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五：訪談記錄一 

時間：2006 年 3 月 31 日 0900-1130 

地點：浙江省行政學院 

訪談人物：盛世豪（浙江省政府經濟建設咨詢委員） 

王祖強（浙江行政學院軟科學研究所所長） 

白小虎（浙江省行政學院講師） 

訪談內容： 

一、 義烏發展動力機制? 

盛世豪：義烏市場的發展是自發性的，由老百姓開始發展的，老百姓

的動機非常單純，只是想致富。義烏市居民絕大部份是農

民，對農民而言，市場的經營是利用農閑期間的一種商業行

為，並沒有從農村分離出來，是一個補貼自己收入的行為。 

政府的動力在當初是很複雜的因素，當時縣委書記謝高

華作出決定是很不容易的。80 年代初期和現在情況是不一

樣的，80 年代後期和 90 年代初期大陸政府（特別是基層政

府）在觀念上有很大差異。 那時政府能夠鼓勵農民發展是

很複雜的因素，90 年代以後就很清楚明白，目標是促進經

濟發展，將區域經濟做大。這個動力在制度變遷過程中也發

生變化。 

            在 80 年代之後，無論是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對基層

政府的考核（GDP、經濟增長）沒有像 90 年代以後如此明顯。

所以，許多地方沒有從『抓革命、促生產』的觀念中退出來，

義烏政府能夠想到這一點，不是其有太多的主動性和前膽



性，主要是政府的立場是從老百姓的角度思考，默許老百姓

致富行為的最大條件。從 80 年代中期到 90 年代政府是有意

識的，要促進它發展，畢竟它對於區域經濟發展有利，這是

義烏經濟發展一開始的動力。當初有很多的爭議，主要是意

識型態的爭議，在計畫經濟時期，就是要割資本主全義尾巴

的爭議。後來也沒割，支持它發展，這時候，以謝高華為代

表的政府起來很大的作用。 

          到了 80 年代中期，隨著整個市場規模的擴大，對地方

經濟產生良性互動，市場的發展促進義烏經濟的發展，市場

規模又不斷的擴大。在此過程中，政府推動市場，義烏政府

做的比較好。90 年代後期，小商品城改制成為股份制，從原

來的工商部門脫離出來了，不再是由一個部門管理，後來成

立市場管理委員會，由副市長兼任。那時政府還是主辦者，

是政府辦市場。1995 年開始實施改制，進行股份制改造，官

股和民股相結合。當時除了義烏市政府外，浙江省的國際性

投資公司也入股（當時是國有企業），現在是上市公司。也

有民股進來，大陸股份制改造是漸變的，不是馬上由一個企

業變成上市公司，將股份結構多元化。原來是政府（義烏市

政府）是單一股，後來國際信託公司合股，再接著向民眾借

資上市，而並非像山東諸城的員工認股，沒有職工股，攤販

並非員工，如有可能是管委會的員工。 

在股份制改造中，義烏保留了政府股是多少?到現在，

