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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街、泗泾夜市、大学路
集市……最近， 上海的夜市跟
着淄博烧烤一起出圈， 周末去
地摊撸串淘宝成了很多市民时

髦的生活方式。
作为超级一线大都市的上

海，也要向路边摊“打开大门”
了吗？

这段时间， 全国多地宣布
解禁路边摊，上海也已完成《关
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

活动的指导意见》 的征求意见
工作， 很快将发布上海对于摆
摊的具体细则。不过，上海市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日

前明确表示， 上海对于设摊经
营始终坚持“堵疏结合”，严禁
无序设摊， 将实施分类分区管
理。这意味着，上海不再全面禁
止摆摊，但是不能随意摆摊。

上海为什么不能随意摆摊 ？
如何才能在上海申请到一个摊

位？ 劳动报记者以“摊贩”的角
色对此展开了体验式调查。

在安福路卖草莓？
居民：请你们不要来摆摊

当摆摊做副业成为一种时

髦，不少年轻人跃跃欲试，白领

小程就是其中的一个。
听说现在后备箱集市很

火， 小程就和朋友去批发市场
进了一批新鲜草莓， 打算找个
人流量大的街边摆个摊， 试一
试卖草莓。

要说上海的网红马路 ，安
福路绝对排得上号。一个周五，
记者跟随小程等一群朋友驾车

来到安福路， 把车停到了收费
车位上，随即打开后备箱，架起
印有支付码的小黑板， 准备兜
售草莓。

正是中午时分， 安福路这
条单行道上却被车辆“塞”得满

满当当的 ， 路过的车开开停
停，行车速度只有二三十码。
导致堵车的原因， 除了车

多路窄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这
里的人实在太多了。 不时有穿
着很潮范儿的中青年人从上街

沿走到马路上拍照。
正如小程所料， 包装精美

的大颗新鲜草莓立刻吸引了前

来安福路打卡的年轻男女 ，不
一会他们的 SUV 就被人群围
得水泄不通。

不过，还没等他们开张，穿
着蓝色背心的街道志愿者就上

前来劝阻：“这里不允许兜售商
品。 ”志愿者表示，街道明确规
定辖区里不能摆摊售卖商品 。
“这里不能卖东西，二维码得收
起来。 ”

对于此次摆摊 “出师不
利”，小程也有心理准备：“之前
看新闻没有正确理解， 误以为
放开摆摊了， 不过我自己也觉
得上海这么大的城市不能随时

随地摆摊， 下次还是得提前了
解下政策。 ”

“真的，请你们不要到安福
路来摆摊！ ”安福路居民汪玲之
对此明确表态。 她的家就在一
品苑，可谓安福路的一线“街景
房”。在打卡人眼中很有味道的

安福路， 如今却成了她生活中
不小的困扰。 “出门去买个菜散
个步都变得很困难， 全是围在
一起的人， 根本没办法正常走
路，要是再多几个地摊出来，那
不是要踩踏了吗？ ”

“你也知道我们是网红街
区，路都比较窄，人流又大，再
划分区域摆摊比较困难。 ”安福
路所在的湖南路街道工作人员

在回答记者“为何不能设摊”的
提问时坦言， 如果辖区内有能
摆摊的信息， 都会在公众号官
网公布， 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去
查看一下。

不止安福路禁止设摊。 记
者又探访了常熟路。 这里有两
条轨交线， 周边有数幢商务楼
宇， 虽然上街沿较宽， 但人流
不算少 ， 尤其是上下班高峰
时。 只见两名年轻男子拉着两
辆露营车在路口摆出流动摊

位， 车内都是大白鹅布偶， 吸
引了不少午休白领驻足围观 。
随后， 社区巡逻志愿者赶过来
开展劝阻： “这里不能摆摊 ，
拉走。”

记者观察发现， 在上海的
中心城区， 很多马路是类似安
福路 、 常熟路这样 “永不拓
宽” 的马路， 周边商圈、 楼宇
和民居混杂， 公交线路、 地铁
和机动车繁忙。 在这些马路上
摆摊， 确实很容易吸引客流 ，
但与此同时， 也会形成人流对
冲、 堵塞交通要道， 影响正常
通勤和生活。

中心城区哪里能摆摊？
多区坦言：无证都不行
那么上海中心城区有哪些

地方是可以设摊的？ 如何申请
摊位呢？

带着疑问 ， 记者拨打了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 。 当天 ，
普陀区绿化市容局回复说， 整
个普陀区域内都是不允许无证

