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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邻避效应的城市夜市街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以诸暨市 Ｊ 街区为例

王　 睿ꎬ俞孙楠ꎬ张静怡ꎬ唐　 宇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ꎬ浙江诸暨　 ３１１８００)

　 　 [摘　 要]夜市街ꎬ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满足了居民多元需求并提供了就业

岗位ꎬ但其负外部性也随之而来ꎮ 本研究以浙江省诸暨市 Ｊ 街区夜市街为研究对象ꎬ深入探讨其

发展历程中的邻避冲突及其治理困境ꎮ 通过梳理 Ｊ 街区夜市街发展脉络将其划分为初具雏形

期、快速发展期、衰退调整期和转型探索期四个阶段ꎮ 研究发现ꎬ夜市街在促进消费、稳定就业

的同时ꎬ也造成了噪声污染、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负外部性问题ꎬ引发周边居民的抵触行为ꎬ形
成邻避效应ꎮ 深入分析发现ꎬ当前夜市街治理面临区域划分不清晰、政府治理偏差、多元主体利

益冲突以及政策体制不健全等问题ꎮ 基于此提出以下治理对策:一是加强城市规划的前瞻性ꎬ
开展数字化管理ꎻ二是融入“枫桥经验”ꎬ推进柔性执法ꎻ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机制ꎬ鼓励多元主体

参与对话治理ꎻ四是推动夜市有序治理ꎬ完善政策体制保障ꎮ 通过这些对策ꎬ本文旨在为夜市街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与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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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后疫情时代ꎬ夜市的发展日益繁荣ꎮ 据有关调

查ꎬ我国约 ６０％的城市居民消费发生在夜间ꎬ«中国

夜经济发展报告»显示ꎬ２０２３ 年我国夜游市场规模

１.５７ 万亿ꎻ２０２４ 年国内夜间旅游总花费将达到 １.９１
万亿元ꎬ同比增长 ２１.７％ꎮ 夜市街的发展不仅为广

大消费者提供了休闲娱乐新形势ꎬ还促进了经济的

转型升级ꎬ成为拉动消费经济增长新动力、城市发

展的新引擎ꎮ 同时夜市街也为众多失业群体、贫困

群体提供了“低门槛”的就业方向ꎬ以广西崇左为

例ꎬ夜市街的发展累计带动就业 １.６ 万人ꎬ缓解了当

地就业压力ꎬ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ꎮ 但由于夜市街经营存在负外部性影响如:
噪声污染、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ꎬ对周边居民

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不便ꎬ从而引发“邻避效应”ꎬ影
响文明城市的建设ꎬ因此往往也成为城市执法者所

取缔的对象ꎮ
“邻避效应”ꎬ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以及促进经济

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带有影响居民身体健康、破坏环

境质量、损害资产价值等负面作用的公共设施ꎬ对
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造成损害ꎬ从而激发其抵触心

理ꎬ引发周边居民对相关设施的不满、担忧和抵制

的情绪ꎮ
本文选取诸暨市 Ｊ 街区夜市街作为研究对象ꎬ

梳理该夜市街的发展演变过程ꎬ采用访谈法和观察

法ꎬ分析当前夜市街在邻避效应影响下的治理困

境ꎬ探讨其面临的困境ꎬ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ꎬ
以期改变夜市街发展现状ꎬ缓解邻避冲突ꎬ促进夜

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总第 ２ 期)第 １ 卷 经济学刊 ＩＳＳＮ: ３０８０￣０４０４

市街转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二、诸暨市 Ｊ 街区夜市街的案例分析

(一)案例背景与资料来源

浙江省诸暨市 Ｊ 街区地处诸暨市中东部ꎬ位于

诸暨市暨阳街道ꎬ毗邻 ＪＹ 大学、工业园区及即将投

入运营的妇幼保健医院ꎮ 这一片区生活成本低ꎬ距
离市中心较远ꎬ商业竞争压力较小ꎬ主要活动群体

为周边高校在校学生及务工人员ꎮ 随着夜市经济

规模的持续扩张ꎬ该街区逐渐吸引了大量诸暨市民

前来娱乐消费ꎮ 本文将 Ｊ 街区的夜市街发展历程划

分为四个阶段:初具雏形期(疫情期间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快速发展期(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衰退调整期(２０２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转型探

