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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边 摊 ”撑 起 城 市 烟 火 气
——深圳街市消费调查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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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近日发布的“五一”假

期“吃喝玩乐”消费数据显示，深

圳本地生活服务消费居全国城

市前十位。自去年跻身“消费万

亿俱乐部”后，深圳今年全面实

施消费扩容提质行动，不断提升

百姓消费意愿。伴随消费模式

的多样化，街市消费正在当地迅

速崛起，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

管与放之间找到平衡点

作为城市消费生活的组成部分，市集、夜市、

路边摊等街头经济近年来发展快速，“淄博烧烤”

出圈，“天水麻辣烫”接棒，人们对充满变化的城

市高性价比消费增添了新的期待。

每逢假日，漫步在深圳街头巷尾、商圈广场，

美食街人潮涌动、“路边摊”飘香四溢、户外市集

丰富精彩⋯⋯人们放缓忙碌的脚步，选购点亮心

情的钟爱之物，与三两好友在斑斓夜灯下畅饮欢

聚，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拂去疲惫，积蓄能量。

快节奏的现代化大都市因此平添了浓浓烟火气

和人情味。深圳的街市消费有多活跃？街市经

济又有怎样的特点？城市又是如何促进街市消

费可持续发展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

夜幕降临，深圳这座繁忙的都市展现出另一

番风情：各式各样的夜市如繁星般点缀在街头巷

尾，一字排开的摊位和档口灯光交错，来自五湖

四海的小吃琳琅满目，三五成群的食客或边走边

买，或坐在摊位旁边吃边聊，形成一道都市夜生

活的亮丽风景线。

在深圳，不少夜市已有 10 余年历史，以宝安

区盐田街夜市、龙岗区罗瑞合夜市、福田区水围

夜市等最为知名，许多市民会驱车 20 多公里慕

名而来吃个尽兴。

宝安区盐田街夜市 300 多米的街上容纳着 90

多个档口，各色美食令人应接不暇；龙岗区罗瑞合

夜市全长近 400 米，集聚着烧烤、麻辣烫、炒米粉、

水煎包、凉皮、肉夹馍等摊车；福田区水围夜市的

摊位则在 100 多米的小道上挤挤挨挨，不但有小

吃、凉饮，还有美甲美睫、小商品售卖等摊位，音乐

声、叫卖声、交谈声、欢笑声在人潮中流动。

“逛夜市最开心的是可以边走边吃，一路尝

遍喜欢的美食。”在龙岗区罗瑞合夜市上，市民刘

思宇手提一份热气腾腾的肉夹馍，正在烤串摊前

挑选爱吃的小串。她告诉记者，这里的摊位价格

比较实惠，一路吃下来花不了五六十元。

知名夜市人气旺，规范运营的街边摆摊点位

也大受欢迎。在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伍广场旁

边，一字排开的摆摊档口，在划定的格子范围里

规整地摆放着。每个摊车大小高低一致，上面贴

有摊主健康证、姓名、电话及摊位主营品类等信

息。见到“喜螺螺蛳粉”摊主朱磊时，他正忙着准

备食材、摆放桌椅，迎接客流高峰的到来。34 岁

的朱磊是去年 12 月首批进驻五和伍广场美食摊

的摊主，半年来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每天进账接

近 3000 元，且 60%是回头客。一个人忙不过来，

他拉来两个亲戚助力，在附近又开了一家“分螺”

摊。朱磊曾开过重庆小面、炸串、小龙虾店，但经

营压力很大；如今经营食摊，前期投入仅为 4 万

元左右，投入少、压力小、心情好，对未来生活的

信心也更足了。

记者在各夜市及摊点走访时看到，下午 5 点

前后，摊主们便开始准备出摊。香气逐渐浓郁，七

八点时已人声鼎沸，不少摊主生意火爆，会经营至

凌晨。经营夜市和摆摊的主力为中青年，他们希望

借这一“微创业”赚得第一桶金再谋发展；另有部

分老年人想发挥余热，为家庭增加一份收入。

在罗瑞合夜市摆摊的周慈平今年 59 岁，闲

暇之余在夜市卖烤肠。她和老伴分工明确，老伴

负责准备食材、帮忙推车，热情开朗的她负责待

客。周慈平一边麻利地翻转烤肠，一边介绍出摊

收益和家里情况：每天刨去成本能赚 100 元至

300 元。女儿女婿是双职工，已在附近买房，生活

压力并不大。23 岁的摊主梁博轩出摊仅一周，以

前在酒店上班，收入较低且不自由，看到朋友在

夜市卖烤面筋每天进账三四千元，他取经后决定

试水。周慈平说：“现在一天最多赚 100 元，还在

摸索阶段，希望接下来把面筋烤得更受欢迎，生

意能越来越好。”

