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以往的历史研究来看，对摊贩这一社会群体的研

究还十分薄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摊贩群体经济力量弱

小，对他们的记载以及相关调查、描述并没有保留下完

整的资料，另一方面，就现有刊出的摊贩资料来说，也大

多数集中在建国后对摊贩的治理与改造方面，这些资料

往往分散在各地档案馆中，对总体研究有一定的局限

性。!本文主要利用散见于近代文献中零散的资料，对近

代摊贩的治理与整顿作一点粗浅的探究，在回顾历史的

同时，也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对摊贩群体的重视。

一、摊贩在商品流通中的重要作用

摊贩，又称“小商小贩”，是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群体，

属于零售商人的范畴。其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代就有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的传说，"《周礼·地官》中也有“夕市，夕时而市，贩夫

贩妇为主”的记载。!"#南宋时，临安城内“（居民百姓中）还

有数不清的各种类型的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或者

在街头或市场摆摊”。!$#（%&’）明代时，摊贩们“有的靠肩挑

或推车沿街叫卖，走街串巷流动经营⋯⋯有的则靠支棚

摆摊，进行半流动经营⋯⋯到处都是各色摊贩集中的场

所”，!(#（%("’）他们的经营“便利群众，是店铺贸易的重要补

充”。!(#（%""）随着摊贩的不断发展，他们已成为社会生活中

重要的零售商人群体，在商品的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摊贩种类繁多，按设摊形式划分，有在固定场所如

街道、市场进行交易的固定摊贩，也有走街串巷哪里生

意好就到哪里的流动摊贩；按行业划分，有供应居民日

常副食品的菜场摊贩，有聚集在闹市、里弄或码头的水

果、饮食摊贩，还有从事其他行业的如报刊摊、烟酒摊、

书摊、糖果摊等等；按活动范围划分，有满足居民每天生

活需要的城镇中的摊贩，也有方便城乡交流活跃在农村

集市上的摊贩；按设摊时间划分，有专赶早市的摊贩，也

有专赶夜市的摊贩，还有从早到晚全天设摊的摊贩。当

然，摊贩之间的界线并没有那么清晰，但这表明摊贩的

种类繁多，方便人们日常生活，能够满足人们各方面的

需要。

摊贩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有利于促进商品的流通。

摊贩们可以机动灵活的表演杂耍，可以声音洪亮的大声

叫卖，也可以风趣幽默的进行交谈，想方设法把商品推

销出去，博取蝇头小利。也许“小贩的本领在于：起售数

量小⋯⋯能说动犹豫不决的顾客”，!)#（%&*） 促成交易的进

浅析摊贩及其近代治理与整顿

贾 全 全

（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

摘 要：摊贩是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群体，在商品流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摊贩又

存在着影响经济秩序、社会稳定和市政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近代以来，地方政府借鉴西方经验，在实行警

察制度治理摊贩的同时，还对市场交易场所详加规定，约束、限制摊贩行为。另外，行规也在约束摊贩行为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摊贩；近代；治理与整顿

作者简介：贾全全（ "+,(—），男，山东泰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

!据作者了解，以往对摊贩及其组织的研究还是十分薄弱的，相关的论著还比较缺乏，就现有刊出的文章上来看，主要有：中共北

平市委关于整理摊贩工作的总结（ "+)+ 年 , 月），北京党史，$**)（ $）：))—)-；张世飞.北京解放初期的整理摊贩工作.北京党史，

$**)（ $）：)-—)&；解放初期上海摊贩管理工作概况.档案与史学，$**(（ "）：$-—("；张辰.解放初期上海摊贩的管理.档案与史学，$**(
（ "）：&,—’*；上海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史料.档案与史学，$**) 年（ &）：’’—,*；还有被“ 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暨纪念苏

州商会成立 "**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崔跃峰."+)+—"+-$ 年北京市摊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初探，$**-：$&-—$’$。

