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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
对记者表示，相比于此前相对粗放的城市管
理，在设置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允许“路边摊”
出摊经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胡小武说，这类政策是城市管理的一大
进步。这一方面能够繁荣市场，另一方面也能
够推动就业。“我个人是希望这种‘地摊经济’
能够长期发展下去，并且成为城市管理、城市
经济增长的一种常态行为。”胡小武表示，任
何时候，城市中都有很多个体户和自主创业
的青年。“地摊经济”“集市经济”可以为这些
人提供低成本的渠道和机会。从这个角度来
理解，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助于推动城市经济
增长和创新创业的形式，希望能够把它变成
一种有序的、持续的、常态的城市治理方式。

对于“路边摊”的管理，胡小武对记者说，
“路边摊”放开的前提是要有序引导、有序管
理，避免“一放就乱”。

“规范摆摊本身就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
一部分。所谓精细化管理与精细化治理，就是
对原本合理的事情产生的负面问题进行治
理。摆摊本身是合理的，并不与城市治理相
悖。如果用最大的努力把摆摊不利的一面，比
如对卫生、交通等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就体
现了精细化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提到，此前中央文明办发文已经提到“不把

流动摊贩作为文明城市测评标准”，可以说
是从政策、观念上摘掉了“路边摊”等于“差
劲”的帽子。

“‘路边摊’也是发展经济的方向，它是一
种长期的、惠民利民、增加就业的经济形式。
各地政府可以根据‘路边摊’发展的成熟情况
和各地自身经济发展的实际，制定相应的规
范和政策，并将‘路边摊’作为长期的、促进本
地经济发展的形式。”

竹立家对记者说，我们经常讲经济发展
和社会发展，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富裕、
更方便。“路边摊”这种形式对老百姓日常生
活与交流都是有好处的，关键是各个城市要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路边摊”进行规范与
治理。

谈到放开“路边摊”与城市管理是否存在
冲突，竹立家表示，这两方面并不存在根本冲
突。他说，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一个最主
要的任务，就是让老百姓生活起来更舒服、更
方便。比如说把那些早餐摊赶走了，很多上班
族吃早饭就不方便了。

“各个地方应该根据自己发展的层次与
发展状况，在时间、空间、餐饮规则、公共卫生
等方面规范‘路边摊’。对于摆摊可能造成的
不利影响，各地应根据自身情况设置规则来
加以规避，但不能否认‘路边摊’这种经济形
式本身。”

深圳不再全面禁止 上海北京等已有条件放开

重启的“路边摊”重燃“烟火气”，也要“不呛人”
上海

2022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上海
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对设
摊不再“一禁了之”的内容最受关注，
对设摊经营、占道经营从“全面禁止”
改为“适度放开”“有序设摊”。

2023 年 2 月 20 日，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发布公告，为进一步加强
设摊经营活动管理，规范市民集市、创
意夜市、分时步行街、超出门窗和外墙
经营等新型设摊行为，相关部门研究
拟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
营活动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区
人民政府会同市有关部门可以划定设
摊开放区，设置特色点、疏导点、管控
点。而个人设摊期间，应按照运营主体
的管理要求，落实责任区管理等相关
规定，共同维护城市环境。

北京
今年 1 月，北京市印发《清理隐形

壁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提
出制定实施商圈外摆经营管理规则，
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摆试点。

兰州
甘肃兰州也在近日发布《关于进

一 步 规 范 外 摆 经 营 的 指 导 意 见（试
行）》，规范了设置外摆区域、个人设
摊行为，明确外摆设置条件，提出了
创新设置特色点位，打造“金城”品牌
项目，规范压实运营主体责任、落实
设施管理要求、完善服务配套设施等
内容。

云南
5 月 4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的
实施意见》显示，云南将通过开展 4 个
方面 20 项重点工作任务促进个体工
商户发展，包括允许个体工商户在规
定时间、划定区域内摆摊经营。

图文据《成都商报》

“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据深圳
特区报报道，《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近日经深圳市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3年9月1日起实施。该《条例》被关注的一大变化
是，“路边摊”不再被全面禁止。

记者梳理发现，此前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也有在有限制条件下适度放开“路边摊”的相关
政策。随着各大城市纷纷“放下身段”，渐渐消失在城市街角的“路边摊”有望重回人们视线，重
燃城市袅袅“烟火气”。

重启路边摊，需要更新城市治理思维。很长时间以来，城市管理往往对路边摊采取过于苛
刻的刚性干预手段，而政策一旦松绑，管理又会过于宽松，甚至存在缺位情形。“烟火气”也要
“不呛人”，路边摊一旦管理不善，就容易产生扰乱交通、噪音扰民、污染环境、留下食品安全隐
患等问题。如何克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实境遇，在“烟火气”与“秩序感”之间找到平衡
点，考验城市治理的“绣花”水平。

记者注意到，此次深圳通过的修订后的
《条例》（9 月 1 日起施行）将原本“禁止商店、
门店超出门、窗外墙摆卖、经营”的规定，修改
为“商场、门店超出门、窗外墙摆卖、经营的，
应当符合规范”。而在原《条例》“禁止擅自占
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人行天桥、人行隧道和
其他公共场所堆放物品、摆摊设点、销售商
品”的要求以外，增加了“街道办事处可以根
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

摊贩经营场所”的例外规定。
不过，该《条例》也并不是对“路边摊”彻

底放开，《条例》规定“摊贩经营场所具体划
定办法由区人民政府会同市城管和综合执
法等部门制定。在划定位置之外设摆摊且拒
不改正的，由市、区城管和综合执法部门按
照占地面积处每平方米一千元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处没收摆卖的物品和实施违法行为
的工具”。

动向：深圳9月拟“有条件”放开“路边摊”

深圳宝安区盐田街夜市。

微阳（化名）是一位兼职摆摊的年轻人，
她在深圳有着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但她仍
坚持每晚下班后摆摊两小时。“工作日我会
售 卖 饰 品 ，因 为 成 品 售 卖 比 较 方 便 ，不 用
担心损耗。周末就会摆摊卖自己制作的甜
品，时间充足的情况下会选择利润更高的
东西。”

深圳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比起下班回家
宅起来，她更喜欢在外面放松透透气。相比于
赚钱，摆摊对微阳来说更是一个纽带，让她与
外部世界有了更深入、更广泛的连接。

“我目前运作两个摆摊的摊友群，交流摆
摊心得，还能学习别人的思路，偶尔也感觉发

现了新世界。”
摆摊初期，工具和产品选择不太理想，会

出现摆摊途中工具故障或者产品滞销等问
题。后面经过慢慢摸索，微阳已经有了一套自
己的方法。当被问及城管问题的时候，她的回
答是：“每个人角度立场不同，如果摆摊给对
方工作造成不便，那换个地方就好，不应该互
相为难。城管很和善温柔，摆摊过程并没有想
象中那么慌乱狼狈。”而对于深圳今年 9 月 1
日即将实行的新摆摊政策，她也有一些另外
的担忧：个人摆摊是否会变成商业化集市，从
而收取固定的摊位费。如果摊位费过高，也许
会得不偿失。

放开“路边摊”更需要城市管理精细化

商户：更希望“路边摊”成为与人交流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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