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
新疆報道）在新疆西部塔城地區
烏蘇市的啤酒小鎮跳蚤市場內，
20歲的石家莊郵電職業技術學
院大學一年級學生蔡艷婷，和同
學一起忙碌地招呼着過往的客
人。她說，趁着學校還沒有開
學，想通過擺地攤增加社會閱歷
和經濟收入。
在伊犁河谷的首府城市伊

寧，居民加依娜．葉爾波同樣
抱着試試的心態第一次擺起地
攤賣服裝。「沒想到這麼受歡
迎，今天四個小時就賺了一百
多元！」加依娜說，全家三口
人全靠丈夫跑出租車掙錢。
「現在有了這麼好的就業機
會，可以喘一口氣了……」
位於中部博湖縣本布圖鎮星

光夜市，燒烤、羊雜湯等特色美
食應接不暇。「我們在這兒做椒
麻雞，胡辣羊蹄，各種涼菜，一
天能掙一千多塊錢。」博湖縣本
布圖鎮勞希浩諾爾村一組村民馬
志軍高興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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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李克強總理在山東煙台考察時表
示，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

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
國的生機。這已是近期內總理第二次點讚地攤經
濟。在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上，他曾對中外記者
說，「前兩周我看到報道，我們西部有個城市，按
照當地的規範，設置了3.6萬個流動商販的攤位，
結果一夜之間有10萬人就業。」而今年的政府工
作報告也提出，合理設定流動攤販經營場所。

陝甘全省推行 成都增10萬崗位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至少已經有上海、
濟南、南寧、鄭州等多地明確鼓勵發展地攤經濟。
陝西、甘肅更分別以省政府和省公安廳名義面向全
省下發。
在一線城市中，上海的動作最超前。除了將在6

月6日至6月30日舉辦首屆上海夜生活節，打造具
有煙火氣、上海味、時尚潮、國際範的夜上海新形
象，還出台文件積極推進夜市經濟發展，允許特色
小店開展「外擺攤」經營，更準備在著名的外灘附
近地段設置限時步行街，成為有特色的新集市。
多個省會城市已有序放開「地攤經濟」、「夜

間經濟」，且在釋放夜經濟活力，拉動相關就業等
方面嚐到了「甜頭」。早在3月15日，四川成都市
就率先出台「五允許一堅持」服務措施，在保障安
全，不佔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
好疫情防控和清潔衞生的前提下，允許商販佔道經
營。截至5月底，成都全市增加就業崗位10萬個以
上，中心城區餐飲店舖復工率超過98%。
浙江省杭州市也通過開放部分街道為攤販提供經

營場地，幫助解決臨時經營設施的難題，實現城市
攤販規範化管理，方便市民日常生活。山東濟南市
還提出發展「小店經濟」，優化「小店」准入流
程，縮短審批時限。

城管致電攤販 說明擺攤地點
在一些小城市，也是新政頻出。江西瑞昌市不
少小商販接到了城管隊員打來的電話，主動動員他
們到指定地點擺攤經營。不少攤販主接到電話後非
常驚訝，驚呼「還有這麼好的事啊，我要叫上其他
人也來擺」。據了解，為釋放「地攤經濟」活力，
讓城市更有煙火氣，瑞昌市城市管理局在城區設置
了流動攤販臨時擺放點，為市民提供靈活多樣化的
便民服務。

多
地
鼓
勵
擺
地
攤

上海 浙江杭州 福建廈門 江蘇南京
四川成都、廣安、南充、資陽、遂寧、彭
州、德陽、攀枝花
湖北宜昌、黃岡 河北石家莊 安徽合肥
河南鄭州、許昌 山東青島、濟南
湖南長沙、懷化 江西瑞昌、新余
吉林長春 廣西南寧 遼寧 陝西 甘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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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有媒體報
道，遼寧省大連市一夜市開放後，附近出現交通堵
塞，衞生「一片狼藉」，目前已被停業整改。北京
專家表示，放開地攤經濟不能簡單「一放了之」，
完善的配套管理不可缺席。地方政府應主動作為，
對可能出現的各種隱患和問題提出配套政策，讓
「地攤經濟」在不影響城市秩序和市民正常生活的
前提下，有效激發城市商機與活力。

疫後特殊時期 管理注重引導
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王靖一對

香港文匯報指出，遍布中國城鄉的沿街店舖和流動
商販，是眾多家庭賴以為生的重要經濟來源，而且
數量非常龐大。據其測算，中國內地個體經營戶
2018年實有9,776.5萬戶，涉及2.3億人就業，年營
收總額達13.1萬億元，全年產生839億筆交易。也
就是說，平均每天每六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和個
體經營戶發生過交易。
他說，特別是在疫後特殊時期，適度放寬流動商販