"关于“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在很多商业史的论著中提及，可参见：王孝通：中国

商业史，上海：上海书店 "+,)；余鑫炎：中国商业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张景月、刘新峰.商史通鉴（ 上册），北京：九州图书

出版社 "++&。

第 "( 卷 第 $ 期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 年 & 月

/01. "( 20. $ 34567089 20:;51 <8=>?:@=AB C04:851 0D %0@A9:5E45A?@ C48? $**&

&&



行，从而完成商品流通的最后环节。

摊贩活动范围广泛，分散在城乡各个角落，能够促

进城乡物资文化交流，繁荣市场贸易。摊贩们可以收购

农村的土特产到城镇交易，也可以在农村集市上交易城

镇的工艺品。这样，农村的土特产被介绍到城镇，城镇上

的时髦玩艺被介绍到乡村，有利于调剂城乡物资、促进

城乡物资文化交流。正像有的研究者指出的：摊贩的活

动“填补了城乡供应网的空白，尤其在乡镇，由于空白很

多，他们便滋生繁殖，成为时代的标志”。 !"#（$%&）但应当认

识到，摊贩大都本小利微，在近代以前交通工具不发达、

信息不通畅的时代里，这种促进城乡物资文化交流的作

用是有一定限度的。

摊贩大都本小利微，通过摆摊设点的经营方式，得

以养家糊口，从而有利于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吃饭和就

业问题。甚至有些摊贩在积累到一定资金后，转为坐堂

开店，壮大自己，很多百年“名厂老店”都是从街头小摊

的形式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由上所述，摊贩具有种类繁多、经营方式灵活多样、

活动范围广泛等特点，摊贩们不仅通过摆摊设点养活自

己，还有利于促进商品流通、城乡物资文化交流，满足人

们日常生活需要，他们是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支力

量。

二、摊贩存在的问题

摊贩在促进商品流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摊贩又存在着影响经济秩序、社会

稳定和市政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步入近代社会

以后，摊贩在影响市政建设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这些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摊 贩 是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中 潜 在 的 不 稳 定 因 素 。

