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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放、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冲
击了计划经济体制和旧的思想观念。

从1983年起，谢高华在不同场合的会议上多次
提出“以商兴县”“贸易兴县”的区域经济发展设想，
并付诸行动。

1984年2月，谢高华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发
言时提出，“发展商品生产是使农村富裕起来的必由
之路。而要发展商品生产，就必须搞活经济。”

由于群众经商热情高涨，当时获准开放的湖清
门市场迅速爆满，3个月内摊位数增加近一倍。到了
第二年年底，市场商位达到1050个，每市日参加购
销人数少则五六千，多至近万人。4000多平方米的
湖清门市场已经无法容纳，许多经营者自带门板搭
起了塑料棚架，要求市场扩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84年5月6日，义乌县人民政府发文，同意在
稠城北太祖殿畈建造稠城小商品市场。

1984年10月5日，在全县区、镇、乡党委书记会
议上，谢高华正式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区域发展战
略。这一发展战略，也得到了地委、省委的重视和肯
定。在1985年2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新任
义乌县委书记以《兴商建县 振兴义乌》为题作了典
型发言。从此，“兴商建县”（后改为“兴商建市”）作为
义乌的发展战略就这样被正式确定了下来。“兴商建
县”口号提出后，义乌人民非常兴奋，县委为义乌今
后发展指明了方向，生意可做了，不要怕了，这是给
义乌人民一个定心丸。

1984年12月6日，位于义乌太祖殿畈的第二代
市场举行开业仪式，更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市场一
开张，全国各地客商蜂拥而至。40排整齐的绿色和
白色玻璃钢棚架，下设有1886个摊位，每天吸引着
近万名购销人员进场交易，其中六成以上为外地人，
商品辐射南至海南，北至黑龙江，甚至跨越边境进入
了尼泊尔和缅甸。

然而，就在市场开业前几天，谢高华已调离义乌
赴金华就任新职。1984年11月28日，谢高华主持召
开了他在义乌的最后一次常委会。他说：“实事求是
是一根红线，我们要敢于实事求是，要花点功夫调
查，解放我们干部的思想，克服一个‘等’字，一个

‘难’字，要从人民利益出发，大胆开拓，敢于创新。”
谢高华离开了义乌迈上了新的征程，义乌的市

场发展之路也从此踏上了快车道。到1985年底，第
二代市场摊位总数达到了2847个，税收分别为前三
年的8.1倍、3.4倍、2.0倍……市场的再度扩建，已呼
之欲出。

1986 年 9 月，位于城中路的第三代义乌小商
品市场建成开业，市场采用火车站月台式钢筋混
凝土棚架，内设 4096 个固定摊位和 1000 余个临时
摊位，商品也扩大到服装、围巾、鞋类等。这年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开发民间市场带
动农村各业义乌‘兴商建县’变富步伐快”为题，
盛赞义乌“从 1982 年小商品市场在街头出现到现
在，市场由小到大、三易其地……成为全国少有的
小商品市场”“1982 年，这个县根据商品经济的发
展要求，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四个允许……1984 年
县里更明确地提出‘兴商建县’的口号，促进民间
市场的发展”。

随着城中路小商品市场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
高，各地客商如潮水般涌来。1992年2月13日，义乌
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试营业。1994年，义乌小商
品市场成交额突破 100 亿元。1995 年 11 月，宾王市
场建成开业。再到第五代市场的国际商贸城、国际生
产资料市场、中国进口商品城。如今义乌的大市场发
展方兴未艾，通达四海。雄心勃勃的“世界超市”正在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轨道上蓬勃发展。

围绕“兴商建县（市）”的发展战略，义乌历届党
委、政府从未改变，坚持一张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
任干，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了全球最大超市，义乌发展
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这座建在市场上
的城市，完成了美丽的蜕变。

1982年，初夏。因为前往火

车站的吉普车没有接到人，以

至于当身背行囊、脚踩解放鞋、

身着咔叽布中山装的谢高华出

现在义乌县政府门口时，几乎

没人认识这位远道而来的新任

县委书记。

此时的义乌，社会各种利益

关系复杂，经济发展明显低于周

边地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

境和挑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火爆”的地摊经济。由于

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

对地摊经济一般采取“批、打、

管、刹”的政策和措施，却怎么也

禁不住、打不倒、关不掉、赶不

跑。为此，县政府还就稠城镇集

市市场整顿专门召开过两次县

长办公会议。

谢高华，就是受命于这样的

艰难时刻。

当时义乌的主城区仅2.8平方公里，“穷”，是义
乌给谢高华的第一印象。“七山二水一分田，粮食高
产贫穷县”“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就是
当年义乌的真实写照。

初来乍到，谢高华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办公室很
难见到他，每次下乡回来都很晚，经常吃不上热菜
饭。这对于大部分胃被切除的谢高华来说，是个很大
的问题，他却泰然处之。在晚上，他工作起来往往要
超过12点，甚至通宵达旦。有时晚上开会研究工作，
对问题不讨论出个所以然来就不休会。