摆摊的。 “不过有些街镇可能
会在广场办临时的集市， 一般
由广场物业召集商家。” 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这种摆摊需要
区里向市里报备才能划定区

域， 最重要的前提肯定是不能
扰民。

随后，徐汇、长宁等区绿化
市容局也都回复表示， 目前辖
区内所有地方都是不允许无证

摆摊的， 城管看到无证摊点会
进行劝阻。

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摆摊
需前往属地政府和相关管理部

门科学设置的市集， 比如安义
夜巷、后备箱集市等，由所在街
镇部门牵头， 在划定的红线区
域内进行摆放。 摆摊人须向管
理部门申请，在明确时间、地点
范围后，由城管、食品安全、消
防等部门评估， 符合要求的才
可以摆摊。

根据各区给记者的指引 ，
记者在小红书、 豆瓣等社交媒
体上寻找到了不少市场动态消

息，并关注了一些商业体、物业
的公众号。 这些公众号上会不
定期发布近期市集的时间 、地
点、内容、摊位费、具体注册程
序等详细内容。

记者一圈电话打下来 ，
一个明显感觉是， 上海对于能
否摆摊、怎么摆摊是有“底线”
的 ，上海鼓励 “烟火气 ”，不要

“脏乱弃”。
家住普陀区的陈阿姨就对

“脏乱弃”有着非常不美好的记
忆。差不多十年前，其居住的小
区旁就有露天夜排档， 数百米
的人行道被五花八门的摊贩霸

占， 夜排档桌椅公然摆到人行
道上。 “那个时候真的苦恼，晚
上窗都不能开。 地上油腻到不
行， 还发生过下雨天助动车滑
倒的事故。 ”陈阿姨说，“还好近
几年整治好了， 生活质量一下
子上去了不少。 ”

全职摆摊卖烤肉
90后：还是正规市集安心
那些经过申请已经开始摆

摊的人，对设摊的体验如何？记
者根据社交媒体上的线索找到

一位在上海全职摆摊的年轻

人。
这位名叫“晨哥”的小红书

博主向记者分享了他在上海中

欧街摆摊的经历。 1994 年出生
的晨哥如今全职摆摊卖烤肉筋

卷饼。 “今年是我第一年来上
海，之前在日料店工作，工资有
点低， 刚好听说上海有地方可
以摆摊我就租下了这个摊位。 ”
他说，“当时想着， 不管咋说肯
定比打工强。 ”

如今，晨哥每天早上 10 点
起床准备食材， 下午 3-4 点出
摊，晚上 11 点收摊 ，到家午夜

1 点多再睡觉。 “工作时间比以
前上班长，摊位费是每月 3000
元。目前摆摊已经一个多月，每
天营业额平均能有 1500 元，到
自己手上大概 500 多。 ”

在他看来， 在上海摆摊是
一桩不错的营生， 这个城市年
轻人多， 消费能力高， 大家对
于摆摊接受度挺高的。 “不过
摆摊做生意要能吃苦， 因为摆
摊的客单价大都比较低， 单价
低靠的就是客单量。” 他坦言，
“赚钱是赚钱， 都是辛苦钱。 ”

在晨哥看来， 摆摊还是得
找正规市集， 虽然比起流动无
证设摊多了一笔摊位费， 但总
体而言成本比独立租商铺要

低， 并且有人管理和打扫的市
集经营起来也让自己更安心 ，
消费者接受度也高。 “加上主办
方会做推广， 小吃的商户多一
点，品类齐全，才能吸引更多的
人来这边游玩。 ”

记者了解到， 上海的集市
会根据商场的地理位置、 人流
量向摊主收取一定的摊位费 ，
200 元一天的居多。 但若是市
中心顶级的商场， 比如外滩中
心、安义夜巷和久光夜市，一天
的费用可能在 800-1000 元不
等。 当然， 不是所有市集都需
要摊位费， 有些人少的地方不
仅免费， 甚至还会给摊主一两
百元的补贴。

■劳动报记者 王嘉露 文/摄

志愿者劝阻拉着露营车摆摊的年轻人。

安福路上的年轻人正在围观草莓摊位。

上海对设摊经营“打开大门”了吗？
记者实地体验摆摊：无证的都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