识地跳出娱乐的视角，从商业角

度去琢磨互联网的运营模式和逻辑，

比如怎样做出有意思的内容，如何吸

引用户的注意力等。”

在武汉开花店的 95 后店主熊梦

洁同样感受到了互联网的魅力。几个

月前，她从国企辞职，和两个好友一起

开了一家花店，由熊梦洁负责花店的

线上运营，“目前主要在小红书和抖音

发布内容，更新的内容大概分两类，一

类是展示店内新品，另一类是我们经

营小店的日常生活。”

熊梦洁记得，刚开始运营账号时，

几乎没什么人关注，后来突然有一条

帖子火了，一下子吸引了不少人的关

注，线上的粉丝越来越多，线下也有不

少顾客慕名前来，生意好了不少。提到

运营心得，熊梦洁觉得最主要的是要

以内容为主，另外还需要不断更新，吸引

更多人关注。

调查显示，超八成受访小店店主尝

试通过互联网方式拓宽小店的经营渠

道，54.4%的受访小店店主尝试过拍摄

短视频，47.8%的受访小店店主尝试与

平台合作，在线经营。其他还有：运营

线上粉丝群 （34.5%），找专业团队宣传

引流 （25.2%），直播带货 （20.8%） 等。

小店线上经营的主要难
点：缺少专业人才和专业指导

田甜觉得，网上运营小店也面临一

些难点，一是平台的规则多，发布的内

容一不小心就会触发“敏感词”，从而

被限流。另外，现在各个平台上的商家

竞争很激烈，想要脱颖而出不太容易。

“怎么运营好账号是我现在面临的比较

大的难点，希望平台能够明确运营规

则，并且给予小店一定的流量倾斜。”

调查显示，对于通过互联网拓宽小

店经营渠道面临的难点，受访小店店主

首选缺少专业人才和专业指导，获选率

超过半数（54.9%），36.7%的受访小店店

主认为是缺乏知名度、流量低，35.4%的

受访小店店主坦言不了解互联网技术。

其他还有：专业团队合作报价高，负担不

起（33.6%），不会运营网店（33.2%），投入

大、回报小（31.9%），浪费精力、增加成本

（23.0%），物流配送费高（16.8%）等。

今年 4月，90后黄玉和女朋友付月

在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开的小吃店正式

营业，由于店铺人手不多，他们就将时

间精力基本用在了线下经营。黄玉之前

在成都开过一家烧烤店，虽然口碑不

错，回头客也不少，但仍经营得比较困

难。“成都的餐饮市场竞争很激烈，顾

客的选择多，很多人会提前到线上平台

搜索，对于没有流量、不知名的店就不

太愿意尝试。由于店铺在线上平台缺乏

流量和曝光，生意一直不温不火，没有

继续开下去。”

回到小县城后，黄玉发现，县城的

经营逻辑和大城市不一样，“县城的人

口基数有限，再怎么发力也没有太多潜

力可以挖掘，不像在成都，可能一篇推

文火了，生意立马就可以爆火，但在小

县城，花同样的时间精力做同样的

事，带来的收益却比较低。”黄玉觉

得，小县城现在仍具有乡土社会的特

征，店铺靠口口相传、老客带新客的

方式实现增长，所以他们目前不会把

经营重心放到线上，“前段时间，应顾

客的需求，我们才开通了外卖平台，接

一些线上订单。”

超六成受访小店店主认
为互联网能拓宽小店销售渠道

今年 24 岁的岳阳小伙雷红辉，在

当地开了一家新中式茶饮店和一家生鲜

店，虽然有实体店铺，但目前以线上

外卖订单为主。雷红辉觉得，互联网

为小店提供了更多机会，通过线上运

营传播，能拓宽小店的经营半径和知

名度，“如果能够打造出专属的品牌账

号，运营得当，甚至有机会红遍全

国。”雷红辉希望之后做一个小程序，

把本地的吃喝玩乐、品牌特色都纳入

其中，“一键”游遍整个岳阳。

调查显示 ，65.9% 的 受 访 小 店 店

主认为互联网让小店发展机会变多

了。交互分析显示，95 后受访店主认

为 互 联 网 让 小 店 发 展机会变多的比

例 更 高 ，为 72.9% ，其 次 是 90 后

（71.4%）；一线城市受访店主对此认

同的比例更高，为 72.7%，之后是二线

城市（71.4%）。

黄玉觉得，互联网对小店来说是

把“双刃剑”，如果产品好，管理成

熟，通过互联网营销能大大加速小店

的发展，降低靠口碑慢慢发酵的时间

成本。但如果产品质量不好，在网

上 过 度 宣 传 ， 反 而 会影响小店的口

碑，最终被流量“反噬”。“无论是线

上还是线下经营，最终靠的都是产品

品质。”

