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Letters 交叉科学快报, 2024, 8(3), 211-226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isl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4.83027   

文章引用: 翟跃. 能动与结构: 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研究[J]. 交叉科学快报, 2024, 8(3): 211-226. 
DOI: 10.12677/isl.2024.83027 

 
 

能动与结构：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 
研究 

翟  跃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2024年7月29日；录用日期：2024年8月21日；发布日期：2024年9月9日 

 
 

 
摘  要 

基于能动–结构整合取向的理念，以结构化理论为主要视角，探索城市老年人采取自雇经济行为以对抗

生活困境与挑战，进而从社会结构的限制与约束、街头空间的博弈与互动、个人取向的动机与需求三方

面探析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并从参与动机、社会背景与经营方式三个角度建构城市老年流动

摊贩的理想类型，提出针对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有效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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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Agency-Structure Integration Approach, this study adopts structuration 
theory as the primary perspective to explore how elderly urban mobile vendors engage in self-em-
ployment to confront lif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hese vendors 
are examin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straints of social structures, the interactions and negotia-
tions within street spaces, and the motivations and needs of individual orientations. Furthe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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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constructs ideal types of elderly urban mobile vendors based on their participation moti-
vations, social backgrounds,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proposes effective governance strategies 
tailored to thi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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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显示，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从 2010 年的 8.87%增长至 13.5%，标志着中国正面临严峻的

人口老龄化问题。然而，当前许多老年人面临着经济、健康和社会支持等多方面的困境[1]。现代化的生

活方式和科技的进步，使得城市生活节奏加快，传统家庭结构和生活习惯逐渐被打破。年轻一代更加注

重个性化、自由和生活品质，家庭规模缩小，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逐渐被核心家庭所取代。许多家庭面临

着“四二一”模式下的赡养压力，即一对年轻的夫妻要抚养一个或多个子女，赡养四位老人[2] [3]。但中

国的养老金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许多老年人，尤其是“村改居”社区和原先从事农耕工作

的老年人，往往具有年龄大、经济收入较少、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差、文化知识水平薄弱、耕地等自

然资本缺失、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难以融入城市等特点[4]-[6]。而在心理健康方面，随着可能发生的子女

外出打工、亲友离世、丧偶等情况带来的社交网络的缩小与孤独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也在老年人

中愈发凸显[7] [8]。早在 1995 年，就有学者针对我国老年人社会支持需求进行研究，指出在老年人口中，

经济困难最为突出，其次是生活照料，最后是精神慰藉[9]。至今，“老有所养”的难以实现使得这类群

体不得不选择延续经济角色，通过继续工作或从事兼职来应对日益增强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在面对

因年龄和身体情况带来的劳动市场排斥等再就业困境，流动摊贩作为一种流动性强、技术要求低、成本

低、变现快、包容性强、几乎没有年龄限制的非正式就业形式，成为了上述老年人的首要选择之一。这

种情况下，城市老年流动摊贩应运而生。城市老年流动摊贩主要通过贩卖居住地旁闲置土地的种植蔬菜，

或收购来的瓜果、书籍、玩具等，与售卖食品、冷饮和烧烤的青壮年一起构成了城市“地摊经济”的特殊

景观[10] [11]。老年流动摊贩群体以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地位，展示了在快速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

力下，老年人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寻求生存和发展。老年流动摊贩作为城市社会结

构中的独特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经营策略能揭示城市化背景下老年人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许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对老年流动摊贩的成因做出了细致的解释

和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经济学学者认为，老年流动摊贩现象的产生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驱动。一

是退休金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促使老年人选择成为流动摊贩的重要原因。许多老年人的退休金不

足以支撑日常生活开支，他们需要通过额外的收入来源来补贴家用[12]。二是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性也是老

年人选择成为流动摊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中，老年人由于年龄和体力限制，往往难以

找到适合的工作岗位[13]。相比之下，流动摊贩不受年龄和学历的限制，更适合老年人自我就业和灵活工

作。而社会互动和心理需求也是老年人重要参与动机。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流动摊贩不仅是一个经济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4.8302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翟跃 
 

 

DOI: 10.12677/isl.2024.83027 213 交叉科学快报 
 

活动，更是一个社会交往的平台。他们通过与顾客和其他摊贩的互动，获得了情感上的支持和认同，减

少了孤独感，增强了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14]。同时，老年流动摊贩的生活质量和面临的挑战也吸引了

一批其他国家学者的关注。Francine Kate R. Tipon 从通过海德格尔现象学和解释现象学分析(IPA)方法，

从黄金岁月、社会链接和未知旅程三个角度分析了疫情冲击下菲律宾布拉干省的老年流动摊贩[15]。其中

指出，许多老年人退休后选择通过从事流动摊贩的工作来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而在街头贩卖商品的

过程中，老年流动摊贩能够建立并维持社交网络，减轻压力、提升心理健康。Villar 指出老年人仍有继续

发展的能力和机会，同时强调他们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参与和贡献[16]。Adelaida Caballero 的研究表

明，在赤道几内亚马拉博的老年女性因与男性伴侣的分离、男性和青年的高失业率，以及社会经济条件

恶劣而成为流动摊贩[17]。在马拉博，这些老年女性流动摊贩往往是多代家庭生活保障的唯一提供者，并

在工作中面临骚扰、歧视和暴力，但仍通过各种方式争取自主性和生活尊严。Gita Ramadhani 等研究了印

尼武吉丁宜市 Jam Gadang 旅游区的老年流动摊贩现象，认为老年人成为流动摊贩的因素有三个，即经济

获取因素、社会交往因素和心理健康因素[18]。概而论之，世界各地均存在老年流动摊贩现象，老年流动

摊贩的动机主要是经济[19]获取、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但如何治理老年流动摊贩，以及他们如何在城市

中生存和延续的研究较少。可见，老年流动摊贩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老年人选择从事这一行业

的动机主要包括经济需求、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尽管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但老年流动摊贩在维持生活、