小商品的控股權還是在政府手上，這是義烏市場辦的如此好

的重要的一個經驗，政府把握住對市場的控制權。紹興輕紡

城沒有像義烏小商品辦的如此好，有一個原因，紹興輕紡城

原來也是政府主辦，在股份制改造過程中政府讓出來對市場

的主動權和控制權，只保留大約 10%的股權。這涉及到義烏



政府對小商品市場是何種看法？政府保留股份，一方面除了

給政府財政帶來收入，另一個方面是從某種意義小商品市場

被視為公共產品，有了小商品市場就能帶動義烏經濟的發

展。所以，政府不純粹追求利益最大化，而是利用小商品市

場平台，讓整個義烏區域經濟發展更有動力。 

王祖強：經濟增長了，稅收增長，長遠說是好的。 

盛世豪：紹興輕紡城改制後，控制權落到公司手上，公司為追求利益

最大化，不會從市場的長遠發展角度來思考。首先，考慮要

賺更多的錢，獲取最大利益。在利益最大化過程中，和攤主

之間的關系產生不協調。而在義烏的市場就比較好協調，義

烏政府在獲得利益的同時，攤主也獲得更大的利益。在這一

點上，義烏就做得比較好（多年來攤位租金固定）。 

王祖強：在紹興輕紡城中政府是最大股東，有十幾個股東，除了政府

外，每一個股東持股不超過 5%。每一個股東均只看重目前

利益，而提高攤位的租金價格，以獲取利益，所以影響到紹

興輕紡城的發展。 

盛世豪：義烏有對攤位的拍賣價格是有個限定的，如提高會損害到攤

主的利益。政府的動力由現在角度看是比較開放，也比較尊

重老百姓的利益。 

白小虎：工商部門對攤主的態度往往會影響到政府的決定的，在湖清

門設攤，收攤位費，一開始沒攤位證，後來發攤位證。政府

的動力一方面是精神方面，另一方面實際方面是受下面影

響。 

盛世豪：政府的同情因素更大，包括工商部門，禁阻不了。 

二、 義烏現象為何不會在其他地方出現? 



盛世豪：在大陸的發展是不平衡的，許多地方把發展市場看作是資本

主義尾巴。但也有些地方政府也是默認的（溫州、台州）。

政府領導的主觀會影響一切。如當初政府的領導態度如果強

硬，市場就會被消滅掉。 

王祖強：地方政府受到制度的制約，有的政府是前進的。 

盛世豪：從經濟角度來說是一種偶然。義烏經濟發展是很多偶然因素

結合在一起的，換一個縣長或書記說不一定就滅掉了。 

白小虎：接謝高華書記職位的，也沒將其滅掉。 

盛世豪：義烏老百姓支持政府的這個政策，並沒給政府帶來傷害。在

謝高華當書記時，義烏小商品發展處在萌芽階段，如當時滅

掉小商品市場發展，阻力比較小，之後隨著發展想要滅掉難

度就較高。 

白小虎：在發展期間也曾滅過，但消滅不了。84 年之後也趕過。 

盛世豪：中央政府大的宏觀政策是有利朝這方面發展的。下级政府也

得到這個實惠的，彼此間是互動的。浙江省政府也不管，謝

高華在地方也沒辦過人，不像溫州曾辦大戶（八大王）。主

要原因，義烏市的經商戶均為小商、小戶。 

王祖強：義烏的企業戶是個體戶，政策是不管的，基本上是支持的。 

三、 義烏在其發展過程中有無區位優勢? 

