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观察

近一段时间，中央及地方密集出

台 的 松 绑 政 策 带 火 了 一 个 新 名 词

——“地摊经济”。近日，中央文明办

发布消息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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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消息一出，旋即获得社会广泛点

赞。

随后，成都、西安、杭州、郑州、南

京、青岛等地也陆续提出放开“地摊

经济”和“夜间经济”，刺激地方消费

复苏。

是做好“六稳”“六保”
任务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此举也正呼应了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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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目标。在

更多业界人士看来，推进“地摊经济”

健康发展顺应了常态化疫情防控要

求，满足了市民多元化需求，也增加

了就业岗位，是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的题中应有之义。

“发展‘地摊经济’的初衷是帮助

全国广大中小企业、中小微商户个体

户减负降压，降低生存成本以及商品

营商活动门槛，增加就业率。”中国下

沉市场发展联盟秘书长、格局投资合

伙人柳文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总理记者

会 上 表 示 ，我 们 人 均 年 收 入 是 3 万

元，但是有 6 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地摊

经济’也是从民生出发，让数以亿计

的人民都能在收入上拥有实质性的

获得感”。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城乡统筹委

副秘书长孙文华对记者表示，在形式

上，“地摊经济”可以是小集市、小吃

夜市、文化夜市等多重形式。如今，

地摊类似于集市，在新的城市化进程

中，在市井小巷中，已经形成了一种

城市活力，成为融入城市的一部分。

百姓日常的“地摊经济”应该被赋予

新的时代意义。

“‘地摊经济’其实是一种城市的

‘烟火味’，不仅解决了亿人的就业问

题，同时也打通了从商品到消费者

的‘最后一公里’，商品市场的末梢循

环需要地摊经济提供一些产品和服

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记者说。

平台赋能“地摊”
推动数据流量变现

“地摊经济”不仅体现着城市的

社会治理能力，也检验着经济的数据

治理能力。平台赋能“地摊”，让线上

和线下打通，可以有效推动数据和流

量变现，形成“地摊经济”和“数字经

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5 月 29 日，阿里 1688 发布“地摊

经济”扶持计划，计划提供超过 700
亿元的免息赊购，支持摊主在 1688 赊

账进货，商品卖出的资金再用于还款

和新一轮的采购，赊购额度最高 200
万元。

6 月 2 日，微信支付宣布面向平

台超 5000 万小微商家发布“全国小店

烟火计划”，在线下线上一体化、福利

补贴、商家教育指南、经营保障支持

方面输出四大全新数字化政策，助力

小微商家。

几乎在同一天，苏宁推出“夜逛

合伙人”地摊夜市扶持计划，苏宁全

国“当日配”1000 亿元本地化直供可

追溯优品货源，涉及本地特产、生鲜、

原产地、小百货等品类；开放全国家

乐福、苏宁小店门店 1 万个冷柜仓储

服务，夜市摊主可申请 3 公里内的免

费冷链仓储服务；免费开放直播以及

社群平台，为夜市摊主提供一键直播

培训，为夜市摊主提前蓄客并给予 10
亿元直播红包支持；提供 20 亿元夜

市启动资金的低息扶持计划，为夜市

摊主在资金上提供全力保障；对全国

所有政府指定的夜市区摊主全部给

予开放上述扶持政策。

京东发布“星星之火”地摊经济

扶持计划，从保供货、助经营、促就业

三方面入手，组织超过 500 亿元的品

质货源，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 10 万

元无息赊购，全力支持地摊和小店经

济。

此举一出，有商户表示：“不单解

决了货物存放问题，还给了更低的价

格、更多的商品和补贴，更丰富的销

售渠道，我们经营的压力就变小啦。”

“如今，时代不同了，人们经过前

些年电子商务的洗礼，已经渐渐习惯

了用网络搜索物品，然后再进行精准

购买，而这种网购习惯，也会被带入

到‘地摊经济’中。”柳文龙说。

柳文龙表示，“地摊经济”未来有

望与电商进行深度融合，演变成为

“新地摊经济”，“因为通过‘地摊经

济’，电商平台可以大幅增加商品供

应。与此同时，消费者基于多年的网

购习惯，也会进一步释放购物需求。”