互联网对实体小店会产生哪些影

响？调查显示，64.2%的受访小店店主

觉得互联网能拓宽小店销售渠道，提

升销售额，47.8%的受访小店店主认为

能 通 过 线 上 社 交 平 台 维 护 客 户 群 ，

45.1%的受访小店店主认为更需要注重

商品品质和售后服务，42.0%的受访小

店店主觉得信息传播快，有了一夜爆

火的可能。

冬季来临，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

村迎来旅游旺季，在当地开民宿的 90
后邱晓旭也迎来忙碌时刻。线下开民

宿，线上卖文创，线下线上相互配合，

生意越做越好。“我们的民宿虽然不在

主干道上，但通过在自媒体平台推广宣

传，许多人看到我们原创的文创产品，

到漠河旅游时会想来店里参观住宿，也

会购买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去。”

但邱晓旭明白，网络上的热度来得

快，去得也快，真正让一家店持续地

“红”下去，保持自己的特色很重要。曾

经是一名景观设计师的他就地取材，将

当地的白桦树枝、树皮、松塔做成精美

的文创产品，通过游客和互联网把产品

带到全国各地。邱晓旭觉得，作为一家

有一定影响力的小店，需要承担起一份

社会责任。这个来自福建的小伙，在

6 年 前 来 到 北 极 村 后 就 被 这 里 的 风

光所吸引。“我希望在将小店的产品

销 往 各 地 的 同 时 ，

也能将当地的自然

风 光 和 传 统文化传

播出去，让更多人看

见大兴安岭的美。”

（应受访者要求，田
甜、熊梦洁为化名）

超六成受访小店店主确认互联网让小店发展机会变多
81.4%受访小店店主会通过互联网拓宽经营渠道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吴欣宇
记者 孙 山

“扶上马，送一程”，如今各地为吸引青年到当地就

业创业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对青年小店店主来说，他

们最期待哪些支持？中国青年报社调研组对全国 60多个

城市 226名小店店主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60.6%的受访

小店店主期待进一步精简办事程序手续，48.2%的受访小

店店主希望政府对接适合青年创客的金融项目。

95后熊梦洁从国企辞职后，和两个大学好友在武

汉开了一家花店。“开店资金是我们各自的积蓄，所以

刚开业时没什么订单，还挺焦虑的。”熊梦洁了解到，武

汉有人才引进和创业扶持等政策，但基本只面向刚毕

业的大学生。“希望能给青年创业者一定的资金支持或

提供无息贷款，减轻创业者的资金负担。”

哪些问题让小店店主困扰？调查显示，店面租金排

在第一位，获选率为 64.6%，其次是盈利状况（42.5%），
37.6%的受访小店店主认为是发放员工工资，29.2%的

受访小店店主认为是数字化转型升级。其他还有：融资

渠道（28.8%），买房（22.6%），父母养老（22.6%），社保医

保（19.9%）等。

85 后姚艳是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钩针编织技艺

非遗传承人，创业初期到文创园找店铺时，负责人听说

她从事的行业后，不太愿意将店铺租给她。“对方觉得

这行没发展前景，担心小店收益不好，连房租都交不

起。”然而经过几年的发展，姚艳不仅没有拖欠过房租，

一手创办的工作室反而成为文创园的名片之一。不过

姚艳说，手工编织在产业链中属于末端，缺乏品牌效

应，而且同行之间存在低价竞争的情况。“现在我会做

一些外贸订单，主要发往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

价格稍微高一点。”

95 后雷红辉在家乡湖南岳阳开了一家新中式茶

饮店，在办理相关手续时，他感觉流程比较繁琐，食品

经营许可证办了一个多月才下来，而且自己的情况并

非个例。“对于商家来说，每等一天就要多付一天的房

租，希望能在合规的情况下，加快办证速度。”

