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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lo Regulations on the employment of persons, the stall is a form of employment, can be called the 

stall-type employment. This ancient form of employment not only can maintain the livelihood of vulnerable groups, 

but also has low-threshold entrepreneurial attribut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flexibility and risk-contro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xtensive increas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he world, in the special period after the new crown 

epidemic, we fully understand the rich and colorful ground-based employment, and construct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this kind of entrepreneurial employment is conducive to re-understanding the ground-based employment 

and help the ground-based employ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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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就业者的规定，摆摊是就业的一种形式，可以称为摆摊式就业。这种古老的就业形式不

仅能够维持弱势群体的生计，也具有低门槛的创业属性，显著特征就是灵活性强且风险易控性。在全世界非正

规就业广泛增加的背景下，在新冠疫情后的特殊时期，充分了解丰富多彩的地摊式就业，构建这种创业式就业

的质量评价体系，有利于重新认识地摊式就业，助力地摊式就业治理。 

关键词：地摊式就业；就业质量；就业质量评价 

1.引言 

国际劳工组织规定，凡是在规定年龄内，具有以

下情况的都属于就业者：①在规定时间内正在从事有

报酬或收入之职业的工作人员；②有职业，但因为各

种原因没有工作的人；③雇主和个人经营者，以及在

规定时间内为家庭企业或农场工作不少于正常工作

时间的 1/3 的无报酬家庭工作人员；④已办理离休、

退休、退职手续，但又再次从业（有酬或自营等各种

方式）的人员。按照国际劳动组织对就业者的规定，

司空见惯的摆摊其实是一种就业形式，其获得经营收

入或工薪报酬收入属于有收入的社会劳动，可以称为

地摊式就业。 

一般地，地摊式就业具有灵活性强、主动型强、

门槛相对低的特点。从以往经验来看，摆摊式就业常

常是创业的初始形态，是小本经营、维持生计为目的

的生存型创业，是劳动者通过周密斟酌、辛苦耐劳、

积累资本式创业的源头，具有风险易控性。因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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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式就业是兼具灵活就业和创业式就业的一种就业

