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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周末的五角场创智天地，露天广
场上开出了一顶顶蓝色顶棚，棚下是
熙熙攘攘，带着钱包和爱心来逛集市
的人群。这是“ 公益跳蚤会”的现场，
每到周末，天南海北的摊主会到这里
来摆摊。

摊主sylvia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跳
蚤集市。她在“ 豆瓣网”上看到了公
益跳蚤会的召集令，便报名成为了摊
主，顺便看看自己的小工艺品有没有
销路。第一次参加，摆货、砍价，一切
都让她觉得新鲜有趣，体验到了做生
意的乐趣。

另一边，在虹桥百盛门口，两排红
色顶棚的摊位依次摆开，这是另一家

名为“ 乐酷集创意公益集市”的现场，
自制的民族风挂件、手工DIY的兔耳
朵发夹、充满异域风情的印度丝巾，都
在摊位上等着新主人的到来。

近些日子，公益集市越发流行，通
过网络号召，聚集起一群热爱生活的
年轻人过来摆摊，有大学生，有纯粹做
创意和设计的工作室，有专门全国各
地跑集市的创业青年，也有一些有专
职工作的白领，在闲暇之余做些创意
手工拿到集市上来卖。而随着公益集
市的推广日渐成熟，也会有一些公益
组织加入其中，经常来参加活动。时间
久了之后，吸引了不少固定参与的摊
主每周带着心爱之物来“ 赶集”。

多少收入用于公益 不是每家公益集市都说得清
手工商品大多是“ 三无产品” 近六成受访者仍愿意掏钱买创意

刘黎：我平时是一个工作室的设
计师，业余爱好也是自己做一些原创
的手工小物品。

得知公益集市还是去年底的事
情，能够把公益和集市结合在一起，我
觉得很有新意。这不同于以往的一些
爱心义卖会，它首先是个“ 集市”，即
拥有集市应该有的水准，物品的质量
和品质都挺好的。然后再加上公益的
成分，就显得更有意义了。这已经是我
第二次来这里摆摊了，我做的东西不
但年轻人喜欢，很多阿姨妈妈也觉得
漂亮，挺有成就感的。

黄文瑾：从我读高中开始，就不时
有一些公益集市出现，那时我们流行
叫做爱心义卖，东西都是同学们拿出
来的，一些闲书和参考书占到了至少
一半，有种参加书本清仓大甩卖的感
觉。而一些社区、街道里组织的公益集
市，很多都是阳光之家学员串起来的
珠子，或者自闭症孩子们画的画，说实
话，都是买回去不会用的，但是价格不
贵，纯当是献爱心了。

这两年，公益集市渐渐做起来了，
我和朋友去过创智天地、老码头、1933

老场坊办的公益集市，有种焕然一新
的感觉。这里能买到很多原创的首饰
和配件，而不是什么地摊货，山寨货，
能看得出来摊主的创意和用心，买了
之后喜欢用，而且还能献爱心，挺不错
的。不过，有的集市也会卖一些外贸的
丝巾和衣服，这样的摊位多了，就会有
种置身七浦路的感觉。

何筱琳：要说变化，首先是多元
化。以前很多都是捐赠品，闲置品，而
现在不少都是摊主自制的原创手工
品，很有创意。第二，公益集市的形式
也在渐渐多样起来。以往都是单纯的
义卖形式，现在的公益集市则会加入
更多的互动元素，例如亲子活动，让家
长鼓励小朋友一起参与，动手画公益
主题的宣传画等，既是丰富了家庭活
动，也是让公益理念走进孩子心里的
一种传递和推广。

另外，买家的心态也在悄然改变。
以前很多人是抱着淘便宜货的心态来
的，现在集市的内容在改变，来淘货的
人也不再只看重物品是否便宜，而考
虑是否有创意，是否值得买回家，可以
说是从淘便宜到淘创意的改变。

“ 逛集市，淘便宜，献爱心，年轻人的爱心时尚聚会⋯⋯”每到周末，年轻人
有了新去处：公益集市。一些热门商圈的下沉式广场或购物中心门口会撑起一顶
顶彩色顶棚，棚下是自发报名来的摊主，摆出自己手工制作的原创物件，吸引来
来往往的人群驻足购买，而缴纳给主办方的摊位费会作为善款用于公益项目中。
公益集市的概念由此而打响，并渐渐积聚了不少人气。

