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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

沪城管执〔2023〕81 号

关于印发《关于规范和服务保障新时期设摊

经营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区城管执法局、临港新片区综合执法大队：

现将《关于规范和服务保障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实施

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3 年 7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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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和服务保障新时期设摊

经营活动的实施意见

为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指导本市城管执法部门参与

特色点、疏导点、管控点等设摊经营活动点位的规划设置和

服务保障，推动激发市场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照本

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见》和市

城管执法局《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部署要求，

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聚焦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坚持科学划

定、合理布局、政府引导、统一规划，惠及民生、安全有序、

疏堵结合、属地管理，推动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监管模式

创新，全力营造符合市民群众预期的新业态购物体验，实现

城市环境治理能级的提升。

二、总体要求

坚持宽严相济，依法行政，严禁无序设摊和擅自超出门

窗和外墙经营行为，根据区域商业布局、业态设置和民生需

求，配合属地政府合理规划选址，优化商业类型和功能定位，

在中心城区和存在品质商业服务需求的区域规范设置特色

集市、外摆位经营业态；在菜篮子配套保障不足的郊区配置

以销售自产自销农副产品为主的疏导点、管控点经营业态。

持续加强对获批点位及周边区域城市环境秩序的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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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型业态经营活动的有序健康发展，在提升市民群众的

生活品质和市容环境质量的同时，打造符合市民群众预期的

商业服务环境，提高市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

三、设置规范

区城管执法部门配合或牵头绿化市容、商务等部门综合

评价供需意愿、环境质量、安全稳定、“菜篮子”供应保障

等因素，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并按以下设置要求

划定区域用于开展设摊经营活动。

（一）禁止性设置要求

1.综合考虑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因素，不得影响行人通

行，不得擅自占用停车泊位和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不得埋压、

圈占、遮挡消火栓；

2.综合考虑市容环境、生态环境因素，不得影响周边环

境，不得擅自占用绿地；

3.不得影响市民群众正常生活；

4.外摆位经营活动不得超出经营主体建筑红线；

5.外摆位经营者不得在店外进行食品加工。

（二）指引性设置要求

1.特色集市、外摆位可引入符合城市高品质要求的品牌

化、主题化商业服务；

2.外摆位优先在地标性商业综合体、商圈、文娱生活集

聚区、步行街等已形成商业服务需求的区域设置；

3.特色集市优先在水岸夜生活体验区、大型商业广场、

园区等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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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摆位优先引入体现城市生活品质、营造生活氛围的

业态，体现“时尚潮”“国际范”；

5.特色集市优先导入特色原创、公益慈善、非遗传承、

海派技艺等含有文化特色且符合市民群众物质消费需求的

业态，体现“上海味”；

6.疏导点、管控点优先设置在已形成农副产品购买需求

且“菜篮子”供应保障不足的区域及周边；

7.疏导点为服务基本民生为主，利用闲置弃用的农贸市

场、菜市场、停车场等区域，设置销售农副产品为主的入场

入室经营点位；

8.管控点为结合区域农业生产条件、产品品种等实际情

况，利用不影响交通安全的闲置区域，面向周边居民经营本

地自产农副产品的点位。

四、监管职责

（一）市级城管执法部门职责

1.加强本市城管执法系统服务保障设摊经营活动的制

度建设，细化制定各类规范要求，为各单位进一步规范设摊

经营行为提供政策依据。

2.协同绿化市容、商务、公安等部门按照自身职责，统

筹推进本市新业态设摊经营点位的建设布局，优化营商环

境。

3.统筹做好上海“摊”服务地图的信息发布和功能完善，

优化与相关部门的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机制，构建“为民服

务”和“执法监管”相融合的数字化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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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级城管执法部门职责

1.加强对本辖区内设摊经营活动点位的成效评价，指导

基层单位有效开展对经营点位责任主体的日常监管，协同绿

化市容等部门对点位日常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

2.统筹配备设摊经营活动点位及周边区域的城管执法

力量，加强对相关区域城管执法队伍履职情况的指导检查，

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3.持续深化城管执法模式转型，主动融入区级“一网统

管”平台，依托区指挥中心建设，打造多方参与的设摊经营

活动监管场景；指导各街镇中队建立符合辖区特色的日常监

管机制。

（三）街镇综合执法机构职责

1.结合区域实际，参与特色集市、外摆位、疏导点、管

控点的选址建设，配合属地街镇政府做好工作方案审核，明

确责任主体、设置区域、营业时段、经营范围、经营者入场

及退出机制等管理规则。

2.加强对责任主体管理职责落实情况的日常监督，指导

落实特色集市、外摆位、疏导点、管控点及周边区域的市容

环境卫生责任区、景观灯光设置、户外广告及设施设置、垃

圾收集容器设置等相关要求。

3.增强设摊经营点位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力量配备，综合

运用定岗值守、机动巡查、视频巡查等方式，加强对未经许

可进入点位开展违规经营活动和超出指定区域开展设摊经

营行为的执法监管，确保设摊经营活动合法合规、有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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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上海摊服务地图”监管机制，实现新业态经营活

动数据的有效归集和动态更新，及时了解设摊经营点位状

况；开展分级分类执法检查，提升执法效能。

五、自治管理

属地城管执法机构应指导协调设摊经营活动点位的经

营者组建自我监管队伍。自我监管队伍要加强设摊经营活动

中的自我约束和自律自治，督促责任主体共同维护市容环境

秩序，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等要求，避免责任主体因日

常管理缺位造成的环境问题，确保设摊经营活动规范有序。

六、管执协同

基层城管执法机构要配合属地政府加强对特色集市、外

摆位、疏导点、管控点经营活动的综合评价，及时向责任主

体反馈工作建议，定期向市、区城管执法部门上报工作成效

和评价结果。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应加强与绿化市容、商务、

住房建设、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对接，

畅通信息互通共享渠道，研判区域设摊经营活动运维实效，

构建管理与执法的衔接闭环，优化营商环境。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