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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初期，摊贩问题一度困挠着上海社会秩序

的安定。有些地段同类摊贩集中，形成了比较出名的集

市，如徐家汇的米粮摊、虬江路的旧五金摊和湖北路的

布摊等。摊贩经营简单，需要的资金少，不需特别技

术和强度劳动，开支省，易于立足。有人说：“在乡

镇开店不如上海摆摊，上海摆摊，本小利厚，营业好，

比其他码头活络。”“上海虽苦，小菜不淡，三顿白

米饭好捞。”1 9 4 9 年1 2 月摊贩数量约为8 4 6 2 3 户，到

1 9 5 5 年增加至1 9 万户。在新增加的摊贩中，外来人口

占4 5 ％左右，其中农民占8 0 ％。庞大的摊贩群体的存

在，给上海的交通秩序、社会治安、工商税收等诸多

方面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为此，副市长潘汉年在华东

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整理摊贩是今后上海工

作任务中重要的一项。

一、以公安局为主的治安交通整治

摊贩带来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妨碍交通和社

会治安。他们到处设摊，有的在人行道及沿路的弄

口，有的则成群结队成为流动摊贩，造成交通堵塞、

行人拥挤的混乱状况。连最主要的道路如南京路、中

正路（今延安路）、林森路（今淮海路）、金陵路

等都摆满了摊贩，仅金陵路一段，就有摊贩七八千之

多，严重妨碍社会治安与交通秩序。据统计，自 1 9 4 9

年5 月2 5 日到6 月 2 日的7 日内，就有车辆肇祸死3 人

伤 2 人。

为此市政府提出整理摊贩的直接要求：“确保社会

治安与秩序，在不妨碍交通市容并照顾摊贩生计之下进

行限制紧缩性的整理。”间接要求是：“维护税收及

保护工商业税收及保护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对摊贩的

整理，在最初阶段是由公安部门负责的。1 9 4 9 年 6 月

2 6 日市公安局公布《管理摊贩暂行规则》，保障合法

经营，维护市场秩序和交通秩序，提出“组织起来，

加强教育，严密管理，限制发展，区别不同情况，逐

步进行改造”的方针。该规则规定：1 . 本市固定设摊

营业者，均需向该管分局领取申请书，经过所在管局

审查合格后发给执照，才能正式营业。营业期间执照

应显明放置于设摊处所，以便查验，并不得转借让于

他人。2 . 营业时应按照管局划定的区域设摊，摊位面

积不得超出长四市尺、阔三市尺。3 . 应切实注意摊基

及其附近之经常清洁。4 . 为防止地痞流氓等不法分子操

纵摊贩市场，摊贩有权向所在公安部门检举，经调查

属实，所在管局当予保护。5 . 摊贩未经许可，不得架

搭固定性蓬帐或建筑物，禁止损毁道路及公有建筑，

禁止售卖不卫生或妨碍风化等物品，不得故抬市价、自

别在杨树浦路和浦东陆家嘴开工生产。至于日本的纺织

资本进入黄浦江边，比英美资本来得晚，但后至者来势

凶猛。1 9 0 2 年，三井洋行首先盘买了华商兴泰纱厂（前

身即裕晋纱厂），1 9 0 5 年又租下大纯纱厂，到1 9 0 8 年，

就以这两厂为基础成立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形成了足

以与英商纺织厂相颉颃的局面。以后，日商在江边建立

的其它比较重要的纺织企业还有：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

开办的大康纱厂（1 9 2 1 年建，今腾越路底），东洋纺织

会社开办的裕丰纱厂（1 9 2 2 年建，今定海路底）等。

这些大型的中外纺织厂，多选择在杨树浦的江边建

立基地，主要这一带的沿江有大片价格低廉的土地和滩

地( 有些还可无偿使用) ，购下后前可建大码头，后可

建大仓库，场地舒展，水运方便。另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东西向的杨树浦路已经建成。