增强社会参与感和提升心理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中国流动摊贩的研究，整体上多关注基层执法[20] [21]、区域选择与生存策略[22]-[24]、现有治

理模式及更新路径上[25] [26]。但老年流动摊贩与其他年龄的流动摊贩不同。对青壮年流动摊贩具有一定

成效的“疏堵结合”治理模式，并不适用于老年流动摊贩[27]。原因是青壮年流动摊贩的形成原因与老年

流动摊贩并不完全相同。青壮年流动摊贩一般为满足经济获取和家庭照料的双重需求而从事占道经营。

当政府和城管将疏导区调整至离家近又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合理设定租金，并根据早晚高峰的时间规定

经营时间，青壮年流动摊贩就不会重返马路。但老年流动摊贩的需求不仅是经济获取，还有着社会交往

和自我实现等需求，同时还受人口结构、政策环境的影响。他们面对街头执法的响应策略也与青壮年流

动摊贩不同。这些方面都决定着老年流动摊贩产生和持续街头流动。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较为丰富，从多角度分析了老年流动摊贩的具体成因、生活质量和面临的挑战，

但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策背景，以及现有的“疏堵结合”流动摊贩治理模式下，老年流动摊贩面临的

挑战具有独特性。他们为何出现，以何种方式对抗生活中的困境和挑战，又为何难以治理，以及他们内

部有何种差异性，都还未能从学术角度具体回应。吉登斯曾说：“社会科学或历史领域的每一次研究调

查都将行动与结构相联系……结构与行动到底是谁决定了谁，是没有意义的”[28]。故老年流动摊贩的形

成并非是结构或能动者单一方面的因素，而是他们在当下结构中不断递归实践结果的整合。故本研究要

回答的问题是：城市老年流动摊贩是如何产生的？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围绕中国中部大城市 Z 市 X 区的城市老年流动摊贩形成机制开展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速，流动摊贩现象在中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老年流动摊贩作为其中一个特殊群体，却少有学者直

接从老年流动弹出发直接讨论其成因。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的调研和分析，探讨老年流动摊贩这一群体

在城市环境中的形成机制。 

2.1. 研究方法 

Robert K. Yin 指出，案例研究相较于实验法、档案分析法、历史分析法而言，更适合回答“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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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什么”的问题[29]。本研究选择 Z 市 X 区作为调查点，一方面是因为笔者曾长期在 Z 市学习和生

活，同时与 Z 市流动摊贩从业者与城管接触较多；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学者们已经对北京、上海、南

京、广州等一线特大城市的城市流动摊贩治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像 Z 市这样的内陆特大城市、

人口特大城市、新一线城市的城市流动摊贩治理问题还未能得到充分关注和解决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于 Z 市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的研究可以有效地丰富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研究的成果。罗伯特指

出，案例研究的数量选择主要取决于案例的机制和饱和度，同时，也应尽量使用多种证据来源。基于此，

笔者选择了 Z 市 X 区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老年流动摊贩作为研究案例，并从城管、流动摊贩、社区居民

等多个角度来收集意见，从而尽可能地保证了研究证据的可信度。从饱和度角度来看，Z 市 X 区各社区

之间的发展水平和治理方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有利于保证研究案例之间的异质性并提升研究的信息饱

和度。 
在资料收集方法上，笔者基于质性研究的优势和特点选取了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以全面深入地了

解 Z 市 X 区老年流动摊贩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观察法是质性研究中一种直接获取数据的方法，通过亲身

观察、记录和分析研究对象的行为和环境，获取第一手资料。笔者在 X 区的多个流动摊贩聚集地进行了

长期的现场观察，详细记录了老年流动摊贩的日常活动、摊位设置、商品种类、客户互动、交易过程等

情况。同时，通过观察他们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与其他摊贩和顾客的交流方式，以及他们在城市公

共空间中的适应策略，笔者能够直观地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面临的具体挑战。在观察过程中，笔

者尽量保持非介入性，以减少对研究对象日常活动的干扰。通过多次、多地点、多时段的观察，笔者收

集到了丰富的现场数据，这些数据为后续的分析和解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深度访谈法是质性研究中另

一种重要的资料收集方法，通过与研究对象的深入交流，获取他们的个人经历、观点和感受。笔者在 X
区选取了在售卖商品、家庭困难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老年流动摊贩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主

要包括个人背景、职业选择动机、工作经历、社会网络以及对相关政策的看法。通过这些深度访谈，笔

者不仅获取了丰富的质性数据，还能够深入理解老年流动摊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经历。这些访谈内容为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和心理层面的资料，使得对老年流动摊贩的分析更加全面和立体。 

2.2. 案例概况 

Z 市 X 区为笔者主要收集研究资料的地点。Z 市 X 区，1988 年启动筹建，是河南省第一个开发区、

是 1991 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高新区、是 2016 年国务院批准建设的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

区。区域管辖面积 99 平方公里，下辖 5 个办事处，总人口 35 万，拥有各类市场主体 4 万余家。据初步

统计，2018 年实现 GDP 350 亿元，同比增长 10.3%；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8.6 亿元，同比增长 14%；

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1 亿元，同比增长 12.5%。X 区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村改居”小区的大量涌

现，这一居住环境的改变促使许多居民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从传统的农民职业转向其他职业。特别是在

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的双重变化，推动一部分老年人重新进入劳动市场，成为城市老年流

动摊贩。疫情的冲击使得这些老年人面临更大的生计压力，他们通过摆摊等方式补充家庭收入，寻找生

活的经济支撑点。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结果，也反映了老年人在

后疫情时代的生存策略和适应方式。X 区的经济发展、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老年人群体职业转变的过

程，为研究老年流动摊贩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调研期间，笔者共搜集了 Z 市 W 街道流动摊贩治理的现场观察记录、访谈资料、文献和政策文

件、空间分析数据以及图片和视频资料等方方面面的电子资料与纸质材料。其中，访谈资料来源主要包

括城管、流动摊贩和社区居民，这些不同身份的访谈对象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和充实的研究资料，

