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话题：地摊经济

【话题介绍】

2020 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建议，在进一步加强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

因地制宜，释放“地摊经济”的最大活力。杨宝玲建议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准入许可标

准、从业资格条件和商品入市手续，采取颁发资格证、许可证等方式，给予“地摊经济”与

从业者的合法地位。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说：“两周前，我看到报道，西部有个

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 3.6 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 10 万人就业。”

据媒体报道，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

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推动文明

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

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

这意味着，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等以往被认为影响市容并屡遭严厉整治的行

为，将被宽容以待。对于很多人来说，此举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中央定调“地摊经济、小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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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多个省市已通过设置临时占道摊点、为摊贩开放专门场地等措施，

给流动商贩经营提供便利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成都、济南、郑州、石家庄、西安、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

纷纷启动了“地摊经济”、“夜市经济”计划，适当松绑地摊经济，给予地摊从业者合法地

位。

【话题剖析】

一、“地摊经济”的特质：

1.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

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

2.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损失不会太大，一般都能迅速“满血复



活”重新开户就业门路；

3.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经济实用的小商品，享受更多实惠。“地摊经济”

的这一“三低”特质，让它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具有一定的独特发展优势。

二、积极影响

1.“地摊经济”，让老百姓致富更有动力。当前，各地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

发展双向发力，如何帮助低收入的老百姓在致富的路上“更上一层楼”，彻底摆脱贫困户的

标签，是实现 2020 年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成的重要工作任务。“地摊经济”也是市场经济

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平民经济。它以其经营费用低、无租金、无雇员工资等

优势一度收到广大低收入老百姓的追捧，但各地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进程中，逐渐淡

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今，全国“两会”期间重提“地摊经济”，既是鼓励低收入老百姓

发挥吃苦耐劳的精神，更是对“地摊经济”顺应时代发展的一种期待。

2.“地摊经济”，让城市面貌更有烟火味。“地摊经济”作为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有生

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从来都是最具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既然是要重启，那么我们就要避

免“地摊经济”与城管等部门形成过往那种“猫抓老鼠”的局面。以往由于随意占道、影响

市容、污染环境、摊贩矛盾引发的安全问题让其发展不得不按下“暂停键”。那么，要想赢

来“地摊经济”发展的好日子，就得从源头撕掉“地摊经济”的“劣势”标签。例如，我们

可以对摊贩摆摊的地点、营业时间、经营范围进行严格控制，又或者我们设置属地责任的卫

生包干，即谁经营谁清理……办法总比困难，地摊经济的重新回归，是城市烟火气的归来，

更是我国公共政策人性化的一种体现。

3.“地摊经济”，让经济发展更有精气神。李克强总理曾指出：“有的城市规划、管理

观念存在偏差，一味追求‘环境整洁’，牺牲了许多小商铺。这样的城市其实是一座毫无活

力的‘死城’！”市场经济的发展无高低之分，只能要帮助人民群众致富的就是好经济。“地

摊经济”的发展由来已久，一方面它有效的缓解了底层群众就业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可以

很好地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刺激群众消费欲望。

三、原因分析

（一）被“禁”的原因

1.城镇化，特别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开展，压制了地摊经济的发展。

2.互联网+、物流的发展，让消费变得更加便捷，替代了地摊经济模式。

3.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有所提高，而地摊经济不能更加有效满足



需求。

4.地摊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产品质量不过硬、严重影响市容市貌、扰乱城市发展的正

常秩序。

5.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多，人们收入选择面广。

6.政府的强有力管控和相关政策制度的约束。

（二）“复活”的原因

1.政府政策、资金的支持和引导，甚至鼓励发展；

2.特殊时期解决就业、满足民生、刺激消费、回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3.地摊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便捷化的需求；

