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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提升县域城市化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以浙江义乌市为例 

崔大树 

（浙江财经学院 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中国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批发业作为主导产业对义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是历史与文化、制度与管理、经济发展和规划建设等多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作用机制表现为连锁反应过程。即：制度作用推动主导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义乌城市

规模的扩张和空间结构的优化；批发业联动其他产业发展，城市功能显著提升、各种资源和要素集聚能力增强；集

聚作用驱动城市空间规模进一步扩大、空间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导致扩散作用增强；批发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加速

了义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义乌市影响的空间范围扩大，成为浙中区域的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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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成长及其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影响着县域城市化水平提升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从批发业

的角度分析义乌城市化进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动力和模式。徐剑锋认为义乌城市化进

程可概括为以商品市场发展为龙头，产业集聚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良性互动，以点线面加速度为推

进方式的演变模式
①
；陆立军认为批发业发展及其商圈的形成是义乌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动力

②
；胡希军、何平、沈守云、陈存友

把义乌城市化过程分为市场拉动、产业推动和国际商贸导向三个阶段
③
。上述研究成果都认识到了批发业成长对义乌城市化进程

的促进作用，但忽略了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化水平的不同内涵，也没有进一步分析主导产业成长推动县域城市化水平提升的作用

机制。从城市化的内涵来看，“城市化进程”注重的是速度，而“城市化水平”强调的是程度。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和城市化

进程来看，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主要以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功能增强等方面衡量。因此，选择以批发业为主导产业的

义乌市进行分析，进一步认识和揭示主导产业发展对县域城市化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为我国现阶段增强县域主导产业动态能

力，提升城市化水平和形成县域核心竞争力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 

1 义乌批发业发展现状及历程 

义乌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半亩，且多为丘陵红壤，自然禀赋匮乏，但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发展历程表现为：

以批发业为主导的产业链，依靠劳动密集型小商品批发生产与市场的广泛结合，利用全国性销售网络和地域性专业化生产的两

种作用，促进义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1.1 义乌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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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地处浙江中部，位于金衢盆地东部，距杭州 110km，距上海约 260km，市域总面积 1 105km2，占浙江省土地面积的 1.2%，

下辖 6 个镇 7 个街道，1988 年撤县建市。2008 年，全市户籍人口 72.4 万，但常住义乌的外来人口达 100 多万，相当于一

个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目前，在浙江省城镇体系中，义乌市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均超过浙江省中西

部三个地级市金华、衢州和丽水市市区，成为浙江中西部的第一大城市（图 1）。2008 年，义乌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93.3 亿

元，比 2007年增长 12.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2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业增加值 254.6 亿元，增长 13%。按户籍人口计算，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 68 508 元人民币，增长 10.7%，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 9 864 美元
④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 708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1 885 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 500 亿元，人均储蓄 83 136 元，居浙江省第一位。三次产业比

例为 3.1∶45.3∶51.6，在浙江省率先实现了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 

 

1.2 批发业发展现状 

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始建于 1982 年，经历五次搬迁九次扩建，经营面积 400 万 m2，经营商位 6.2万余个，经营工艺品、

饰品、文体用品、化妆品、小五金、袜子等 43个行业 16个大类，4 202个种类、33 217个细类、170 万种商品；从业人员 20 

余万人，日客流量 20 多万人次；市场日进货车辆达 500 余辆，日出货量近 1 000个集装箱，商品销售到 215个国家和地区，

市场外向度 65%以上，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也是最大的小商品制造和研发中心。目前，

形成了义西南、义东北两大产业带，服装、针织、文具、饰品、彩印、拉链、工艺品、玩具等小商品批发市场主要分布在主城

区，周围城镇布局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分布格局（表 1）。2008 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义乌批发业受到一定影响，但依然

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年市场总成交额完成 492.3 亿元，增长 6.8%，连续 18 年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第一，其中中国小

商品城市场成交额 381.81 亿元，增长 9.6%，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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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批发业成长历程及影响城市化过程的特征 

主导产业的成长是城市物质形态演变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空间布局、功能分区的基础。批发业作为义乌的主导产业，其发

