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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日发布20年来首次进

行全面修改的新版《上海市市容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关于设摊不

再“一禁了之”的内容引发高度关

注。从禁止、取缔到如今的“适度放

开”“有序设摊”，对如何摆摊，上海

经历了一段摸索的历程。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地摊经

济在赋予城市活力的同时，也给城

市带来了治理挑战。对摆摊行为是

禁是放、是堵是疏，是全球许多城市

持续探讨的课题。如何在活力与秩

序之间寻找平衡，不同的城市给出

了不同的答案。

日本
把“屋台”打造成
独特城市名片
公园里卖二手货的跳蚤市场，

街边售卖关东煮、铁板烧、拉面的摊

点，走街串巷的烤红薯车……在日

本影视作品中，常能看到日本城市

里与地摊有关的场景。

事实上，地摊文化在日本不仅

历史悠久，而且地位重要。二战后，

日本的地摊经济开始活跃。自

1945年新宿车站第一家露天市场

开业后，众多地摊便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在日本城市。

而被日本人称为“屋台”的路边

小吃摊，是日本“地摊家族”中不容

忽视的存在。有媒体报道称，日本

的路边小吃摊最早可追溯至江户时

代。经由不断发展，这种“接地气”

的饮食阵地如今已分布在日本各

地。其中，福冈的路边摊美食最负

盛名，这座城市正打算将“屋台”打

造成一张将地摊经济与当地文化相

融的城市名片。

在福冈一座办公楼的人行道

边，一个个路边小吃摊成为了解日

本传统美食的独特窗口。在防水隔

热的帘布后面，人们坐在木凳上一

边交谈，一边等待着热气腾腾的食

物端上桌来，空气中混合着烧烤的

烟雾和关东煮的香味。

不过，容易带来卫生、安全等隐

患的路边小吃摊也曾让日本政府纠

结不已。20世纪60年代，福冈有约

400多家路边小吃摊，如今已经降

至约100家。

但近年来，福冈人又逐渐意识

到这一独特的饮食传统对国内外游

客的吸引力，路边小吃摊似乎又开

始回归。2016年，福冈数十年来首

次给路边小吃摊摊主颁发营业执

照。而随着“照片墙”和美食短视频

流行，福冈的路边小吃摊也正成为

年轻一代的旅游打卡点。

56岁的奈美和家人在福冈共

同经营着一家路边小吃摊，她对自

己的工作充满自豪感。“在这里我可

以结识很多外国人，就好像去到了

很多国家一样。”

一位来自东京的小伙子和两位

来自大阪的姑娘，在奈美的路边摊

喝了啤酒吃了拉面后，建立了新的

友谊。“这就是‘屋台’的魅力。”在导

游森俊博看来，这看似狭小的空间

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美味的食物，还

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人们可以感受

到福冈的亲切与友善”。

福冈路边小吃摊的回归只是日

本地摊文化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

近年来，在规范地摊经济，尽可能减

少摆摊带来的卫生差、秩序混乱、空

气污染等城市治理难题方面，日本

社会也在不断探索。其中，既有专

门的企业参与协助，也有媒体和地

方政府推广引导，甚至连设计师也

在为如何合理利用城市空间、提升

地摊的秩序和美观出谋划策。

德国
一起逛跳蚤市场
是周末“打开方式”
如果说路边摊美食是日本地摊

的招牌之一，那么对欧洲人而言，跳

蚤市场便是地摊文化中宝藏般的存

在。尽管跳蚤市场起源于自由浪漫

的法国，但如今，务实节俭的德国人

对这种售卖二手物品的摊点似乎更

为热衷。

服装、饰品、餐具、艺术品、相

机、藏书……在德国的跳蚤市场可

以淘到各式各样的二手宝贝。旧货

地摊已经成为德国旧货市场的主体

之一，分布于城市和村镇。

在德国，政府并没有设置专门

的摆摊场所，地摊通常出现在公园

空地、露天广场和大学树林中。柏

林墙公园的跳蚤市场、法兰克福美

因河畔的跳蚤市场、斯图加特卡尔

斯广场的跳蚤市场等都颇为著名。

德国首都柏林就有20多个大

型摆摊场地。柏林拥有庞大的地摊

文化，跳蚤市场遍布整个城市，大部

分市场都在周末开放。在旅游博主

安妮利斯看来，柏林就是“节俭者的

天堂”。撰稿人托马斯说：“在柏林

的周末，朋友们通常并不是相约喝

咖啡、吃蛋糕或看展览，而是一起逛

跳蚤市场。”