索期(２０２４ 年 ５ 月—至今)ꎮ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收集一手资料ꎬ笔者在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１２ 月期间进行了集中调研ꎬ对 Ｊ 街区

的城管、摊贩以及消费者群体(涵盖周边高校学生

和社区居民)开展访谈ꎬ调查不同群体对于夜市街

存在、发展的态度和看法ꎮ
(二)案例简介

１.初具雏形期(２０２０ 年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Ｊ 街区夜市街的雏形可追溯至疫情期间ꎮ 由于

校园封闭管理ꎬ学生无法外出ꎬ部分摊贩在学校西

二门隔门售卖食品ꎬ形成了最初的经营模式ꎮ 这一

阶段持续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由于西二门常年关闭ꎬ南
门作为学校学生唯一的进出口ꎬ摊贩们则自发转移

至学校南门摆摊ꎬ吸引了大量学生消费ꎬ形成了 １０
余家摊贩的聚集规模ꎬ经营时间集中在傍晚 １７:００
至 ２１:００ꎮ 然而ꎬ南门临近居民区ꎬ经营活动引发居

民投诉ꎬ加之距离学生北边的生活区较远ꎬ摊贩们

逐渐将经营地点转移至学校东二门ꎮ 东二门靠近

学生宿舍和生活区ꎬ在疫情结束后ꎬ成为学生日常

出行的主要通道ꎬ摊贩数量进一步增加ꎬ经营种类

以食品和水果为主ꎬ食品占比最大ꎮ 这一阶段标志

着夜市街的初步形成ꎮ
２.快速发展期(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随着摊贩数量的增加ꎬ东二门成为摊贩聚集的

主要场所ꎮ 然而ꎬ由于摊贩经营活动对学校管理、
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造成严重影响ꎬ学校、安保人

员及城管部门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明令禁止在东二门摆

摊ꎮ 尽管如此ꎬ摊贩和学生的需求促使摊贩们自发

选择 Ｊ 街区作为新的经营场所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ꎬ被众

网友戏称的“大学垃圾街”在 Ｊ 街区形成ꎬ吸引了大

量市民甚至周边城市的食客前来消费ꎮ 由于缺乏

有效管理ꎬ夜市街秩序混乱ꎬ抢占位置、聚众闹事等

现象频发ꎬ引发食客、摊主及周边居民的不满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ꎬ城管部门开始介入管理ꎬ摊贩与城管之间

的“猫捉老鼠”博弈开始ꎬ夜市街进入快速发展但无

序扩张的阶段ꎮ
３.衰退调整期(２０２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城管部门的介入并未彻底解决夜市街的乱象ꎬ

