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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地摊经济在当下特殊时期有一定的必要性。1）疫情冲击下，我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3月开始回暖，但恢复速度较慢。由于疫情的传播性质，餐饮

业受到的打击比较大，也影响了相关就业。2）我国出口缓慢恢复，但受到海

外疫情的影响，外需压力仍大。尽管我国更快的复工复产能力导致获得了更

多的海外订单，但由于海外需求的不确定性，因此掌握主动权、拉动内需至

关重要。3）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是6%左右，而

4月就是6%，因此亟需尽快采取措施稳定就业。 

地摊经济重在托底就业。1）复盘历史，历次政策方面对地摊商业有所放松

后，失业率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经过测算，如果各地顺利推进，保守

预计我国209个主要城市（一线-四线城市）有望开放50万个摊位，预计可

以新增就业120万人。2）地摊经济带来的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提升

效果不大。地摊经济相对比较受益的行业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商贸零售。

地摊经济面向C端消费者的大多是食品饮料、服装鞋帽、日用品等低价小商

品，而价格较高的汽车、大型家具建材受益程度相对较低，一般是地摊商贩

向生产厂家进行设备采购、商品备货（B端消费）。相关性较高的饮料类、

日用品类等行业合计占到总商品零售额的8.61%。此外，还需要结合各行业

基本面考虑各分项的超市、网购等渠道的消费占比，因此需要客观看待地摊

商贩渠道对商品零售额的分流。 

我们认为，发展地摊经济需要因城施策，注意城市文明、卫生环保政策的结

合。最近一周，北京日报刊发评论文章《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人民日报

发布《地摊经济，升温不能“发烧”》，央视随后也发布热评文章《“地摊

经济”不能一哄而起》。地摊经济需要根据每个城市的发展阶段和定位来决

定，不可盲目跟风，多年的治理清除了大量不法商贩，才带来了现在文明的

城市面貌和秩序。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经济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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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 

 1、政策支持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都提出了要激活“地摊经济”。5 月 28 日，李克强总理出席

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提到：“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 3.6 万个流动

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 10 万人就业。” 

中央提出“六保”新任务，保就业保民生被列在“六保”之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

业”一词被提及 39 次，足以显示疫情之下就业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同时，报告还专门指

出： 

1）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我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

今年对低收入人员实行社保费自愿缓缴政策，涉及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取消，合理设定

流动摊贩经营场所。” 

2）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

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5 月 27 日，中央文明办发布的《2020 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已经明确要求，在今年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2、地方案例 

2020 年 3 月 15 日，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出台《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

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该措施规定，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

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前提下，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

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营、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

扩大停放区域，同时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措施》出台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

评和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 

就在全国跟进这项创新探索时，成都于 5 月 28 日又发布了允许占道经营的改进版，进一步探

索构建规则明晰、充满烟火气息的城市治理体系——5 月 28 日上午，成都发布《关于建立城

市管理“八项机制”深化柔性管理服务 助力“六保”任务落实落地的意见》。该《意见》针对

前期实施过程中占道经营带来的部分交通和食品安全隐患、市容及环境卫生影响等问题进行进

一步规范和配套。 

截至 5 月 28 日，成都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 2230 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 17147 个，

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 20130 个，增加就业人数 10 万人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

98%。 

 

 二、原因 

 1、零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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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个体经营和地摊商贩存在区别，但我们也可以从个体就业来看整体零工经济的发展，我国

个体经营户数量庞大，个体经营收入占社零总额的 32%。根据国家统计局，我国共有 6295.9

万户，从事第三产业的有 5563.6 万户，占 88.4%。根据码商（使用二维码的线下商家）的数

据显示，2018 年达到 9776.5 万户，比经济普查的数字还要多出 55%。 

根据国家统计局，我国 2019 年城镇和乡村的合计个体就业人数一共有 1.77 亿，占我国劳动人

口（约 8.06 亿）的 22%。 

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我国个体经营户全年的营收总额约为 13.1 万亿元，相当于 19 年

社会零售总额（41.16 万亿）的 32%。 

图 1：个体经营数量不断增加  图 2：个体就业人数占我过劳动人口的 22%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2、消费缓慢复苏 