然而，记者走访调查发现，虽然公益集市对报名者会有资质审核，但随着公
益集市的发展和壮大，也混进了一些杂牌军。在里面卖补品的难辨真伪，卖外贸
服装的有时因数量太多而让人产生“ 置身于七浦路”的幻觉，而一些原创产品由
于其“ 三无”的身份，若发生质量问题追责难度也不小。更令人担忧的是，公益集
市的资金流向缺乏透明公开渠道，办了几年下来总共捐了多少，部分主办方自己
也说不清。 本报记者 陈诗松

●摊主和货品是否有筛选？
报名时需提交图样报备

记者了解到，每一次公益集市的
摊主征集大多是通过微博、豆瓣、QQ

群等网络渠道发布的，摊主也大多都
是通过电话或者网络报名，不但有上
海的，有的甚至还会在周末从苏州、杭
州等地方来赶集。那么报名者来自天
南海北，公益集市的主办方对于报名
者的资质和所销售的具体物品如何进
行审核和筛选？

对此，乐酷集的工作人员表示，在
每一次摊主征集的筹备过程中，报名
者在填写报名表格时，必须将要在摊
位上出售的产品一同报备。“ 摊主要
卖哪些物品，必须都附上图片和文字
说明。如果物品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么我会明确告诉他哪一些是不可
以在集市上卖的。比如我们是不允许
卖衣服的，如果对方还是将衣服混在
其他物品里拿到现场来卖，我们会当
场制止。”

记者了解到，小规模的公益集市，
35个摊位会从50个报名者中挑选，规
模稍大一点，会从100个报名者中选出
80个，淘汰率一般在20%左右。工作人
员还告诉记者，每一场公益集市都会
设定一个主题，根据主题，还会对产品
进行筛选。“ 例如创意市集，我们不允
许有二手物品售卖，也不会接受那些

地摊上随处可见的山寨货。如果主题
是跳蚤市集，那么就可以有二手物品。
如果是公益市集，则会多邀请一些公
益组织来参与。” 记者在“ 公益跳蚤
会”的招募公告上看到，主办方明确写
着“ 谢绝一切盗版CD、DVD、假冒、食
品、饮料、批发产品、高价物品”。

●产品发生问题谁负责？
摊主来自各地 实际追责难

在公益集市上出售的产品，很多
都会打上“ 手工制作，仅此一件”的标
签。而换个角度说，这些独一无二的原
创产品也意味着其无生产日期、无质
量合格证以及无生产厂家的“ 三无”
产品身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来说，

“ 如果相关产品是厂家在生产并进入
流通，或商家在出售中，均可向质量监
督局、工商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举报。如
果消费者已经购买了这样的产品，则
可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退
一赔一。”那么在公益集市实际销售过
程中发生产品质量问题，该怎么处理？

对此，乐酷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曾有消费者在公益集市后找到主
办方，反映买回去的手绘鞋子尺码偏
小，想要更换，而公益集市也在事后联
系卖家满足了消费者的更换要求。公
益跳蚤会的工作人员则表示，还未有
消费者因为质量问题找到集市组织

方，“ 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么
我们很多摊主都是常客，消费者可以
等到下一场公益集市的时候找到摊主
去更换和协调。”然而，对于那些天南
海北只来露一次脸的摊主，如果卖出
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实际要追究到责
任很难。

而在服装等贴身物品之外，食品
安全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杨浦区
的一个公益集市上，记者看到集市里
出现了食品的身影，有卖自制的柠檬
汽水，也有人在现场制作铁板烧进行
售卖。对此，该公益集市的负责人表
示，“ 最初是严禁食品进入的，后来公
益集市渐渐向嘉年华转型，吃喝玩乐
都有。制作食品的摊主报名时，我们会
有把关。一般优先考虑的是知名餐饮
品牌，也有会一些个人，从现场可以看
到，制作的肉类原料都有冰箱保鲜，水
桶里也都是纯净水，所以我们认为这
些都是过关的，可以在集市上销售，应
该不会有食品问题发生。”

●用于公益的资金有多少？
仅占总收入的10%

那么消费者在公益集市上买东
西，究竟有多少捐给了主办方做公益？
记者采访了多位摊主，给出的回答居
然都不一样。有的表示是将摊位费全
部捐赠给主办方做公益，有的表示根