摊贩与城管之间的博弈持续升级ꎮ 政府部门最初

允许摊贩在道路末端摆摊ꎬ但摊贩在城管下班后仍

会回到原位置经营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政府部门放松管

控ꎬ允许摊贩在道路尽头经营ꎬ夜市街迎来短暂繁

荣ꎬ摊贩数量一度达到 １００ 余家ꎮ 然而ꎬ大量摊贩和

食客的聚集导致噪声污染、垃圾污染、交通堵塞、油
烟排放等问题ꎬ对周边居民、学生及学校管理造成

严重影响ꎮ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ꎬ诸暨市市长考察夜市街时

表示ꎬ此地并非夜市街的长久之计ꎬ并考虑为其重

新选址ꎮ 这一阶段ꎬ夜市街在繁荣中逐渐暴露出不

可持续的问题ꎬ进入衰退调整期ꎮ
４.转型探索期(２０２４ 年 ５ 月—至今)
随着夜市街问题的加剧ꎬ政府部门开始探索转

型方案ꎮ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ꎬ政府要求摊贩从原来的两列

摆摊改为单列ꎬ以缓解交通压力ꎮ 同时ꎬ市长提出

为夜市街重新选址的设想ꎬ标志着夜市街进入转型

探索期ꎮ 然而ꎬ由于妇保医院开业的需要ꎬ政府部

门于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明令禁止在 Ｊ 街区摆摊ꎬ夜市街彻

底消失ꎮ 部分摊贩分散至诸暨市其他夜市ꎬ另一部

分则聚集到街区北部的 Ｘ 街道继续经营ꎬ但仍面临

城管驱逐ꎮ 这一阶段ꎬ夜市街的未来发展充满不确

定性ꎬ转型探索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ꎮ
三、邻避效应影响下的夜市街治理困境

(一)生活、环境问题突出

在夜市街经营过程中ꎬ环境问题极为突出ꎮ 伴

随着夜市街的运营ꎬ垃圾堆积的现象愈发严重ꎬ一
方面食品加工产生大量固体废弃物ꎬ另一方面没有

足够的垃圾投放设施直接导致食客消费后垃圾丢

弃现象严重ꎮ 此外伴随着食品加工产生大量油烟ꎬ
油渍的积累以及油烟的排放对 Ｊ 街区以及周边的空

气环境质量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ꎬ对居民的日常生

产生活产生极为不利影响ꎮ
从基础设施建设层面来看ꎬ垃圾投放设施投放

数量不能满足夜市街经营所产生的垃圾量ꎬ造成垃

圾无处投放现象ꎬ因此垃圾乱丢问题频发ꎮ 此外ꎬ
随着 Ｊ 街区夜市街知名度上升ꎬ吸引众多慕名而来

的食客前来娱乐消费ꎬ车辆数量增多ꎬ一方面汽车

尾气排放量增加ꎬ对周边环境质量造成威胁ꎮ 另一

方面ꎬ由于缺乏停车区域的划分ꎬ车辆增多导致车

辆乱停现象频发ꎻ同时摊主随意占道和无序扩张ꎬ
造成 Ｊ 街区空间拥挤现象突出ꎬ加剧交通运行负担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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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交通设施欠缺ꎬ相关安全指示匮乏ꎬ不仅给周

边居民及食客的出行造成不便ꎬ更存在巨大安全隐

患ꎬ威胁民众出行安全ꎮ
(二)街区经营秩序混乱

伴随夜市街发展壮大ꎬ其知名度日益提升ꎬ摊
位管理杂却呈现乱无章的状态ꎮ 由于缺乏统一规

划ꎬ摊主随意占位ꎬ引发摊主间因位置选择产生矛

盾纠纷ꎬ破坏了夜市街和谐氛围ꎻ由于没有明确时

间规范ꎬ设摊时间不定ꎬ经营产生的噪音扰乱周边

居民正常生活ꎬ进而引发与居民的矛盾冲突ꎻ随着

人流量增加ꎬ各种矛盾冲突发生的概率上升也随之

上升ꎬ社会不安定因素混入其中ꎬ增加了夜市街发

生矛盾纠纷的概率ꎬ且局面难以控制ꎮ
同时ꎬ对于所销售产品而言ꎬ由于缺乏明确规

范和统一监管ꎬ食品质量难以保证ꎬ加之食品加工

处于开放环境中ꎬ无法确保食品的真正安全和卫

生ꎻ部分不良摊主为追求更高利益使用劣质食材作

为产品原料ꎬ导致商品质量参差不齐ꎬ不仅损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ꎬ还严重扰乱夜市街经营秩序ꎬ阻碍

夜市街的健康发展ꎮ
四、夜市街治理困境成因分析

夜市街治理产生困境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ꎮ
城市规划不合理ꎬ致使摊贩产生随意占道经营行

为ꎬ严重挤压街道空间ꎬ进而引发交通拥堵问题ꎻ政
府治理行为存在偏差ꎬ致使治安状况不佳ꎬ生活秩

序紊乱ꎬ不安定因素增加ꎮ 同时环境污染问题突

出、居民生活质量下降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

受损等等ꎬ一系列连锁负效应凸显ꎮ 具体情况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Ｊ 街区夜市街经营的邻避效应路径图