“随着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火爆全国，摆摊

经济热也‘烧’到了一线城市。”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想表

示，街边摆摊消费价格较低，能让市民享受更多

实惠，是人间烟火和城市活力的体现。摆摊经

营费用低，没有铺面租金和雇员工

资 压 力 ，船 小 好 调 头 ，

解决了部分群众就业难题，让他们通过灵活就业

度过缓冲期，蓄力再谋出路。

不过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流动摆摊带来的

矛盾和问题也不少，主要集中在摆摊者数量多，

种类繁多；售卖货品质量参差不齐，缺斤少两现

象也时有发生。但摊贩缺少固定经营场所，监管

部门难以对货品及服务有效监管；摊主之间争地

盘，与周边商铺同品类竞争容易引发矛盾；烟气

升腾、油污垃圾滋生，影响到周边群众正常生

活。消费者起初图新鲜，品尝路边摊很开心，时

间久了相应投诉不断增加。对主要承担监管责

任的市区两级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街道办

事处和社区工作站而言，在具体实践中找到“管

与放”的平衡，一直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相关职能部门人士表示，外摆经营，管是前

提，有序是基础，在严管之下“疏导”才能推动可

持续发展。当前，深圳执法采用“宣传劝导+执

法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引导摊主规范有序经

营，对拒不整改、屡次违规的商家与摊主则依照

城市管理法规严格整治，宣教与查处并举，让执

法有力度更有温度。

特色市集添新意

摆摊设点不只服务食客，创新创意氛围活跃

的深圳还有一系列亲民有趣、主题多元的创意市

集活动，结合本地文化、产业特色和市场需求，引

入创意设计、手工制作、美食文化等元素，将丰富

多彩的市集与商圈、节庆、大型文体活动结合，形

成连接市民群众美好生活、多场景多业态促进消

费的组织单元。

创办于 2008 年的 T 街创意市集位于深圳华

侨城创意文化园，如今已成为国内开办周期最密

集、场地设施最稳定的街区型创意市集，也是深

圳重要的文化创意活动品牌。“我们每月举办

2 期市集活动，根据地点不同设有 60 个至 88 个

摊位，目前已举办了 260 期。”深圳华侨城创意文

化 园 运 营 负 责

人莫舒敏表示，年轻消费者追求个性与自由，自

有一套消费标准和生活方式。他们将 T 街创意

市集与园区主理人咖啡店、文创商店、独立书店

等“非标”商业场景，以及展览和音乐节等活动联

动起来，将整个街区打造成为年轻人漫步城市、

休闲娱乐的热门打卡地。

16 年来，T 街创意市集作为创意设计文化及

产品的展示交易、交流推广平台，已服务超过

1000 个原创设计品牌与一批年轻的设计师、创意

人、手工艺爱好者。一些原创品牌从这一平台成

功孵化，落地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发展，并走向全

国。这里鼓励创意人“踢街”“踢场子”，以优胜劣

汰的竞争意识推动创新，不少参与 T 街的人把这

一出摊行为称为“练摊”。从 2014 年起不定期参与

“练摊”的老摊主马玉萍如今已创办了主打芳香疗

法的精油品牌 Dr.Wong，在深圳开设了多家门店。

马玉萍说，T 街对新老摊主秉持开放态度给予孵

化机会，就像一个战场。自己在市集上与有意思的

人接触，经常为新的创作带来灵感；很享受在这里

交朋友、练团队、捕捉新趋势新变化的过程。

在深圳东部消费中心龙岗区，露天市集正成

为政府搭台，丰富消费场景、营造消费氛围的必

要载体。今年年初，龙岗区开启全地域覆盖、多

部门联动、多领域串联的全年度美好生活节，以

