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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基于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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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摘 要】：受新冠疫情影响，地摊经济作为一种边缘经济被提出，在缓解就业压力和恢复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基于 SWOT 理论，从地摊经济的发展现状着手，从四个方面分析地摊经济，对典型代表案例——成

都地摊经济进行 SWOT分析研究，运用 SO、ST、WO、WT四种战略对地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出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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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地摊经济”被视为“人间的烟火”，独具个人魅力。随着历史不断发展，伴随着贸易而生的地摊经济以其灵

活方便、随支随取的购物形式一直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与此同时，地摊的占道经营、产品质量、环境卫生、秩序混乱、影

响市容等问题开始凸显。近现代以来，地摊经济影响市容市貌等问题愈发严重，许多城市纷纷采取措施，地摊经济发展受到抑

制。 

受疫情影响，中国许多企业停工停产，新增失业人口近 500 万。为了降低失业率、拉动经济增长，2020 年全国两会决定为

地摊经济松绑，释放其最大活力。为了实现地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本文在 SWOT视角下对地摊经济发展现状的四个维度进行

剖析，结合成都地摊经济这一典型案例，应用 SWOT四种战略为地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与对策，以期地摊经济

在疫情过后仍能健康持续发展。 

1 SWOT 理论 

本文基于 SWOT理论从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这四个方面研究地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SWOT分析法是一种战略分析法，

该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优势(S)、劣势(W)、机遇(O)和威胁(T)，综合考量对象本身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S、W 是内部

因素，O、T是外部因素。SWOT分析法的指导思想是在全面确定研究对象的优劣势与所面临的机遇与威胁的基础上，大力发扬对

企业有利的因素，避开对企业不利的因素，发现并解决现存的问题，最后制定适合企业发展走向的策略。通过矩阵排列组合内

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可以得出四种组合战略，如表 1 所示。本文将把四个战略作为基本出发点，提出可行性建议促进地摊经济

的可持续性发展。 

2 地摊经济发展现状的 SWOT 分析 

                                                        
1
作者简介：刘雨婷（2000-），女，四川宜宾人，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 

张国庆（1973-），男，安徽怀宁人，博士，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民创业。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010341028) 



 

 2 

2.1地摊经济的优势 

表 1 SWOT的四种战略 

战略 组合 内容 

SO策略 优势与机遇组合 充分发挥自身已有优势，最大程度获取外部发展的机遇 

ST策略 优势与威胁组合 充分运用自身优势，最大程度化解外部可能遇到的威胁 

WO策略 劣势与机遇组合 创造有利的外部发展机遇，减小劣势的影响，增加机会 

WT策略 劣势与威胁组合 该状态非常不利，若不幸遇到了，要尽可能降低损失 

 

地摊经济是一种低成本、自由经营的经济模式，为城市中低收入或失业人群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机会。地摊经济起始资金低，

成本小，适合绝大数人创业，其灵活的流动性使得地摊经济更具便捷性，减少了挑战性和风险性，活跃了城市气氛，有利于改

善就业情况、促进社会稳定。疫情期间，一直以边缘经济形式存在的地摊经济迅速发酵升温，成为带动经济活力的新引擎。 

2.2地摊经济的劣势 

对于消费者而言，地摊经济的商品质量以及售后服务方面还不够完善，在购买及维权的道路上存在着障碍；对于政府而言，

摊位和商贩的增加，容易产生交通阻碍、卫生困扰与噪音污染的问题，影响了市容市貌和居民的正常生活，为政府部门管理增

加了压力。地摊经济商品种类繁多，但无论是饮食、服装、生活用品，地摊主都难以保证质量，特别是部分摊贩售卖的即食类

食品，没有参考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消毒处理，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危害。 

2.3地摊经济的机遇 

2020 年疫情席卷全球，不仅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还极大地影响各国经济。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李克强总理考察烟台

时提到“地摊经济”，称赞其为“人间的烟火”。国家召开两会后，各大城市陆续颁布放开地摊经济的新规新政：杭州市政府

帮助地摊主解决难题，为提供摊贩经营场地而开放部分街道，对摊贩进行规范化管理；陕西省政府将艺术回归传统融于地摊经

济，打破常规，挖掘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丰富地摊文化的同时繁荣了地摊经济。 

2.4地摊经济的威胁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优质的地理位置是稀缺的，市场所争抢的顾客资源以及顾客的需求总是有限的。在实体经济、微店与

网购的强压之下，地摊经济的资源被严重掠夺，增加了地摊经济发展的压力。政府的监管方式单一，管理者监督能力有限，个

别经营者一味追求利益，缺乏一定的修养，消费者难以维权等问题不容忽视。因此，地摊经济依靠单一的内部调节和积累经验

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现状，其单一的力量并不足以支撑其长久发展，如何协调发展更是一个难题。 

3 典型案例——成都地摊经济 

开放地摊经济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政策，其中成都的举措引人注目。且成都地摊历史悠久，极具摆地摊基因，因此本文

以成都地摊经济作为典型代表案例，对地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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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成都地摊抓住机遇 