“摊”，随地零售货物之处所；!%#(卯集 ’)&*“贩”，买贱卖贵者。!%#

(酉集 +,*“摊贩”，在随地零售货物之处所买贱卖贵的人，虽

然含义并不准确，但却体现出摊贩追求买卖之间差额，

从中牟利的思想。在社会安定、经济秩序稳定等情况下，

摊贩受到政府政策法令的约束，能够进行守法经营。一

旦社会动荡不安、市场秩序紊乱，摊贩的不法活动则会

加剧社会的危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为了谋取更多的

利润，摊贩们可以以次充好、鱼目混珠；可以买贱卖贵，

投机取巧；可以缺斤少两，童叟有欺；甚至可以走私贩

毒、违规犯法。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应该看到贩卖是

一种适应性极强的手段，每当销售系统出现故障，每当

走私、偷盗、窝赃等地下活动有所扩大，或每当竞争、监

视等正常手段意外的有所放松时，贩卖便又重新冒头”。

!"#（$),）摊贩从事的投机牟利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潜在

的不稳定因素。

-、特殊情况下，摊贩为争取自身利益而发动的政治

运动，更加体现出摊贩是影响经济秩序的不可忽视的力

量。例如 ’+.& 年汉口发生摊户风潮，就再次引起时人对

摊贩问题的关注。由于“汉口警察因奉巡警道命令切实

整顿清道事宜，遂于本月（" 月）十一日传谕沿街肉鱼、小

菜、熟食以及各项杂货等摊，盖行撤去。十二日，又由专

局正巡官率领区员哨人等，逐段驱逐，勒令立刻迁徙”!)#

（$,++—".,），引起摊贩不满，摊户联合举行罢市。在摊户威胁

下，沿街商铺不准开业，饭菜挑水者停止贸易，人力车夫

也全数歇业，并且多处警察局被捣毁，汉口华界各日商

店也被滋扰。虽然摊户的罢市斗争最后被地方当局弹压

下去，但罢市风潮却极大的扰乱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

的稳定。

,、摊贩的聚集也给交通、卫生等市政建设的进行带

来了难题。摊贩聚集的地方并不仅限于政府规定的便于

交易的一块区域，只要一有空地，他们就会去占领，试图

扩大地盘。在交通要道，在市政中心，在那些客源多的地

方，他们就会聚集，就会扩展，这样才能保证自己每天的

收入与生活。而由此带来的阻碍交通、影响市容等问题

更多的只有市政当局来考虑。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和西

方世界接触的增多，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地方政府

部门渐渐意识到摊贩存在的影响交通、卫生等市政建设

的问题。’+’- 年 ’’ 月，直隶全省警务公所在致函天津县

城议事会的信件中提及：“天津为北洋通商重镇，交通最

宜注重，是以冲要街衢马路之外，两旁修复有便道，专为

便利来往行人，以分秩序而防危险起见。无如近见北大

关、大胡同及围城马路等处各项小摊，并金华桥迤东河

沿缸店任意将便道侵占，⋯⋯以致便道形同虚设，秩序

为之混淆。况以上各处行人车马如织，而电车尤所宜防，

若不将便道清理，设法取缔，则障碍愈多，势必互相乱

走，恐电车碰伤行人之事，以后再所难免”。!/#（$&""）

同时，旧时代的中国人很少有讲究卫生的习惯，“他

们穿的是用小亚麻布或白杨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

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

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

东西上”，!&#（$+.）摊贩自然也不例外。摊贩的聚集也给城市

的卫生建设带来了麻烦，市场中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空

气污浊、臭味难闻，摊贩市场是疾病滋生的温床。

可见，摊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

十分严重，特别是在交通、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更使中国

的城市变得肮脏不堪。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和西方世界

接触的增多，地方政府渐渐认识到交通、卫生等市政建

! 像这样从街头小摊逐步发展壮大成“ 名厂老店”的例

子是很多的，如北京“ 稻香园”食品店，“ 东来顺”涮羊肉，上海

城隍庙的店铺等等，他们在早期初创时，大都采取摆摊设点的

形式。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0驰名京华的老字号，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

干谷0上海百年名厂老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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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重要性，对摊贩的治理与整顿也就提上了日程。