“场景+空间+地标+商圈+品牌”的多领域串联

策略，打造“深圳龙岗·美好生活之城”。今年“五

一”假期，龙岗万达广场举办“龙岗好集了·国货

潮玩展”、2024 龙岗首届“大口面包节”，国货潮

品、消费电子、特色面包等点燃消费热情；龙岗万

科里广场举办 2024“享龙岗”深港台潮创乐享周，

以“创意街区、美食小吃、音乐表演”的组合，让大

家在露天派对中轻松乐享假期生活。

“市集活动贴近生活、气氛轻松，是丰富消费

生活、促进经济活跃的有益补充。”“龙岗好集了”

市集活动组织方、湾融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剑南说，作为龙岗区“美好生活节”活动中的

子品牌，“龙岗好集了”

汇集了百余个智造、文

创、食饮、手作类摊主

资源，先后在龙岗区举

办的消费、文化类活动

中开设“龙岗有咖位”

“龙岗 C 引力”等市集，

营造闲适随性、好玩有

趣的交流互动氛围。这些活动自带社交属性，更

符合年轻消费者对不同社交消费场景的需求。

同时，多频次、拼块式、小而美的户外市集通常

设置在购物中心、核心商圈、创意街区，有助于

为主流消费场景聚人气、引人流，进而带动多场

景消费。

经过多年努力，深圳的特色市集品牌化运营

管理模式已卓有成效。莫舒敏表示，16 年来，T

街创意市集对摊主及展销产品一直有着较高准

入要求，产品应为原创或有合法授权代理，具有

安全、高品质及创新创意性。市集举办期间有相

应规范化管理机制，避免如擅自摆摊或拼摊、入

选摊位迟到早退等影响消费体验的情况。

疏导结合尺度明

记者在走访中观察到，人气旺、质量高、发展

长期稳定的市集、夜市、摊点等街头消费业态均

具有运营主体清晰、规范严格、准入标准高的特

点，切中新生代客群精打细算及社交型消费需

求，在提供高性价比、沉浸式消费体验的同时，激

活了城市消费动能。

不过客观来看，大部分流动摊点零散随性，

存在一定安全卫生隐患，影响到正常交通出行。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十字路口、地铁出口、公园

小区周边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常有推车出摊者，有

些摊车甚至挤在电动自行车停放区、红绿灯导流

岛。该如何有效疏导结合，实现有序管理？对于

常住人口达 1700 多万人的深圳而言，无疑在城

市管理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深圳

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曾引发一波

关注，许多人以为“深圳放开路边摆摊了”。其

实，该条例对商户沿街外摆及摊贩经营的规定很

清晰：要求“商场、门店超出门、窗外墙摆卖、经营

的，应当符合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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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兼顾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和城市整体市

容美观有序。不过，条例出台后如雨后春笋般自

发涌现的摆摊行为并不符合这一要求，大多数市

民及摊主并不清楚“放开”只限于“商户沿街外

摆”及“划定的摊贩经营场所”。

相关职能部门人士表示，商超及沿街门店经

过申请报批后，在经营红线范围内以有序规范、

漂亮美观、干净整洁的方式合围成外摆区域，既

满足了市民需求，又扩大了商家经营场地，在方

便大家生活的同时活跃经济；同时经营主体明

确，监管可以跟上，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周末傍晚，记者在福田区水围 1368 文化街

