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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上的上海

摆位开始营业后，这种沟通持续下去。

每年，物业还要对商家的外摆位进行年检。陈丽丹说，不

符合规范的外摆位将被停止设置资格，而且这也直接影响到物

业与商家的续约意愿。

实际上，愿意在这里设置外摆位的商家，大多都很珍惜这

样的机会，把自律落实得很好。“其实外摆位在性质上属于公

共空间，并不包含在我们的租赁范围内，但既然我们在使用，

就会爱护维护好它。在我看来外摆位和店内是一个整体，都要

同等重视。”薛勇敏发现，整条路上开设了外摆位的商家都与

他有着如此的共识：外摆位区域的整洁、安静、安全等事宜，

大家不只是在管理方的强制要求下被动地去执行，而是发自内

心地想做好。

“无论是我们物业还是政府、商家，都在外摆位这件事儿

上很花心思。三位一体，齐心协力，大学路的外摆位经济由此

迈上正轨。”陈丽丹表示。

先行者的不断创新

“我之前就一直很喜欢大学路，常来这里逛，随意选家小

店坐在外摆位上，直接拥抱阳光和新鲜空气，是一种独特的享

受。”薛勇敏说，他自己开了餐饮店之后，就很想也设置外摆位，

但最早开的那家分店不具备条件。当去年大学路物业主动找到

他，希望他入驻并鼓励他开设外摆位时，薛勇敏感到很惊喜。

去年10月，“茶是一枝花”的大学路店开业。几个月之后，

新冠疫情袭来，几个分店的室内门店一度完全停止营业，经营

面临危机；而大学路上有外摆位，处于空气流通的室外，这是

恢复经营的绝佳条件。因此，大学路成为上海在疫情发生之后

最早复苏的商业街区之一。薛勇敏感叹，本来是“锦上添花”

的外摆位，在疫情中为他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外摆位给我带来实际的好处当然首先是经营面积的增加、

客流的增加，只要天气条件允许，客人们都非常喜欢坐在外摆

位上消费，许多人是因为外摆位的存在而被吸引来的。”他说，

在此之外，外摆位也给人们的交往带来了空间，拉近了人与人

上门劝说，针对年轻人和创业者“晚睡晚起”的特点，倡导商

家每天从上午十点起一定要把桌椅外摆，一直摆到深夜。

此外，当时这种外摆位在上海尚没有被政府认可的先例，

被城管部门认为是违反规定的“跨门营业”“占道经营”，不

允许如此操作。为此，物业方和政府职能部门反复沟通，专题

会就开了不下 50 场，最终由五角场街道牵头成立“攻坚克难”

小组，各方达成一致。外摆位要求设置在各家店铺的建筑红线

范围以内，在确保不影响行人通行与安全的前提下，设置可移

动的桌椅；同时，店铺做到“经营在内、消费在外”，例如餐

饮店的食品制作区域和收银台都设置在店内，不延伸到外摆位

区域来。

当时政府管理部门的设想是先照此试行一年，若不成功，

就恢复原样。事实证明，如此模式的效果非常好，大学路的人

气因为外摆位的存在而不断增加，它的独特性让这里成了“网

红打卡地”。更为关键的是，这条道路因此更加融入它所在的

创智天地的风格。

大学路的外摆位能获得成功，与精细化的管理密不可分。

大学路上餐饮店“茶是一枝花”店主薛勇敏说，希望开设外摆

位的商家需要向物业提供详细的方案和设计图，通过审查后才

能实施。“实际上，外摆位方案的通过是店铺在这里开张的先

决条件，可见物业和政府对此的重视程度。”他说，在方案审

查的过程中，物业工作人员就与他做了充分的沟通，不仅监督

他符合基本的规定，还与他共同商量如何做出自身的特色。外

　　杨浦区的大学路，是外摆位经济在上海最早得到成规模优质发展的区域。

疫情之后的大学路外摆位。  供图 /瑞安房地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