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乌传奇
——义乌小商品市场改革发展纪事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 晋 刘春沐阳

编者按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浙江义乌从一个昔日贫困落后的农业县，变身“买全球，卖全球”

的世界超市，书写了一段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的传奇故事。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上海工作期间，曾多

次到义乌考察工作，感慨义乌的发展“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并称赞义乌经验是过硬的，

“义乌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

义乌发展奇迹，既是义乌人敢为人先，追梦逐浪，诚信包容的明证，也是当地历届党委、政府敢

于担当、不求名利、锐意进取的成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大生命力的生动阐释。梳理

义乌经验，解析义乌精神，对我们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977年，从事“鸡毛换糖”的义乌农民。

金福根摄

1982 年 9 月，义乌第一代商品市场——

稠城镇湖清门小百货市场。 （资料图片）

这是一个“建在市场上的城市”。玩
具、箱包、钟表、五金、饰品、家居用品、
电子产品……在浙江义乌，小商品无奇不
有、无所不在，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络绎不
绝的采购商。数据显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
经营着 26 个大类、210 万个单品，日均客
流量 21.4 万人次，商品辐射 21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外商有 50 多万
人次，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小
商品城成交额为1226亿元。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40 年前，那时的
义乌还是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粮食高产
却贫穷的落后县。它既不沿海，也不靠边，
自然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然而随着改革开
放一声春雷，义乌人那浸入血脉里的商业基
因被激活了，他们从“鸡毛换糖”、摆地摊
儿起家，历经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硬是将
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变成“买全球，卖全
球”的世界超市。

“鸡毛换糖”闯世界——

缝隙里长出小市场

“鸡毛鸭毛换糖喽……”在义乌中国小
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里，有一个硕大的拨
浪鼓，牵动着无数义乌人的童年记忆。据浙
江金士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小民
回忆，儿时的他，最盼望听到的就是货郎担

“咚咚”的拨浪鼓声。他们肩上挑的如同一
个百宝箱，用鸡毛鸭毛就可以换取糖块、玩
具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义乌经商历史悠
久，可追溯到宋代，而以晚清尤甚。据《义乌
县志》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
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担‘糖担’，手摇拨浪鼓，
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饼去外地串村走
巷，上门换取鸡鸭鹅毛、废铜烂铁，以取微
利。”义乌民间行商习俗经过多年演变，渐成

“敲糖帮”。新中国成立后，“敲糖帮”逐渐萎
缩，但并未彻底绝迹。由于人多地少，每逢春
节前后，仍有很多义乌农民挑担外出，风餐露
宿，翻山越岭，“鸡毛换糖”。

事实上，义乌的很多成功商业人士，当
年就是靠“鸡毛换糖”起家的。义乌市双童
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就是其中之
一。“那时，我们村人均只有两分地，连白
米饭都吃不饱。14 岁起，我就跟着父辈去
江西弋阳挑货郎担。”回忆起当年的艰辛，
楼仲平记忆犹新。“我们一般是农历腊月二
十前出门，正月十五前返回，连续3年我没
有回家过年。”

由“鸡毛换糖”起步，上个世纪 70 年
代，不少义乌农民开始沿街摆摊，地处义乌
廿三里镇的小商品市场悄然兴起。义乌市市
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建农回忆说，以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开始推行的时候，义乌稠城镇和廿三里镇已
自发形成小商品市场。但那时小商品交易还
被视为“投机倒把”，相关部门严打封堵。可
在义乌，这些“资本主义尾巴”总是“春风
吹又生”。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
开。改革春风吹拂大地，但义乌仍在等待冰
消。而小商品市场从“地下”转入“公
开”，源于一个“提篮女”叫板县委书记的

“传奇”故事。
“提篮女”，真名冯爱倩，如今已 80 岁

高龄。作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重要见证
者 和 亲 历 者 ， 当 时 的 情 形 她 历 历 在 目 。
1979 年，由于家庭困难，她下定决心，卖
掉 10 担谷子获得 80 元“本金”，又从信用
社借了300元，开始了摆摊谋生。从北门街
到廿三里再到湖清门，冯爱倩起早贪黑，进
货卖货，但摆摊的地方一直在换，原因是被
当时叫作“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部门赶
来赶去。“天天抓，天天逃，抓到一次罚款
1元，两三天的生意白做了。”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像冯爱倩这样
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决定找当地官员申诉。
由于当时这尚属政策敏感地带，很多干部怕
丢“乌纱帽”顾虑重重。泼辣的冯爱倩说：

“我头上没东西戴，只是个妇道人家，我不
怕，我去找！”找谁呢？就找县委书记！

1982 年 5 月，谢高华从浙江衢州调到
义乌担任县委书记。在很多义乌人记忆中，
谢书记不太爱坐办公室，喜欢下基层。他身

材消瘦，穿着普通，走村串巷，没有一点官
架子。

“那天，我看他从县委院子走出来，去
弄堂理发，我就在弄堂口等。他出来时，我
就迎上去了。我当时情绪比较激动，叽里呱
啦讲了一通，夹杂着当地土话。谢书记是讲
衢州话的，听不大懂。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
多，他说：‘你不要吵，跟我到办公室去
谈’。”到了办公室，冯爱倩哭诉，“日子太
苦了，我有妈妈和5个孩子要养。有一次家
里没米了，我借了7户人家，也没借到。我
要摆摊做生意，却被赶来赶去，还要受罚”。