作为一个地方父母官，谢高华最大的工作目标
就是让农民致富。但就义乌而言，人多地少，土地
贫瘠，资源优势不突出，发展经济的抓手在哪里？

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在中国一些地方逐步
解冻。自古就有“鸡毛换糖”传统的义乌人，对改变
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更是格外强烈。因此，早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廿三里，传统的“敲糖换鸡毛”
就已经演变成了“小百货换鸡毛”，或进行小百货
买卖，“地下小百货市场”日趋红火。人们提着篮
子、背着布包，在这里交易所需之物。1974 年春节
前后，稠城镇县前街也兴起了这种“地摊经济”。这
也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早起源。何海美、冯爱倩
等老一辈义乌企业家都曾在此摆摊。

在改革开放初期，长途贩卖、“弃农经商”摆
地摊做小生意仍被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
道路”。

对于这支“鸡毛换糖”的大军，谢高华早在衢州工作
时就有耳闻。到了义乌后，就不时有人向谢高华反映这
支队伍的现状，多是负面的信息。有人竭力要求取缔，说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1982年5月下旬的一天，刚理完发的谢高华从南

门街小弄堂的店里走出，一位妇女突然拦住了他：“我
是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的人为啥赶着
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
干不下去呢？”这个妇女叫冯爱倩，是5个孩子的妈妈。
后来，谢高华就把冯爱倩请到了办公室，进行了一两个
小时的长谈。

与冯爱倩的对话，引起了谢高华的深思：“我们党
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不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
生活，努力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人穷到了
头就自然要想办法活命啊！到底应不应该开放集贸
市场？既然义乌人有着善经商的传统，开放市场能够
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百姓能从中改善生
活，又能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
势利导，网开一面呢？”

真正要让商品经济火起来，关键是松绑。在义乌搞
小商品市场，让农民进城做些小买卖，再由政府管理起
来，这个就是尝试。“方向和路子没有错的，是符合中央
文件精神的！”谢高华认为，至于那些不正当的东西，可
以慢慢扭，慢慢引导。

就这样想着，在谢高华的心里，对实现义乌农民脱
贫致富的梦想似乎有了突破口。

●人心齐，泰山移。做好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只有一个标
准，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大的工作目标就是让农
民致富。

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图

讨论小商品市场究竟要不要由政府来开办的县委常委会专
题会议，是在1982年6月23日下午举行的。此时，谢高华来义乌
上任才一个多月。

这一个月来，谢高华不但自己带头把“鸡毛换糖”的经商传
统做了深入的了解，而且还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
全面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谢高华
本人亲自到了稠城、廿三里、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走
访，获得很多第一手材料。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55％的人认为开放经商
市场没问题，觉得义乌的“鸡毛换糖”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苗头，应
当大力提倡；40％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5％的
人反对。有了这样的调查摸底，让谢高华心里有了底。

专题会专门听取了县财贸办关于当年1至5月份财贸工作
情况汇报。汇报中提出了市场问题存在“三多”，即经营工业品的
单位多、农民经商多、小百货摊位多，大部分摊位没执照不说，有
些人竟然还搞批发，直接与国营批发企业抢生意……

随后，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应不应该开放贸易市场”
“允不允许农民进城经商”等议题摆到县委领导班子面前。

谢高华没有过多牵扯到理论、政策等敏感问题，针对一时
难以达成的共识，他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义乌做
生意比衢州要强，我很感兴趣。从我们义乌实际出发，商业、农
业都可以搞，而商业就是个很好的优势，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优
势。至于市场管理问题，投机倒把的当然要抓，搞市场哪里可
以没规没矩，但不能把已经搞活的经济再搞死。说得再干脆一
点，小商品买卖不是义乌的包袱，而是一大优势。义乌财贸，大
有前途。”

以上这番话，把谢高华对开放市场的态度表露无遗，把小商品
市场合法化，可谓一针见血。

但由于当时国内既无先例，又无明确政策支持，不少人依然
顾虑重重。为此，谢高华一锤定音：“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怕
冒风险？我是县委一把手，开放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如
果开办小商品市场让我丢了‘乌纱帽’，那也值得。”最后，县委常
委们统一了思想，县委班子集体表态：开放市场，发展经济，出了
问题集体负责。

谢高华坦言：“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就是天大的事。只要对老百
姓有益，打破条条框框，我们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

在思想解放与观点交锋的背后，须以扎实的调查研究为基础。
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基层实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为给鸡
毛换糖正名，开放小商品市场，在初来乍到的几个月里，谢高华雷
厉风行，继续带领干部下基层进企业了解具体情况，多次找工商部
门一些同志探讨。谢高华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家说：：““过去我过去我
在衢州也干过在衢州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的事，，结果事与愿违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影响了当地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干工作
要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从干部的
深切感受里深切感受里，，我觉得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没道理。。””