盛世豪：無絕對區位優勢，只有相對區位優勢。論優勢，金華比義烏

好。區位優勢除了政府的政策外，更重要的是傳統商業文化

因素。 

王祖強：中國有很多制度創新是從縣級政府開始的。這和中國政府的

架構有很大的關係。 



王祖強：義烏人早期經常外出「雞毛換糖」，到各地打交道。所以，

義烏人的包容性比較強，溫州人的排他性強，逐漸形成小商

品市場的發展。 

盛世豪：從浙江的經濟發展，90 年代初期，初始發展階段，包括溫

州、台州、義烏等地，往往在計畫經濟時期，窮的地方、不

發達的地方，在改革開放時，體制創新特別活躍，政府管也

管不住。體制有張力，無論是強權的體制，再強會引起反彈。

義烏在經濟領域，生活條件實在太窮，連生活要件都無法滿

足，所以會設法創新。最早富起來的人，都是創新成本最低

的一批人。所謂區位優勢包括社會文化等。 

王祖強：區位優勢是相對的。不是明顯的特別優勢。 

盛世豪：義烏與周邊城市合作是市場行為。這幾年，義烏市委有意識

推動與周邊城市合作，以市場為紐帶，吸引周邊的人和商

品。而周邊的縣市則利用義烏市場為平台，將本地產品銷售

出去。義烏是周邊地區中小企業公共物品的營銷平台，在此

平台中也得到訊息的反饋，反饋的訊息又提供義烏更大的商

機。91、2 年當地的產品只有 20%，大多商品來自溫州、廣

東等地的產品，現在就不一樣了。 

義烏人中有部份人利用市場訊息辦了企業（工業），然

後那個行（企）業多了，達到一定程度後，就提出政府應辦

個工業區，因為企業集聚後政府再辦工業區，並非先畫定工

業區，再設廠。 

王祖強：產業的擴張基本上是市場經濟，主要是市場秩序的擴展。中

國地方政府彼此間是競爭姓，不一定是會支持，主要是靠民

間的及是靠社會網絡。 



四、 政府如何由管理者變成規劃者 

盛世豪：大陸經濟體制改革後，政府由經濟參與主體變成規劃者。去

年（2005 年）五中全會，政府進行政府職能改革，從 90 年

代開始要求政府要逐漸退出經濟領域，有的地方政府動作較

快，有的地方政府則比較慢。義烏的經濟發展不全是政府個

體的行為，是全體性（政府與市場）的行為。義烏相對走的

快些，明顯些。 

王祖強：1995、96 年，中央政府工商管理部門，要求市場務必「管

辦分離」。當時，很多地方工商局仍舊參與市場的運作，之

後發生很多問題。 

盛世豪：國際商貿城第三期由政府規劃，因商貿集團是政府控股，實

際是仍由政府規劃的。義烏市政府不是想從市場擴張過程中

獲得更多的利益，是希望將市場視為公共產品，能做的更

大，集聚能力更強。市場的擴張能幫助市場經濟的發展。 

五、 會展經濟形成的原因 

盛世豪：義烏會展開始是政府的行為，一方面是為了想擴大小商品市

場的影響力，另一方面是為吸引到更多的客商來義烏採購，

這是二個主要作用。在此過程中，義烏由地方政府的行為而

變成國家商務部的行為，義烏小商品博覽會如今已成為全中

國第三大的商品產銷會。大陸政府從地方政府角度上看，一

直希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儘可能在如此體制下發揮自己的

更大作用，會想很多辦法。有些是企業自己的行為。有的是

客商的需求，有些會展政府名義主辦，實際上操作是市場行

為。由市場的中間組織來辦理招商，政府掛名可邀請政府官

員，也可擴大影響，通過政府來推動。中介組織是策劃公司

（會展公司）。 



白小虎：中介組織是提供服務，也可能是公司性。 

王祖強：非企業的。 

盛世豪：各式協會是 NGO，中介組織非營利性，是在民政局登記。在

經濟局登記是原本由經發委轉過來的，部份帶有政府行政職

能。 

六、職業培訓（人力培訓） 

盛世豪：職業培訓是根據市場需求，曾辦過語文培訓，不只是義烏工

商經貿學院辦理課程，義烏市委黨校也可能辦理，很多培訓

學校也辦理。這是市場行為，市場要什麼，就辦理什麼班次。

工商管理培訓，比較實用課程。一般教育培訓體系中選定幾

門比較實務課程，也開設法律課程，有時也請著名學者來擔

任講座。 

培訓課程在政府部門由勞工部門辦理，有些純粹是市場

行為。現在在大陸職業的培訓單位很多，私有培訓訓機構在

大陸現況是非常多。企業主不論年紀多大，仍舊學習。義烏

市場的職工招募行為是市場行為。 

王祖強：義烏企業員工培訓是為了提升企業形象。 

白小虎：義烏在農村的生產體系，聘用不少員工，隱形在農村。 

七、 會展與區域經濟發展關係 

王祖強：義烏市場一般的專業市場，向展貿市場發展，屬於經濟內聚

的影響。政府有作用，但仍屬內聚行為，和產業發展相連接

的。地方貿易行為本身有獨立發展的型態。浙江和義烏的企

業大多為小企業，借助網絡平台推銷產物到外地，小企業借

助專業市場共同網絡，這是它根本的原因。 