大大拓展了笔者对该研究领域和该研究问题的认知和理解。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笔者对全部人物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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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匿名化处理。其中，以 A 开代表政男性老年流动摊贩；B 开头代表女性老年流动摊贩；C 开头代表

城管；D 开头代表社区居民。X 区城管、流动摊贩的某些敏感信息，以及某些新闻媒体报道的网址等涉

及保密性的内容，文中均不再列出。为方便后文的叙述，访谈资料均遵循“记录日期–人物编码”的编

码格式。例如，“20231109A1”代表访谈日期是 2023 年 11 月 9 日，访谈对象是男性老年流动摊贩。出

于对相关人员的隐私保护、部分研究资料的保密要求以及研究伦理的考虑，本研究对部分相关人员信息、

研究案例的背景以及部分研究资料进行了加密和灵活调整，但都不影响一手研究资料的真实性。访谈对

象基本信息见下表 1，由于城管与社区居民基本信息并不影响访谈内容，故不一一列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form for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访谈对象 性别 年龄 家庭情况 教育背景 

A1 男 70 有配偶，2 子女在外地工作 高中 

A2 男 72 有配偶，3 子女在本地工作 中专 

A3 男 65 丧偶，1 子女，独自生活 小学 

A4 男 78 丧偶，1 子女外，独自生活 小学 

A5 男 75 有配偶，子女在外地工作 小学 

B1 女 68 有配偶，1 子女，孙子同住 小学 

B2 女 69 有配偶，2 子女在外地工作 小学 

B3 女 67 有配偶，1 子女在外地工作 初中 

B4 女 62 丧偶，1 子女，独自生活 高中 

B5 女 76 丧偶，1 子女在外地工作 小学 

3. 能动–结构整合理论与分析框架 

在美国社会学理论界对微观–宏观议题产生日渐增长的兴趣的同时，欧洲的理论学者越来越着重于

能动–结构的关系。美国的微观–宏观议题关注的是如何将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理论家们试

图解答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如何聚合成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以及宏观结构又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相较

之下，欧洲的能动–结构关系关注的是个体或集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构功能主义和

社会系统理论等宏观理论在这一讨论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结构化理论的提出者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以及后结构主义的代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强调能动者如何在社会结构中

进行实践并同时再生产和变革这些结构。而借助能动–结构整合理论的分析，可以判断城市老年流动摊

贩的形成机制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结构方面的制约和推动，也有街头执法博弈中的生存策略和空间利

用，更有个人动机和需求的驱动。 

3.1. 能动–结构整合理论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分析取向：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微观社会学关注个体

和小群体的互动及其社会行为，而宏观社会学则关注社会结构、制度和整体社会的运行。这两种分析取

向长期以来被视为对立的研究范式。能动–结构整合理论的提出正是为了弥合这一对立，提供一个综合

的整合分析框架。而这一个整合分析框架中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能动性”(Agency)，指的是个体或

集体在行动过程中所展现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体现了个体的自由意志、选择能力和创造性。另一个相对

的是“结构”(Structure)，指的是社会中的各种制度、规则、规范和关系网络，这些要素对个体和集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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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具有约束和影响作用。而能动–结构整合理论的核心在于解释能动性和结构之间的双向关系。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能动者与结构并不是两套各自独立的现象，不是所谓的二元

论，而是表现出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属性既是媒介，又是它们递归组织实践的结果”，还可以说

“行动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在社会生活日常实践背景下的再生产过程”[30]。在他看来，结构和能动性是

不可分割的，结构既是能动行为的结果，也是能动行为的前提。这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被称为结构

的“双重性”。“根据结构化理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

社会整体的存在，而是时空中有序的社会实践”[30]。且社会实践中，个体可以发挥能动性，通过行动再

生产和变革社会结构。在吉登斯的研究视野中，能动者始终在检测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以及所处的物质环

境和社会环境，并在寻求安全感的同时，通过理性化，有动机地采取行动。不过，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赋予了行动者影响和改变情境的能力，而“结构只能存在于人类能动者的互动中或通过这种活动才能存

在”，结构“总是既限制又授权”[30]。换句话说，结构并不直接存在或外在于能动者的行动，而是要通

过能动者在行动中面临的规则和资源的限制间接体现和描述。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实践既不是被客观决定的，也绝非自由意志的产物。他的实践

理论通过惯习和场域的概念，提供了理解个体行为模式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形成和再生产的框架，同时展

示了个体在特定社会空间中如何通过能动性对结构进行调整和变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

者强调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探讨个体和社会如何通过权力关系进行互动和变革。在福柯看来，权力不仅

是压制性的，而且是生产性的，通过知识体系和话语形成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同时，每个个体作为权力

传播网络中的一份子，也能通过知识和话语对结构性力量进行挑战和重新定义。 
三位主要学者对能动–整合理论的贡献使得后者能够更加全面地解释个体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过

程，从而为社会现象的分析提供更为丰富和多维的视角。在分析复杂社会现象时，如城市老年流动摊贩

的成因，这种多层次分析框架能够揭示现象背后的多重因素和相互关系，即，将个体行为、组织行为和

制度结构结合起来，分析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探讨个体行动者如何在嵌入于特定社会结构

中的同时进行能动行为，以及个体行动者与社会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 

3.2. 老年流动摊贩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 

能动–结构整合理论旨在揭示个体或集体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个体和集体如何

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能动行为，同时这些行为又如何重塑或维持这些结构。回到城市老年流动摊贩

的形成机制分析上，社会结构为他们的占道经营行为提供了资源条件和约束框架，既限制了行为的可能

性，也提供了行为的资源和机会；而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能动行为在不断街头互动中可以维持、改变原

先的社会结构，对结构产生反作用。可见，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是多维度的，具体来说，既有

社会结构方面的制约和推动，也有街头执法博弈中的生存策略和空间利用，更有个人动机和需求的驱动。 
社会结构的限制与约束提供了理解城市老年流动摊贩形成的宏观背景，决定了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和

社会条件。其带来的影响主要从城市化和城市管理政策、经济结构和社会保障体系两方面发生作用。速

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其中包括许多无法依靠传统农业维持生计的老年人，他们在城市中

