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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让许多国家不得不采用防控政策，各国政府

的防控措施主要分为两方面，即“群体免疫”以及严防死守

的全面封城政策。其中，中国政府采取的严防死守的全面封

城政策，在国际上引发了一个关键的争论点：防控措施的经

济成本以及经济损失能否持平？是否会产生负增长的经济收

益？

新型冠状病毒造成了自 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

停顿，同时也造成了欧佩克自成立以来最大的油价下跌，以

及导致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央行干预。在 2020年这个特

殊的时期，全球的经济以及就业市场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强烈

冲击，全球劳动收入大幅度下降，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劳动

力市场上。国际劳工组织 23日发布的评估报告称，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全球劳动收入在 2020年前三个季度下降了

10.7%，即 3.5万亿美元。世界银行和 IMF预测 2020年全球

经济跌幅是在 3%~4%。报告同时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

经济体的劳动者，特别是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所受影响

比以往危机要大得多。也就是说，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就业市场，

而对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劳工群体冲击最大。疫情的冲击使

得一些非正规就业群体如摊贩的失业率明显提高。中国防控

措施和其他国家疫情加剧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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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劳工的就业场所在社区以及街道等，但许多国家

政府为防控疫情推荐居民在家里进行“社交隔离”以避免感

染，这对不得不在社区工作的非正规劳工来说简直是一场“天

灾 [1]”。以印度为例，工人每天的平均收入是 300卢比，遵

守政府的隔离政策无异于在家等待，失去收入。所以，全世

界的劳工们都一样，必须承担着时刻被感染的风险继续工作，

甚至会因此和警察发生冲突。但这些因违反政府下达的行政

命令而被逮捕的劳工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坚称冒险工作是

“无奈之举”。

在发展中国家，流动工人和街头商贩是就业市场中的大

群体。尤其是中国对疫情严重的地区实施“封城”政策，这

些地区的商贩和流动工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损失。以东南亚

为例，许多女性依靠居家制作工艺品并出口至中国来赚取收

入，中国国门关闭，实行最严格的防疫措施，这对该群体的

打击是毁灭性的。

同样因为封锁而不得不承担经济损失的还有网约车司

机，在出租车行业，司机并没有“在家工作”的选择。

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工人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

因此也就没有社会保障。在印度的很多城市，医疗服务基本

不存在，新冠疫情给本就脆弱的医疗体系带来严重冲击，也

让医疗资源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加悬殊。

这些行业“因祸得福”

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许多人的工作场所从线下转向线

上，人们的关注点自然也转向互联网 [2]。以中国为例，越来

越多人利用淘宝、抖音、微博等APP进行直播带货、线上带物、

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等途径来赚取生活的费用。

家政府陆续提出帮扶政策，以中国为典型分析

疫情冲击下，2020年就业形势受到强大的打击 [3]。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国第一季度

的 GDP下降 6.8%，损失超过 3万亿人民币；2020年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从 1月份的 5.3%上升至 2月份的 6.2%，3月

稍有回落但也高达 5.9%，低于 2月 0.3个百分点，总体仍呈

上升趋势 [4]。但就业市场质量及其指数走低，如就业人员在

职未上班比例，2月份急剧上升至 49%。6%的就业者退出中

国劳动力市场，就业总量持续下降。重点群体的就业状况也

趋于恶化，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由 2019年底的 1.7亿降低

到 2020年 2月底的 1.2亿，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攀升至到

13%左右的高位。

为应对疫情带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失温，中国于 2020

年 3月 30日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强化

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中明确提出优化自主创业环境的政策。对于创业者，政府优

化自主创业环境，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扩大创业担保贷

款覆盖范围，对创业投资企业予以政策支持 [1]。在 CIER（中

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明显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对“地摊经济”

的松绑给经济带来了活力，也给大量的待业的居民提供一条

临时的谋生之路。

中国政府还提出了“六保”“六稳”的政策支持及帮扶、

恢复中国经济市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市场本身的内部

循环回应了“六保”“六稳”的刺激，在线看病、网课网剧、

线上办公、综艺游戏等保持持续增长趋势；越来越多的专业

人士，从公司脱离出来，进入自由职业状态；身边的微商、

网红、主播、up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专业。同时，中国政

府鼓励及支持非正规就业的新兴群体。其中，“地摊经济”