三、近代对摊贩的治理与整顿

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对交通、卫生等问题的重视及

对摊贩的治理与整顿，更多的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

这一过程中，近代早期租界在市政方面的建设不仅给中

国政府以经验借鉴，而且给中国人民以深刻印象。

太平天国运动后，以上海租界地的建立为发端，西

方列强纷纷在沿海通商口岸建立自己的租界，并拥有行

政、司法等管理权。在租界建设的过程中，市政当局颁布

了一些相关摊贩治理的法令和措施，很多方面给中国政

府借鉴。以上海公共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为例，在

!"#$ 年印行的《上海工部局治安章程》内就载有“各项捐

照章程”，共 %& 款，⋯⋯其中“工部局管理清洁卫生所给

发无捐执照章程”共 & 款，其中就包括《卖肉铺摊》、《猪

肉摊》、《野味及鸡鸭等铺摊》’"(（)%*+—%*"），以禁止售卖不洁食

物，保持饮食卫生。在菜场卫生管理方面要求也十分严

格，如当时的九江路菜场“楼上为售卖干燥物品之所，楼

下为售卖鲜货之所，两不相混”，“亭午散市，则用自来水

冲洗，务使清洁摊租”，“有监督及巡捕监视之”。’"(（)%,*）以

此为鉴，!"#* 年北京内城创办东安市场时，外城卫生局

就指出“遵查外国建筑菜场、鱼肉等市，不准与居民铺户

相连，以秽气熏蒸易感防疫，系为慎重卫生起见。现在东

安市场原订菜场、鱼肉市地址，系圈筑在各铺户之内，殊

与卫生不宜”，内城巡警总厅也指出“查西人于建造鱼肉

菜场办法，不准与友人住宿之屋接通，并不准有人在售

卖或存放鱼肉各处食宿，以秽气感触，易滋疾病，重卫生

也。今东安市场铺户鳞次栉比，游人云集，实与建造鱼肉

菜场原不相宜”。’!#(（)$,）

在列强的管理下，租界内的市政建设别具特色，宽

广的马路、整洁的街道给人以深刻印象。当时一位上海

士绅在对比租界和上海县城市政时，就用及其尖锐的言

语指出：“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

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

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

壤之别”。’!!(（)%*!）

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后，军事方面的失败进一步使清

朝统治者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于是，清政府相继颁布一

系列改革措施，实行新政以维护封建统治。在新政措施

中，与摊贩治理与整顿有重要关系的就是近代警察制度

的实行，虽然短短几年之后清朝封建统治就被推翻，但

警察制度却为以后的政权所延续，直到民国时期，警察

都是摊贩治理整顿的主要机构。

新政时期，中国仿照西方制度也实行了警政，建立

了近代的警察制度。巡警们除负责维持社会治安、保护

人民生活、财产等事务外，还肩负着管理街道、考察卫生

等责任。如其下设的行政科，“掌凡关于警卫、保安、风

俗、交通及一切行政警察事项⋯⋯”’!%(（)*$）；卫生科，“掌考

核医学堂之设置，卫生之考验、给凭，并洁道、检疫，计划

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巡警们在处理交通、卫

生等问题时，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对摊贩的管理。如

!"#" 年 * 月《民呼报》就报道：“兹巡警督办以各街巷口

设货摊者甚多，实属有碍交通，拟定分等纳捐，以期整

理，而示限制”。’!-(（)++—+"）

警政实行以后，有感于“中国路政腐败，有玷中外之

观瞻，各通都大邑，未有不讲求路政以为政治文明之标

示者。即各租界之路政，亦皆异常整肃，取缔谨严。乃一

入我中国境，则龌龊腐败，其景象竟与各租界判若天渊，

文明开通者往往引为国耻，深诋官家政治之不修。本厅

（警察厅）有整顿路政之责，亦未尝不自以为憾”’,(（)+&#）警

察部门纷纷颁布法令，对影响交通沿街摆摊的摊贩们，

采取了取缔或者择地迁移的政策，以改善道路条件，便

利交通。

然而在摊贩的治理过程中又存在很多问题。就摊贩

自身来说，他们本小利微，通过摆摊设点以养家糊口，一

旦政府采取取缔政策，下令禁止沿街买卖，或者令其迁

入商场，交纳租捐，他们仅有的一点收入来源都被堵

塞，难以维持生活，更甚者“一旦因整顿路政而取缔摊

贩，彼孑孑小民欲赖咫尺之地以谋生，且不能矣，则必

至小贩游闲，贫商号腹，父母号寒，妻子啼饥，甚或强者

亡归盗贼，弱者流入乞丐，不幸现状如是”。’,(（)+$+）因此，

摊贩们面对政府颁布的不利于自身的政策，往往联合

起来向地方县署、警局请愿，要求照顾摊贩利益，同时，