需要寻找生存空间。而基础养老金和社会福利不足，以及劳动市场的限制迫使老年人寻找非正规经济中

的经济获取手段，如成为流动摊贩。 
街头的博弈与互动则反映了老年摊贩在微观层面如何在限制条件下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实际

执法过程中，街头执法往往采用一种柔性监管策略，执法者与摊贩之间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执法者顾

及老年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有时会在执法力度和策略上采取更高的灵活性和柔性，以避免引起冲突。

而老年流动摊贩主要采取回避和流动的回应策略。当无法回避时候，他们就会根据自身的年龄与身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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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进行妥协和求情。这种博弈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为老年流动摊贩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个人取向的动机和需求揭示了老年人选择这一职业的内在驱动力和心理需求。许多老年摊贩选择经

营流动摊位是为了补贴家用，支持家庭成员的生活和教育开支。同时，他们通过经营流动摊位，能够保

持社会联系和互动，避免退休后的孤独感和社会隔离。此外，经营摊位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经济收入，

也让他们感受到自我价值和成就感。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至关重要。 
可见，城市老年流动摊贩是社会结构、街头互动与个人动机等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将

基于 Z 市 X 区的老年流动摊贩聚集现象，具体分析其形成机制。 

4. 社会结构的限制与约束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由于以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等综合因素所

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嬗变，客观上引发了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

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等一系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理念。毋庸置疑，伴随着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深刻变化，人口老龄化将是 21 世纪不可逆转的客观现象与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对

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有着巨大的考验。而面对基础养老金与社会福利的不足，以及正规经济部

门的排斥，为了获取经济和延续抚养角色，相当一部分老年人选择从事流动摊贩。 

4.1. 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的变化 

我国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正在经历显著变化，抚养结构的转型与代际协调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特点。越来越多的家庭形成

了“四二一”结构，即一个家庭中有四位老人、两位成年人和一个孩子。在这种结构中，两个成年人需要

同时抚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家庭负担十分沉重。随着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孝道文化和“养

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对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老年人选择留在家中，承担起照顾孙辈

的责任。当青壮年外出务工时，照顾第三代的责任大部分由老年人承担，这占用了他们大量的生活时间

和精力。这种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化，促使老年人不得不延续他们的经济角色和抚养角色。 
首先，家庭养老让老年人继续承担“抚养供给者”的角色，使得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难以得到充

分的休息和恢复。老年人本应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但却被迫继续承担繁重的家务和照顾责任，这对他

们的健康和心理状态产生了不利影响。其次，家庭养老缺乏社会养老所能提供的专业服务，如医疗、心

理辅导和长期照护等高质量服务。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更加复杂，仅靠家庭的力

量难以全面满足这些需求。社会养老机构可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心理辅导和日常照护，有助于提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最后，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影响了代际之间的关系。老年人在照顾孙辈的过程中，虽

然与第三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也容易因为教育理念的不同而产生矛盾。这种代际冲突不仅影响了家

庭和谐，也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许多老年人不得不继续发挥经济角

色，通过从事流动摊贩等工作补贴家用。他们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通过劳动维持经济独立。这种双重

角色的延续，体现了老年人在家庭结构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也反映出他们在社会养老体系不足情况下所

面临的挑战。 

我之前在工地干活，现在干不动重活了，但是养老金根本不够用，特别是现在物价涨得快，还有老伴的医药费

需要支出。儿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就剩我和老伴。我们老两口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孙子。虽然有退休金，但

根本不够用，我们还要负担孙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我们这年纪找工作也难，只能做点小生意来补贴家用。对我们

老年人来说，确实有压力，但也有成就感。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为家庭付出，现在还能继续为家庭出一份力，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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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踏实。对家庭来说，减轻了儿女的负担，他们在外面工作也能更安心。(访谈对象：20231109A1) 

我经常去那个老人那里买菜，他每次卖的菜都比较新鲜，而且据说他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子女在外面打工，

他自己身体不好天天吃药，还要带孙子。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不会跟他讲价，多给点钱，我也不差这点钱，但是他说

不定就需要这些钱。(访谈对象：20231021D1) 

4.2. 基础养老金与社会福利的不足 

尽管我国的基础养老金制度在不断完善，但仍存在覆盖面不广、保障水平偏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等

问题[31]。基础养老金的不足直接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的

经济压力尤为明显。养老金水平较低，导致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仍需依靠子女或继续劳动以维持生计，

这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负担。同时，老年人患病概率高，对医疗服务需求大，但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尚

不能完全覆盖他们的医疗需求，导致许多老年人在医疗费用上负担沉重，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 
近年来，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数量迅速增加，涵盖教育、医疗、环保、养老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养老

服务领域，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日间照料、老年人活动中心、心理辅导

等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然而，非营利组织的运营资金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和政府资助，但由

于资金来源不足、专业人才匮乏，这限制了他们提供更多优质服务的能力，无法满足日益增加和多样化

的老年人口需求。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和负担，一些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或抚养家庭，但他们在尝试

进入正规经济部门时，往往因年龄和能力受到限制和排斥。这种情况迫使他们寻求其他经济活动，例如

成为流动摊贩，以维持生计并减轻家庭负担。 

我退休前是一名小学老师，退休后发现退休金不足以应付我的日常开销，尤其是医疗费用。我老伴身体不好，

时常需要看病买药，儿女们也有自己的家庭和负担，所以我决定出来找点事做，补贴家用。我试过找其他工作，但

大多数正规单位都不愿意雇佣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他们觉得我们学新东西慢，适应不了快节奏的工作。再加上我身

体也不如年轻时，不能做太累的活儿。后来想想，还是做个流动摊贩比较适合，卖点小吃，不用太大的体力，而且时

间上也比较灵活。(访谈对象：20231030B1) 

4.3. 正规经济部门的限制与排斥 

新时代“人口又多又老”的国情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包括延迟退休年龄与中青年就业机会的冲

突，以及老年人口增加与劳动力人口减少引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风险等问题。正规经济部门普