形式。2020 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给经济系统、产

业结构及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冲击，餐饮、航空、旅

游、零售等行业的依赖型群体收入呈断崖式下跌。两

会上，总理对地摊经济的认可使地摊式就业一夜爆红。

为疫情后流动受抑制、劳动力市场需求弱化的特殊时

期增加了一条就业渠道，是保有劳动力供给数量、保

全劳动意识、保障基本民生和保住经济基本线的可行

渠道。那么，地摊式就业如何在多元化、多场景的灵

活就业中长久存在，并在保证生计的基础上，尽可能

地向创业式就业发展，需要从地摊式就业的支持政策

评价、生态效益评价、经济效益评价、社会效益评价

展开，以充分了解丰富多彩的地摊式就业，构建这种

创业式就业的质量评价体系。 

2．文献综述 

2.1 关于地摊式就业的相关研究 

按照是否有雇佣主体和法定就业权益保障，就业

可以分为标准就业和非正规（灵活）就业，地摊式就

业作为后者之中的一种，国外研究主要围绕其与城市

规划和管理的关系展开，如欧共体成立的专家小组

（1993）发布的《可持续的城市规划：第一份报告》

中，在英国城乡规划协会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1993）

发布的《可持续环境的规划对策》中，均从城市可持

续发展、城市环境规划方面解决城市流动摊贩的环境

卫生问题[1]；研究者过多关注街头摊贩的违规和偏差，

以及政府的惩罚职能，但是，摊贩的脆弱性使他们更

需要赋权性和保护性的法律规制[2]（Chen & Eds，

2020）。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方面，如刘新宁

（2006）从产权配置角度对摊贩进行长效治理机制[3]；

林琳和马飞等（2006）认为摆地摊群体是社会弱势群

体的一部分[4]；王洛忠等（2006）认为城市政府应将

街头摊贩视为非正规就业的一种，政府应为街头摊贩

提供小额贷款、培训、技术上方面的政策支持[5]；台

湾学者李常生等（2007）和刘新宇（2007）均从节假

日时间和城市公共空间资源配置方面支持地摊式就

业[6][7]。在新冠疫情后的常态化防控新阶段，地摊式

就业在增就业、拉消费、保民生、提升人间烟火气等

质朴性方面得到赞誉[8]（刘佳，2020），也从“摆摊市

场分布图”[9]（李英锋，2020）、智慧松绑[10]（王延伟，

2020）、精细化管理[11]（丁东，2020）等方面提升其

发展质量。 

2.2 关于就业质量评估体系的相关研究 

对就业质量的研究是劳动经济领域研究的一个

重点。国外与就业质量相近的研究包括美国的“工作

生活质量”、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劳动”等，内容都

包括劳动报酬、工作条件、人际关系以及工作满意度

等宏观和微观指标；我国在以及构建国内外与就业质

量相关的评估体系研究包括就业评估指标体系的研

究、关于特殊时期的就业政策及就业政策评估研究。

如 Main（1990）认为政府培训项目提高青年弱势群

体就业[12]，Streeten（1981）要关注“工作中的穷人”；

Greer（2020）发现受新冠疫情冲击的美国失业者多为

有色人种。在就业困难的特殊时期，各国政府都采取

积极的政策来拉动就业。如 20 世纪 90 年代德国施罗

德政府的短时工作制，2008 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增加临

时工岗位[13]（Cavaco，2013）。自 2010 年以来，国

内关于重点群体的就业质量评价研究在增多，与地摊

式就业质量评价相关的研究主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

群体展开，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就业指标体系的构建，

后期的研究则结合依据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进

行定量评价。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14][15]

（罗恩立，2010；高建丽等，2013），对新生代农民

工就业质量及自我感知进行评估[16]（罗文剑，2018）；

也有对灵活就业政策效果的评估[17]（吴江，2019）、

创业带动就业评估[18]（谭永生，2020）等多角度的评

估研究。 

当前，在经济社会常态下对地摊经济以及地摊式

就业的研究较多，面对疫情冲击，学者们认为其具有

稳就业、保民生等作用，但需要智慧治理和引导。在

疫情冲击就业的特殊时期，地摊式就业作为多渠道灵

活就业的一种，通过充分认识和了解，取其精华、去

其不足，从常态化发展的民生工程和和谐社会视角，

评价其就业质量，有利于持久地丰富就业生态，带动

多元化消费。 

3．地摊式就业的特点 

虽然地摊经济作为是后疫情时期成为一个人们

关注的现象，但是地摊经济是传统的经济模式。从纵

向的历史进程看，我国各个朝代的繁荣都与集市的繁

荣相连；从横向的国别情况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集市中都存在着广泛的地摊式就业，具

有相对独特的就业样貌，遵循相对独特的规则，满足

了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3.1 地摊式就业的地点是集市等公共空间 

作为人们面对面交易的场所，地摊式就业的场所

是社区的公共空间为主，是居民十几分钟经济圈的组

成部分，如我国城市乡村的已有的固定早集市和晚集

市，固定的生鲜市场以及商贸市场，中东、南亚和东

南亚国家等城市销售蔬果、小吃等“巴刹”（市场）等

全天式的市场，都是容纳地摊式就业的场所。由于疫

情带来对就业的冲击，加入地摊式就业的人们的增多，

集市的原有地理边界在扩展，出现了临时聚集而成的

集市，允许在居民居住区临时占道摆摊。 

3.2 地摊式就业的时间独特 

相对于标准的全日制就业时间，地摊式就业的时

间具有独特性，不仅由于集市的地点、面向人群而异，

也与从事的行业相关。常见的地摊式就业所在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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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餐饮类、零售类和生活服务类。从就业所在的地