義烏企業不斷進步，慢慢的擴大規模，到創立品牌，但

創立品牌還沒達到世界知名程度。義烏產業根據市場網絡，

一方面開展品牌形象，另一方面提升層級，對原來小商小販

不滿足，透過展示和原來市場有連接的。另一方面，地方政

府有很大的功能，改善區域形象和區域投資環境，提升產業

形象。在浙江問題是特別突出，因為浙江大多是小商品、小

產業的專業市場，小商品、小企業和大產業在過去一般素質

不高。大企業通過獨立通過品牌策劃，來提升企業形象。和

市場起因是類似，很多企業有共同的要求，由政府來出面，

來辦展銷會。用政府力量和職能來辦。它的效果很好的，義

博會吸引外國客商和上級領導關注。小商品不可能產很大的

外銷量，小商品不可能賺大錢。 

盛世豪：大陸的政府可能涉及到政企不分，在經濟領域沒有完全放

開，這是有的情況。另外，政府對經濟發展是很關心，像會

展經濟，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經濟的新趨勢和潮流，

政府官員也在學習。現在，在經濟發展過程那些是新的趨

勢，政府官員會在當地推動這種趨勢。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

後，會展經濟會比較發達的，要大量促進的，一些地方政府

會促進、推動。所以，地方政府在經區域經濟發展有很大的

作用的。 

王祖強：商務部最近發佈日用工藝品義烏指數，這是一個目前重要現

象。商務部希望義烏成為全中國和華中地區日用品價格形成

中心。義烏市也藉由會展經濟來提升義烏在華中地區的地

位，通過展示會、會貿會，引起中央高層和學者的關注，大

企業家入主投資，而提升義烏企業的形象。同時，義烏需要

更大的對外開放平台，中國政府內部是很感激的，地區政府

（地級市、縣級市）對經濟發展的權力要求有所不同的。例



如：治安的管轄權。義烏現有 10000 多名的境外客商（不含

台商），依規定涉外權限應屬於金華市（地級市），義烏市（縣

級市）不具備該項權限，但很多涉外商務行務和法律案件均

發生在義烏。法律規定涉外法案審理權應在中級人民法院，

中級人民法院以上才有是項權利，基層法院不可處理涉外案

件。另外，海關、商檢、港務等職責，只有地級市才能設置，

縣級市則無。所以，義烏市在市場化受到很多的制約，也唯

有辦理會展形式，地方政府才能將官員、學者等各方面的人

物請至義烏，這純粹是一種公關行為。 

盛世豪：義烏市政府利用此一機會，讓上級政府（中央和省）知道、

了解，現在在義烏有很多的境外客商，如按照原來的管理權

限，已經無法適應。希望上級政府能授予義烏更多的管理權

限，或者將相關機構設在義烏，以方便義烏的整個區域經濟

發展。 

王祖強：中國政府在內部的制度創新，原本的制度是很難打破的，想

要打破原有制度，必須讓上級政府了解情況。 

盛世豪：到有必要時，才會特許授予更大的權限。 

王祖強：地方經濟能力已超過地方的權限，一定要調整。下級政府推

動上級政府的制度創新。所以，義烏市政府藉由義博會讓中

央領導和學者的關注。一方面是經濟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

是地方政府為了改善區域經濟形象和投資環境。 

八、政府職能調適（制度變遷） 

盛世豪：一般講的企業帶動政府比較少，比較多是講的是自下而上

的，包括由下级政府帶動上級政府的誘發性制度的制度變

遷。 



王祖強：1995、6 年實施「管辦分離」，有些地方政府完全退出，紹

興就是典型案例。義烏政府在演變過程中沒有完全退出，又

要符合「管辦分離」的精神，工商局不能辦市場，怕自己管

又要拿好處。在符合上級的精神情況上，義烏也符合。工商

局由原來的市場的監管主體、建設主體退出，成為市場的監

管者，不致於成為建設主體，義烏市政府達到此項要求。但

是義烏政府覺得市場是很大的經濟資源，完全交由市場來辦

不放心。所以，專門成立一個專門市場的建設主體、發展主

體──小商品城（集團公司）。小商品城集團就是扮演此種

角色，又是市場化主體，又是政府控股，仍舊受到政府決策

的影響。 

盛世豪：小商品城集團是一個地方政府控股的企業。分紅按股份分

配，政府的分紅納入地方財政。 

王祖強：如果脫離政府支持，商城集團想要發展是很難的。一個市場

主體是不具備發展市場的能力，而需要政府的支持、規畫，

政府在此也能獲得相當的好處。首先，要實施「管辦分離」，

在整個體制上才得以理順，也避免一些政府機構根據市場，

介入市場的運作，以達到政府調控市場的目的。市場本身也

可依靠政府的力量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