疫情期间，在中央政府提出开放地摊经济后，成都市立即发布振兴经济的措施，而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合法摆摊”：地摊

主要做好疫情防控，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的同时保护环境卫生，在固定的范围区域内允许流动商贩进行贩卖经营，以此来

振兴经济和解决居民的就业问题。成都地摊抓住了这个促就业稳民生的机遇，服从政府部门管理，商贩在街道进行实名备案，

学习相关法规，签订经营承诺书以及办理健康证。此举获得了巨大的成效，成都就业人数增加了十万人以上，国民经济得到发

展，极大地缓解了就业压力。 

3.2成都地摊增添优势 

成都地摊经济在原有的优势基础上，增添的最大优势就是与成都的美食文化、人本文化等完美融合，使得地摊的内涵更加

丰富。成都一直以美食文化闻名，美食文化的特性与成都地摊十分相符，成都小吃已经成为了大众化的食品，具有方便快捷、

经济实惠、物美质优的特点；成都小吃口味十分丰富，常用的口味就有椒麻、红油、咸甜等。夜市变得更加繁华热闹，在原有

的夜市基础上，新增了许多夜市摊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品尝最地道的成都美食。 

成都本就是一座人本城市。国家对地摊经济松绑后，面对疫情之下成都的大量失业情况，成都政府立马采取相应措施，对

地摊占道经营采取包容态度，并且对地摊经营者柔性执法，降低失业率，彰显了“生活城市”不变的人本理念。城市的文韵融

入在成都的人本理念中，民俗文化保留在成都市民的生活中，“民俗小摊”有序的排列道路两旁，剪纸、插花、制茶、脸谱、

字画等各种具有特色的民俗小摊，让珍贵的文化脉息与时代共振。 

3.3成都地摊现存劣势 

人们对于购物时商家的诚信行为与商品的质量保障方面具有严格要求。成都地摊经济劣势的一部分源于人们对于传统地摊

经济的刻板印象与低信任程度。而地摊经济“三低”特质，使得成都地摊经济规模并不足以与市场上的其他竞争对手相媲美。

成都地摊大部分为美食与民俗手工品，经营种类少，与其他类型产品相比缺乏竞争力。另一部分源于没有建立一套完整有序的

管理地摊体系，政府管理难度大，使得地摊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 

3.4成都地摊面临威胁 

成都地摊经济在给成都增添新鲜活力的同时也给政府管理部门带来了挑战。政府采用柔性执法，但随着摊贩和摊位的增加，

消费人群增多，街道变得拥挤，环境卫生受到严重污染，管理部门管理难度加大；成都地摊经济对外挤压了正规店铺的利益，

导致地摊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恶性竞争；地摊经营种类较为单一，空间分布不合理，易造成同类型地摊的激烈竞争。假以时日这

些问题就会成为影响地摊经济发展的最大威胁。 

4 总结与对策建议 

地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我国地摊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的。本文运用 SWOT理论对地摊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且

通过研究成都地摊经济这一典型代表案例，有助于地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有助于为地摊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新角度。为实

现地摊经济可持续发展，让其发挥优势、降低劣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本文将从 SWOT理论的四个战略出发提出以下几点建

议。 

4.1SO策略：突出优势，抓住机遇 



 

 4 

发展地摊经济应该扬长避短，凸显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地摊经济自身灵活流动的优势，围绕大众消费需求

的变化，快速调整经营结构与模式。地摊经济在疫情背景下有着强烈的经营优势，融入具有特色韵味的地摊文化，将当地文化

风俗融入地摊经济，打造特色地摊，增加自身内涵，提高民众的回归感，抓住政府大力扶持地摊经济的有利机遇，抓牢文化产

业的衣袖，搭上大变革大调整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顺风车。 

4.2ST策略：发挥优势，化解威胁 

实体店所占据的优势空间对地摊经济产生了威胁，使得两者之间存在资源竞争重叠。地摊经济应该凭借其灵活的流动性与

经营的便捷性，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尽最大能力利用有限的空间资源去抢夺尽可能多的营业机会，弥合实体店、微店与电商等

的威胁。同时地摊经济凭借其低成本的起始创业资金，尽量减少投资的风险，化解资金压力等所带来的威胁。 

4.3WO策略：创造机遇，克服劣势 

面对地摊经济现存的劣势，摊贩必须自己创造机会，从长远利益出发，提高地摊经济的品质，保持诚信经营的态度积极主

动配合监管部门的检查，服从政府部门的管理，在相应的时间地点进行经营活动，主动打扫清理残余垃圾。摊贩们还可组织申

请地摊展览，美食与文化鉴赏等活动，将地摊文化融入地摊经济，以崭新的面貌回归，打破人们的固有观念，克服地摊经济劣

势。 

4.4WT策略：减少劣势，规避威胁 

地摊经营分散性较明显，缺乏有效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趋同”的现象，导致经营效益的下降，因此地摊经济

要有明确有序的规划，凝聚力量减少劣势，抵抗威胁。同时政府部门及时纠错治乱，杜绝各种欺行霸市、以次充好的现象；不

断扩大消费群体，满足多种消费需求；探索地摊经济与文化发展新方向，跟随时代步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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