(一)城市空间规划不合理

Ｊ 街区夜市街邻避效应的产生ꎬ与政府在设施

选址和规划方面的不足密切相关ꎬ摊主随意经营给

周边民众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ꎮ 以 Ｊ 街区夜市街

为例ꎬ其发展具有一定偶然性和自发性ꎬ由于前期

城市规划ꎬ并未充分考虑夜市街的需求ꎬ致使摊主

们在经营时缺乏统一规范ꎬ随意占道经营现象严

重ꎮ 因空间布局缺乏考量ꎬ经营时段交通拥堵现象

严重ꎬ既影响道路的正常运营ꎬ也对周边居民日常

出行造成安全隐患ꎮ
此外ꎬ空间规划方面存在缺失ꎮ 随着夜市街的

发展壮大ꎬ所吸引的食客日益增多ꎬ随之产生的垃

圾也大幅增加ꎬ但由于垃圾桶设置不足ꎬ即便一些

食客有心将垃圾投放到适当地点ꎬ也往往无奈随地

丢弃ꎮ 此外还有油烟的排放ꎬ对街区的环境直接造

成损害ꎬ极大影响街区环境质量ꎮ
(二)政府治理存在偏差

政府部门在夜市街治理过程中注重城市化进

程的发展ꎬ关注居民利益和城市整体规划ꎬ却忽视

了摊贩和食客的利益诉求ꎮ 这种偏向性引发摊贩

群体的“反抗”行为ꎬ使得管制效果大打折扣ꎬ引发

摊贩与城管部门的冲突ꎬ甚至出现“明目张胆”摆摊

和“猫捉老鼠”的现象ꎬ政府部门的治理行为面临

困难ꎮ
同时过多地关注夜市街的经营秩序往往却忽

视了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ꎮ 由于流动摊贩的经营

没有明确规定进行相关证件的办理ꎬ因此食品操作

人员的健康状况、操作流程以及食品来源无法把

控ꎬ所售卖产品的质量无法得到保障ꎬ存在着食品

安全隐患ꎬ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ꎮ
(三)多元主体利益冲突

夜市街邻避效应的产生是由多因素综合导致

的ꎬ是多种价值观与利益诉求相抗衡的结果ꎮ 对于

摊贩而言ꎬ夜市街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ꎻ对于食客

而言ꎬ夜市街丰富了其夜间生活并为周边大学生群

体和食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消费选择ꎻ但对于周边

居民而言ꎬ夜市街经营产生环境污染、秩序紊乱等

问题ꎬ严重影响生活的质量ꎮ 此外ꎬ夜市街的存在

对周边的实体餐饮店造成巨大冲击ꎬ经营压力倍

增ꎬ生产成本上升ꎬ进而导致其利润空间压缩ꎮ
因此在以往治理过程中政府部门曾尝试取缔

夜市街ꎬ但这一举措不仅威胁到摊贩的日常生计ꎬ
也无法满足众多食客的饮食和娱乐需求ꎬ其治理效

果不理想ꎮ 面对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ꎬ政府部门在

治理过程中寻求各方利益平衡点时陷入困境ꎮ 居

民对政府管理工作不满、摊贩生计中断以及政府自

身在城市运行与利益协调之间的矛盾ꎬ共同加剧了

邻避效应的显现ꎬ让夜市街治理工作目前愈发困难ꎮ
(四)政策机制亟待完善

经资料查阅ꎬ诸暨市目前除了有关摊位设摊经

营的基本规范外ꎬ并无其他有关制度ꎮ 由于 Ｊ 街区

夜市街的形成和发展存在一定的偶然性ꎬ尚未构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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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成熟的管理体系ꎬ导致夜市街的无序经营和失序

扩张现象频发ꎮ 一方面缺乏明确的规范作为行动

指引ꎬ城市执法部门在开展相应监督管理工作没有

政策支撑ꎬ治理效果不佳ꎻ另一方面制度规范的缺

失ꎬ使得摊主经营行为肆意扩张ꎬ从而引发管理不

力、经营秩序混乱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产生ꎮ
五、夜市街治理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着眼长期城市规划ꎬ进行数字化管理