4.地摊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5.政府更加规范的管理和引导，能推动有序发展；

6.经济社会的发展，让产品和服务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四、村在的问题

1.占道经营扰乱交通；

2.垃圾遍地影响城市卫生；

3.夜间噪音扰民；

4.假冒伪劣商品难以追查；

5.食品卫生无法保障；

6.消费纠纷维权困难；

7.不诚信行为频发。

五、对策建议

1.应做到因城施策、因地制宜；今年 3 月，《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

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出台：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

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等工作前提下，允许在一定区域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和夜市、允许临

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

2.其次，就盘活地摊经济而言，各地的政府只有敢于给自己“添麻烦”，自我加码，才

能给很多受疫情冲击的个体添利润，为其减压。

为“地摊经济”松绑，不等于让城市回到脏乱差的老路上，而是要通过精细化、规范化

城市治理，借助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让一“摊”烟火气更为有序。



以长沙市为例，当地的先锋街道马路市场上竖立着“临时规范点管理制度”“临时规范

点文明公约”两块大牌子，写着“不占用机动车道、盲道和消防通道，不发生油烟和噪音扰

民，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等内容，以此破解精细化管理难题。

针对围绕地摊经营产生的问题，应当注意规划专门用于地摊经营的场所、增强环卫力量

投入、建立网络申报简易程序、加强食品卫生二维码追溯制度等。

3.再次，复苏经济刺激消费，应具备前瞻的思维，不仅盯着眼下看，更要怀揣向前看的

远望。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放管服”结合，将有形之手的力量用在刀刃上。针对个别地区

曝光的摊位租赁方“坐地起价”、炒作摊位费现象，应加强监管力度，清除摆在“地摊经济”

发展面前的绊脚石。

4.切实做好指导帮扶。要求经营户按照污染防治各项要求做好治污设施的安装和运行，

并应该做好指导，尤其是科学安装和运行。例如，允许餐饮经营户可以在户外摆摊，但不得

户外烧烤食品，而是应该按要求在室内制作等。

5.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生态环境部门与城市管理部门和属地基层政府密切配合，划定经

营区域，避开噪声、水环境敏感点。例如，地摊经营聚集点应该尽可能与居民区保持适当距

离，可以充分利用菜市场等场地夜间经营等。

6.畅通群众沟通渠道。在扶持经营户做好地摊经济的同时，要更加畅通与人民群众的沟

通，通过及时、合理地处理好环境信访，了解各方面群众的环境诉求，及时应对，把好事做

好。例如，认真对待群众涉及地摊的各类投诉，对接有关部门，协调经营户，及时解决问题。

【写作素材】

适宜放在文中或文末的好词好句

1.“人民群众中有无穷创造力”“中国是一个庞大市场，中国推出的纾困举措也会进一

步扩大消费”。

2.“地摊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放开“地摊经济”，不仅能满足普通百姓的生

活需要，更是保就业促消费的有效举措，它可以用最便捷的手段、最低廉的成本释放出最大

的民生经济活力，活跃地域经济发展。

3.小地摊，大民生。一个地摊背后往往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生计，也承载了一片居民的城

市记忆。

4.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一个小小的政策“缝隙”，就有可能让整个经济都活起来、



火起来。在疫情影响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这样的政策善意值得点赞。

5.当然，为“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松绑，并不意味着“大撒把”，放开了

就不管了，必须明确，允许摆摊体现的是政策温度，必要的管理丝毫不能放松。只不过，与

以往的严厉整治相比，此次的松绑更多指向精准治理，管理的难度不降反升。

6.无论如何，城市允许摆摊都是令人欣喜的施政实践。尽管从政策到现实还会有些波折，

“地摊经济”的春天是否来到还不好说，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弹性令人欣慰。

【参考文章】

理性认识“地摊经济”

当下，地摊经济无疑是最火的“网红”，对于地摊经济的恢复发展，众说纷纭，有“人

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的生动点赞，也有“摆摊吧、后浪”的调侃，更有“地摊经济，让

城市一夜回到解放前”的质疑。存在即合理，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作为一种最基础的原始的商品交易形式，自古以来就应该存在，无论朝代更换，

