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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地摊经济”在全国GDP增速下降及新冠疫情消费降级双重叠加影响下，“地摊经济”再次成为
了社会热点。“摊”经济承载着底层民众的“糊口”功能，同时也是是城市空间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构建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将启动。新的治理思想

为地摊治理和地摊经济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应该遵循的底线。本文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框架下为探索江门

市“地摊经济”弹性治理提供了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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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0 年，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遭受到严重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国内 2020年一季度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6.8%，消费品消费
总额同比下降 19%，截至 4月，全国城镇失业率为 6.0%。
在经济社会承载较大压力的情况下，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它已成为维护国运和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任务。而

地摊经济凭借其由于起步快、投资少、涉及因素多，已成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1.1  “摊”经济的国内发展概述 
地摊经济发展历史悠久，其历史可追溯宋、明、清三

代，一直是市井百姓互联互通、维持生计的一种重要经济

形式。《清明上河图》（宋）、《南都繁绘景物图卷》（明）、

《姑苏繁华图》（清）三幅作品分别展示了今开封、南京、

苏州这三座城市市井经济、社会兴旺发达的盛况，透过图

画也能看到撬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撑源头之一是“摊”经

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进城成为了浪潮，而农民就业初

选手段就是摆地摊，换句话说，地摊经济对推动我国城市

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各个城市成立管理检查大队以

来，加强市容市貌管理，地摊经济逐渐萎缩。2004 年，
为了进一步加强城市治理，中央文明委拉开了建设全国文

明城市的号角，并且在开展的过程中也制定相应的制度来

作为评判标准，如《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试行）》，因

此，对城市面貌的管理更加严格。在粗疏型管理模式下，

大多数城市管理者以“一刀切”的方式扼杀“地摊经济”。

截至 2020年 5月底，中央文明办调整了《全国文明城市
评价办法》，不再将道路占用率作为全国文明城市评价标

准。2020 年 6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地摊经济是
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

是中国的生机。在此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开始涌入地摊经

济的浪潮中。 
1.2  “摊”经济的国外发展概述 
地摊经济在全球许多城市也是存在，表现出与地摊经

济相同的特点。例如，日本的流动售卖的方式，泰国清迈

的周日集市，美国的跳蚤市场，有千年历史渊源的英国伦

敦食品批发和零售市场，法国哈斯拜有机农作物市集，德

国慕尼黑露天市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卡帕勒市场等

等，很多集市已然成为游客必游之地。这些都是符合“摊”

经济的特点，它已经成为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营商方

式。而全球有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他们因为其背后

的文化和经济方式不同，采取的“摊”经济方法与其他国

家的方法有明显差异，给国内城市治理也提供了思路，在

美国和日本，政府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来要求摊贩经营者，

严格规定摆摊时间与地点，加强摊位卫生治理和监控等措

施，都能够为我国的地摊经济带来经验参考，弥补现有的

不足之处，促使地摊经济更加完善。 
1.3  近几年出台政策及相关探索 
2020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提出“合理

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

群等经营网点”[1]。各省市也纷纷出台相应政策助力地摊

经济，例如，新余市城管局拟定《地摊经济政策试行办法》，

内容涵盖“五允许”“五不得”“五定”“五保”等；南京

市城管局提出《做好防疫期间临时外摆摊点服务管理工作

的指导意见》，提出具备外摆条件且有统一运营管理的特

色街区、商业体外广场和开放式公园，都可以向城管部门

申请临时外摆，要求临时外摆的区域应设置明显标志、摆

摊摊位须编号，同时公示经营项目、经营时间、安全提示，

现场也要做好垃圾分类收集等[2]；江门市紧接着出台了

《江门市城市管理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试

行）》，对临时占道摊位和店铺出店经营在指定区域实行统

一规划、统一管理，按照“一街一策、一点一策”的原则，

提出“四允许”原则—允许商户分时段、分地段越门经营，

允许流动摊贩指定区域贩卖经营。因此，“摊”治理和“摊”

经济是江门今后一段时间内城市治理的重点方向。 
除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助力地摊经济外，苏宁、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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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也依托其本身强大的经济动力，