1982年8月25日，一个普普通通的夏日。义乌县稠城镇市场
整顿领导小组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布了《关于加强小
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第一号）》，宣布9月5日正式开放“稠城镇小
商品市场”，地址在湖清门。

这一个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果断决策，确定了小商品市场的
合法地位，也打开了义乌市场经济的决口，致使后来小商品市场规
模日趋扩大。义乌小商品市场从此发轫。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
一大优势。我是县委一把手，出了问题我负责，如果开办小商品市场让我丢
了“乌纱帽”，那也值得。

率先实行开放后，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社会
上对义乌县委的做法仍有不同声音。

“谢高华不关心国营和合作集体经济，只关心个体经济。”正
当农民们欢天喜地，甩开膀子大干时，那些国营和集体商业的干
部职工却大呼其苦，说谢高华这一放，把整个义乌搞乱搞烂了。
因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营企业影响最大，尤其是城内几
家国营商业单位的人，甚至上门堵住县委大门，要求谢高华撤回

“一号《通告》”。一时间，县里收到的告状信就多达两麻袋。
小商品市场的兴起，对国营和集体商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一粒纽扣，百货公司卖一角六分，市场直销只需几分钱。于是，
百货公司经理叫苦道：“我们的生意都让小摊小贩冲光了，我们‘公
家人’还怎么活？”

“相互竞争，百姓受益，有何不好？有本事就生存，没本事就
关门！”针对这些国营单位的埋怨，谢高华力排众议，毅然支持

“饭馆门前摆粥摊”，“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能举棋不定。这样干
也可能有错误，但错了不要紧，改过来就是了。改革哪会不出一
点问题？如果我们从党的利益出发，从实际出发，就不怕丢‘乌
纱帽’。”

老百姓为何喜欢向小摊小贩购买商品，除了国营、集体商店商
品少、网点少，还存在服务态度差等问题。“如果堂堂国有、集体单
位不解决自己的问题，被小商小贩冲垮，那也是活该！”谢高华说。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禁，百姓增收，政府增税。但是，在既缺乏
资源要素支撑、又没有政策资金扶持的情况下，怎样“放水养鱼”、
壮大市场？谢高华决定从经营户意见最大的税收上改起。

在小商品市场兴起之初，实行的是对工商业改造时的八级累
进税，也就是经营得越好，税就越高。但市场里几千个摊位大多是

小本经营，且价格随行就市，上午卖五块，下午能卖一块，很难累计
税。于是税收干部整天像抓贼一样打击逃税，商贩们怨声载道，经
常找谢高华反映，生意没法做。

“想增加点税收，却打压了群众的经商积极性。”谢高华在深入
调研总结后，决定进行大胆改革，支持税务部门试行“定额计征”办
法，即对每个摊位设固定的计税额，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
计税。该办法简单易行，不但提高了经营户的积极性，还增加了国
家的税收家的税收。。19841984年义乌税收比两年前提高了整整年义乌税收比两年前提高了整整33倍倍。。

当时有新华社记者将这一做法以内参形式上报，引起了国
家财政部的关注，认为义乌违反了税法，并将意见反馈到了浙
江省委，引发了一场“税改风波”。省财政厅调查小组到义乌进
行实地调查后，给出了“义乌推出的税收办法是可行的，但还要
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的结论。

对这个评价，谢高华十分高兴，认为这已是对义乌小商品市场
新税收办法很大的理解和支持了。等调查小组的人一走，他即告诉
下属“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在他看来，中央没有叫停的，法律没
有禁止的，都可以去做。事实上，这个当年认为违法的税制，却一直
沿用到了今天。

壮大市场过程中的艰难并不止税改一例，在推进市场开放的
过程中，谢高华已经明显感受到国有商业单位的阻力。

“改革是很难的，我们要知难而进；改革会遇到很大阻力，
我们要冲破阻力，冲破一切束缚商品生产的条条框框。”在一次
干部大会上，谢高华更是高声疾呼，“我们要大胆改革，不要怕
冒风险。有多少道理，我讲不清楚，但有一条，农民的积极性不
高，生产不发展就是错误的；农民的积极性高了，生产上去了就
是正确的。”

●改革是动力，也需要有一种勇气。县委、县政府不能当“收发员”“广播
员”，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
于人民，就要有敢于冲破阻力的信心和勇气。

●
农
村
要
致
富
，就
必
须
搞
活
经
济
，要
搞
活
经
济
，就
必
须
解
放
思
想
。﹃
兴
商
建
县
﹄
，这
条
路
要
坚
持
走
下
去
。

2018年12月18日,谢高华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义乌“老书记”谢高华

2018年10月20日，谢高华手摇拨浪鼓，参加义乌小商品市场旧址公园揭牌。

谢高华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旧址揭幕仪式上。(资料图)

王建明王建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