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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地摊经济作为现代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在促进城市消费、提供就业机会、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成为了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

重要体现。湛江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地摊经济在当地经

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在推动低收入群

体创业和就业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然而，随着地摊经济

的扩展，诸如占道经营、环境卫生差、噪声污染、产品

质量不稳定、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等问题逐渐暴露，影

响了地摊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认同度。因此，在跨学

科的视角下，深入分析湛江地摊经济的现状、问题及提

出其可持续发展路径，成为本研究的核心目标。

一、湛江地摊经济的现状与挑战

（一）地摊经济的现状

湛江的地摊经济主要集中在城市的繁华区域，如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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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步行街、海滨公园和万达广场等地，形成了相对集中

的地摊市场。由于摊贩创业的低门槛特点，使资金有限、

商业经验不足的底层群体也能够迅速投入经营 [1]，因此

成为湛江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此外，地摊经济也促进

了湛江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二）地摊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随着地摊经济的规模扩大，湛江的地摊常常占据城

市主要人行道和交通繁忙区域，导致交通拥堵和行人通

行不便。此外，地摊经济绝大部分以小吃类为主，需要

额外的储备和制作空间，这不仅增加了对空间的使用，

还进一步恶化了交通环境 [2]。摊位设置不规范、垃圾随

意丢弃等环境卫生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与

此同时，地摊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尤其是夜间市场

和摊贩的叫卖声，给周围居民带来了困扰，影响了居民

的生活质量。更为突出的是，由于地摊商户流动性大、

缺乏固定营业场所，消费者在遇到商品质量问题或权益纠

纷时，往往难以找到摊贩进行有效维权，这不仅影响了地

摊经济的信誉，也削弱了消费者对地摊经济的信任度。

二、跨学科视角分析湛江地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湛江地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多维度因素，

通过全面的分析推动地摊经济的长远发展。

（一）经济学视角：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

地摊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灵活的市场形式，能

够迅速响应市场需求，因此在湛江市场中占据了重要

地位。然而，随着地摊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湛江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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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摊经济作为现代城市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在湛江地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其

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摊经济也面临占道经营、环境卫生不佳、噪声污染、产品质量不稳定以及消费者权益难以保

障等诸多问题。本文结合湛江地摊经济的现状，采用跨学科视角进行综合分析，重点从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

角度探讨地摊经济的挑战及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提出通过政府支持、创新管理模式、数字化转型等途径，推动地

摊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的管理难题，还能促进湛江等地区地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当地经济的繁荣与稳定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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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竞争和市场同质化的问题。比如，为了追求经济效

益的最大化，部分商家在选择产品时，倾向于采用成本

低、品质较差的原材料，不考虑其对消费者健康带来的

影响 [3]。地摊商户多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导致商品

和服务缺乏创新，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消费者需求。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市场效率，政府可以通过引导

和适当的市场干预，鼓励地摊商户创新产品和服务，提

升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例如，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支

持，设立特定的区域，进行市场规范化管理，避免市场

过度竞争，同时提升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地摊经济的

健康发展。

（二）管理学视角：创新管理模式与规范化发展

摊贩的流动性增加了执法的不确定性，使得监管难

以形成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其次，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政府与摊贩之间的互动愈加复杂 [1]。因此，湛江应进一

步完善地摊经济的法律法规，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加强

市场监管，确保地摊经济的规范化发展。政府应制定摊

位分配、环境整治、卫生清洁等标准，为地摊商户提供

明确指导，帮助其在符合法规的框架内经营。通过政策

引导与监管，政府能确保摊位布局科学、市场行为规范，

并通过动态监管及时有效解决问题。同时，加强环境卫

生和噪声污染等问题的管控，提升地摊经济的整体形象

与湛江的市容市貌。此外，湛江地摊经济应逐步实现数

字化转型。通过引导商户使用社交媒体、移动支付等现

代化工具，提升经营效率与客户体验，增强市场竞争力。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商户拓展线上市场、优化管理和提升

服务质量，为地摊经济开辟新增长空间，并提高交易透

明度和市场活力。

（三）社会学视角：社会影响与消费者保护

2023 年以来，随着国家正式地摊经济政策发布，很

多地区已将摆地摊合法化。同时，国家也提出“五允许

一坚持”的政策，促进地摊经济发展。政策主要内容有：

①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②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

③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④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