谢文华说摆摊政策不允许，冯爱倩的情
绪有些激动：“我靠自己劳动，有什么不对？”
谢高华劝她别哭，示意她坐下来谈。据冯爱
倩回忆，这场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临走
时，谢高华说：“你暂时去摆好了。”

其实，冯爱倩反映的问题，谢高华何
尝不知道？可这个问题涉及政策红线，敏
感、棘手而又复杂，谢高华决定先搞调查
研究。通过调研，谢高华认为搞活市场符
合中央精神，政府应顺应民意给地摊市场
松绑。但在当时，让农民进城经商要承担
很大风险。谢高华明确表态：“尊重群众首
创，出了问题我负责！”于是，义乌县委班
子集体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其后，义
乌出台了“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
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
多渠道竞争。

1982年9月5日，稠城镇的湖清门小商
品市场一开放，周边的群众便像潮水般涌向
义乌。谢高华回忆说：“可以讲，这个生命
力是那么强，冲击波那么大，我也没估计
到，摊摆到县委门口来了！”

“当年要不是有谢书记那些基层党员领
导干部冒着牺牲政治生命的风险，用强大的
行动力推动，义乌小商品市场就不可能先行
一步，率先发展。”何建农的感慨代表了义
乌群众的心声。

1982 年 9 月 16 日，国务院决定将 160
种小商品价格正式放开，实行市场化调节。
1984年 10月，谢高华在全县镇乡党委书记
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兴商建县”（义乌撤县
建市后改为“兴商建市”） 的发展战略，指
出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
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30多年后，这个
发展战略仍在一以贯之。

记者旁白：穷则思变。借了 7 户人家
都借不到米的冯爱倩们迫切要求搞活市
场，改善生活。当地主要领导干部吃透中
央精神，顺应群众期待，大胆决策，做出
了顺应民心之举。可以说，义乌之所以能
有今天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破冰之初，一
大批党员领导干部锐意进取，敢于担当有
着很大关系。这个启示，在全面深化改革
的当下，有着巨大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小商品，大市场——

五代市场进化史

就这样，义乌小商品市场如同从缝隙中
艰难生长出来的小草，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生根发芽，不断生长进化，逐渐升级，算起来
至今已经5轮迭代。

正如谢高华所言，小商品市场“生命力是
那么强，冲击波那么大”，他没有预料到。第
一代小商品市场开业后仅 3 个月，市场摊位
数量增加近一倍。许多商户自带门板，搭起
塑料棚架，自行向新马路两端延伸。到1982
年底，市场便有了 30 多个大类的 2000 多种
小商品。但看着每天从附近 10 多个省区市
蜂拥而至的采购者，义乌人发现，市场的承载
力已到了极限，市场的物理空间亟须扩容。

时代给予了义乌更多的机会。1984 年
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发展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给义乌市场吹来了又
一股春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义乌
县委、县政府当机立断，千方百计筹集 57 万
元资金，于 1984 年 12月建成占地 35万平方
米、固定摊位近 2000 个的新马路市场，摊位
从露天搬进了棚子，这就是义乌第二代小商
品市场。

新马路市场建立后，每天前来交易的客
商过万，商户摊位逐渐又扩展到朱店街。这
条近15米宽的街道，曾是义乌小商品城同业
工会会长楼南六最初摆摊的地方，条件十分
简陋，连遮风挡雨的棚子都没有，一到刮风下
雨，就要立刻收摊。市场距楼南六的家有17
公里，他每天早出晚归，乘三轮车往返。

在楼南六身上，流淌着义乌商人吃苦耐
劳和果敢无畏的血液。“有一次进货，我们借

了 1 万元。那时也没有支票，我们两口子只
好把现金绑在腰上，晚上连觉也不敢睡。进
的是一些进口的布头，托运一部分，自己背一
部分。布料运回来之后，皱巴巴的，我们半夜
起来轮流熨烫。”这些草根商人在创业期间吃
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外人很难体会。但在
楼南六看来，“比谁都勤奋、比谁都吃苦耐劳”
恰恰是义乌商人身上的闪光点。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市场竞争激烈，像
进货地点这种商业秘密，一般人都不愿共享。
但楼南六从不藏着掖着，去广州进货时，也带
上村里人一起去。“义乌几乎一半同行都是我
带去进货的。有钱大家一起赚。”楼南六说。

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生事物，往往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运行不
到两年，对进一步扩大规模的呼声日益高
涨。1986年9月26日，占地4.4万平方米、摊
位数 4100 个的城中路小商品市场开业了。
到1990年底，该市场占地7.7万平方米，摊位
增加到 10500余个，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小
商品批发市场。