“一般来说，商家摆地摊产生的

经营成本要远低于一个大的传统门

店租房装修、运营产生的成本。而线

上消费和线下消费的互相补充，可以

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形成

不同消费能力的互补。”孙文华说。

优化“放管服”
推动“地摊经济”可持续发展

由于门槛低、不用承担店铺租金

压力，放开马路摆摊限制对于发挥

“地摊经济”就业“蓄水池”作用和加

快经济社会复苏、繁荣城市活力具有

重要意义。

然而，在城市治理惯性思维中，

“地摊经济”总会被贴上噪音扰民、影

响交通安全、商品质量安全无保障、

产生垃圾破坏城市环境等负面标签，

让城市管理者和广大市民“谈摊色

变”。

鉴于此，做好“地摊经济”与人民

群众生活并存的城市治理考题，需要

有关部门和社会持续在优化“放、管、

服”上下功夫。

柳文龙表示，首先是对于食品、

医疗类商品的出售，地摊经营人员是

否具有相关资质，产品安全是否达标

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其次，相较

电商和线下门店已经建立起一套完

善的一定期限内的无理由售后退换

货服务，“地摊经济”具有较强的流动

性，普遍存在着管理困难的问题，后

期为了引导其更好地可持续发展，有

关部门应该牵头建立起一套售后服

务的管理规范。

“此外，还需保证‘地摊经济’场

地的安全性。地摊主一般是在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的周边提供经营服务，

发展‘地摊经济’，需要对经营场地的

安全性开展预先评估，并对其进行周

期性的潜在风险排查和预警。”柳文

龙说。

“地摊货不是假货，‘地摊经济’

不是低端经济，‘地摊经济’要融入城

市成为市井民俗的一个展现形式和

文化消费空间。在疫情常态化的前

提下，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基础上，对

地摊商户在时间、空间方面加以有效

的引导和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孙文

华说。

“相关部门应该对上述现象加以

监管规范，同时要摆脱‘一管就死，一

放就乱’的循环，引导地摊商主合规

有序经营，才能推动‘地摊经济’实现

可持续发展。”盘和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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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钱一串的串串火锅、40 元一盘

的小龙虾、100元三件的衣服、50元一双

的鞋……夜幕降临，从悠悠茂购物中心

途经丈八南村、木塔新街再到万科金域

国际，地摊重现街头巷尾，一路走来，一

股浓郁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近日，随

着“地摊经济”获得“松绑”，西安高新区

大街小巷重新燃起人间烟火，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形势下，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

多便利、更多生机。

6月2日傍晚时分，悠悠茂购物中心

内的商户纷纷将商品外摆到了广场上两

排白色简易棚内，放眼望去，“69 元/2
件”“100元/3件”“59元/件”的促销标签

造型各异、随处可见，前来淘货的市民一

波又一波。广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效果很好。”孙女士开心地说，这是

她第一次外摆，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出了

上千元，现在店里只有她一个人，不然生

意会更好。孙女士在悠悠茂购物中心经

营着一家服装店，疫情发生后，商场内客

流量锐减，店铺生意惨淡、经营困难，租

金、银行贷款等各种开支曾一度压得她

喘不过气来。此次商品外摆，终于让她

重新看到了希望。

丈八南村是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聚

居地，等不到天黑，各种地摊就已经在街

道两旁准备就绪。10 块钱一碗的油泼

面、1块钱一根的烤肠、3毛钱一串的串

串火锅，以及各种价格亲民的美食，使这

里成为许多晚归者的“深夜食堂”，在这

里摆摊的人也觅得一份活计。

“今天赚了多少钱？”卤肉摊前，有人

前去询问。

“还行吧，四五百。”摊主答道。

摊主姓贾，曾在一家公司从事人事

工作，疫情发生后两个月没有上班，3月

复工后，她的工资降了一半，到手不到

3000 元，于是她干脆辞职，花了几千块

钱做了个手推车，靠着在家里给老公孩

子做饭的手艺卖起了卤肉。贾莉莉说：

“刚开始我每天推着车跟城管‘打游击’，

但是现在不用了，生意也越来越好了，比

以前上班还要强些。”

“地摊经济”具有低门槛、低风险和

低价格特性，有助于企业和个人克服暂

时性经营或生活困难，能在当前落实

“六保”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近日，

西安高新区逐渐对“地摊经济”松绑，

并由创发局、公安高新分局、城管局、

食药监局等多部门联合上门服务，协

调解决“地摊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通过发展“地摊经济”、恢复

城市烟火气来落实“六保”任务，受到市

民群众充分肯定。

“现代城市的‘高、大、上’不能泯灭

人间烟火，为‘地摊经济’松绑，能够为不

同收入群体创造出必要的生存空间，会

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包容、更有活力。”市

民贺先生表示，发展“地摊经济”是好事，

应该继续坚持。秦先生认为，“地摊经

济”是市井生活的重要载体，而市井生活

体现着一座城市的个性和特色，从长远

来看，发展“地摊经济”也是在城市现代

化进程中保留传统的重要途径，能让西

安成为一座有传统、有特色的国际化大

都市。

近段时间，每天傍晚时分，郑州高

新区朗悦公园茂火箭广场就开始变得

热闹起来，人们在这里享受属于自己的

欢乐时光。

在广场北侧的市集区，一辆辆小汽

车整齐排列，车的后备箱盖张开，后备

箱就是货仓兼柜台，郑州高新区地摊夜

市的后备箱集市开张了。

郑州高新区的后备箱市集从 5 月

28日启动，每天晚上 17点至 22点。一

辆车就是一家店，所售之物以各种新奇

的文创品为主，从手工艺品到各色首

饰、衣服，还有一些布偶娃娃和摆件。

摊主有的是周边的商户，有的则是专门

赶来摆摊。陶艺制品摊主马先生表示，

这种后备箱集市对他这种上班族来说

十分方便，成本低，时间自由，可以挣一

些零花钱，也能交到朋友。

一位经营花艺文创产品的摊主表

示，虽然只是一个小摊位，担起的却是

一家人的生计，“相比于一般的商铺，这

里没有摊位费，经营成本很低，客流量

也比较大，所以销售情况很不错，每天

晚上营业额在600元左右。”