看到，这里的沿街餐厅大部分在店外有序摆放着

桌椅，就餐者络绎不绝，且未影响到行人。以东

南亚菜为主打推出创新融合菜的“碳水精英”店

联合创始人叶知时说，餐厅面积为 30 平方米，室

内仅能放 5 张餐桌，外摆可增加 6 张桌。外摆也

将自家店与旁边的酒吧和西餐厅连接起来，用餐

高峰期 3 家店共享空间，彼此增加了客源和生

意，也减少了大家排队等位时间，消费体验更好。

龙岗区五和伍广场美食街还划定摆摊经营范

围，由五和伍广场运营主体、深圳市汇江实业有限

公司主导管理，接受街道和社区监管。五和伍城市

广场店长刘波介绍，摆摊点建立规范管理机制，设

置统一区域，要求摊点经营者实行登记准入制，在

用电安全、食品卫生、环境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等

方面均对摊主提出严格约束要求，确保安全可控，

责任到人。五和伍城市广场还提供管理和保洁服

务，确保摊位干净卫生，日常经营有序。

宝安区西乡街道永丰社区新湖路美食街开

展信用 O2O 可视化街区建设，通过接入互联网

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接受公众监督。永丰社区党

委宣传委员麦智怡说，消费者通过“企信宝”APP

扫描二维码，就可查看商家信用“家底”，对其服

务进行留言评价。

李想表示，尽管人们对街头经济有期待，且

这种补充业态可以部分带动就业，但不同城市需

因地制宜。目前，不少大城市依然明确对“摆摊

经济”说“不”。对常住人口达 1700 多万人的特

大型城市深圳而言，以有效组织和精细化管理，

把握好接纳和规范的尺度，满足更多人的幸福感

和安全感，是值得关注借鉴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

发展路径。

“摆摊经济”沿街为市，低成本经营，为部

分群众提供了生活出路。其涉及食品卫生、交

通安全、市容市貌等方方面面，与群众的身体

健康、安全出行及夜间生活密切相关。因此，

需要多方携手，加强精细化管理，破除“脏乱

差”的老印象，让“有序、安全”成为其新注脚。

首先，要认识到“摆摊经济”并不一定适

用于所有城市。每个城市具有独特的发展背

景、规划定位和管理差异，对人口密度高、交

通繁忙的超大型城市来说，应审慎地多方权

衡利弊。是否有必要放开摆摊，放开程度如

何，需要结合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科学决

策。这涉及对城市经济状况、社会需求、城市

规划、交通状况、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综合考

虑。只有在全面深入分析研判的基础上科学

规划，才能确保“摆摊经济”与城市整体发展

相协调。

其次，需要管放结合，有序为先。活色生

香的街头摊位让生活气息更浓，一定程度上

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增添了温情，展示

了城市的包容性。但烟火气不等于“乌烟瘴

气”，以往的路边摊给环境卫生和城市治理带

来了巨大压力，这也是部分城市向“地摊经

济”说“不”的原因。因此，对开放“摆摊”的城

市来说，要系统谋划，精细监管，最好能划清

摊位范围，明确经营时间、卫生标准等要求，

确保摆摊设点“不挡道、不扰民”。同时，还需

给予一定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让摊主根据自

身情况和市场需求经营，努力实现烟火气与

文明风并行。

再次，需多方协同，各司其职。当前，一

些城市虽有划定的摆摊点，但零散、流动、不

合规的摆摊者不在少数。规范划定的摆摊点

一般综合考虑了多方因素，“不堵路、不扰民”

是先决条件，但划定的点位不如地铁口、十字

路口等地方人流量大。基于当前城市管理倡

导柔性执法、文明执法的现实情况，许多城市

出现执法者和摊贩“立场不同但彼此勉强理

解”“你来我走，你走我再来”的局面，颇有些

令人无奈。人性化的管理有助于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但也需要以严明的法律制度保障社

会秩序。从服务和满足绝大多数市民顺畅出

行、幸福生活的角度来讲，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市场监督管理、交警等部门需要联手，在管

与放之间找到平衡，破解当前“多头、碎片”的

监管困境，形成规范化、长效化的管理机制。

此外，摊主需要自觉遵守规定，确保经营

活动的合法性和安全性，降低对城市环境和

其他市民的影响。同时还要加强宣传和教

育，提高大家对“地摊经济”的认识和理解，注

意食品卫生和交通出行，做个人健康和安全

的“第一责任人”；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共

同营造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真正让“摆摊”

成为城市美好生活的写照。

深圳市龙岗深圳市龙岗

区的区的美好生活节美好生活节

““ 为 美 好 加为 美 好 加 FUNFUN

艺 术 生 活 市 集艺 术 生 活 市 集 ””

现场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人潮涌动的深圳市宝安区盐田街夜市人潮涌动的深圳市宝安区盐田街夜市。。 何何 俊俊摄摄

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TT 街创意市集街创意市集

上上，，消费者正在选购商品消费者正在选购商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