尽管地摊数量繁多、分布广泛，

但德国人也摸索出一套独有的地摊

管理方法。需要长期摆摊的摊主要

提前向当地政府报备，申请流动经

营许可以及卫生局提供的指导手

册。管理部门会按照摊位大小以及

地价，向摊主收取摊位费，用于安保

和保洁。

虽然摊位不固定，但德国跳蚤

市场有着固定的开放时间，例如慕

尼黑的跳蚤市场自2007年后便一

直在夜晚开放。具体市场的开放时

间和摊位规划，可通过当地政府官

网查询得知。

在跳蚤市场用两三折的价格就

能买到二手商品，对那些摆摊的卖

家来说，赚钱或许并不是唯一目

的。一位以售卖布料为主的摊主坦

言，他每月摆摊四天赚的钱还不及

本职工作一天的工资，摆摊的目的

就是为了放松和享受交换的乐趣。

另外一些卖家则认为，让物品循环

利用，是一种具有可持续性和环保

价值的行为。

而对那些来“淘宝”的人而言，

逛地摊是一种与商场购物和网购全

然不同的体验。因为这里既可以面

对面讨价还价、现场验货，还能以低

廉的价格淘到市面上稀有的物品。

更重要的是，逛地摊还能满足人们

休闲娱乐和互动交流的需要。

荷兰
每年国王生日
全民摆摊狂欢
荷兰不只有风车和郁金香，自

由集市也是荷兰城市文化中一抹特

别的色彩。

荷兰的自由集市同样走过了漫

长岁月。早在9世纪初叶，荷兰就

已经出现了售卖日常生活用品、每

周开放一次的小市场。这种摊贩市

场一直保留并延续至今，如今荷兰

最有名的市场莫过于阿姆斯特丹的

IJ-HALLEN。IJ-HALLEN的前身

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旧船厂，如

今这个巨大的建筑已经成为欧洲最

大的自由集市之一。

“激烈的讨价还价、琳琅满目的

二手货、美食和欢声笑语。”旅游专

栏作家唐娜写道，“在IJ-HALLEN，

你可以看到嬉皮士、潮人、收藏家、

预算有限的大学生和年轻的妈妈，

你会对荷兰社会有个精彩的了解。”

IJ-HALLEN的开放时间不固

定，一般是在周末。唐娜说，“从黑

胶唱片、瓷器、玻璃器皿，到网球拍、

瓷砖、靴子……在这里，每个角落都

有着不一样的惊喜。”

除了能淘到“宝贝”，集市在荷

兰人心中也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价

值。在荷兰各大旅游网站和宣传手

册上，都可以看到有关自由集市的

宣传语和欢迎词。而一到每年国王

生日的国王节，荷兰整个国家都会

变成一个巨型的跳蚤市场。这一

天，所有国民无需申请和纳税，便可

以在自家门前或规定区域直接摆

摊。跳蚤市场、摆摊狂欢，成了荷兰

国王节的标配和文化符号。

在自由集市的管理模式上，荷

兰人也探索出一套较为完备的体

系。例如，自由集市的空间选址由

当地政府权衡各方利益后作出决定

和规划，每个集市则会根据区域功

能定位承载不同的商业服务功能，

辛格花市就是荷兰最著名的花卉市

场，伦勃朗广场则是专门出售画作、

雕塑和手工艺品的艺术品市场。此

外，政府相关部门专门负责集市监

管和经营许可证的发放。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空间选

址还是管理方法的制定，都是由荷

兰政府、社区管理部门、摊主与消费

者共同参与商议完成。基层民众在

如何使用城市空间的问题上，有着

一定的参与度。

尽管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战，

但地摊经济也赋予了城市更多活

力。它是一些城市居住者维持生计

的方式，它为城市创造了更多的社

会交流空间，同时，它也是城市文化

的组成部分。

从全球多个城市的案例不难看

出，地摊经济的存在形式并非一成

不变，而是根据城市的不同发展阶

段调整变化。在城市规划师帕尔马

看来，地摊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塑造

了城市的肌理，城市的包容性则体

现在如何为城市空间使用者进行规

划、设计与管理。无疑，这背后考验

的是每一座城市的管理智慧。

地摊经济：在秩序和活力间找平衡
塑造城市肌理 考验管理智慧

文 /弦子

■荷兰IJ-HALLEN市场是欧洲最大的自由集市之一 图GJ

■日本路边小吃摊 图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