营；⑤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扩大停放区域；⑥坚

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 [4]。地摊经济在湛江不仅为

低收入群体提供了生计保障，还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

互动与融合。地摊作为一种独特的商业形式，为不同背

景的市民提供了交流平台，增加了社会的包容性和和谐

性。地摊商户通过展现地方特色，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本

地消费者，也使得湛江的文化底蕴得到了充分体现和传

承。因此，地摊经济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还在文化传

承和社会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摊的流动性给地摊主带来经营方便的同时也给消

费者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隐患。购买的商品若存在质量问

题，消费者难以追溯 [3]。为了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和提高

地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湛江应完善地摊经济中的消费

者保护机制，使消费者在遇到商品质量问题或服务纠纷

时能够及时得到解决，提升他们的购物体验和对地摊经

济的信任。完善的消费者保护不仅能改善地摊商户的形

象，增加其市场竞争力，还能推动地摊经济向更加规范

化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推动湛江地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一）政策支持与创新管理

随着湛江地摊经济的快速发展，现有的管理体制和

法律法规未能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需求与挑战。因

此，制定更加细化的法律法规并创新管理模式，成为推

动地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构建“政府＋日常管理

部门＋摊贩自律＋消费者监督”的管理体系，增强政府

的宏观引导职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地摊商贩可派代

表与政府沟通，必要时建立集群管理协会，通过轮值机

制促进内部监督。政府下放管理权限，提升灵活性并促

进问题解决，同时持续监督商贩的规范经营，优化地摊

经济与城市空间的协调发展 [5]。

为了有效管理湛江地摊经济，政府可结合智能化技

术，创新管理模式。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摊位电子化登

记、审批和监管，提升管理效率与透明度。此外，湛江

可建立“智慧地摊管理”系统，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实时监控摊位经营，确保与城市发展协调。创新管

理模式和政策支持的结合，能有效促进地摊经济的有序

发展，提高其社会与经济效益，为未来的规范化发展奠

定基础。

（二）数字化转型与现代化管理

地摊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提升湛江地摊经济发展

的关键路径之一。地摊的流动性决定了其交易方式仅有

“面对面”这一种，导致摊贩和消费者之间信息差。消

费者无法享受预订、配送或售后服务，且难以自主选择

心仪的摊位类型。一旦市场环境变化，双方难以及时掌

握信息，导致摊贩面临亏损风险，消费者也难以获得良

好的购物体验。因此，推动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缩小信息

差，提升市场效率 [6]。地摊经济体现了湛江的城市文化，

如生蚝、白切鸡等地方特色产品，通过销售得以传播与

认可，有助于文化传承。同时，地摊经济为旅游增添独

特的魅力，游客在地摊消费中体验当地特色，深化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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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7]。因此，推动湛江地摊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已经

成为提升市场竞争力、改进消费者体验的重要举措。

首先，湛江地摊经济应鼓励摊贩通过互联网平台融

合网络流行的场景娱乐等多元形式，通过挖掘地方文化

和产业特色，围绕特色美食、创意设计等主题，打造具

有独特魅力的品牌。不仅要注重产品的创新和特色，还

要注重服务质量和消费者体验。摆摊者应提高服务水平、

营造社交氛围，让消费者购物时也能享受社交乐趣，容

易形成网红消费打卡地，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支持城市传

统商业业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以数字化技术快速便捷

城市地摊经济 [8]。

其次，移动支付的普及也有助于政府对地摊经济的

监管，方便进行消费统计和税收征管。此外，移动支付

平台的数据积累有助于政府了解地摊市场的需求变化，

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三）社会协同与文化建设

地摊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湛江应通过

强化地摊文化认同与社会支持，增强公众对地摊经济的

认同和接受度。虽然地摊经济在湛江地区发挥着积极的

经济作用，但仍面临一定的社会偏见。为了改变这一局

面，政府和社会应加大对地摊文化的宣传力度，提升其

社会形象。可通过举办地摊文化节、地摊创新创业大赛

等活动，展示地摊文化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增进公众的

理解和认同。

此外，地摊商户作为市场的一员，不仅要追求自身

经济效益，还应承担起社会责任，保护环境、提升社会

和谐度。首先，政府加强卫生标准，设立环境保护目标，

针对各摊位实行卫生承包制度，对环境污染较重的摊位

合理安排出摊时间。设立卫生标准证书，需达标方可继

续经营 [9]；其次，通过提供环保材料、激励政策等手段，

引导摊贩选择环保产品，并推动市场的绿色转型。社会

各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地摊经济的健康发展。

结论

湛江地摊经济在促进地方消费、提供就业机会和文

化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基于跨学科视

角，探讨了地摊经济面临的挑战及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随着地摊经济的快速发展，管理不规范、环境问题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不足等问题逐渐凸显。针对这些问题，提

出了政府支持、数字化转型、创新管理模式和社会协同

治理等多方面的对策。通过这些对策，湛江能够有效推

动地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和社会

的稳定；也将提升地摊经济的质量与效率，为城市的包

容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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