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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浙江省义乌市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

关，成为全省 25个财政收入超亿元县（市）之一。财政

收入上新台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商品市场的繁

荣和发展。

义乌市小商品市场创办于 1982年。随着改革开放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商品市场经过四次搬迁，六次扩

建，规模日益扩大。今年初，第四代市场“小商品世界”

开业。现在，包括原有的市场在内，义乌小商品市场共

有 14 000 个摊位，经营日用百货、服装、小五金、针织

品、工艺品、鞋类等 8 000多个品种，经营规模名列全国

十大商品市场之首。小商品

市场创办以来，税收逐年增

加，1991 年已达 3 000 万元。

然而，小商品市场的经济效

益，远不止它本身直接提供

的税收。由于市场繁荣的辐

射效应，带动了其它行业的

蓬勃兴旺，使义乌市经济走

上了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

结合，城乡一体化的道路。

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带动

了乡镇企业，特别是家庭工

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安排。1991

年，全市乡镇工业产值达到

14.8 亿元，比 1982 年增加

27 倍，占 全市工业产值的

80%以上。义乌市不仅涌现

了一批生产小商品的乡镇企

业，而且形成了 130 多个“一

乡一品”、“一村一品”的专业

加工基地。小商品市场内有

2 700 个“前摊后厂”的产销一体化经营户。目前，全市

有 11 万农民经商，占农村劳动力的 38%，农村人均收

入从 1980 年的 198元提高到 1991 年的 1 209元。

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带动了第三产业及其它相关

行业的发展。自 1982年以来，义乌市城区旅馆由 11 家

发展到 126 家，饮食网点从 58家增加到 503 家。交通

运输业异军突起。1982年，市区只有营业性机动三轮车

16 辆，现在发展到 1 000 多辆，还有客运汽车、面包车

300多辆。市区有 80 多个代办托运点可将货物发往全

国 26 个省市，1991 年托运收入达 2 500万元。义乌火

车站由原来的三级站升为二级站，客运量和货运量分

别列全省第四位和第七位。去年，义乌市建立了民航

站，已开通四条航线九次航班。金融、邮电等行业都有

长足发展。1991 年，全市银行系统对外存款 13.8亿元，

货币净回笼 8.18亿元。围绕小商品市场的 6 家金融机

构的 8个网点中，有两个网点存款超亿元。1991 年，全

市邮电业务收入 835 万元，比 1980 年增加 9 倍。其中

小商品市场邮电支出占 1/3。目前，义乌市一期工程的

2 000门国际程控电话已投入运行。

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建设。义乌市原是

一个古老的小县，1988 年撤县建市，城区建设的任务十

分繁重，靠财政安排资金难以解决。义乌市采取各种办

法，引导经商的农民进城建

房，初步改变了城市建设完

全靠财政的办法。目前，义

乌市已有偿出让 20 000 多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城区

正在加快建设之中。城区面

积由 1984 年 2.8 平方公里

扩大到现在的 6 平方公里，

主要街道由原来的 6 条增

加到 11 条。

小商品市场促进了商

业企业和工业企业的发展。

1989 年以来，小商品市场良

好的环境，吸引了省内外不

少国营、集体企业进市场设

摊推销产品。如义乌针织总

厂是一家全民企业，1990 年

10 月在小商品市场设摊经

营，仅五个多月时间就销出

库存积压尼龙袜 60 万双，

销售收入上百万元。1990 年

12 月，义乌市供销总社在市

场内建立小商品批发公司，引进新的经营机制，一年销

售额 3 873万元，实现利税 51 万元。市供销总社与全国

26 个省、市 800 多个商业企业建立了业务关系，并在辽

宁、江西、黑龙江设立了分公司。现在，企业在市场设有

600多个摊位。上海食品厂、无锡织袜总厂等一些外地

的大中型企业，也来小商品市场开设窗口，推销产品。

在小商品市场发展过程中，财政部门积极给予支

持，在执行税法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在税收征管中

不断探索，确定了“源泉管理征收、查帐核实征收、定期

定额征收、巡回检查补税”等征收方式，做到“管而不

死，活而不乱”，既支持、促进了市场发展，又不断扩大

和涵养了税源。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县乡财政
	发展小商品市场  开发新兴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