点看，在固定的集市具有全天候的固定营业时间外。

在常见的早间集市和晚间集市，以北方城市哈尔滨为

例，摆摊和收摊时间则是就业者依据买卖多少的需求

自定，基本的原则是不影响日间的交通和市容。从这

一点看，地摊式就业是标准就业之外的非主流就业。 

3.3 地摊式就业主体的包容性强 

从年龄上看，地摊式就业的人们从青少年到古稀

之年，如郑州 94 岁的“煎饼奶奶”，每天半夜 12 点到

次日凌晨 5 点在路边摆摊卖煎饼，一句“人活着总要

为自己找点价值”而火遍互联网，被人民日报点赞；

从性别上看，地摊式就业主体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只要是有意愿、有勇气，有摆摊就业的能力，就可从

事地摊式就业。” 

4．地摊式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思路 

地摊式就业作为灵活就业的一种，发展前景具有

稳定性。这样的判断来自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非

全职、非全时、非典型”灵活就业增多的事实。在中

国，依据《2019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2019 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口 44247

万人，按照基本社会保险中覆盖率最高的基本养老保

险计算，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占城镇就

业人数的 70.5%，说明有 13070 万人在城镇从事灵活

就业。在疫情后的特殊时期，地摊式就业明显增多的

背景下，从以下四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思考周边习以为常的地摊式就业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4.1 政策支持评价维度 

2020 年，新冠疫情对经济冲击和不确定性加大。

3 月 15 日，成都市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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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支持地

摊式就业的先河；3 月 18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定就业举措的实施

意见》，提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合理设定无固

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 5 月 28 日，李克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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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各城市陆续出台扶持

地摊经济的政策，为地摊式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持。评

价国家和地方政策“组合拳”对地摊式就业的影响，是

新冠疫情后地摊式就业评估的基本内容。 

4.2 经济收益评价维度 

经济收益评价维度是反映当地发展地摊经济的

脱贫效应最直接的指标，也是决定地摊经济能否在该

区域生存、发展下去的重要指标。后疫情时期，社会

既需要专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技术、导航定

位系统的高精尖式就业，也需要小美专、主体包容度

强的平民大众式就业。地摊式就业在正规就业岗位不

足的时候实现劳动力让渡的迫切性、不可储藏性和专

用性，让摆摊者的劳动能力获取经济收益；同时，对

地摊商品及服务的定位、销售、模式、如何能够畅销，

都需要缜密的思考和实践的考察，会让地摊式就业的

劳动力在“干中学”中增值，为劳动力市场以及商品市

场的供给侧改革助力。 

由于地摊式就业无偿或者低成本地使用社会公

共空间，降低了地摊成本，提升了生计的收益，使其

成为创新创业的商业试验场和孵化器。现有的烧烤、

玉林串串香、香蕉糕、钢管厂串串等佼佼者，都是由

街头美食成长为登堂入室的餐饮品牌。 

4.3 主观感受评价维度 

人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之中的动物。在

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摊式就业使摆摊者拥

有对生活的掌控感和力量感。在经济交易中积累自身

财富，在社会认可中认可自己，会赋予人积极努力的

价值观和精神风貌。地摊式就业提供的诚实劳动、高

于同行产品质量且适切市场需求的商品、服务和价格，

满足了大规模、多样化的需求，增进了消费者的福利。 

正如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首届中国质量（北京）

大会上讲话时强调的，市场经济是讲道德、讲诚信的

经济。在现实中，诚信的地摊式就业能够赢得市场的

认可，在供求的频繁匹配和优胜劣汰下，客观地带动

社会风气向着诚信、创新的方向发展。 

4.4 社会效益评价维度 

社会效益评价维度是评价地摊式就业是否影响

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维度，同时也是衡量地摊

式就业对社区和谐程度影响的重要指标。在社区范围

内面对面的市场交易，地摊式就业塑造了微观的社区

经济生态，为社区范围内的购物加入休闲、交往等社

会意蕴和社会交往，视听丰富、是、以及嗅觉的亲切

感，所以总理称为人间烟火。 

5．结论 

地摊式就业作为兼具技术范式和经营范式的就

业形式，对于大多数地摊式就业人员，只要勤快实干，

就完全能够维持家庭生计，促进自身经济收益和资本

积累的增加。所以从实践案例来看，地摊式就业是践

行务实劳动、诚实劳动和踏实劳动的一个途径，能提

升自信、满足感和获得感，是奋斗幸福观的就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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