朗悦公园茂火箭广场负责人表示，

利用汽车后备箱的形式主要是为了方

便货物的移动，在商城前的广场经营也

不会占用公共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

磨合，今后后备箱集市会越来越热闹。

忙碌的不仅仅是后备箱集市，还有

美食夜市、音乐趴。晚上7时许，朗悦公

园茂火箭广场上的摊位已经开始忙碌

起来，伴随着乐队美妙的音乐声，人流

逐渐增多，有些家长带着孩子们来这里

画画、做手工，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年

轻人三五人一桌围坐在一起，举杯言

欢，好不热闹；还有退休在家的老夫老

妻也来凑热赶时髦。

喝啤酒、撸串、吃小龙虾、感受音乐

狂欢……鳞次栉比的夜市摊，是郑州高

新区管委会打造“夜经济”的生动写

照。据了解，从 5月 28日“开市”，持续

吸引周边群众到场体验“夜经济”，日均

客流超 2万/人次。在健康路夜市经营

儿童 T 恤生意多年的张先生刚刚与夜

市主办方签约，“我已来此考察了两天，

这里人流量相当大，在这里摆摊我充满

信心！”

“今年因为疫情，生意清淡了很

多。”夜市摊上一家手擀面店老板高兴

地说，“这下好了，政府释放了信号，我

们也能在店外支上一个摊位，招揽些客

人。”

为助力商户恢复经营和经济复苏，

郑州高新区管委会还将投入约 1225万

元时尚生活消费券+福袋用于拉动郑

州高新区夜经济发展。夜经济的繁

荣对人群吸引和商家吸引形成正循

环，也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公共服务提

出了非常高的管理要求。在夜市，摊

位周边有不少身着统一服装，胸口悬

挂工作牌的管理人员，这些专业管理

人员将确保正常的经营管理，对不文

明的现象进行劝阻。

枫杨办事处主任张书杰说，为保障

辖区良好的夜间环境，办事处成立了两

支夜班中队，由班子领导带班负责，调

配力量加强夜间执法保障工作，守护夜

间环境。

夜市虽好，但住在夜市附近的居民

却向主管部门反映“夜市扰民”。政府

信访平台上，不断有市民留言：“做夜市

可以但是请城管部门监督举办方减少

噪音。”“噪音太大了，影响了正常休

息。”……

针对周边居民反映的扰民现象，郑

州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所有的音乐

在 21：30之前结束，同时严格控制表演

期间的声音。活动场地布置的灯光均

为低照度的灯光，原有广场上的照明均

随商业整体闭店时间进行关闭，原则上

不超过 22点；油烟排放方面，要求参与

商户提前准备油烟净化设备，避免直接

排放导致大气污染。

发挥就业“蓄水池”作用 “地摊经济”来了
▶ 本报记者 李洋报道

街边小店“原地复活”，深夜食堂

觥筹交错 ……仿佛一夜之间，获得政

策支持的“地摊经济”点亮了一座又一

座城市。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中国经济曾一度按下了“暂停键”，在

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如何复工复产，

激发经济活力，无疑是一门考验中国

疫情下半场的“必修课”。

在此背景下，3月20日，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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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央文明办也发布消息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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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新政的出台，无疑为城市

逐步放开“地摊经济”吃了一颗“定心

丸”，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其中。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

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而是提出优先稳

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

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

要来源。保留“地摊经济”、对小摊小

贩多一些宽容，这在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得到了很多代表和委员的热议。

从被城管追着满街跑，到城管打

电话喊商贩摆摊，为“地摊经济”松绑

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社会把几亿张“吃

饭的口”变成几亿双“创造财富的手”

的生机与活力。鼓励发展“地摊经

济”，容纳各类街头经济体，给草根大

众以交易自由，是保民生、保就业、保

市场主体，落实就业是民生第一要务

的宗旨，也是防止脱贫后返贫、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民生兜底政策，

是动员社会广大民众，在社会保障体

系下发挥自救的主动性，共同攻坚克

难，稳定经济增长的务实之举。

与此同时，这也在考验着一座城

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对于人们诟病的脏乱差和食品安

全问题，不少城市已经探索性地推出

商贩摊主清洁卫生责任机制，对摊区

设置隔离栏，指导安全用气，避免占用

盲道等新举措。

毕竟，一座城市，不仅需要高楼大

厦，还需要市井生活和烟火气。城市

应当有它的底层关照和人文关怀，应

是一座生活便利的城市，是一座拥有

丰富生活和多元文化的城市。

人间烟火味 最抚凡人心

广场练摊 郑州高新区点亮“夜经济”
▶ 何可

西安高新区：“地摊经济”藏生机
▶张静攀

▶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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