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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几家大旧货市场卖的多是旧物，很难吸引青睐以物换物的年轻人

旧货市场里能否辟出寄售区
文/片 本报记者 董从哲

28日上午，一阵鞭炮声响过，省内最大的旧货市场在天桥
区北园街道凤凰山开业。至此，济南市形成了西部大杨庄、八里
桥，东部姚家庄，北部凤凰山的旧货市场三足鼎立格局。然而记
者发现，面对济南市庞大的“生活用品民间调剂需求”，旧货市
场业态单一，个性化服务亟待加强。

凤凰山旧货市场

以电子产品居多

由于周围外来人口集中，人
员流动性强，二手生活用品买卖
需求大，北园街道办事处凤凰山
一带在20年前就自发形成过路
边马路旧货市场，经过数年持续
发展，这些旧货经营业户逐渐集
中在凤凰山社区，在东工商河引
河南岸形成数千平米的平房市
场。

28日下午，新开业的凤凰山
旧货市场达到7万余平方米，一
楼已经完全租赁出去，楼上的摊
位还没有完全租赁完。记者发
现，这里出售的东西很多看起来
是全新的，以空调、电视机等电
子产品居多。业户告诉记者，新
货是仓库积压或者店家处理的，
卖价便宜，特别适合那些出租房
屋需要摆放家电提高租金的人，
也有些临时租房户过渡性地买
旧货暂用。

“很多三轮车从市里收了家
具家电送到这里来卖，这几年旧
家电因为商场以旧换新，卖到这
里的少了。主要以那些价格稍高
的新家电为主。”一位业户说，由
于新市场租金不便宜，他们面临
的压力也不小，“我这里一个摊

位租金将近3000元，再加上押金
什么的，压力很大。”

省城多个旧货市场

同质化竞争激烈

济南堤口八里桥旧货市场有
北区、南区两个大市场，黑压压的
一片大棚式旧货交易场很是壮
观，它们养活了成百上千个来济
南创业的外地家庭。28日中午，来
自禹城的老苑在自家摊位前跟记
者聊了起来。

“我是做这个比较早的。”老
苑说，由于各个市场卖的东西几
乎一样，市场竞争很激烈，像他干
得早的，一年混个几万块钱也就
很满足了。

骑着电动车来买家具的张
先生告诉记者，他是从南方来这
里做生意的，感觉这里的小圆凳
子是新的，还比较便宜，就买了
两个。

记者注意到，几乎所有的旧
货市场都是一个形式，同样的经
营模式，和市民的需求还没有完
全对接。开车来的一对小夫妻就
告诉记者，希望能将家里一些不
用的新旧家电放到这里来卖，能
有个寄售区就好了。“我家有三四
个豆浆机，还有两台面包机，两台
微波炉，两台淘汰下来的旧电视，

可是新机器这里也只给个几十元
钱收购价，太亏了。”

记者为此到凤凰山旧货市
场询问了四五户旧货经营者，发
现没有一家有面向市民的代售
业务，只有一位女士表示，可以
让记者将机器拿来看看，再决定
怎么代售。

“要是能交换或者市民之间
自由交易会更好点，价格会更公
道。”在凤凰山旧货市场闲逛的
一位女士说，现在市民家里需要
交换的东西不少，如果有个面向
市民的“跳蚤市场”就好了，能实

现废物利用。

旧货市场多是旧物

购买者少见年轻人

在堤口八里桥市场经营的
二手货、新货无不样式陈旧，一
眼就能看出都是被淘汰的物件，
购买者少见年轻人的身影。

“买这些旧家具的都是那些
开公司的或者临时租赁房屋使用
的，年轻人很少来买。”一名业户
告诉记者，“一看这些东西是陈旧
货，小年轻不喜欢。”

记者了解到，在山师东路等
地带，面向年轻人的寄售格子
间、跳蚤小市场十分活跃，满足
了很多年轻人以物换物的需要。
他们暂时不用的小饰品甚至手
机小家电，都拿来乐于与他人交
换。

大学生张媛媛(化名)就搞了
一个旧物寄售网站，她的利润来
自为货主卖出后收取的一定比例
的佣金。“你感觉包包不再时尚了
吗？你的劈腿男友送的戒指还留
着做什么？其实你有个很酷的选
择，放到这里卖掉它！”

新开业的凤凰山旧货市场内，成排的旧家电摆在大厅内，很是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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