遍存在“年龄拒绝”现象，即从年龄上拒绝老年人的再就业选择，认为老年人难以适应快节奏工作环境

或新技术，限制了他们的职业机会，影响了自信心和社会价值感。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能力的变化显著

影响老年人的工作选择。体力下降、耐力减少以及慢性健康问题，如关节炎、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等，

限制了他们的工作能力，使他们难以承受高强度体力劳动。这种身体能力的限制导致老年人在职场上被

边缘化，失去许多工作机会，从而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此外，老年人所拥有的

技能和经验也不符合现代劳动市场的需求。随着技术快速发展和新兴行业的崛起，老年人过去的技能需

要更新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这种技能落后现象使得他们在求职时面临较大困难，难以与年轻求职者竞

争，影响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职业前景。 
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老年人常感到被边缘化，他们的经验和技能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利用。这

种情况迫使一些老年人转向流动摊贩工作，作为实现经济自立和维护社会联系的方式。流动摊贩工作相

对容易进入，允许他们利用现有的技能和经验，如烹饪、手工艺或其他服务。通过在市场、街道或公共

场所设立摊位，老年人能够直接与社区成员互动，重新找回社会角色，增强社会参与感。摊贩工作的灵

活性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个人偏好调整工作时间和强度，这是传统职场难以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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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退休前一直在一家工厂工作，但退休后发现退休金并不足以覆盖日常开销，特别是医疗费用。我有两个孙

子，偶尔还需要支持他们的教育费用，所以额外的收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起初，我也尝试过在正规经济部门找工

作，但因为年龄问题，多次被拒绝。他们觉得我年纪大了，学新东西慢，身体也跟不上。而且，我过去的工作技能在

现在的劳动市场上不太吃香，很多工作都要求熟悉新技术，我没法跟年轻人竞争。老年人也有很多能力和经验，只

要有合适的平台和机会，我们依然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访谈对象：20231109A2) 

5. 街头空间的博弈与互动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地摊经济”和“夜经济”开始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逐渐兴起。这两种经济形态在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活跃市场交易的同时，也对城市的管理提出

了新的挑战。梳理城市流动摊贩治理进路可见，以打击取缔措施为主的消极管控手段体现了市政政策设

计与流动摊贩生存之间的失耦，导致了流动摊贩治理效能不高，体现为“行政成本过高，治理效果过低”

的状态。政府开始实施“疏堵结合”的策略，期望通过创建开放和包容的区域，使流动摊贩能够在接受

城市管理、维护城市秩序和遵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维持经营活动，以保证城市管理的有效性与地摊经

济的活力并存。 

5.1. 监管策略的柔和性 

监管策略的柔和性指的是在马路场域的一线执法中，城管基于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考量，选择

在不影响交通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对老年流动摊贩的小规模或临时经营活动采取非强制性的管理

方式，包括驱赶至人行道、忽视和不干预、行政执法时间与空间不连续等。具体来说，这种基于自由裁

量的柔性监管策略体现在以下几种举措中。一是城管在处理老年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问题时，通常采取

的是将老年流动摊贩驱赶到人行道或其他地方继续经营的策略。二是只要老年流动摊贩不越界，即下马

路占道经营，城管就保持旁观态度。三是行政执法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连续性如同波纹一般，城管的影

响力和控制效果沿距离增加而不断减弱，在越过某一个阈值后，管理效果下降极快，流动摊贩数量激增。

例如超过 50 m 以后，老年流动摊贩逐渐多起来。且城管往往习惯在可视范围内进行执法活动，因此存在

一条主干道上老年流动摊贩避开城管而错落分布的情况。 
在实际的街头执法中，老年流动摊贩因其年龄和身体等特征，能获取更多的社会同情和执法宽容，

获得更多执法中妥协和回避的空间。相比之下，青壮年摊贩则更容易受到严格的监管和处罚。老年摊贩

的这一特质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执法风险，获得更多的经营时间和空间。 

我在这里摆摊已经有 2 年了。之前在家带孙子，后来他们去上学，我就出来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其实城管

也很理解我们的难处。他们知道我们老年人出来摆摊不容易，很多时候都会采取劝导而不是直接取缔。有时候他们

来检查，我就会暂时收摊，等他们走了再继续经营。他们对我们老年人确实是比较宽容的。(访谈对象：20231109B3) 

老人家一把年纪还要顶着大太阳出来卖东西赚钱养家，我们都不忍心赶。而且“疏堵结合”措施对他们也没有很

大作用，因为疏导区不仅要租金，还要固定的时间和比较大的经营需求，而这些老年人基本每天就卖一点点自己种

的菜或者一些贩来的零碎玩意。但是我们城管也不能看着他们就把马路堵着，只能把他们赶到人行道上售卖。只要

他们不把马路堵着，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访谈对象：20231109C2) 

可见，老年流动摊贩因其年龄和身体状况，往往更能激发社会的同情心和怜悯心。而这种柔性监管

策略暗示着城市管理者在执行职责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公共秩序维护和对弱势群体生计保障之间寻找平

衡。对于流动摊贩而言，他们通常会对这种宽容的管理态度表示欣然接受。柔和性的监管策略使得老年

流动摊贩能在妥协与周旋中规避执法风险，调整经营策略以提升实际收益。这样的马路秩序与执法无疑

为老年流动摊贩提供了一个执法柔性的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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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经营策略的灵活性 

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经营策略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时空灵活性和应对执法策略两个方面。具体而言，

时空灵活性指的是老年流动摊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调整能力，以最大化资源使用和适应环境变化，以快

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动，优化经营策略和提升效率。在经营时间方面，老年流动摊贩展现出来高度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他们通常选择在人流量最大的早晨和傍晚进行经营。这些时段不仅有上班族和学生的集

中出行，也有居民的日常购物需求。通过抓住这些高峰时段，摊贩能够获得更多的客户，提升销售额。

同时，这样的经营时间选择，能使得老年人避免面对上午、中午和下午的较高气温及带来的不适。在非

高峰时期，老年人会选择休息，或去选择其他工作获得更多的收入。在经营空间方面，老年流动摊贩的

选址也较为灵活。他们通常选择在商业区、居民区、学校和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经营。早市、