为典型代表 [5]。李克强总理提了一条新思路：“地摊经济是

中国的生机。”阿里、京东和苏宁为了顺应政策，推出了地

摊扶持计划：马云提供了 700亿免息赊购方案；刘强东提供

了 500亿货源的支持；苏宁推出了价值达到 100亿的“夜逛

合伙人”计划。中国成都市积极拥抱“非正规就业者”政策，

成为了最快响应号召的城市。

以下表 1是部分城市出台的对地摊经济的帮扶政策，表

2是部分电商的帮扶政策 [6]。

截至 6月底，中国成都市临时占道摊点、摊区 2234个，

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 17748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 82个，

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 20891个，增加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临时

投放点位 6103个 [7]。

对于以上的放宽政策，我们发现各地政府的帮扶与引导

政策大部分为划时、划区，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去加以

规定与管理，从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视角来理解，政府

放开地摊经济，正是在疫情这一特定时期通过扩充新的领域、

新的区域来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从“时间修复”来看，

地摊经济是在一定时期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帮助

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以及高校毕业生等人群解决就业问

题、缓解经济压力、积累从业或创业经验，而且可以适当减

小其他行业的就业竞争力 [8]。地摊经济的“时间修复”功效

是在面临新冠疫情或者其他重大事件时对于经济，就业打击

的一剂缓冲剂，以至于我们在这一时期不是止步不前，而是

利用其灵活性积累资本，好整装待发，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地

摊经济的临时性、灵活性的特点；从“空间修复”来看，政

府通过探寻地摊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使空间规划、财政投入

等倾向于地摊经济，进而实现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的合理

配置，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地摊经济”一方面承担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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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就业及提升经济发展的职责，另一方面牵动着地方城市管

理的水平。笔者认为一直以来地摊经济的政策重点还是在于

空间问题上的合理规划与管制，对于地摊经济“脏、乱”的

形成不是本身使然，而是不予地摊经济合法化、规范化的“一

席之地”，缺乏长期合理的规划与管制导致。同时从城市治

理的逻辑方面来看，地摊经济与脏乱也是不存在必然联系的，

而是空间上的合理规划与管制。

Rothwellr等根据参与主体不同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

需求型政策工具将这种划分思想作为地摊经济政策分析的 X

维度，将发展地摊经济目标作为分析的 Y维度，以此建构政

策的二维分析框架 [9]。根据 X-Y维度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

交叉分析表明，在提高就业、拉动消费、搞活经济和社会融

合四个价值维度上，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最大，居于主导地位。

这表明，在发展地摊经济的过程中，各地政府更偏向于运用

供给型政策工具直接推动地摊经济的发展。环境型政策工具

处于第二的位置，其中以搞活经济和社会融合目标上的使用

比例相对较大，这是因为地摊经济要提质增效才能实现搞活

经济、社会融合的目标，而搞活经济和社会融合属于发展地

摊经济的宏观层次、高层次的目标，需要多方发力和支持构

建良好的外部环境，调用一系列外部资源才能达到。需求型

政策工具在各层次目标上的分布均较少，与其他政策工具的

频率有较大差距，这是因为地摊经济本身具有“三低”优势，

所以在四个价值维度上的政策需求不具普遍性和紧迫性，因

此着力较少。X-Y两个维度的交叉组合分析是一个辩证统一

的过程，可以使地摊经济政策更加立体、全面地呈现。因此，

未来的政策导向应是在对以上两个维度优化组合的基础上确

立的 [10]。

新冠疫情冲击了全球就业市场，而对发展中国家的非正

规劳工群体冲击最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因为工作场所

的限定，难以负担医疗费用等问题的大量非正规就业者面临

失去收入带来的一系列生存问题。中国受疫情冲击，就业形

势也不容乐观，此时需要探索一条经济复苏之路，而中国政

府看见在新冠疫情这一特殊时期地摊经济因自身的灵活性以

及低门槛等特性对帮扶、恢复中国经济市场具有很大的推动

作用，同时为应对疫情带来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失温，积极

鼓励及支持非正规就业的新兴群体，各地政府积极响应政策，

出台地摊经济帮扶政策。同时，各大电商也响应政策，推出

了地摊扶持计划。中国政府对于地摊经济的政策，借用哈维

的时空修复理论可总结为“时空修复”二维帮扶政策，政府

放开地摊经济，是在疫情这一特定时期通过扩充新的领域、

新的区域来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对于未来中国地摊

上海 支持特色小店“外摆位”，外摆时间、摆放范围精细化管理

成都 发布了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附近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置占道夜市，营造市井场景等举措