可1990年初发生的两件事情，让管理者、
经营者看到了过快发展与管理滞后矛盾带来的
不良后果。一件是宰客事件。当时，一位哈尔
滨客商在某摊位进了一批戒指饰品，每只0.5
元，但在另一处摊位发现进价只有0.15元，于是
与摊主发生争执，双方各执一词，闹得不可开
交。另一件是鞋类经营“无心插柳柳成荫”。当
时，有一批温州鞋类经营户要求进场摆摊，被集
中安排到偏僻处，但令人想不到的是，竟然货多
成市，生意兴旺。

一面，是市场的快速繁荣，快速发展，声
名日隆。另一面，是管理滞后带来的市场秩
序不规范、假冒伪劣横行、欺行霸市等问题，
甚至有商户趁客商场地陌生、盲目下单的机

会哄抬价格，给市场声誉带来极其不好的影
响。义乌的发展，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

何樟兴，时任义乌小商品市场工商管理
处处长，他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了一个对义
乌市场影响深远的设想：“划行归市”。所谓

“划行归市”，就是按照商品品种，分门别类设
置摊位，同类商品同一区块经营。顾客进场，
很快便可找到自己所需商品的地段，并在同
类商品的摊位前货比三家，让假冒伪劣、哄抬
物价就此失去市场。

可这个设想一经提出，便因巨大阻力而
差点胎死腹中。1991年下半年，市场管理部
门为“划行归市”积极准备，并要求经营户申
报经营种类。整整 3 天，报名人数为零。最
终，市场管理部门不得不成立工作组，轮流做
市场骨干商户和党员商户的思想工作，这才
完成了报名工作。

打铁要趁热。1992年1月21日，义乌市
委、市政府（1988 年，义乌撤县建市）全力支
持“划行归市”，把市场分成8个交易区，经营
商品初分为 16个大类。同年 2月，篁园市场
一期工程竣工投入使用，这就是第四代义乌
小商品市场。随着篁园市场二期、宾王市场
的相继竣工，至1995年11月，义乌已拥有了
占地46万平方米、摊位3.2万个，当时堪称全
国最大的室内商品批发市场。

6 年后，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市场正式
投入使用，以后逐渐扩大为 5 个区。它与篁
园服装市场、国际生产资料市场共同组成了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第五代小商品市场正式
亮相。

实际上，伴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市
场管理部门的改革也如影随形。1993 年 12
月，义乌市政府对市场经营管理体制进行重
大创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义乌中国小商
品城实行管办分离，组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
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浙江中国小商品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商城集团”），为国
有控股企业，负责管理和运营义乌小商品
城。商城集团市场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杨波在
这里工作了 15 年，与许多老商户非常熟络。
他说，“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是他们在招商
中的一贯思路。招商时，他们并不简单满足
于填满商铺，而是进行“选商”，选择对义乌市
场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企业和商户入驻。“市
场的物理空间是有限的，现阶段，我们会把资
源配置给真正对义乌市场能起引领作用的企
业。”杨波说。

2016 年，商城集团推出了“拨浪鼓服务
平台”，为商户提供各种线上服务。义乌中国
小商品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丽进
介绍，目前，市场里所有基础性服务，如商位
续租、水电、停车、物业管理等收费，都已转移
到线上。一些纳税方面的事项，商户也可以
在线上操作，由商城集团的工作人员与税务
部门对接。

除了运营管理市场、服务商户，商城集团
还承担了编制“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的重
要职能。义乌小商品市场功能齐全、辐射范
围广、专业化程度高，这里的交易规模、价格
走势、景气状况等，对全国乃至全球日用消费
品市场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006年10月
22 日，“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由商务部对
全球正式发布，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指数办公室主管楼瑾介绍，“义乌·
中国小商品指数”已成为“小商品价格的风向
标和大市场行情的晴雨表”。

迭代升级的不仅是市场规模。浙江
省义乌市委常委、副市长多佳这样梳理义
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历程：上世纪 70 年
代末、80 年代初，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 济 转 轨 之 初 ，义 乌 率 先 建 立 小 商 品 市
场，也就是第一代“马路市场”。各地涌现
出各类市场后，义乌市场转型发展为第二
代批发市场，成为全国小商品流通中心。
第 三 代 市 场 以 商 带 工 ，发 挥 商 贸 资 本 雄
厚、市场信息灵敏等优势，发展与市场关
联度高的小商品加工业。第四代市场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义乌大力发展国际
贸易，向全球出口小商品，逐渐形成以国
际贸易、洽谈订单、商品展示、现代物流等
为主的新型业态。如今的第五代市场，初
步形成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融合、线上
贸易与线下贸易融合的新局面。

记者旁白：从路边摊到商贸城，从买全
国卖全国到买全球卖全球，从卖残次品到卖
品牌货，从有形市场到无形市场，义乌的小
商品市场随时代变迁前行，逐变革浪潮而不
断扩大。伴随着市场升级迭代，管理者遇到
过各种烦恼，无论是“划行规市”，还是打
击假冒伪劣，政府这只手持续发力，把控公
共资源的配置权，调控有度，引导市场不断
走向繁荣规范。在政府和市场的合力推动
下，义乌小商品市场背后的产业链条不断延
伸、完善。

（下转第十四版）

义乌商贸新区航拍。 吴献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