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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RP 系统的定义及意义
ERP 是关于企业资源计划的简称。它通过企业内部多部门

实现共享企业信息，是依靠计算机互联网在内的一种现代化的企
业信息管理工具，也是企业全员参与帮助管理层提供决策手段的
管理平台。ERP系统不仅实现了对整个企业供应链的管理，还让
企业适应了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需要。

2  地摊经济的概述
地摊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摆在地上的摊位，在地上陈列货物

出卖或者进行物品交易的摊子的经济模式。在我国古代也有地摊
的身影，比如说最出名的宋代张择端所做的《清明上河图》；现
在比较出名的商品批发市场有义乌、汉正街等等。总而言之，地
摊经济一直都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带来了“城市生气”。

地摊经济发展现状：第一，进入退出障碍低。地摊经济的从
业人员不需太高的学历技能等要求。再加上低成本，低风险等特
点，当摊贩人员终止营业时，所需付出的代价少，从而退出门槛
较低。第二，受环境影响较大。当遇上疫情等自然灾害或者天气
因素等，都面临着顾客量急剧下降的风险，不确定性较大，地摊
经济收入极其不稳定。第三，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地摊经济促进
经济复苏，有助于城市建设，提高就业率。与旅游业相结合，旅
游业的发展带动人流量，而地摊经济提供本城市的“特产”，宣
传当地的风俗人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建设城市文明。

3  地摊经济面临的问题
3.1 管理问题。在当前的地摊经营环境中，城市管理执法

者，摊贩，消费者三者之间关系较紧张。城管的管理界限难以分
辨，与摊贩两方利益冲突。摊贩与消费者之间，食品安全问题及
售后问题等难以彻底解决，除此外，在摊贩与摊贩之间，存在不
合理竞争，无法做到资源共享。

3.2食品与安全问题。因低成本、低收入等特点，消费者对
地摊经济的食品安全问题始终保持质疑的态度。摊贩的食品缺少
食品安全成分检测而消费者维权渠道少或者基本没有。

3.3交通问题。摊贩一般聚集在人流量密集地段，如学校、
人和车流量多的路边等。随意摆放的设备使得交通要道或多或少
受到侵占，给摊贩自身和消费者带来了潜在的安全隐患，阻碍了
车辆的正常通行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3.4环境问题。在摊贩的营销手段中不乏缺少叫卖声等，形
成了噪音污染。对卖食品的摊贩而言，长期排放的油烟、随意堆
放的垃圾都造成了环境污染。

4  对地摊经济问题的优化措施
4.1优化内部资源
4.1.1 思想的转变。为了更好的赚取利润，摊贩们也应有

着更具系统的经营观念。ERP 系统是对业务流程和管理过程进
行了优化的平台，利用信息化更好的了解公司的情况。把摊贩
的小店铺看成一个“公司”。由于他们在财务、人力、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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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都缺少经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对ERP
系统进行线上线下的培训。对于摊贩，在进行实名登记前，应学
习相关ERP的理论知识，通过相关考验才能身份认证并开始营业。

4.1.2 供应链中的优化。采购、生产、销售这条简单的供应
链包含了ERP系统的精髓。如何存活管理是财务板块的重点，做到
适合库存，或零库存等都可以靠ERP系统来优化。在营销方面结合
多种渠道，线上线下宣传，可结合人工、传单、微信公众号推文等。

4.2优化外部资源
4.2.1 规范摆摊时间和摆摊区域。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政府，

摊贩，消费者三者的新平台——“ERP系统创新板块”。在新平台的
指导之下，将摆摊时间和区域进行划分。对于摆摊时间，可以以小
时为单位，摊贩可以根据自己的摆摊时间来选择并缴纳管理费用。

4.2.2合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在使用平台的时候，进行实
名制登记，把相关人员的信息记录到“ERP系统”里；再利用蓝
牙定位服务来收集流动摊贩每个时间段的具体位置，并将信息留
存记录，做好备案；在摊贩摆点位置安装电子监控，为政府监管
提供了依据。努力完善地摊经济监管体制，把责任彻底落实到每
一个摊贩。用“ERP系统“把线下监督变为线上监督，节约了人
力成本，让监督变得方便快捷。

4.2.3由下到上反馈，从上到下管理。因为政府、摊贩两者
是完全不同的主体，很难了解对方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在“ERP
系统”建立一个反馈机制：对于消费者，在其消费之后，应鼓励
其填写评价，反馈问题，让消费者也拥有监督权，成为美丽城市
建设的一员。对于摊贩而言，应及时向政府反映所遇到的困难。
政府和摊贩应对所反馈的问题，分类并进行处理，政府应该对摊
贩进行不定期抽查，还应禁止摊贩诱惑消费者填写“好评”，隐
瞒食品安全问题。对摊贩建立信用档案，实行信用分级措施，当
信用度低下时，应禁止摆摊。

4.2.4简化进入退出机制。在“ERP系统”平台上应该根据
地摊经济主体的技术、资本等实际能力，适当简化非必要的办理
流程，以人为本，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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