郑州 要求充分利用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和闲置土地，设立市集和特色跳蚤市场。培育夜间经济有序发展市集

南京 具备外摆条件且有统一运营管理的特色街区、商业体外广场和开放式公园，都可以向城管部门申请临时外摆

济南 规范开展“店外设摊”试点，适度放开有条件地摊夜市经营，允许限时占道经营

南宁 做好疫情防控，不占用消防通道和盲道、不侵害他人权益、不影响交通秩序，确保安全和环境卫生整洁等前提下开展地摊经济

长春
鼓励支持发展夜市经济，允许利用有条件场所，在不扰民、不影响交通、

不影响市民休闲、不污染环境的前提下，开办夜市、排档

杭州 开放部分街道为摊贩提供经营场地，解决临时经营设施的难题，实现城市摊贩规范化管理，方便市民日常生活

广州 在疫情防控期间，允许部分区域商家临时借道经营、建设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等政策

石家庄
针对早夜市占道市场管理、摊点集中街区管理、户外促销活动管理等内容进行了讨论，

科学合理有序地推进“地摊经济”释放工作

长沙 部分区域开放了街区、路段，允许商贩在规定时间、规定位置摆摊设点

武汉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武汉市，夜市和地摊经济也在恢复。5月底，毗邻江汉路的保成路夜市重新开市

沈阳 提出将按照“三核两带九片区”的夜经济空间构想，培育打造和升级改造我市夜经济街区

合肥 分为“禁止区”和“疏导区”，在不影响市民生活和交通的情况下，按照标准进行规范设置管理

厦门
充分利用空闲场地、车少路段、沙滩等，采取限时经营的方式，建立跳蚤市场、

美食一条街、水果市场等，将更多的流动摊贩纳入有序管理中。

阿里
发布“地摊经济”帮扶方案，供应免息赊购，经过源头好货、数据智能、

金融扶持、客户保障四大方面，为摊主供应进货和运营支持

腾讯
发布“全国小店烟火计划”，在线下线上一体化、福利补助、商家教育略、

运营保证支撑方面输出四大全新数字化方针，助力小微商家

京东 发布“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方案，支持地摊和小店经济

苏宁
推出“夜逛合伙人”地摊夜市扶持方案，“当日配”1000亿本地化直供可追溯货源，免费敞开直播及社群渠道，

给予 10亿直播红包支持；提供 20亿夜市发动资金的低息扶持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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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政策导向，借用 X-Y维度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交叉

分析，现在中国主要处于主导地位的政策是供给型，各地政

府更偏向于运用供给型政策工具直接推动地摊经济的发展，

而对于未来的地摊经济政策导向，始终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

是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两个维度优化组合的基础上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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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382373697644015&wfr=spide

r&for=pc,20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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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的保护力度

共同挖掘、整理文化遗存，抢救性保护古迹、古籍、民

间传说、民俗、风情、人物等文化资源；做好大运河地方志

编纂，修订大运河枣庄段文化书籍，把优秀传统文化、红色

文化、工业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分门整订入册，留住真

实完整的史料大运河记忆；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沿

运城市大运河文化交流。

基础构建文创新业态

以中国台湾文创为标杆，以北京故宫、秦始皇兵马俑、

敦煌壁画等文创案例为样板，积极探索与中国领先文创团队

交流合作，提升枣庄市文创水平，把文化资源遗产融入生活，

通过技艺和手艺的创意得到活态化传承；以文创产业做好地

标、地图和文化宣传；以节庆、节点为契机，以产、学、研、

游为主要方式带动文创市场活力；以文创促进软文化与生态

文化融合，依托大运河湿地、沿运森林等大运河生态文化培

育文化康养新业态。

承模式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5G技术、AR动态模拟等新兴科技

推进网上游运河、网上讲运河、网上展运河等网络互动活动。

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亟需相关法律法规，在已有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等法律法规基础上，制定更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保护法规，

为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枣庄段一定会建设成为

特色突出、脉络完整、富有吸引力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示范区，实现以大运河文化引领枣庄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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