疫情冲击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 月开始回暖，但恢复速度较慢。2020 年 1-4 月我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0.68 万亿元，同比下降 16.2%，累计同比降幅较 1-3 月收窄 2.8 个

百分点。 

由于疫情的传播性质，我国餐饮业遭受毁灭性打击，今年餐饮收入同比降幅超过 40%。2020

年 1-4 月我国餐饮收入达到 8333 亿元，同比下降 41.2%，累计同比降幅较 1-3 月收窄 3.1 个

百分点。餐饮业受到影响，而我国在 2018 年底从事批发零售和酒店餐饮的城镇就业人数达到

了 1093 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 2.52%。 

图 3：社零增速缓慢恢复  图 4：我国从事批发零售和酒店餐饮的城镇就业人数占 2.52%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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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外需疲软 

我国出口缓慢恢复，但受到海外疫情的影响，外需压力仍大。尽管我国更快的复工复产能力导

致获得了更多的海外订单，但由于海外需求的不确定性，因此掌握主动权、拉动内需至关重要。 

2020 年 1-5 月我国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下降 7.7%，降幅较 1-4 月回升了 1.3 个百分点，其中 4

月和 5 月分别同比增长 2.2%和-0.8%，同比增速好于市场预期，主要是因为前期订单交付、防

疫物资大量出口导致，此外还有部分海外订单由疫情国家转移至中国的因素。 

尽管 4-5 月出口数据好于预期，但由于海外经济处于停摆状态，市场对出口仍然不乐观。虽然

我国快速复工复产，PMI 从 3 月开始也一直保持在 50 以上，但海外疫情恰好是 3-4 月爆发，

目前尚处于经济活动的底部，因此我国的新出口订单 PMI 指数在 4-5 月分别为 33.5、35.3，

明显低于整体 PMI。 

图 5：我国 4-5 月出口好于市场预期  图 6：我国 PMI 指数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4、保就业重中之重 

我国 2020 年 4 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 6%，而我国 2019 年的失业率保持在 5-5.3%，疫情

冲击下就业市场面临一定的压力。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是 6%左右，

而 4 月就是 6%，因此亟需尽快采取措施稳定就业。 

图 7：我国 4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6%  图 8：我国一季度末城镇失业人数累计达到 957 万人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2000-01 2003-06 2006-11 2010-04 2013-09 2017-02

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出口金额:累计同比（%）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2005-01 2007-08 2010-03 2012-10 2015-05 2017-12

PMI PMI:新出口订单

4

4.5

5

5.5

6

6.5

2018-01 2018-06 2018-11 2019-04 2019-09 2020-02

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2003-03 2006-02 2009-01 2011-12 2014-11 2017-10

城镇失业人数（万人）城镇失业人数（万人）



 

宏观点评报告  

6 | 请务必仔细阅读报告尾部的重要声明 

西部证券 

2020 年 06 月 09 日 

从高频经济数据来看，百度搜索关键字“找工作”在 2 月 16 日达到最低值，表明春节过后返

工出现求职潮。相反，关键字“招聘”在 1 月 25 日出现最低值 1394，说明当时商业受到巨大

冲击，岗位需求严重下滑，目前该指标已回归至 1 万左右。 

图 9：百度搜索指数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根据支付宝旗下的码商（使用二维码收款的线下商家）数据显示，今年 2 月 1 日以来，单周新

增码商呈现上升趋势。随着复工复产的全面推进和消费券等扶持政策的推出，4 月 5 日至 26

日三周时间，单周新增码商数较 1 月 26 日至 2 月 1 日最低点增长 79%。同时这种数量的反弹

伴随着交易额与交易笔数的同步回暖，同期周均新增码商交易笔数，较 1 月 26 日至 2 月 1 日

最低点增长了 345%，交易额增长 305%。 

 