纷纷推出帮扶措施，多维度赋能地摊经济。例如，苏宁对

国家所划定区域的合法经营的夜市摊主开放四项扶持政

策，一是实行网络直销、当地配送，摊主可直接在平台找

寻本地货源，减少货源积压及可能出现的滞销问题；二是

夜市摊主可在购买货源平台直接申请附近开放的现下门

店（苏宁小店、家乐福)进行冷藏保鲜服务，平台也将沟
通线下门店做好货物接应服务，保证产品的新鲜；三是免

费开展夜市摊主线上培训课程，课程内容包括销售技巧，

直播带货，同时摊主可在平台上分享和吸取优秀摊主经

验，对于优秀摊主提供资金支持；四是考虑摊主本身的资

金周转问题，平台提供一定量的低息贷款服务，帮助贫瘠

的夜市摊主有开启摆摊的第一桶金。其中台山地摊商贩依

托中华特色馆台山馆苏宁易购平台，可直接实行台山本土

产品直销模式。 

2  江门“地摊经济”弹性治理的难题 

2.1  管理桎梏，缺乏管理主体 
地摊经济长期被城市治理人员看作是一个“贬义词”，

这其实是城市治理人员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与城市治理之

间矛盾的体现，这也暴露出近年来城市治理缺乏弹性机

制。今年，新冠疫情加剧了难就业的问题，与此相反，地

摊经济在合理管辖范围下，却有利于就业。而这个合理管

辖的措施却成为了城市治理人员的桎梏，采用“一刀切”

方式直接根除地摊经济的弊端是错误的。同时，相配套的

管理细则并没有出台，各个城市（包括江门）也只停留在

鼓励上，相关的制度法规、执行过程的具体要求仍然不够

完善，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跟不上，执行过程所产生的群众

纠纷就会日益凸显。同时，单个摊位的体量虽小，但城市

治理牵扯的部门众多，如城管局、市场监管局、交通局、

市容环境局、卫健委、公安局、消防局等，由于各部门间

工作负荷量大且部门间协调难度大等原因，各部门对支持

地摊经济发展缺少积极性[3]。这些原因都是导致管理主体

缺失，缺乏市场调研，难以做到多部门群策群力，无法发

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得地摊经济发展处

于被动地位，这也将导致地摊经济继续恶性循环。 
2.2  侵占资源，扰乱居民生活秩序 
地摊经济多以流动摊贩为主，其经营区域多是在居民

区、公园、体育馆等公共休闲区域，便民与扰民的砝码难

以平衡，容易造成影响市民正常生活的事件也时常发生
[4]。同时流动摊贩法律及责任意识薄弱，也容易造成“公

地悲剧”事件，反而激增社会矛盾。侵道经营、扰乱交通、

噪音扰民、破环市容市貌等问题也给居民造成困扰，居民

与摊贩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不利

影响。 

2.3  破坏税收，加剧地方财政压力 
地摊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消费的同时，也一定

程度冲击城市中固定商铺的经营，分散部分客流，给本身

难以为继的沿街商铺带来危机。即使摊贩摊主需缴纳一定

的管理费，其整体开支也相对低于附近商铺租金。地摊经

济大多数是个体且无固定场所经营，根据《个体工商户条

例》规定暂时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5]。不办理营业执照

意味着无法开具发票，缺少纳税依据，地摊经济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地方政府税收，加剧地方财政压力[6]。 

3  江门“地摊经济”弹性治理的新思路 

3.1  将“摊”嵌入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共治 
一是政府改变传统公共治理模式，职能由“划桨”到

“掌舵”的转变，注重治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二是形成“多主体、共同治理”的体系。管理的参与

者不仅仅只是政府和公共部门，还包括私营部门、社会组

织和公民个人，打破了政府的“垄断”，形成了多主体协

商、共同治理的局面。 
3.2  构建弹性治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框架，

搭建“微治理”信息应用平台。 
一是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政府治理功能，制定“摊”

准入和退出机制，给“摊”经营者提供和城管、消费者的

交流通道； 
二是搭建“微治理”信息应用平台（App 等），管理

单位在平台上可实时更新并且动态了解摊主的经营地点

和时间，通过受群众监督和评价，制定打分机制，来监督

“摊”经济是否出现违反要求的行为，对违反摊主严格实

施优胜劣汰的准入退出机制； 
三是“微治理”平台数据反馈，即时跟踪治理情况与

治理动态。 
3.3  大力推广城市“柔性”治理理念。 
一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均等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和福利待遇，增进“摊”经营

者认同感和责任感； 
二是“柔性”执法代替“强硬”取缔，给予“摊”经

营者人文关怀，加快低收入群体的“摊”经营者融入城市

社会； 
三是利用社会组织交流枢纽作用，让“摊”经营者减

轻自身边缘化心理，形成遵守城市治理的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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