这条长道将这些企业与市中心直接联结起来，因此虽然

它们地在东北，位置偏僻，但要前往市中心及通过市

中心向其它地方去，却还是方便的。

其它工业

上述黄浦江沿江用地广阔、价格低廉或可无偿使

用，更具水路运输便利的极大优势，因此除纺织企业以外，

自然也吸引了其它许多种类的大型企业插足于这一带。

在浦江两岸建立的大型企业涉及的工业门类有造

纸、烟草、火柴、肥皂、油料、酒精、木材、水

泥、毛纺、玻璃、机器、食品等等，以下就是在两

岸江边陆续出现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企业：

在浦西江边有：祥泰木行（初建于 1 8 8 4 年，今

腾越路底）、上海机器造纸局（1 8 8 8 年建，今大连路

底）、茂昌蛋厂（1 9 1 6 年建，今黄浦路上）、南洋

兄弟烟草公司（1 9 1 6 年建，今旅顺路底）、上海华商

水泥公司（1 9 2 0 年建，原龙华镇南）、慎昌洋行货栈

及机器厂（1 9 2 1 年建，今广德路底）、伦敦利华公司

中国肥皂公司（1 9 2 3 年建，今平定路底）、中国植物

油料厂（1 9 2 3 年建，定海路桥堍）等。

在浦东江边有：英美烟公司（后改为颐中烟草公

司）工厂（1 9 0 2 年建，陆家嘴）、荧昌火柴厂（1 9 1 1

年建，烂泥渡）、章华毛绒纺织厂（1 9 3 0 年建，周

家渡）、中国酒精厂（1 9 3 4 年建，白莲泾）、耀华

玻璃公司上海分厂（1 9 4 7 年建，今耀华路底）等等。

大工业兴起于斯，集中于斯。黄浦江大工业的出

现，引发了整个上海工业的兴盛，黄浦江工业区的成形，

造就了上海工业的主力。上海之被称为是中国工业的“荟

萃之区”、“全国之冠”，上海之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

“世界工业竞争之地”，黄浦江两岸的大工业既为之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之创建了中外瞩目的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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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寻觅设摊处所。6 . 违反上述规则者，予以警告、一

定期之停业、相当数额之罚款、撤销许可执照或勒令

永久停业等处罚。

该年 7 月 1 1 日，在天蟾舞台召开了全市摊贩代表

3 5 0 0 余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着重解释摊贩管理规则，提

高群众的认识。经过一系列工作，有的摊贩主动要求

缩小长寿路大自鸣钟东西首的摊基以方便交通，有的主

动要求拆除西康路的固定摊贩棚户，还有的自己开宣传

车到各菜场宣传劝导其他摊贩遵守规则，移往指定地

点。摊贩大都不愿同类过多集中一起，怕影响营业，

整理时就采用分类五人一组交叉排列的方法，既能分行

业集中营业，又合理照顾了他们的利益。这一阶段以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先挤

后整移往指定地点。不求高度集中，只求秩序整洁，

初步划分摊基，编制号码，依次排队，并办理申请、

登记、给证制度，实现了紧缩与限制性的整理，秩序

大为改观。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市政、治安管理的逐渐走上轨

道，上海市开始统一征收摊贩牌照税。1 9 5 0 年3 月 1 日

市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上海市摊贩整理委员会，由公

安局、财政局、民政局、工商局各推派专人组成，委

员会在市公安局设办事处。各区成立分会，以各区公

安分局局长、摊贩组、交通组、区接管委员会、工

商局摊贩科、财政局稽征处各派专人参加组成，由公

安分局局长为召集人。公安分局负具体执行该管区摊贩

整理工作，以税收为中心，对摊贩普遍开始评定营业

额等级。当时实行一套民主评级制度，采取自报公议

的方式，较全面地了解了摊贩户数、资金、营业种

类、营业额等情况，为向摊贩征税作准备。

与之同时，市公安局为进一步整治市容，颁布交

通市容秩序整顿实施细则，主要内容有：未经公安局

同意指定设摊地点，不论摊担一律禁止贩卖。已经指

定设摊地点，按照规定摊位摆设营业。主要干路或交

通繁华街道及机关、学校、工厂门口、码头、桥梁、

站、娱乐场所出口一律不得划为设摊处。准予设摊地

点的摊贩应离开十字路口五公尺及路牌左右各一公尺，

解放初期上海摊贩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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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共汽车、电车站二十公尺以内不许设摊，里弄设