 三、最新进展 
目前，至少已经有上海、济南、南宁、郑州、南京、成都、合肥、厦门、陕西、辽宁、江西、

甘肃、长春、杭州、长沙、石家庄、南宁、青岛、宜昌、黄冈、德阳、攀枝花、广安、南充、

资阳、遂宁、彭州等 27 地纷纷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 

表 1：目前主要城市最新进展 

城市 最新进展 

成都 截至 5 月 28 日，成都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 2230 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 17147 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 20130 个，增加就业人

数 10 万人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 98%。 

南京 今年在现有 3400 个临时摊点基础上，新增 134 处、共 1410 个临时外摆摊点 

合肥 目前，全市有界定摊群点和便民临时摊群点 200 个左右，摊位接近 6000 个。 

厦门 已建成各类摊规点 50 处，提供摊位 1150 个。 

西安 今年计划设置 100 处蔬菜早市、100 处夜市烧烤集中经营区和 100 处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 

大连 6 月 1 日，大连市发布通知，明确第一批 57 处商业外展外摆地段名单，包括主要商圈的 37 家商业综合体、13 条特色商业街(步行街)、4 个

休闲广场、3 个早市夜市。 

长沙 天心区已有 5 个路段开展开放马路市场、露天市场，截至 5 月 30 日晚，5 个路段已设置 1226 个流动摊贩集中点位、解决 3000 余人的就业

问题。 

南昌 5 月 26 日出台政策，指定了 100 个街道有序开放夜间市场。 

重庆 南岸区第五号步行街重庆映像将拿出 1 万平方米黄金商业面积，免费提供给低收入者或青年创业者“摆摊”3 个月。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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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影响 

 1、就业 

复盘历史，历次政策方面对地摊商业有所放松后，国内失业率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2007 年两会召开前，上海、重庆两市先后提出了“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和“有序开放马

路摊点”的政策。尽管个体经营和地摊商贩存在区别，但我们从失业率和零工经济综合来看，

2007 年，上海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由 2006 年的 4.4%下降至 4.3%，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 26.7

万人（-1.1 万），个体就业人数为 36.05 万人（+0.99 万）。2007 年，重庆的城镇登记失业率

由 2006 年的 4%下降至 3.98%，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 14.13 万人（-1.27 万），个体就业人数

为 98.25 万人（+14.7 万）。 

图 10：上海失业率  图 11：重庆失业率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2009 年 7 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可

以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不包括经营场所。《个体工商户条例》从 2009 年征求意见，

到 2011 年正式发布，后经 2014 年、2016 年两次修改。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 2009 年三季

度的 4.3%下降至 2011 年的 4.1%。 

2017 年 8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部分活动在依法情况下没有办理工

商登记从事经营的，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 2017 年三季度的 3.95%下

降至四季度的 3.9%，一个季度就下降了 0.0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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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根据中国台湾省 2018 年摊贩经营概况调查显示，2017 年 9 月-2018 年 8 月底摊贩累计 30.7

万摊，摊贩从业人数共 47.6 万人，计算得平均每个摊位由 1.55 人管理。 

我们根据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对 4 个一线城市、15 个新一线城市、30 个二线城市、70 个三

线城市、90 个四线城市进行测算，分别根据目前现有城市推出的地摊经济规划，假设对应等

级城市的摊位数量。一线、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摊位数量常住人口（个数/万人）

分别为 14，13.15，4.48，1.5，1.5。根据统计测算，如果顺利推进，我国 209 个主要城市保

守预计将开放大约 50 万个摊位。 

参照台湾省的平均每个摊位由 1.55 人管理，成都 3.6 万个摊位带来 10 万人就业，即每个摊位

平均带来 2.78 人就业，根据台湾省和成都市的人口用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得到平均值为 2.06

人，那么这 50 万个摊位预计可以新增就业 103 万人。 

 

 2、经济 

复盘历史，历次政策方面对地摊商业有所放松后，对社零的提振作用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正如上个章节介绍的，2009 年 7 月《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全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从 2009 年 7 月的 15.2%上升至 12 月的 17.5%，这其中也有金融危

机后国内经济在 2009 年一季度触底，随后逐渐复苏的原因。 

2017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部分活动在依法情况下没有办理工商登记

从事经营的，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从 2017 年 8 月的

10.1%下降至 12 月的 9.4%，社零增速并没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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