等個體經營戶，做更多引導而非嚴格管控，能發揮就
業蓄水池的效應。但必須明確的是，發展「地攤經
濟」並非是以犧牲城市秩序和周邊居民正常生活為代
價，此次地方政府在鬆綁地攤經濟、夜間經濟的同
時，更應主動作為，加強管理、做好規劃，引導攤販
合理有序經營。

深入實地調研 加強宣傳教育
他建議，城市管理者首先應該深入街道，實地調

研，掌握好街道和居民區的地理位置，從而科學劃
定擺攤區域，合理制定營業時間，制定經營規範，
保障攤販經營不影響居民出行、不干擾居民生活。
其次，對於佔道經營、環境污染、噪音擾民、假冒
偽劣等一系列問題，應加強對攤販的引導和宣傳教
育，同時制定營業規範，對不服從管理以及有其他
不當行為且拒不整改的經營者，採取禁入等懲罰措
施。

部分地方推「地攤經濟」新政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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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熱話：我該擺攤賣點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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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比天氣更熱的是「地攤經濟」！不僅話題

登上微博熱搜，微信朋友圈等其他社交平台上也被
「擺地攤」刷屏，無論是程式設計員、金融人士、公
關從業者，都在自我調侃「我該擺攤賣點啥」。
截至截稿前，「地攤經濟」的相關微博話題閱讀量

超12.3億，討論19.6萬條。網友「沐沐1980」說，擺地攤是童年的
回憶，現在終於回來了。「雲南曾穎」表示，不僅能解決就業問題，
城市也有了人間煙火氣，好事！也有網友說，對地攤的印象並不好，
髒亂差，「三無」小吃還吃壞過肚子，希望加強各方面的規範化管
理。
與此同時，朋友圈裏也在刷新着各種段子：「工資沒八千，不如擺
地攤；十年打工一場空，擺攤三年變富翁；工作不好找。地攤搞一
搞」。各行業人士都在自我調侃「我該擺攤賣點啥」，程式設計員表
示可以去專業貼膜，HR想去擺攤算命：「因為有十年面試經驗，看
人準」，資深公關人士則笑稱，可以「家庭危機化解、婆媳關係處
理、鄰里矛盾調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地攤經濟」正在大

江南北蓬勃興起。在國家層面的鼓勵下，內地已有三十個地

方發布政策，明確鼓勵發展「地攤經濟」、「夜間經濟」。

在一些地方，小商販們甚至接到了城管隊員打來的電話，對

方主動動員他們到指定地點擺攤經營。網友笑稱，沒想到下

半年中國經濟的最大「風口」不是直播帶貨，而是擺地攤！

上海

■■ 位於上海市靜安區位於上海市靜安區
的安義夜巷的安義夜巷55月底重月底重
新開放新開放，，不單延長了不單延長了
運營時間運營時間，，還升級了還升級了
燈光效果燈光效果。。 新華社新華社

「地攤經濟」一夜燎原。很多小
經營業主躍躍欲試的同時，不免忐
忑：允許擺地攤是不是權宜之計，
這個「飯碗」端得住嗎？一些市民
也在疑慮，遍地擺攤，是否會重回

「髒亂差」的老路？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地攤經濟」曾為解決

失業發揮過不小的作用，甚至掀起一輪創業潮，馬
雲、劉強東等商界大佬當年都是通過擺地攤賺得第
一桶金，這為此後中國經濟迎來黃金時代做了積累
鋪墊。不過近年來，擺地攤被認為有損現代化文明
形象，逐漸在很多城市銷聲匿跡。

在經濟學家看來，最容易遭遇失業的人，往往也
是最承受不起失業的人。不管是經濟遇挫，還是在
發展常態下，都需要把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吸納到

勞動力市場中來。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中國經濟遭遇前所未有的

困境。在此背景下，低門檻、低成本、能迅速解決
低收入群體就業問題的「地攤經濟」重啟，為城市
疫後復甦帶來動力。城市管理者當以更包容心態，
引入更人性化柔性化科學化的管理方式，引導攤販
規範經營，確保生計可持續。另一方面，重啟「地
攤經濟」，也不應是走「回頭路」，而應合理規
劃、嚴格監管，避免佔道經營、無證經營帶來的市
容混亂和食品安全等問題死灰復燃，坐視城市重新
陷於髒亂差困境。

發展地攤經濟是一項惠民政策，但如何兼顧商販
生計與城市秩序，考驗着地方政府「放管服」的平
衡能力，也衡量着城市管理者的執政溫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不走回頭路 考驗「放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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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多地發布政策內地多地發布政策，，鼓勵發展鼓勵發展「「地攤經濟地攤經濟」、「」、「夜間夜間
經濟經濟」。」。圖為市民在吉林長春一夜市購買小吃圖為市民在吉林長春一夜市購買小吃。。 新華社新華社

新手攤販興奮試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