摊不得超出里弄口，并不得二边摆设。摊贩不准利用

街道上的路牌、标牌、街树、墙壁等作为支撑物或悬

挂货物。摊贩必需按照管理规则规定的尺度摆设，并

不得拦阻通行。摊贩不准使用响器以及高声叫喊以广招

徕。除营业必需之物外，不准滥放杂物，侵占路面，

妨碍交通、违反上述规则者，除严格取缔外，屡犯者

予以相当数额的罚款。各区划定地段，规定在指定设

摊地段营业，使分散零乱的摊贩大部分归聚到指定的地

段安置。

在此基础上，摊贩们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推选小

组长及代表，解散解放前由流氓把持的摊贩互助会。各

区地段又建立和加强了若干制度如纠察制度、请假制度

等，纠察由摊贩轮流担任，负责维持交通秩序，督促清

洁卫生工作。摊贩申请发证手续进一步得到规范，凡属

下列性质之摊贩一律不得申请发证：1 . 具有赌博性质之

摊贩，2 . 经营银饰、迷信及违禁品之摊贩，3 . 商店化整

为零之摊贩，4 . 身份不明之摊贩。由于客观条件与主观

力量的限制，当时摊贩组织还不够健全与巩固。

二、工商局接管从单纯行政管理转入业务

管理

在摊贩秩序得到初步整理后，为加强管理的行政

组织，市政府决定将摊贩管理工作由公安局移归工商

局接办。 1950 年9 月29 日市政府决定将摊贩整理委员

会改组为摊贩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直属工商局，由工

商局、公安局、税务局等各派三人与区政指导处联合

组成，以工商局为主任委员，各区设分会，指导、协

调摊贩管理工作。当时制发了《各区政府摊贩管理工

作方案》，《各区人民政府办理摊贩申请签证手续应行

注意事项》及《各区政府收解摊贩申请书工本费及许

可证登记费办法》等章则，规定了有关摊贩管理的原

则和方案，使各区工作有了依据和方向。按照规定，摊

贩许可证采取民主评定的换发方式，选择卢湾、嵩山、

徐汇三区作重点试验，各区参加民主评定的约在 8 0 ％，

从而在换证的基础上整顿和巩固摊贩组织。他们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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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摊地区分地段、分菜场推选代表，代表之下设立议

价进销货、税务、卫生、纠察、组织等组，每十户

摊贩编一小组。此外，又按照各摊经营的商品推出行

业代表，在政府管理之下，通过群众自己管理自己来

贯彻政府的政策法令。

1 1 月 2 9 日市政府公布了《上海市摊贩管理暂

行办法》，对原定的《管理摊贩暂行规则》作了

部 分 修 订 、补 充 ，规 定 经 营 饮 食 、药 品 、理发

及洗衣等摊贩须先经所在区卫生部门审核许可，

取得证明后，始得申请登记，在营业时须遵守的

事项中，增加了“不得扎彩化装、挂牌或使用响

器 以 及 高 声 叫 唤 ”，“ 不 得 遮 蔽 街 道 旁 消 防 设

备 ”，“ 不 得 使 用 未 经 检 定 之 度 量 衡 器 ”， 对 于

违反规定者，分别予以处分：1 . 警告教育（包括

具结悔过）；2 . 一天以上十天以下之停业；3 . 二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之罚款；4 . 撤销许可证，勒

令永久停业；5 . 情节严重者移送人民法院。

1 9 5 1 年下半年上海经济由恢复走向发展。这时摊

贩工作主要是改善登记工作，稳定经营。市工商局采取

了“限制发展，逐步淘汰”的方针，制定了五项限制

摊贩的原则，规定只有失业工人、菜农、烈军属、失

去生产能力者和遭受特殊灾害的方准申请登记，而经营

米盐油酒者即使符合上列情况也不许登记。[ 1 2 ] 在此形势

下，许多申请不到的开始“打游击”，流动摊贩的数

字不断增加，尤其是家庭妇女、儿童摊急剧增加，许

多固定摊也化为流动摊，摊贩管理又面临新的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市工商局制定了《管理流动摊贩

