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义乌因市场而繁荣，没有小商品市场的崛
起，就没有义乌的今天。

有人说，市场因义乌而兴旺，离开了义乌的土壤，小
商品市场绝不会如此辉煌。

1982 年 9 月 5 日，稠城镇湖清门小百货市场率先
开放，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这一明智的
决策，为今后小商品市场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壮大走出
了关键一步。

今年义乌市场迎来建设40周年，从第一代的马路市
场到第五代的国际商贸城再到第六代市场，当我们提起
义乌时，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得益于商业的兴盛，义乌小商品市场带动着城市飞
速发展，吸引着商品、商人、贸易、人才等资源要素汇
聚，形成了圣诞、饰品、玩具、五金、新能源等26个大类、
210 万种商品的优势产业集群，也有从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进口的9万种“洋货”，形成了“全国货、全球货义乌
买卖”格局。

这40年，义乌市场是“量”的增长，全市市场经营主
体从上千户跃升至2022年10月底的88万户；义乌进出
口总额十年间从590.8亿元跃升至3903亿元；义乌快递
业务量十年间从3.6亿件快速增长至92.9亿件，成为全国
最具影响力的快递集聚中心。

这40年，义乌市场是“质”的飞跃。义乌独有的“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从出口“一件事”办理的 1.0 版本升级到

“监管链—贸易链—价值链”全方位提升的2.0版本；迎
来自贸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促进创
新示范区，改革动力十分强劲；上线义乌市场官方平台
Chinagoods，7.5万商户集体走上“云端”，启动建设第六
代市场，打造独一无二的全球数贸中心，全球布局海外
仓 166 个，迪拜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用，不断扩大贸易

“朋友圈”。

“义乌制造”
成为“全球共造”

“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40年来，在很多外商眼中，义乌是“小商品海洋，购

物者天堂”，全球最大的购物超市。在很多跨国零售集团
和国内知名连锁超市眼中，义乌小商品质优价廉，是非常
好的供货商，沃尔玛、麦德龙等20多家跨国零售集团和
30多家国内知名连锁超市开始常驻义乌采购商品。

如今，义乌与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现
有各类外资主体8000多家，其中来自约旦的穆德就是其
中之一。

义乌CBD金融商务区1号楼，浙江盈帆贸易有限公
司的老板是约旦籍商人穆德。当打开一封从“设计之都”
意大利发来的邮件，平日里不苟言笑的穆德顿时展现了
笑容：邮件中设计图稿呈现的这款电动羊毛剪经义乌工
厂开模、打样，将在 30 天内于亚马逊美国站试销。要知
道，这比走完整套意大利制造流程整整缩短了150天工
期。在义乌经商多年的穆德明白，这就是“义乌制造”的速
度和力量！

走在犹如五金工具博物馆般的“盈帆”样品间，穆德
回忆起在义乌的奋斗史：2002年，穆德以优异的成绩从
约旦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随后带着打工积攒的3万
元人民币，只身来义创业。“听来过中国的朋友说，义乌是
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城市，我便心动了。”初来乍到，义
乌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热情好客的商户，让穆德十分激

动。第一次穆德就采购了150万元的商品，装满了6个集
装箱，从宁波搭船运抵约旦，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

“从初期的一个人，到现在拥有1700名员工；从销售
2000款产品，到现在的5000款产品，从出口中东地区，到
生意网络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从出口6个集装箱，到年
出口集装箱 1500 个，从 2002 年的 150 万元出口额，到
2020年的9亿元出口额。”这是在义乌才会发生的奇迹，
穆德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其实，义乌市场经过40年的发展，早已摆脱了廉价
的标签，而“义乌制造”已成为“全球共造”，境外客商均能
借助义乌市场的交易情景建立商务联系。比如国外的设
计师提供设计方案，义乌的工厂进行加工生产，所展现的
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全球性供应链系统。

穆德就是这个供应链系统的共建者之一，他在意大
利、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相继聘请10多名设计师，
开发五金工具、锁具、LED照明产品，累计开发达100多
款，并在国内外申请了专利。在国内，投资500万美元建
立的工厂已投入运行，他还为关联的国内外中小微企业
提供外贸订单，让大家一起赚钱。

目前，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境外客商超过56万人次，
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多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
义乌市场的“超大肚量”，决定了穆德只是其中的一个创
新微样本。海纳百川，正是这一个个微样本，汇聚成一股
创新洪流，强力驱动着义乌市场不断破壁拓新。