据当天的销售情况捐赠一部分出来，
而有的则表示会将当天销售额的30%

全部捐给主办方。而当记者询问摊主
是否知道这些资金的流向时，得到的
答案却都是“ 不太清楚”，一些摊主表
示，“ 这家办了公益集市很多年，而且
很多时候会和政府部门合作，我们相
信他们，所以才会报名。”

记者采访主办方了解到，首先，报
名参加公益集市的摊主需要缴纳一定
数额的摊位费，例如乐酷集的摊位费
有时是100元，有时是150元，“ 公益跳
蚤会” 的摊位费2008年刚创办时是80

元，如今涨到了160元。目前，一场公益
集市参与的摊户基本在40至80家，高
峰时会有100家，整场的摊位费所得就
是主办方的收入。在常规集市外，不定
期还有一些和其他部门合作的主题活
动，帮助特定群体，这样的额外活动会
和摊主约定，除了摊位费，还要捐出当
天营业额的一部分。

据介绍，每场收入会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分摊掉场地、桌椅等硬件租赁
费，第二部分则是分摊掉策划、执行、
宣传等人员运营成本，剩下的第三部
分将用于实际的公益项目中，而据透
露，这一部分的比例仅占到10%左右。

那么这10%的金额具体如何运用
是否会向摊主和消费者公布？记者查
阅发现，无论是微博还是豆瓣的发布
渠道，一般都是招募信息，偶尔会有走

访困难家庭的照片，记者在“ 公益跳蚤
会”的官方博客上看到，2008年刚成立
时，主办方会定期将摊费捐助和门票
募捐金额在网上予以公示，并写清是
用于金沪学校这所农民工子弟小学。
但这样的公示从第四期跳蚤会开始
就查不到了。而发展到如今，四年多
过去了，这也似乎成了一笔糊涂账。
当记者问起办公益集市这些年，总共
捐赠了多少款项时，相关负责人给出
的答案是，“ 这 个 数字在5万至10万
间，比较难说。”

●是否有第三方进行监督？
运营模式新 监管存漏洞

那么，公益集市目前由谁进行第
三方监管？有关部门表示，由于这样的
运行模式比较新，很难界定究竟是否
算不算违规。“ 如果严格参照法律法
规，部分摊主肯定是有无照经营的嫌
疑，而在未有卫生许可证的情况下进
行食品现做现卖，也是有问题的。”

业内人士向记者坦言，公益集市
究竟由何方监管，也存在职责难分的
情况。“ 哪个部门应该对此监管，哪个
部门对此具有执法权，现在都没有明
确的规定。制度不完善，不能说肯定没
有地方是不能做手脚的，公益集市究
竟如何运行和操作，目前只能全靠主
办方自律了。”

年轻人带着原创手工来赶集

除了“ 集市”，还有“ 公益”两个
字。具体说来，就是主办方将集市收入
的一部分拿出来，投入到公益项目中。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做得比较成熟
的，是上海乐益点公益服务中心和上
海乐酷青年创意公益发展中心两家公
益组织发起的公益集市。

据上海乐益点公益服务中心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个2008年成立的公
益团队，通过12场公益跳蚤会的摊位
费，1元爱心门票和公益拍卖收入，帮
助了17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6000个孩
子学习国际英语课程。除此之外，还会

不定期地举办主题公益活动，“ 我们为
大别山的孩子买过鞋子，为大病儿童
资助过医药费，也为云南旱灾地区的
孩子送过农夫山泉。有一年春节，我们
还组织过志愿者到乡村为孩子们修厕
所，铺路。”

而上海乐酷青年创意公益发展中
心则将集市的部分收入定向资助悦苗
残疾人寄养园。“ 他们本身也是一个民
办机构，每个月定向资助两个小朋友，
承担他们的生活开销。有时也会教孩
子们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拿到集市上
卖，再将收入返还给悦苗。”

将跳蚤市场与公益结合

不过，记者在公益集市的走访中
也发现了一些乱象。在娄山关路上的
一家公益集市，入口处是一家慈善超
市的摊位，前排摆出了各种各样的补
品。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说，白参的
产地是东北的，西洋参则是从加拿大
进口的，因为做公益，所以特价卖。然
而记者没看到西洋参的任何包装，问
及摊主如何证明这些西洋参是进口