摊贩们也向商会等商人团体请愿，希望商会在政府当

局中斡旋，保护摊贩利益。从一些商会档案中可以看

出，商会还是尽力保护摊贩利益，有时甚至对政府的不

当措施进行驳斥!，地方政府也会顾及商会颜面，适当

照顾摊贩利益。!这样，地方政府不得不面临着既要照顾

! 如《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上》（ 天津市档

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

津人民出版社 !"+" 年版） 中就辑录了很多商会保护摊贩的史

料。商会对摊贩进行保护，因为一方面，摊贩也是商人的一部

分，“ 商会以维商为宗旨”，顾及摊贩本小利微，照顾其利益；另

一方面，如某些商会绅董所言“ 摊贩为大号支脉”，“ 禁止小摊

是直为大商闭一销路也”（ 参见该书第 +$# 页）。为保护摊贩利

益，有时商会甚至驳斥官府的不当举措，!"#+ 年 $ 月，巡警局为

整顿路政，提出修盖百货商品场令摊贩迁入售货一事，商会顾

及摊贩本小利微，“ 一日不设摊摆货，即一日无糊口之资，必待

建妥货场后入场 卖 货 ，不 特 为 日 方 长 ，饥 馑 堪 苦 ，究 竟 能 否 愿

从，万难强迫。且此货场官府筹款不易，如招商兴办，在正经商

人不肯担任，不肖者恃官府保护取租，势必百弊丛生”，主张

“ 令各商民仍就墙根占地二尺先行摆摊卖货，俾使糊口有资，免

致流为游民。此后徐图善策设法安置，庶于路政贫民两无妨

碍”。（ 参见该书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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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成员大多为地方绅董，在地方有一定的影响力，因

此地方政府会顾及他们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在市政建设时也

需要商会出面，以摊贩的治理来说，地方政府颁布的摊贩治理

的法令措施也需要商会进行监督实行。

"这里主要以行会为例进行论述，近代以来除传统的行会

组织以外，还有商会、同业公会等商人组织，但摊贩由于经济力

量薄弱、没有固定门面等原因，一般无法加入上述组织。同时，

这些组织在经济方面的规定或者条款，更多的是针对大中商

人，所以商会、同业公会等组织在经济方面对摊贩的约束治理

还是比较薄弱的。但是如前所述，商会等团体以维商为宗旨尽

力保护摊贩的利益，对摊贩的治理更多的是执行地方政府在市

政建设方面的法令和措施。

摊贩生存又要加强道路、卫生等市政建设的两难境地。

但总体上来说，政府当局在地方具有相当大的权势，摊

贩在与地方政府的对话中往往处于劣势，不能更好的保

护摊贩群体的利益。!"#$ 年 # 月间上海发生的“天后宫

禁止设摊”一事，就证明了这一点。上海天后宫年久失

修，摊贩捐资后进行重修，买卖经营只好暂停，摊贩让出

天后宫。但重修之后，原有花棚保留（据摊贩称为外人欣

赏所用），县署则因少数绅董提及市场卫生不清洁、发现

赌博、有碍环境等问题，下令取缔天后宫的摊贩市场。禁

令下达后，%" 户 #&& 余人摊贩先后八次到县署请愿，讲

明缘由，摆明困境。与此同时，摊贩们还分别向总商会、

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绍兴同乡会等团体发出请求，涕

诉苦衷，请其专禀县署，迅准复业，县署虽重新划定区域

允许摊户摆摊，但空间狭小，有碍贸易，摊贩不从。最终

摊贩还是不能挽回利益，县署下令天后宫禁止设摊。’!()

由于早期警政的实行并无经验可循以及受警员素

质低下的影响，在对摊贩的管理当中往往处理不当，导

致摊贩和政府当局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前面提及的摊户

罢市现象。但是，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警员素质的不断

提高，其在城市管理、建设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民国初期，武汉市政府在制订公安局的工作计

划时，指出“由各区署所指定向当地点，为摊贩买卖之

处，实行禁止摊担沿街摆设，此事已得摊担工会之同

意”。’!%)（*$+&）!"#" 年，杭州市公安局制订的交通管理章则

中，就有“马路及两旁便道一律不准摆设浮摊”之规定。

’!+),(#-.!"$+ 年，浙江省会公安局选择市容交通无碍之处为

临时摊贩营业场所，立标示木牌，制登记证一种，先就较

为繁盛之一、二、三区实行。自当年 !& 月开办至 !"$/ 年

% 月，共登记 !%!! 户。!"(+ 年前后，杭州市警察局鉴于

抗战以后摊贩林立，碍损交通市容的情况，划定城站、众

安桥、南星桥三处空旷地段为摊贩集中场所，另在杭县

县政府旧址空地建成大型摊贩市场。’!+),(#-.

