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人间烟火，中国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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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山东烟台考察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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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国家才能

更好。 

受疫情冲击，今年稳就业保民生形势严峻，通过积极扩大内需，推动

消费回升是化解压力的办法之一。因此，允许地摊经济存在，既可以创造

大量就业，又能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商品与服务，一举两得。事实上，最

近几年一些城市已经陆续启动夜间经济，地摊经济是夜间经济的扩围。 

允许地摊经济存在是保民生、保就业的需要。政策给予空间，地摊经

济可以吸纳不少就业，尤其是可以给失业人员一条积极自救的渠道。事实

上，地摊经济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早在 1990 年代末期，曾因国企改

革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较大规模下岗现象，当时大力发展夜市经

济，人们摆地摊卖杂货，做餐饮小吃等，帮助很多家庭渡过难关。 

但长期以来，地摊经济备受争议。它有利于农民入城或者低收入民众

的就业和生计，并为城市居民提供购买低价商品和服务的选择；同时，也

会出现占道经营，制造交通拥挤、卫生、噪音、污染等问题。有些地方商

贩为了争夺摊位，也曾出现安全问题。为了让城市更有秩序并且整洁卫生，

很多城市不允许存在地摊经济。 

事实上，如果管理不善，地摊经济是会带来一些问题，它本质上是一

个城市治理能力的问题。欧美国家都有小摊贩、集市、夜市、周末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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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蚤市场，庭院销售等形式的个体自由零售方式。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

家，也有不同的街边小摊，出售各种小吃和服装、日用品等。但这些不同

形式的地摊经济的营业地点、时间、经营范围有严格限制，是建立在包容

性与合规性基础之上。我国地摊经济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以包容摊贩经营。 

首先，需要对地摊经营进行规范。地摊经济、夜市经济的本质是个体

经营者使用公共空间营业，但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密度极高，公共空间却

严重缺乏，真正宽敞到能够容纳摊贩的街道非常少。此外，中国城市社区

都有围墙，住宅区私域内也不能摆摊，以避免影响居民生活。因此，城市

规划并没有给地摊经济太多空间，因此，在有限的区域内，如何公平地分

配摊位，规范营业时间、经营范围，避免交通堵塞、污染环境以及扰民等

问题，这些是城市管理部门首先要设计好的。 

其次，需要对地摊的产品和服务进行适度监管。地摊经济白天以流动

商贩销售瓜果蔬菜，晚上以小吃排档及部分小件日用杂货为主，印证了民

以食为天。饮食涉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安全，必须加强食品卫生监管，

部分摊位可能需要制定准入许可。当然，这种监管不应该收取费用，更不

能允许寻租行为存在，而是为了确保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 

第三，需要确保市场公平。人们呼吁地摊经济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城

市地产价格上升，带动租金和人工成本不断上涨，导致城市商业价格上涨

较多，城市居民生活压力增加。与正规超市、商场和饭店等需要缴纳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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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税费相比，地摊没有这些成本，有些蔬菜瓜果甚至是农民自产自销，因

此，价格会很低。在需要提振消费的背景下，消费分流或许会对正规商业

机构造成一定经营压力。与此同时，如何确保地摊与正规商业机构销售商

品在质检标准上的一致性也是关键，否则，就可能存在劣币驱除良币的现

象。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和消费方面也有不同的分层，因此，

承认地摊经济可以为一部分人提供就业和服务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像总

理所说，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中国不同层

次的多元化的商业生态系统能否健康发展，需要城市当局提高城市治理能

力以及市场监管能力，在秩序与生存之间实现平衡，使得城市兼有包容性

与秩序性，建立起地摊经济“干净、安全、有序”的新形象，增强城市的

生机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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