还是社会兴衰变迁，都没有中断它的延续。一个市井的繁华程度，大多取决于摆摊的多少，

它不仅繁华了城市，同时也活跃了经济，流传至今，可谓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清明上河图展

示的勃勃生机，“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的优美诗句，“货郎”“灯会”等历

史名词，留下了地摊文化深深的历史烙印。

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摊经济因时代的变迁展现出了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诠释着人们的

生活理念和价值取向。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贫

富差距的拉大，流动人口的增加，加之这几年的金融危机影响，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引发了

在就业、社会管理，公共资源等方面一系列的问题。地摊经济也可谓是在夹缝中依靠顽强的

生命力，在非主流的市场领域里呈现了更加活跃的姿态，百舸争流，各具特色，管理者、经

营者、消费者从不同的角度都品尝到了酸甜苦辣咸的滋味，我们很难辨别，也很难取舍，更

不好评价定义好坏与优劣。

从积极的意义来讲：首先，作为商业版图的重要一环，他是商场、超市经济的有意补充。

个人认为，“地摊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平民经济，摊主

们利用城市繁华商业地段的人行道、步行街、地铁口、天桥、商场超市门前等各种公共场所

为经营场地，经营的商品品类可谓是五花八门，所卖货品有床品、衣服、饰品、五金、花卉、

小吃等等，充分体现了传统商业“为民、便民、利民”的基本功能职责，对促进区域内商品

http://wiki.mbalib.com/wiki/%E5%B8%82%E5%9C%BA%E7%BB%8F%E6%B5%8E


流通、增加消费、弥补社区商业网点不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由于这些摊点的存

在，使人们往往可以在晨练结束或下班时以较低的价格顺便买回蔬菜、瓜果、粮油及其他各

种小商品。

其次，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地摊由于运营成本少，

包容性强，对于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城市下岗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以及经济基础薄弱的

创业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因此说，允许城市存

在地摊经济，实际上就是给低收入人群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生存状态的机会，解决了农民工、

下岗职工和一部分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拓宽了就业渠道，促进社会稳定。

第三，作为历史的积淀，传承着地域特色和人文风情，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结构。地摊能

够营造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摊点上摆放的物品常能体现一地的风土人情，不论是生活

区、闹市地段、还是旅游景点，都能够让市民与游客感受地方的特殊风味。同时，也给人们

的休闲娱乐提供了新去处。在一定程度上讲，现今的“地摊经济”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聚集，

更是一道人文景观，用他独特的形式与内容丰富城市文化，展现城市风采，很多喜欢旅游的

朋友一定深有感触。北京、上海等地兴起的“创意市集”就是一群有才华的艺术家在一个固

定的地方集体摆地摊，展示出售自己的作品和创意，就是地摊文化的一种升华。

当然，由于地摊种类的五花八门，政府管理的出发点和角度各有不同，在其发展的过程

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制约社会的发展，困扰人们的生活。

首先，由于监管缺乏、利益驱动导致了诚信危机。人们常说，地摊无好货，这也是长期

以来人们形成的基本共识，同时也反映出了地摊交易中存在的不诚信行为。由于地摊上售卖

的物品大都为一些低档的廉价商品，其中不乏假冒伪劣产品，用现在的社会词语叫“山寨”。

由于地摊的流动性，商品售卖者对商品质量缺乏售后服务意识，产品和服务也不受相关部门

的监督，加之一些不法商贩为了求的更大的眼前利益而欺骗消费者，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

现象时有发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地摊无好货的思想。

其次，污染环境，堵塞交通，影响市容市貌。刚才说了，地摊经营者往往选择摆在交通

主干道两则、人流量大的商业中心区或者居民区聚集的地方，而且摊点毫无章法、随意摆设，

更有甚者有些商贩开个小面包，路口随意一停，就开始做生意。我孩子就读的学校附近这种

现象就非常严重，让你苦不堪言。这一方面影响了道路的通畅和城市的整体市容，另一方面

也给环境造成污染，果皮、塑料袋随地丢弃，尤其是夏天的夜市附近烧烤浓烟四溢，小商小

贩的吆喝叫卖声嘈杂无章，次日早晨你再去看则更是狼藉一片。

第三，影响了社会治安，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最富有戏剧性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摊

http://wiki.mbalib.com/wiki/%E8%BF%90%E8%90%A5%E6%88%90%E6%9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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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iki.mbalib.com/wiki/%E5%95%86%E5%93%81%E8%B4%A8%E9%87%8F


