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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申论考试背景材料一：（关于国外的有关治理“路边

摆摊现象”的经验）路边摆摊现象一向是各国城市管理中的

“痼疾”。一方面是弱势群体小摊主们的生计；另一方面是

关系到城市形象的市容市貌和交通安全。如何平衡这两方面

的利益成了一个大难题，它困扰着许多国家的市政管理部门

。韩国：小摊已经形成一种“道路文化”驻韩国特约记者报

道：一提起小摊，韩国人会津津乐道地说起路边的小吃。在

韩国，卖小吃的摊子叫“包装马车”。很多“包装马车”还

装有动力，有的直接从小卡车改造而来。不仅年轻的学生喜

欢在“马车”里聚会，中老年的人也会在上下班时顺便来到

“马车”前吃上一口。韩国的小摊已经从过去比较单一的小

吃摊，发展到花店、寿司店、服装店、日用品店，可谓种类

繁多，难以计数，而这些店又大多是装饰得很有个性的移动

商店。韩国MBC电视台甚至将小摊称之为一种“道路文化”

。大多数韩国人的生活习惯属于“夜猫型”，在一些繁华地

段，基本上是24小时人流不断。夜晚的韩国小摊更是街头不

可缺少的一道风景。一位年纪较大的摊主告诉记者，不论什

么地方在晚上12点到凌晨4点，是没人管制的，所以也有摊主

只是在这个时间才出来，照样可以生意兴隆。在韩国，小摊

一般是没有什么税收的，只要你申请加入“小摊业主协会”

，获得批准后你就可以“出摊”了。韩国政府对路边小摊的

管理总体上采用区域管理的办法。即政府将市区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绝对禁止区域”，指摆摊造成通行不便，严重

影响市容的地区。主要包括主干道、火车站、汽车站、广场

、人行道和车道不区分的辅助干线道路等区域。第二类是“

相对禁止区域”，指妨碍城市美观等危害程度较小的地区，

在这里对摊位的规模、摆摊的时间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限制

，对申请在此摆摊要严加管理。第三类是“诱导区域”，一

般包括和住宅区分离的城市中心外围的空地、车辆通行很少

的河溪两侧道路、经过长时间形成的传统市场内的道路。政

府一般允许在这些地方摆摊设点，但对营业时间和经营范围

也有限制。区域和时间划分清楚不仅有利于执法部门区别对

待，也有利于摆摊设点者的自觉遵守。韩国也将小摊问题上

升到影响城市形象的高度，因而摆摊设点的主管部门不是各

级地方自治政府，而是文化观光部门。政府在允许摆摊设点

的地区强化后勤服务。各摊主在出摊时也秩序井然。有的摊

主直接把一辆大型客车改装成一个流动的超市和时装屋。在

全市到处流动，其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据一些老

摊主介绍，韩国城市一般有两辆执法车对摊点进行管理，下

午6点以后一般不出来巡查，下雨天也不管。但是一周会有一

次夜间管制。不过，即使这天出来管理，巡查一般也会在晚

上10点左右结束。老摊主掌握了上述规律后，一般都会在那

天休息，出来的比较少。晚上10点后，摊主都可以很放心地

经营。巡查人员一般不没收违规摊主的东西，但特别管制时

例外。执法人员态度非常温和，忠实履行法规，很少出现与

摊主的暴力冲突。如果摊主违规是初次，可能要根据“非法

占用道路获取利益行为”罚款4.5万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20韩

元)。一些摊主的物品被没收后，觉得价值高于这个数，也会



交钱领回自己的东西。韩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小摊主属于弱势

群体，允许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保护自身利益。韩国的摊主

们自己成立了“全国摊店业主联合会”，拥有自己的网站等

。韩国的媒体和大众对小摊并不反感，反而认为其便利了人

们的生活。很多大学生将其作为创业或业余挣钱的好方式，

而并不认为路边摆小摊是一种低级的商业行为。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