在城市规划层面ꎬ应秉持长远视角ꎬ充分考虑

未来发展的可变性ꎬ灵活开展城市用地和规划布

局ꎬ从源头降低邻避效应发生的机率ꎮ 通过科学的

城市用地管理ꎬ优化区域布局ꎬ合理划分土地功能

分区ꎬ从而缓解夜市街发展过程中的用地紧张的问

题ꎻ凭借合理的用地规划ꎬ弥补街区基础设施的不

足ꎬ进一步强化 Ｊ 街区基础设施建设ꎬ加大相关基础

设施的投入并优化运营模式ꎬ从而更好契合夜市街

运营需求ꎮ
此外ꎬ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在夜市街经营的摊贩

有 １００ 余家ꎬ若投入大量城管人员对夜市街进行实

时管控ꎬ势必会增加人力投入和监管成本ꎮ 为进一

步降低监管成本并提高监管的效率ꎬ建议引入数字

化的管理模式ꎮ 通过借助大数据、云平台等现代科

技手段ꎬ加强线上监管ꎻ对摊贩进行垂直监管ꎬ准确

掌握摊贩实时信息ꎬ以更好地实现问题追责制ꎬ实
现更高效、更精准的管理ꎮ

(二)融入枫桥治理经验ꎬ推行柔性执法

在针对夜市街治理过程中应充分融入“枫桥经

验”的精髓ꎬ做到矛盾及时发现、就地解决ꎬ并深入

贯彻依靠群众的治理理念ꎮ 分析矛盾产生的根源

并对症下药ꎬ将矛盾消除于萌芽状态ꎻ完善群众的

利益保护机制ꎬ政府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以人民的

利益为重ꎬ一方面ꎬ考虑摊贩群体的利益诉求ꎬ另一

方面关注居民的日常生活ꎬ将治理模式从“运动式

管控”转变为“包容性治理”ꎬ兼顾多元主体的利益

所需ꎻ要建立健全完善的跟踪反馈机制ꎬ对已经化

解的矛盾冲突进行及时的信访和跟踪反馈ꎬ巩固解

决成果并及时总结经验并提升整体治理成效ꎮ
要改变以往“硬性执法”的方式为“柔性执法”ꎮ

首先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执法培训ꎬ提升执法能力和

沟通技巧ꎬ降低与商贩间的矛盾冲突ꎬ深刻理解“柔
性执法”的精髓ꎬ灵活掌握并恰当运用相关技巧如:
教导、劝说等开展执法活动ꎻ其次建立有效的反馈

机制ꎬ积极鼓励摊主、居民对城管执法方式以及存

在问题及时提出相关意见建议ꎬ针对不合理的执法

手段进行及时调整优化ꎻ最后构建多元的调节机

制ꎬ将社会力量融入到夜市街治理过程当中ꎬ如志

愿者、社会工作者、大学生等ꎬ参与到夜市街的日常

维护和矛盾调解过程中ꎬ以加强基层治理的方式促

进矛盾化解ꎬ提升对于夜市街的治理ꎮ
(三)引入社会共治机制ꎬ鼓励对话治理

以往的封闭式治理模式会引发邻避效应的产

生ꎬ因此在夜市街治理过程中ꎬ政府应当尽可能地

提高公众参与度ꎬ在政府治理夜市街的进程中ꎬ加
强与居民、摊贩、食客等多元群体间的对话与交流ꎬ
兼顾多元群体的利益诉求ꎮ 其次ꎬ打破传统的以政

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ꎬ引入周边居民、大学生、摊主

等多元群体共同参与到夜市街的发展规划和治理

过程ꎬ同时积极鼓励周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为

夜市街的发展提供物质方面的支持与帮助ꎮ 从不

同主体视角出发ꎬ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活动ꎬ从
而改变以往单一执政的局面ꎬ有效提升政府治理效

能ꎬ缓和城管与摊主间的矛盾与隔阂ꎬ使夜市街的

发展更加贴合民意ꎮ
在夜市街治理过程中要积极采用对话的方式ꎬ

通过充分考量多方主体的利益诉求ꎬ平衡多方利

益ꎬ促进夜市街的平稳运营ꎻ同时最大化降低城管

部门与摊主发生直接冲突的概率ꎬ缓解双方紧张关

系ꎬ实现政府部门对夜市街的有效治理ꎮ
(四)完善政策体制保障ꎬ推动有序发展

政府部门应当加强有关夜市街发展的政策的

制定与完善ꎬ为其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严格的制

度规范ꎮ 通过广泛调研与多方论证ꎬ促进当地有关

夜市街发展政策的制定ꎬ对摊贩经营行为进行规

范ꎬ加强政府的统一管理ꎬ营造清朗的营商环境ꎮ
建立健全摊贩的准入与退出机制ꎬ对摊主的经营资

格、商品质量等设定严格标准并加以日常监管ꎬ让
摊贩“持证”上岗的同时保障食客的合法权益ꎬ规范

摊主的经营行为ꎮ 畅通群众的监督与反馈渠道ꎬ一
方面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ꎬ完善投诉举报机制ꎬ
搭建便捷的投诉平台ꎬ进行对摊贩经营行为全方

位、多主体的监督ꎻ另一方面加强对摊贩经营行为

的监管ꎬ搭建严格且完善的监督平台ꎬ提升摊主责

任意识ꎬ规范其经营行为ꎬ助力夜市街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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