夜市和节假日的临时市场也是他们常常选择的经营场所。由于具备流动性，老年摊贩可以快速移动以适

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例如，当一个地点的人流量减少或执法力度加大时，摊贩可以迅速转移到另一个更

有利的地点。这种快速移动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及时避开风险，保持经营的连续性。此外，部分老年流动

摊贩还会借助经验和社会关系，与正式铺面进行空间共享，即与商铺或超市合作，分时段使用或者合作

经营。如在早晨和商务使用店铺前面的空地开展经营活动。 

我在这里摆摊已经有 6 年了。之前退休在家，总觉得闲着没事做，就出来做点小生意，赚点零花钱。我一般都

是选择早晨和傍晚出来摆摊。早晨有上班族和学生，傍晚大家下班回家，都有买菜的需求。这两个时段人最多，生

意最好。而且，这样还能避开中午和下午的高温，年纪大了，中午晒着不舒服。我们一般都会选择人流量大的地方，

比如商业区、居民区、学校和公交站点这些地方。早市和夜市我们也会去，这些地方人多，生意好。而且，如果哪儿

人少了或者城管来了，我们就会迅速转移到别的地方。这种灵活性对我们很重要，能及时避开风险。有时候我们会

和一些商铺或者超市合作，比如早晨在他们店铺前的空地上摆摊，到了营业时间再撤离。这样既不影响他们的生意，

也能让我们找到好位置。(访谈对象：20231109A3) 

5.3. 摊贩社群的支持性 

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与持续不仅依靠个人的努力和灵活的策略，还受益于摊贩社群内部的互助

和支持。这种社群支持体现在信息共享、互助合作以及情感支持等多个方面，使得老年流动摊贩能够共

同应对经营中的困难，分享资源和信息，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应对执法挑战。 
这种社群的支持性首先体现在“守门人”规则与信息共享。“守门人”规则指的是，当任一老年流动

摊贩察觉城管出现时，会主动进入“守门人”角色，呼喊其他老年流动摊贩收拾摊位进行转移或躲藏[32]。
可以说，老年流动摊贩是互为“守门人”的。而摊贩社群内部的信息共享是老年流动摊贩能够顺利经营

的重要保障。老年摊贩之间通过长期的相处，形成了紧密的社交网络，他们会互相通报市场动态、执法

动向和客户需求。例如，当某个地区的执法力度加大时，摊贩们会及时互相通知，避免大家遭遇不必要

的麻烦。同样，当某个地点出现新的人流热点或市场需求变化时，他们也会互通有无，共同调整经营策

略。这样的信息共享机制不仅提高了老年摊贩的市场敏锐度，也增强了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其次，互

助合作与集体行动是支持性的另一体现。老年人由于体力和精力的限制，在摆摊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困

难，这时社群的互助合作便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在搬运货物、摆设摊位或处理突发情况时，摊贩们会

相互帮忙，共同解决问题。此外，老年摊贩在经营过程中也会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巧，帮助新加入的成

员迅速上手。而通过长期的相处和合作，摊贩社群内部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不仅包括

经济资源，还包括信任、合作和情感支持。在面临困难时，摊贩们会互相提供经济援助和情感支持，共

同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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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老年人，出来摆摊大多是为了补贴家用，大家互相照顾，互相支持。这些年要不是有其他摊贩的帮忙，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坚持下来。我们每天都会互相通报市场情况和执法动向。如果哪儿城管要来，我们会提前通知大

家收摊避开。还有哪儿人多生意好，也会互相推荐。比如，最近这个早市人特别多，大家就都过来了。这种信息共享

非常重要，让我们能灵活调整经营地点。有一次，我搬不动货物，隔壁摊的大妈马上过来帮我。我们也会一起进货，

成本低些。大家有困难时互相照应，这样心里也踏实。尤其是遇到突发情况，大家一起出力，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访谈对象：20231109A1) 

综上所述，街头摊贩作为城市经济和社会的一部分，通过监管策略的柔和性、经营策略的灵活性和

摊贩社群的支持性，在城市街头空间中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路径。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和有效的管理，

街头摊贩现象可以得到更好的规范和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补充。 

6. 个人取向的动机与需求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动机与需求是驱动行动的核心动力，直接影响决策和行为方式。这些动机和

需求不仅关系到幸福感和生活质量，还在许多情况下决定了职业选择。对于老年人群体而言，经济获取、

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成为促使他们成为城市流动摊贩的重要因素。下面将详细探讨这三类需求如

何驱动老年人走上流动摊贩之路。 

6.1. 经济获取的需求 

经济获取的需求是指个人对物质财富和经济资源的渴望与追求。老年人在进入退休年龄后，虽然有

养老金或其他形式的退休收入，但这些收入往往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全部经济需求。成为流动摊贩不仅是

维持生计的一种手段，更是实现经济安全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首先是满足基本生活保障。很多老年人依靠有限的退休金或社会保障金生活，这些收入可能仅够维

持基本生活。通过从事流动摊贩工作，老年人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确保日常开销得到保障。他们出售

水果、蔬菜、小吃或手工艺品，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其次是经济稳定与安全感。面对生活中的突

发事件，如健康问题或家庭紧急开销，额外的经济收入显得尤为重要。流动摊贩的收入虽不稳定，但相

对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经营方式，增加经济安全感。通过积累一定的储蓄，老年人可以应对突

发状况，减轻经济压力。最后是财富积累与提升生活质量。老年人不仅追求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希望通

过额外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例如，他们可能希望购买更好的食物、医疗服务，或是支持子孙的教育和生

活。成为流动摊贩，让他们有机会通过勤劳工作增加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我主要是因为经济压力。退休后，我的退休金根本不够用，每个月吃药就要好几百，还不算日常生活开销。为