在对沿街阻碍交通、影响卫生的摊贩进行治理的同

时，地方政府还划定专门区域作为市场，通过对交易场

所的规定，来约束和限制摊贩的行为。

从现存的一些资料来看，地方政府对交易场所的卫

生条件、场所内交易公平与否及交易场所整体秩序等问

题 是 十 分 重 视 的 。《清 末 北 京 城 市 管 理 法 规（!"&+—

!"!&）》有关市场管理的法规就明令：清洁卫生方面，“市

场内理宜清洁，每日辰初午后责成各商铺棚摊自行洒扫

两次，其灰土圾垃等须倾积于公设之土筐内，由土车拉

运出厂，秽水须倾入沟内如有任意倾泼及遭踏作践损害

者，一经查出照章罚办”；’!/)（*#!$）买卖交易方面，“各项大

小商贩均须公平交易，不得抬价居奇兑换银钱，价值亦

须与钱市一律”’!/)（*#!(）、“市场应用之度量权衡须与现时

通用者一律”、“银钱价值须与钱市钱币一律”；’!/)（*#$/）市

场秩序方面，“市场内外酌派看守巡警昼夜分班守望巡

逻，无论店商游客倘有违犯警章均按照警罪各条罚办，

如有翦绺小偷强讨恶化及啓棍滋扰者，准各该客商报明

巡警，拿获解厅惩办”’!/)（*!"-）、“市场内玩艺食物各项棚贩

均须顺行陈列，不得参差错乱窒碍交通”、“市场内不得

男女杂坐及嘲骂戏谑等事，以端风化”；’!/)（*#!$）交通治理

方面，为使道路通畅，“（本市场）为沿街摆设摊棚买卖诸

多窒碍特设市，以移菜市口所有小买卖，并各处沿街小

买卖，日后不敷所用再行扩充”。’!/)（*#!/）可以看出，政府为

促进交易有序进行对交易场所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而交

易场所往往又是摊贩聚集的场所。因此，地方政府对交

易场所的规定，恰恰也是对摊贩行为的约束和限制，地

方政府通过整顿交易场所，来整顿摊贩，来整顿市场。

另外，近代的行会等组织"也在摊贩的治理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益阳《刀店公议条规》规定：“一议同行不准

提刀沿门减价私卖，如违者将货物充公，查出报信者，谢

钱四百文，提刀报信者，谢钱八百文”；’!-)（*$%/）长沙《棕绳铺

条规》规定：“一议挑棕货担，不许挑担河街沿河发卖，抢

夺铺户生意，如违议罚。一议外行不许私做棕扇麻绳棕

索，倘有沿河街发卖者，禀究供差”；’!-)（*$%"）安化《烟店条

规》规定：“一议烟摊及外来烟担，并建条烟，按照颁定税

章，并遵宪示，不准沿街发卖，盖归烟铺销售，以免私卖

漏税，妨碍已税各店生理。如有外来肩挑烟担及本街摊

卖烟叶者，查出共同扭禀，不得殉情碍税”。’!-)（*($$）通过行

规对摊贩行为的约束，达到解决商人纠纷，稳定社会经

济秩序的目的。

四、小结

综上所述，摊贩作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重要群

体，在促进商品流通、方便市民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也许这正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但由于同时存在

着诸多影响经济稳定和市政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摊贩又

往往成为被治理和整顿的对象。

在近代摊贩治理与整顿的过程中，由于摊贩经济力

量弱小，政府当局更着重对摊贩交通、卫生等方面问题

进行治理，以加强市政建设，而摊贩在经济方面突出存

+"



在的问题，则更多的由行会等组织内部行规的形式来约

束。这种政府管理和行会等组织内部管理相结合的治理

方法，有利于解决摊贩存在的问题，发挥摊贩在商品流

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摊贩的治理与整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受资料

所限，本文还不能对近代摊贩治理与整顿的效果、作用

及影响做出整体的评价，但通过对摊贩及其近代治理与

整顿措施的梳理，还是可以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中摸索出

一些线索。应当指出，对摊贩群体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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