新模式纷纷涌现
新业态全面开花

这40 年，凭借海量的商品资源，四通八达的物流
体系，义乌确立了在物流、电商等贸易领域重要地位。
其中，开通运行全球最长的“义新欧”中欧班列，积极
建设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成全国县级市首个国际邮
件互换局和交换站、全省唯一铁路临时开放口岸、全
省第四个空港口岸、全省第四个保税物流中心等开放
功能平台；涌现出市场采购+美森快船、欧洲卡航、“中
欧+海铁+海运”多式联运、空空转关，以及小商品自
贸应用、海外市场、海外仓、直播带货等多种新模式、
新业态。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2001 年。彼时，海关在义乌
尚未设立机构，整个金华地区的出口集装箱很少。
2001 年海关日均监管金华地区进出口集装箱标箱仅 8
个，同时企业报关则需前往上海或宁波去办理。随着
小商品出口成倍增长，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无法在有
限的报关单上填写全面，这一“堵点”引起了政府的关
注。在海关部门的强力支持下，海关总署先后在 2005
年和 2007 年批复“义乌小商品视同旅游购物监管方式
进行统计”，以及简化归类政策。

紧接着，2013 年 4 月，商务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函同
意在义乌试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正式确立了“市场
采购”这一新型贸易方式。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专业批
发市场外贸发展的制度缺失问题，让中小微企业甚至
家庭作坊低门槛地参与国际贸易，单小货杂的商品也
能便利通关快速走向国际市场，促进外贸快速发展。

一组数据跃然纸上：2013 年义乌以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出口 133.5 亿美元跃升至 2022 年前 10 月的 2708.2
亿元，市场采购成为拉动义乌出口贸易的“主引擎”。

综保区是义乌外贸重要枢纽之一，大量海外进口商
品从这里进入国内市场。封关运行一年来，入驻企业主

体 46 家，保税仓储面积超 21 万平方米，累计实现进口
额 150 亿元。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上半年进口额排名，
义乌综保区暂列全国第 53 名（共 168 家），在 2020 年新
获批综保区中位于第一。

在距离义乌1635公里的菲律宾马尼拉，如今多了一
个微型的“义乌市场”——在占地约1万平方米的海外仓
里，义乌企业备货上万款产品。许多因疫情无法来到义乌
的东南亚采购商，在“家门口”就能完成看样、选品、下单。

“中东门户”迪拜，“义乌制造”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
易集散地。如今，这里多了一个占地20万平方米，总投资
约10.6亿元，有效辐射周边（中东、北非、欧洲等地）近10
亿人口消费市场的迪拜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今年6月30
日，迪拜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开业运行,场内人流如织,气
氛热烈，许多因疫情无法来义的境外采购商，在“家门口”
完成了看样、选品、下单。

实际上，不单是菲律宾、迪拜，在美国、西班牙、比利
时、德国等地，如今也有了这样的“义乌市场”。截至目前，
义乌在全球布局海外仓166个，运营总面积近120万平方
米，覆盖52个国家103座城市，其中6个获评浙江省级公
共海外仓。在德国、卢旺达、捷克等国家布局15个“带你
到中国”贸易服务中心。

数字化“世界超市”
商铺内买卖全球

这几年，如果梳理一个关键字，肯定少不了“变”这个
字。因为，市场经营主体不得不面对疫情之变、成本之变、
市场之变。

2019年的义乌国际商贸城，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而
2022年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人少了很多。这样的对比也
凸显出疫情反复之下，对小商品市场的巨大冲击。

张吉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干了20多年，已经习惯了
这里的热闹嘈杂，从没想过义乌市场会一下子冷清了。

“疫情发生以来，由于外商无法到现场采购，加上海运、
空运价格上涨，原定的新品发布会、订货会无法照常举
行，我们心里很着急，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是7.5万商户
的共同心声。

聚焦数字化转型，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形成更
多商贸流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外商进不来，市场就

“开”到客户家门口，货单推送到用户手机上。2020年10
月，义乌市场官方平台Chinagoods正式上线运行了。上线
两年来，Chinagoods入驻超6万家实体商铺，整合了上下
游200万家中小微企业，商品种类500多万种。

这两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经营饰品的商户陶
小燕很高兴，自从入驻Chinagoods平台以来，产品在平台
的曝光量持续增长，“线上引流”而来的采购商络绎不绝。

与陶小燕同在商贸城一区的徐嘉蔚，从事饰品生意
已经10余年，产品主供欧美市场，原材料则是日本进口。
得益于提前布局贸易数字化、拓展了多元化的线上渠道，
在疫情冲击面前，其线上订单呈现井喷式增长，由2020
年年销售额不足20万元，提升至今年的200万元。

陶小燕、徐嘉蔚的故事，正是义乌贸易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的缩影。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命题，一代人有一代人使命。时
至今日，义乌市场发展进入新阶段——二区东市场建成
投用、第六代市场谋划建设，一座智慧商城即将开启一个
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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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小商品 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