暂行办法草案》，择定重点地段，动员流动摊在指定

地段固定设摊。具体办法是须先由申请人依照其志愿固

定区（以 3 个区为限）填写临时登记卡，由其住所所

在地区分别统计报工商局，并和有关区联系，如属愿

在本区固定者，即予在指定地段固定先发给试摆证

（试摆期以二星期为限）。经临时编组后填写申请设摊

申请书送区，以便审查。对指定设摊地段，或非设摊

地段已发给临时许可证的摊贩或浮摊正式编组选举组长

代表，并初步建立制度。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流动

摊贩与固定摊贩间的矛盾基本上得到控制。

这一阶段，总的来说各区管制甚严，同时由于城

乡交流大力开展，工商业比较活跃，兼之管理工作由

单纯行政管理初步转入业务管理，摊贩管理初步建立了

管理系统，摊贩数量此后没有出现大的波动。

由于整个社会情况逐步好转，工商局于1 9 5 3 年上

半年废止了前述限制摊贩发展的原则，规定凡属生活困

难非设摊不能为生者，可准其设立，而烈军属更能优

先照顾，对流动摊贩采取了“组织管理浮摊与有条件

的争取固定的办法”。加之公私关系调整后，工商经

济活跃起来，农村开始春耕，一些农民返乡耕作，流

动摊贩数量减少，还有一部分转为固定摊贩。当时共

争取固定了流动摊贩7 1 2 5 户。此时的流动摊贩，从成

份来看，失业人员、农民和小商人增多了，职业性流

动摊贩及妇女儿童设摊的比例减少了；从经营的行业来

看，以经营水果的为最多，占总数的2 2 . 9 ％，其次是

蔬菜、饮食、百货行业。固定摊贩中有一半是集中在

菜场地段营业的菜场摊贩，行业最多的为经营肉、

蛋、鱼、蔬菜等副食品摊贩，其次为经营阳春面、饼

馒、糕团、牛肉汤、馄饨、水果等饮食摊贩，再次

为经营补锅子、修阳伞、补套鞋等艺工摊贩和为经营

鞋、袜、毛巾、肥皂等日用品的百货摊贩，以及经

营理发、擦皮鞋、代写书信等服务摊贩，最后为经营

卷烟的摊贩，其他如出售小五金、修理皮鞋、康乐

球、打气枪文娱或赌博摊。至此，解放初期摊贩混乱

的局面大为改观。

三、整理摊贩为社会主义改造作准备

1 9 5 4 年，固定摊贩已经按菜场、商场、地段组织

了 4 0 0 个摊贩委员会和4 6 7 个基层小组，并按区成立摊

贩联合会，摊贩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同时在全

市摊贩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要求摊贩爱国守法。

在此基础上，摊贩们很多订立了业务公约，树立新的

商业道德，建立检查、报表、汇报等制度。摊贩最

为集中的菜场里，更是普遍设立顾客服务站、校秤

站，组织纳税互助组集体报缴。通过教育，普遍提高

了群众的思想觉悟，榆林区一咸菜摊将过去可以掺卖的

7 0 0 斤变质咸菜自动倒掉。有了组织和思想基础，把全

市流动小贩组织起来的动机基本成熟，流动摊贩开始按

居住地区组织起来，为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

件。这样的改造首先在卷烟、水产与饮食三个行业的

摊贩中进行。各区先后成立了摊贩管理所与工作队，

共调集了9 1 6 名干部，全市成立了3 2 0 个流动小贩大组

和5237 个小组。选出大组长及委员1604 名，小组长8673

名。与此同时，国营商业部门对一些小商小贩实行经

销、代销，从业务上对摊贩加强了管理。此外，还

先后组织了一批实行统一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作商店，

以及实行统一进货、分散经营、各负盈亏的合作小

组。无序的摊贩开始进入有序的商业网之中。

到 1 9 5 5 年底全市摊贩，共有1 9 万户，2 1 万人，

其中固定摊贩1 0 万户，流动摊贩9 万户。1 6 1 9 5 6 年全

行业公私合营后，摊贩市场按行业由有关专业公司管

理。这对上海的摊贩来说又是一场深刻的变化，有关问

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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