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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傍晚，位于成都市高新区的天仁路逐
渐热闹起来，一个卖冰粉、凉糕的小推车引来不
少食客驻足。“感觉这种形式既方便附近居民的
日常生活，又能帮到需要就业的人。”市民庞宇
说，希望“路边摊”可以持续下去。

近日，地摊经济成为热门话题。今年 3 月
中旬，成都推出“五允许一坚持”，率先“试水”
鼓励“地摊”“夜市”。随后，成都打出建立摊点
摊区设置引导机制、商贩摊主清洁卫生责任机
制、群众投诉现场快速处置机制等“组合拳”，
推动地摊经济向常态化、规范化发展。随后，
地摊经济也在北京、西安、青岛、重庆等多地火
起来。

“地摊”“夜市”在让城市重新找回烟火气的
同时，也带来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
主体的社会成效。记者从成都市城管委了解
到，截至5月28日，一系列“柔性政策”使就业人
数增加10万人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
超过98%。

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军观
察认为，成都推出的这些引导城市有序复苏
的创新举措有上位法的依据，是政府部门在
疫情防控状态下探索城市管理方式创新的具
体体现，既坚持了依法行政又兼顾了合理行
政。

“最早的商业就是地摊、游商游贩和集市，
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也不会消灭

‘地摊’这种商业形态。它们弥补了大型超市和
网上购物所不能满足的某些功能。”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教授刘业进说。

在成都，“柔性执法”深受市民追捧。“现在
政府让摆摊，确实对我们下岗职工有好处，最起
码一家五口人有了生活保障。”成都摊贩郭晓三
下岗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年纪较大的他
抓住政策利好，利用自己的凉拌菜手艺，开起了
小吃摊。对于今后的日子，他说：“以后一家五
口人的生活反正会好一点。”

但环境卫生、噪音扰民、产品质量等也成为
绕不开的话题。“有时候路两边的小推车一字排
开，正常车辆根本无法通行。”成都市民吴先生
说，“最怕半夜家人都睡了，楼下烧烤店外面还
有人喝酒、大声交谈。”

刘业进认为，发展地摊经济必须遵守公序
良俗，即不得损害公共和私人利益，把可能产生
的负面效应降到最轻程度。除了改变“脏乱差”
的刻板印象外，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探索透明、
规范、制度化的解决办法。

“以往，我们对非门店经营这种业态管理不
足且容易激化矛盾。此次疫情从另一个程度上
打开了城市管理的‘政策之窗’，相关部门应该
抓住这次契机，对传统的管理理念、手段和方式
做出调整，彻底改变‘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管
理方式。”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任勇认为。

对此，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总队总
队长刘践介绍，地摊经济的发展，正在推动
城市管理的执法方式由严格禁止向规范引
导转变，由简单驱赶向宣传教育转变。当地
在两个多月的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政策
和机制。比如对占道摊区分类分时管理，即
城市主干道、重要交通节点、医院、学校等周
边不允许摆摊，中小街道、背街小巷、居民区
等允许有序摆摊；在交通高峰时期错峰摆摊
等。

作为促进就业保障民生的创新之举，地摊
经济往何处去，这成为城市管理者、临街餐饮
店、流动摊贩等参与方最关心的问题。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罗哲认为，目
前的“地摊”“夜市”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未来
要成为长久存在的经营业态之一，还需要往规
范化方向发展，但这绝不仅仅是城管一个部门
的事情。“食品安全、安全隐患排查等涉及市场
监管、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以后也有可能将
流动摊位固定下来，向场地经济发展。”罗哲认
为。

■新华社记者 叶含勇 张海磊 李倩薇

能否告别“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成都地摊经济观察

市民在成都市太平园中三路临

时占道摊点选购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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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成都市太平园中三路拍摄

的临时占道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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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商家在成都市太平园中三

路临时占道摊点上准备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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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市民在成都市黉门街一处

临时占道摊点选购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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