“不少创业者是外地过来的，在本地没什么人脉，

缺乏让别人了解自己的途径。”熊梦洁希望官方能组织

一些交流会、创业者沙龙，加强青年创业者与当地大企

业之间的联系。

调查显示，60.6%的受访小店店主期待进一步精简

办事程序手续，48.2%的受访小店店主期待政府对接适

合青年创客的金融项目，38.5%的受访小店店主希望支

持小店参与政府采购，36.7%的受访小店店主期待加强

各类政策的宣传介绍，35.4%的受访小店店主希望搭建

青年交流和文化活动平台。

姚艳如今在当地已经拥有 3家工作室，除了全职

的工作人员，还有 100多名兼职人员，他们大多是本地

的留守妇女、居家宝妈以及残障人士。姚艳的目标是做

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创品牌，“期待文旅等有关部门能

够提供更多支持，整合本地的文化资源，提升传统文化

的影响力。”

另外，小店店主期待政府提供的支持还有：提供互

联网技能培训，对接数字化资源（34.5%），发展信用贷

等信贷方式，拓宽融资渠道（33.6%），提供个性化、差异

化的培育和帮扶（33.6%），构建街区内的商户联盟，发

挥集群优势（30.1%）等。

在浙江省安吉县梅溪镇红庙村，当地村委与大学

生团队合作，将废弃矿坑打造成网红咖啡馆，激励年轻

人创新创业。红庙村村委委员王永介绍，当地政府为吸

引大学生创业，开通了公交车专线，提供了人才公寓。

另外，安吉县政府还为就业创业的大学生提供租房、就

业、创业补贴。“未来我们会结合自身优势，搭建更好的

平台，完善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

（应受访者要求，熊梦洁为化名）

受访小店店主最期待精简办事手续
近半数受访小店店主希望政

府对接适合青年创客的金融项目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吴欣宇 记者 孙 山

开一家小店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商业头脑、市场洞察力，还是敢于出手

的勇气？中国青年报社调研组对全国

60多个城市 226名小店店主进行的问

卷调查显示，吃苦耐劳是受访小店店

主认为经营小店最需要的品质，然后

是开拓创新。66.3%的受访小店店主愿

意把经营小店当作一生的事业。

“在公司上班只需要做
好手上的事情，但经营一家
店铺需要把握全局”

95 后熊梦洁之前在一家建筑行

业的国企上班，经常加班，很少有属于

个人的休息时间。为了从这种情况中

摆脱出来，她选择了辞职。今年 8 月，她

和两个好友在武汉开了一家花店，“开店

后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每天都

很辛苦。”开业之初，没什么生意，熊梦洁

经常和好友一块琢磨，调整方法，学着尝

试运营自媒体账号，慢慢地，生意有了起

色，顾客越来越多。

熊梦洁觉得经营小店，管理能力和

沟通能力很重要。“在公司上班只需要

做好手上的事情，但经营一家店铺需要

把握全局，而且要不断地跟客户、合作

伙伴沟通，开小店让自己的思维有了很

大转变。”

“开花店需要吃苦耐劳，还要有解决

突发事件的能力。”32岁的田甜开店有 3
年时间了，为了降低风险，她最开始将

店铺开在四川省都江堰市的一个小镇

上，在积累了一些经验后，今年把店铺

搬到了成都。“经营小店需要考虑方方

面面，而且花艺这行对体力考验很大。”

在开店前，田甜对当地的市场进行

了考察，比如用花需求、周边的竞品以

及自身的优势等，为了增进对花艺行业

的了解，她还报了一个月的花艺课程

班。提到开店后的变化，田甜觉得自己

更愿意接触新事物，了解新事物了。

经营一家小店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品

质？调查显示，受访小店店主把吃苦耐劳

排在首位，获选率为 75.2%，之后是开拓

创新（66.4%）、踏实认真（63.3%），获选率

均超过了六成，59.3%的受访小店店主觉

得要热爱生活，58.8%的受访小店店主认

为要有沟通能力。其他还有：诚实守信

（58.4%）、心态平和（54.9%）、敢想敢拼

（54.4%）、抗挫折能力（52.7%）、商业头脑

（51.3%）、人脉广泛（46.9%）、有前瞻性

（41.6%）、冒险精神（33.6%）等。

“保持热爱很重要，也要有发现美

的能力。”在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开

民宿的 90后邱晓旭，在 6年前的一次旅

行中爱上了这里，并决定在此扎根创

业。开民宿、做文创，生意越做越红

火，“做文创产品，需要不断挖掘本地

文化，所以拥有创新能力、变通能力

很重要，另外还要时刻求变，应对市

场的审美变化”。在经营小店的过程

中，邱晓旭觉得与他人交流是件有趣

的事情，“小店的客人来自天南海北，

大家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从他们身上

能获取灵感”。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熊梦洁觉得，虽然开店后的生活比

较辛苦，但也更快乐了，“现在时间可以

自由支配，而且和好友为了同一个梦想

一起奋斗，很有意义，也很值得。”看着小

店的生意慢慢好起来，熊梦洁觉得更有

动力了，“未来我们希望把小店开到街边

门店，做成咖啡店加花店的模式，多元化

发展。”