主与城管的街头博弈，把“猫捉老鼠”的游戏演绎的活灵活现，俨然一场都市游击战。当然，

时常也会发生一些非法恶性事件，如城管打商贩、抢东西了，商贩围殴城管了，最厉害的当

然就是导致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这主要由于地摊的流动性、时间的不确定性，加之生存需

要或利益驱动，使得一些经营者往往冒着风险，在政府管理部门不允许但又便于售卖的地段

“坚持不懈”的实践“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战略思想，同时地摊经营地域多是开阔的空

间场所，客流量大，人员庞杂，多有闲散人员聚集，失窃、偷到、打架等行为时有发生，政

府对此又缺乏具体的管理实施细则，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鉴于此，我认为，既然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地摊就要以正面的视角、正确

的心态纳入社会综合管理的范畴，积极对待。

一方面要合理规划，逐步引导和规范。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就业难度的加大，地摊经济的越发活跃成了城市管理者心中难以抹去的痛。其实，地摊经济

之所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必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所在。我们的政府和

社会管理部门应该学学大禹治水的思想，积极主动想方设法疏导而不是千方百计东堵西塞

塞，“疏”是长久之策，“堵”是权宜之计，孰好孰坏，不言而喻。虽然是城市边缘经济，

但也是经济社会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根据地域特色、功能需求等等，将地摊管理纳入城

市发展规划和布局中，并树立“驱赶型”向“服务型”转型的管理理念，地摊经济将会是我

们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甚至可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这好比家庭装修，

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每个屋子作为家庭生活必需品有着不同的功能，但是要想住的舒

服，还得有个统筹合理规划，流行的说法叫“顶层设计”，才能在功能使用、风格色条协调

一致，住着才舒适温馨。

另一方面，要从产业经营的理念出发提升文化品位。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或三年五载

的事情，甚至与社会财富的积累程度、文明发展程度都有关系，因为这需要方方面面的投入。

兰州牛肉面大家都知道，可算是有文化底蕴了，说起兰州大家都知道有一碗牛肉面，它已经

深深渗透到了老百姓的心中，据说牛肉面价格的波动还上过甘肃省委办公会，这是别的任何

一种面都没有的，可见影响力之大。但是，反观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兰州牛肉面在目前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运作理念和文化品牌，牛肉面的价值效益只在小作坊，只在老百姓的心中。

据说甘肃现在成立了一个兰州拉面协会，希望借鉴一下加州牛肉面、味千拉面的做法，能够

有所作为，进一步提升品位。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尤其在

地摊经济上积淀和传承发展的很多具有名族特色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展示、宣传中华文明

特有的、独到的文化品牌，小吃、服饰、小工艺品等等，如果我们能结合地域特点，将地摊

http://wiki.mbalib.com/wiki/%E7%AE%A1%E7%90%86%E7%90%86%E5%BF%B5


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文化元素在城市发展理念中加以体现，加以提升，通过持之以恒的

努力，终有一天，脏乱差的地摊现象一定会只是一个记忆，或者只是个传说。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人们期待看到政策制定更加人性化。粗暴的“一

刀切”切掉的是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只有让每个人的小期盼与城市的大情怀交融，让微观

的民愿汇入宏观的民生，才能让每个人在城市中体会到更多的归属感，在人间烟火中拥有属

于自己的“小确幸”。

（说明：为了保证文章的原滋原味，于是保留了长文章，读者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删减）

【思维导图】

【免责声明】

热点话题相关的所有文字、图片、视频等相关材料均来源于网络，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如有侵权，请联系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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