了不拖累家人，我只能出来摆摊。虽然收入不多，但足够支付一些额外的医疗费和日常开销。特别是我在早市和夜

市卖些家里种的蔬菜和自制的酱料，收入还算稳定。(访谈对象：20240304A5) 

6.2. 社会交往的需求 

有学者指出，社会支持、健康状况、自我效能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着较大影响，其中，社会支

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33]-[35]。社会交往的需求是指人们在生活中与他人建立和维持良好

关系的渴望。老年人在退休后，往往面临社交圈缩小和孤独感增加的问题。通过从事流动摊贩工作，他

们能够重新融入社会，与他人建立广泛的联系，满足社交需求。 
首先是情感支持与归属感。退休后的老年人可能感到孤独，通过在市场上与顾客、其他摊贩互动，

他们可以获得情感支持和归属感。还有一些老年人面临因丧偶和子女在外工作带来的强烈孤独感。每天

的工作和交流，帮助他们保持精神健康，减轻孤独感，缓解社会撕裂感。其次是社会认同与自我价值。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4.83027


翟跃 
 

 

DOI: 10.12677/isl.2024.83027 222 交叉科学快报 
 

通过经营摊位，老年人获得了社会角色和身份。他们不仅是退休人员，更是市场中的一员，得到顾客和

同行的认可和尊重。这种社会认同感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再次是信息交流与学习。

流动摊贩的工作环境充满变化和挑战，老年人通过与不同顾客和摊贩的交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他们了解市场需求、学习经营技巧，甚至掌握新的社交方式。这种持续的学习和信息交流，使他们感受

到充实和进步。最后是合作与互助。在市场环境中，老年摊贩之间往往形成互助合作的关系。他们可能

共同进货、分享经营经验，甚至互相帮助照看摊位。这种合作关系不仅增强了经济效益，还加深了人际

关系，使他们在晚年生活中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退休后，我感觉突然失去了很多社交活动，以前的同事和朋友慢慢也都不怎么联系了，我觉得自己突然从社会

的中心被推到了边缘。我的孩子们都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我感到非常孤立和寂寞，就像是被世界遗忘了。

我决定不让这种感觉打败我。我开始在街头卖果汁，这样我能每天都见到很多人。虽然只是卖些小东西，但这让我

感觉自己还是社会的一部分。和顾客聊天，听他们说说自己的事，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人群中。而且，城管来的时

候我也会叫其他人一块跑，及时离开的那些人有些还会来感谢我，这个时候我就很开心。所以情感支持也很重要。

我们这些老年人，出来摆摊有时候心里也苦，特别是家里有事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在一起摆摊，可以聊聊

家常，互相倾诉，心里就舒服多了。有时候，老伴儿在家里唠叨，出来和大家聊聊天，感觉压力也小了。(访谈对象：

20231210A1) 

有些时候我会突然感觉生活空荡荡的，尤其是在我妻子去世，和我儿子去广州打工之后，这种感觉就特别明显

了。我儿子会汇钱给我养老，我在家里呆着感觉非常焦虑。我看到隔壁的人用家旁边的地种菜去卖，反正我也没事

干，我也种些菜去卖。干摊贩对我来说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我很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给我一种我还在社会中生活

的感觉。(访谈对象：202311211A4) 

6.3. 自我实现的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指个人在追求自身潜力和理想的过程中，寻求实现自我价值和目标的渴望。这是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次需求，老年人通过成为流动摊贩，同样能在这方面获得满足[36]。具体

表现在个人潜力发挥、理想与目标实现、创造与创新、社会贡献与影响四个方面。 
首先是个人潜力的发挥。退休后的老年人依然渴望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潜力。流动摊贩的工作让他们

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经营才能、沟通能力和创造力。通过经营自己的摊位，他们可以感受到自己在经济和

社会方面的贡献，体验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其次是理想与目标的实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老年人也不例外。很多老年人希望在退休后继续保持活跃和有意义的生活。经营一个小摊位，成为他们

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他们通过辛勤工作，不仅维持生计，还实现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自我价值的

肯定。再次是创造与创新。流动摊贩的工作环境灵活多变，老年人在经营过程中需要不断创新和适应市

场变化。他们可能会尝试不同的产品、改进销售技巧，甚至推出新的服务。通过这种创造性活动，他们

感受到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增强了自信心和满足感。最后是社会贡献与影响。老年人在经营流动摊位

的过程中，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经济和社交需求，还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丰富

了城市生活，促进了社区的经济活动。同时，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积极老龄化的形象，激励了

更多人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哎呀，满足感还是挺多的。首先是我觉得自己还能为家里做贡献，这感觉特别好。平时我在早市和夜市卖点小

吃，虽然挣的不算多，但足够贴补家用。还有啊，我做的这些小吃还是挺受欢迎的，大家都说我做的好吃，这让我特

别有成就感。以前教书的时候学生们爱听我讲课，现在大家爱吃我做的小吃，我觉得自己还是挺有用的。(访谈对象：

20231030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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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老年人群体在选择成为城市流动摊贩时，是由多方面的个人取向动机与需求驱动的。他们通

过这一工作，不仅满足了经济、社交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还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理解这些动

机和需求，对于社会支持老年人就业和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7. 老年流动摊贩的类型区分 

从中国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来看，中国的老年流动摊贩往往因为社会结构的限制与约束等经济

压力而选择摆摊，并借助街头空间中的博弈与互动实现存续，进一步实现个人取向的经济获取、社会交

往和自我实现动机，以对抗自身随着年龄增长而面临的生存压力和边缘化。这一现象在农村进城人员和

低收入城市原住民中尤为突出。在一些发达国家，老年人通常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和退休金制度，老年

流动摊贩的主要动机可能更多是为了保持社交活动和实现自我价值，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与中国类似。

此外，中国的老年流动摊贩通常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他们摆摊不仅是为了个人收入，还可能是为了支