调查显示，76.5%的受访小店店主认

为经营小店让生活更有奔头了。交互分

析显示，85后受访小店店主对此认同的

比 例 更 高 ，为 90.5% ，其 次 是 90 后

（89.3%）。
85 后姚艳是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

钩针编织技艺非遗传承人，在经营好工

作室之余，她还与本地的妇联、残联开

展合作，为留守妇女、居家宝妈以及残

障人士免费开展钩针编织技艺培训，让

他们能有一份收入，目前兼职人员有

100多人。

姚艳还与社区、学校合作，推动手工

编织进社区、入校园。3 年间，在本地的

街道、乡镇，姚艳的团队已经开展 200
多场活动，参与人数超过 5000 人次。

在小学，姚艳的手工编织课被纳入当地

青少年活动中心特色课程，派发到各个

学校。

“创作非遗产品、传播非遗文化是我

一生的事业。”姚艳说，“手工编织不是

发财的行业，想实现物质上的飞跃不太

可能，但这份事业让人变得很充实，觉

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很有

价值感。”

调查显示，66.3%的受访小店店主愿

意把经营小店当作一生的事业。

邱晓旭说，扎根漠河，不仅因为喜欢

当地的环境，也因为看到了这里的发展

可能性。“这边有自然风光、天然资源，也

有人文景观、本土产业，可以做成产业

链。”邱晓旭依托当地资源，做民宿品牌，

开发文创产品。对于未来的发展，他有一

系列规划，建设手工木作坊，打造研学课

程，推出山产品伴手礼等，他希望能将本

地特产、风味分享给远道而来的朋友。

“这不仅是我一生的事业，也是一群在最

北方奋斗的伙伴的共同事业。”

（应受访者要求，田甜、熊梦洁为化名）

吃苦耐劳是受访店主认为经营小店最需要的品质
66.3%受访小店店主愿意把经营小店当作一生的事业

调查说明

今年 5月起，本报发起“了不起
的青春小店”寻访调研，调研组探访
了全国 60 多个城市的青春小店并对
小店店主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
样本226个。样本构成如下：

年龄：平均年龄为 28.1 岁。00
后占 38.9%，95 后占 21.2%，90 后占
12.4%，85 后占 9.3%，80 后占 10.2%，
75后占8.0%。

学历：初中及以下占 4.4%，高
中/中 职 占 16.4% ， 大 专/高 职 占
19.0%，本科占 54.9%，硕博研究生占
5.3%。

所在地：一线城市占 14.6%，二
线 城 市 占 31.0% ， 三 四 线 城 市 占
33.6%，县城或城镇占 16.8%，农村占
4.0%。

开 店 年 限 ： 1 年 以 内 的 占
33.6%，1-3 年 （不含） 的占 30.5%，
3-5 年 （不含） 的占 13.3%，5-10 年
（不含） 的占 9.3%，10年及以上的占
13.3%。

另外，本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 （wenjuan.com） 发布了一项有
1666 名受访者参与的关于小店认知
的调查。受访者中，00 后占 22.8%，
95 后占 21.1%，90 后占 33.8%，85 后
占 12.0%，80后占 10.3%；来自一线城
市的占 29.8%，二线城市的占 40.3%，
三四线城市的占 20.9%，县城或城镇
的占7.4%，农村的占1.6%。

作为一名美食博主，福建三明的廖元清有着10余年的探店经历。他发现，近一年自己的家乡开起了各式各样的特
色小店，“很多都是之前没有的品类，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开的。”廖元清还发现了许多开在社区中的特色小店。“现在年
轻人开店有一种交朋友的感觉，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很像以前邻里之间的感觉。这些社区小店把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了。”

在南京工作的90后黄帅说，租房时，有小店的地方往往是他的第一选择，“这些地方更有生活气息，平时吃
饭也更方便”。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