的时，摊主的回答是，“ 我们都是做
公益的，相不相信就看你有没有奉献
精神了。”

而在杨浦区的另一家公益集市，
记者数了一下，30个摊位里有12家摊
位在卖的是外贸杂牌服装，衣服被高
高挂起，旁边还有两家在卖特价丝巾，
不少来逛集市的消费者不禁感叹，“ 怎
么有点像在逛七浦路啊。”

所售补品优劣难辨

》公益大家谈

公益集市日益发展壮大，关注和争论也越来越多。究竟什么样的物品适合拿到公益集市上来卖？对
于拿出收益的10%来做公益的这样一个比例，大家又有何看法？本期公益大家谈，本报联合市民信箱

（ mail.sh.cn）在网友间发起调查，并邀请了三方嘉宾谈谈公益集市的变化、现状和未来。

刘黎 工作室设计师 多次在公益集市摆摊
黄文瑾 公益集市买家
何筱琳 上海浦东慈爱公益服务社社长

本期嘉宾

刘黎：作为卖家来说，我觉得最重
要的是诚信和安全。卖的东西质量要
达标，安全要保证，一些首饰品、挂饰、
小装饰品，只要质量过得去，就不会出
什么大问题。而在这其中，食品是最最
难保证的，所以我并不是太赞成将食
品纳入公益集市的销售许可范围内。

黄文瑾：我觉得卖的东西种类越

多，越能给人一种热闹的感觉，消费者
也愿意多逛一会儿，多买一些。现在在
公益集市里看到的基本都是些首饰、
头饰、工艺品、家居用品，集市和集市
之间也会有雷同、相似的感觉。其实我
挺希望加入一些小吃摊位的，逛久了
可以解决口渴和肚子饿的问题。

何筱琳：公益集市上具体卖什么种

类的商品，我觉得没有太多的限制，前提
是来源要可靠。允不允许销售食品，确实
是挺有争议性的，有的摊主会拿一些自
己种的有机食品来销售，这些东西可能
更健康，但说起来也是“ 三无”产品。

我觉得销售食品可以，但是把关要
严，摊户可以拿出卫生许可证，QS认证
证书的复印件放在摊位旁边，是一种自
律和自检，也能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

刘黎：老实说，虽然来摆了两次
摊，但是对于这家公益集市具体在做
什么项目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看到他
们常常和一些政府机构合作，感觉挺
靠谱的。反正每次我就老老实实交了
摊位费，我想，每一家来摆摊的摊户都
是相信主办方才会加入的。10%的比例
我觉得确实有点低，但是可能需要一
个摸索的过程吧。

黄文瑾：10%实在太少了。如果赚

了100元，只捐了10元，我不知道能不
能下定义说这是一个公益项目。能够
透明公开，也是公信力的一种表现，才
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成为公益集市的
忠实粉丝。

何筱琳：一场公益集市，10%是
公益收益，那么换句话说，90%都是
活动成本。现在办公益活动，越来越
多的市民可以接受“ 公益也是有成本
的”这样的理念，但是这个成本的比

例究竟占到多少是合理的，每个人的
心理定位都是不同的，也没有一个明
确的法律界定。但单纯从一个公益活
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比例确实是欠
妥当的。

如果要提高公信力，我建议还是
定期地主动公布公益集市的收入情
况和资金使用情况。不要等到公众
问起来，还不能具体地回答出来，那
么就会给人感觉明显有值得质疑的
地方。

这几年来公益集市越来越多，有什么变化？!"

从“ 淘便宜”到“ 淘创意”

你觉得什么样的物品适合拿到公益集市上来卖？!#

饰品是“ 安全牌” 是否引入食品摊位存争议

公益集市拿出收入的10%投入到公益项目中，你如何看待这一比例？有何建议？!$

从公益角度看10%的比例欠妥当 透明公开是当务之急

俞霞 制图

核心问题

今年3月17日，一家公益组织正在杨浦区创智天地举办的公益集市上摆摊。除了公益组织外，来自全国各地的创意工作室和创业青年也是公益集市“ 固定班底”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版摄影 记者 丁嘉

两位买家正在集市上选购饰品，这些独一无二的手工制品实际上大多是
“ 三无”产品，但买家对此并不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