持家庭成员。 
基于上述老年流动摊贩的产生原因、以及他们对抗生存压力和边缘化的行为的分析，笔者进一步从

参与动机、社会背景和经营方式三个角度，分别建构老年流动摊贩的理想类型。以期通过理想类型的建

构，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7.1. 根据参与动机区分类型 

从参与动机来看，可以区分为经济驱动型、社会参与型、自我实现型三种理想类型。经济驱动型老

年流动摊贩的主要动机是补充家庭收入，特别是那些退休金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老年人。这类摊贩往

往有较重的经济压力，可能需要负担医疗费用、子女教育费用或其他家庭开支。对他们而言，摆摊是一

种维持生活的必要手段。这类摊贩通常会选择利润较高的商品或服务，如食品、瓜果蔬菜等，并且通常

每天都会经营很长时间或直到当天商品售罄，以期获得更多收入。社会参与型老年流动摊贩的动机主要

在于保持社交活动，避免孤独和社会隔离。退休后，许多老年人会感到生活节奏变慢，社交圈缩小，这

会导致孤独感和无所适从感。通过摆摊，他们可以与顾客、其他摊贩以及社区居民进行互动，保持一定

的社会联系。这类摊贩通常对收入要求不高，更多的是享受与人交流的过程，他们的摊位也往往成为社

区内的社交场所。自我实现型老年流动摊贩的动机在于通过摆摊体现自我价值，保持工作状态，避免闲

置和无聊。这类老年人往往有着较高的自我期望，他们希望通过劳动和创造来实现自我价值，而不仅仅

是依赖退休金生活。他们可能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商品或服务来经营，如手工艺品、绘画、书法等，通

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仅获得了经济收入，还实现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7.2. 根据社会背景区分类型 

从社会背景来看，可以区分为城市原住民型、农村进城人员型、城市间移民型三种理想类型。城市

原住民型老年流动摊贩是指那些长期居住在城市中的本地居民。他们对城市环境和市场需求有较深的了

解，通常能够较好地利用本地资源和人际关系网。他们的经营地点往往较为固定，可能在自己居住的社

区附近或城市的繁华地段。这类摊贩相对稳定，拥有一定的顾客群体，他们在社区中有较强的社会网络

支持。农村进城人员型老年流动摊贩是指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老年人。这类摊贩往往

缺乏城市户口和社会保障，因此需要通过摆摊来维持生计。他们可能面临语言、文化适应等挑战，需要

在城市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这类摊贩的流动性较强，经营地点不固定，通常选择人流量大的地

方进行经营。城市间移民型老年流动摊贩是指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老年人。他们

可能是为了和子女团聚、医疗条件、生活环境等原因而搬迁到新的城市。这类摊贩既有一定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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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但在新的城市中还需要重新适应环境和建立人际关系网。他们的经营方式和地点可能较为灵活，

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 

7.3. 根据经营方式区分类型 

从经营方式来看，可以区分为传统型、路边直播型，以及混合型。传统型老年流动摊贩主要以传统

的方式经营，他们使用手推车、简易摊位或在固定的地点摆摊，出售水果、蔬菜、熟食、小吃、日用品等

商品。这类摊贩通常具有长期的经营经验，依靠口碑和老顾客的支持来维持生意。他们的经营时间较为

固定，通常在早晨和傍晚的高峰时段出摊，服务于周边社区居民。路边直播型老年流动摊贩是近年来随

着互联网和移动支付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经营模式。他们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播销售，展示和销售

自己的商品。他们既是流动摊贩也是主播，依赖于实时互动来吸引观众和顾客。路边直播通过直播平台

展示各种服务内容，从商品展示到生活场景，从娱乐活动到实际销售，都涉及到与观众的互动交流。路

边直播通过直播平台进行内容创作，吸引观众和粉丝，并通过打赏、广告、合作等方式获得收入。路边

直播常会用到各种吸引观众的技巧，如现场表演、互动游戏等，来提高直播效果和销售业绩。其与传统

线下流动摊贩经营方式不同的一点是，路边直播往往不用过多考虑库存管理、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问

题。相对而言，路边直播的核心目标可能更侧重于内容创作和观众互动，通过吸引观众来获取流量和粉

丝的支持。混合型老年流动摊贩结合了传统和现代的经营方式，他们既有传统的摆摊经营，也利用互联

网平台进行线上销售和推广。这类摊贩通常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意识，他们能够灵活运用各种资

源和手段来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和提升收入。他们的经营范围较广，不仅限于一个固定地点，能够根据

市场需求和自身情况进行调整和变化。 

8. 结语 

本文基于能动–结构整合理论，综合分析了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通过对社会结构、街头

空间和个人需求的多维度探析，揭示了老年人在城市化进程中选择流动摊贩这一职业的复杂原因。研究

发现，快速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进入非正规经济，通过流动摊贩经营方式，既缓

解了经济压力，也增强了社会参与感和成就感。在社会结构方面，城市化进程和经济转型导致了农村人

口大量涌入城市，而基础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的不足，使得老年人不得不继续从事经济活动。街头空间方

面，柔性的执法策略和灵活的经营策略为老年流动摊贩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和经济保障。同时，摊贩

社群内部的互助和支持，也增强了老年摊贩的生存能力。个人需求方面，经济获取、社会交往和自我实

现是老年人选择这一职业的主要驱动力。 
同时，本文基于成因探析，进一步从参与动机、社会背景与经营方式三种不同角度对城市老年流动

摊贩做出理想类型建构。通过理想类型的建构，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老年流动摊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而为政策制定和社会干预提供科学依据。首先，建议在城市管理中应考虑老年流动摊贩的特殊需求，

制定更为灵活和人性化的管理政策，以平衡城市秩序和老年人生活需求。其次，应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提高基础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水平，减轻老年人的经济压力[37]。最后，鼓励社区建立支持网络，促进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此外，针对新兴的路边直播型老年流动摊贩，及其

可能存在的监管难度大、法律法规滞后、多部门协调难的困境，应着重给予法律教育与培训、加快立法

活动、加强多部门协调合作，实现良性治理。 
总之，理解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对于制定有效的城市治理政策和改善老年人生活状况具

有重要意义。通过综合考虑社会结构、街头空间和个人需求，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

机会，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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