展历程表现出阶段性的演变特征，并影响着义乌的城市化速度和水平。 

1.3.1 主导产业确立阶段（1978—1988 年）。1982 年以前，义乌批发业发展比较缓慢，以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为主，处

于散乱状态。1978 年义乌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1.28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57.4∶21.1∶21.5，城市化水平仅为 8%。1982 

年，随着义乌第一代批发市场在稠城镇的胡清门和廿三里建立，批发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近 10 年的时间中，市场搬迁三

次，规模不断扩大，批发市场的成交额也由 1982 年的 392 万元发展到 1988 年的 2.65 亿元，位列全国同类商品市场之首，

批发业逐渐成为义乌的主导产业。随着批发业快速发展，外来人口急剧增多，人口规模扩大又导致城市空间规模的迅速扩展。

10 年中，义乌城区面积不断扩展，从 2.8km2 扩大到 5.88km2，人口从 3 万余人增加到 6.18 万人。稠城镇在义乌全县的经济

中心地位得以确立，单中心城市初步形成，建制镇从 1978 年的 2个增加到 6个。但是，随着批发业发展速度加快，人口增多，

城市空间规模成为限制批发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义乌批发业在发展初期，主要分布在浙赣铁路南侧狭长地带，主要的商业街

也只有朱店街、县前街与北门街，经营空间范围较小，原有的城区面积已阻碍了批发业的快速发展，此时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虽

发展较快但增速下降，由初期的年增长 268.4%，下降到 60.7%。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批发业作为主导产业在义乌得以确立，城

市人口和空间规模随之扩大，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空间规模的不足又限制了批发业的发展。 

1.3.2 专业化形成阶段（1988—1998 年）。1988 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摊位数量已增加到 6 131 个，年成交额也由第一代的 

392 万元增至 2.65 亿元，与小商品市场配套的农村工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也得到了发展。1992 年 2 月，义乌第四代

小商品批发市场第一期工程建成，占地 6 万 m2，场内新设摊位 7 100 多个。并围绕核心市场进行“集中”式的批发市场布局，

形成了若干专业和特色市场区块，如内衣、头巾和工艺饰品专业街等。特色专业街的建设有利于小商品生产厂家降低交易费用

和信息搜寻成本，保持了低交易成本的竞争优势，促进商品在质量、品种、价格、科技含量等方面的创新，形成产品的多样化、

系列化和规模化。规模化发展促进市场细分和经营领域的专业分工，这种分工和市场分化又促进专业经营领域的规模化。同时，

引导城市边缘区及地方性中心城镇的发展，变原有单点集中为多核心集中。1990 年代初义乌城区面积突破 10km2，1998 年城区

面积扩大到 15.4km2，比 1983 年的 2.8km2 扩大近 6倍，是 1988 年的 2.5倍；人口增长至近 20 万，是 1988 年的 3倍。

1997 年义乌全市建制镇增加到 15个，比 1988 年增加了 9个。随着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义乌更加重视在优化空间结构的

基础上扩展城市空间规模，越过浙赣铁路向西北扩张，由沿铁路向沿江发展。批发业发展空间随着城市空间规模的拓展而扩大，

小商品批发市场成交额也保持较稳定的速度增长。这一阶段的突出标志是批发业形成了明显的专业化发展特色，并推动义乌市

空间规模扩大和空间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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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主导产业延伸和扩展阶段（1998—2002）。1990 年代中期，鉴于批发市场的产业支撑不足，义乌引导部分经商户将

商业资本转向工业，由小商品制造企业的发展加快市场化、工业化进程。1999 年初至 2001 年，义乌市根据“发展、壮大、集

聚、提升”的发展思路，开发建设了“一区五园”，把作为批发业支撑的工业向周围城镇的工业园区集中，成长了浪莎、新光、

真爱、伟海等龙头民营企业。1998 年至 2002 年的 5 年间，义乌批发市场的经营场地规模没有显著增加，但城区面积 1998 年

以后以每年 5km2的速度迅速扩大，城区人口也以 5 万人的速度增长，2002 年义乌城区面积达到 32.2km2，人口增加到 43 万，

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由第 20 名升至第 15 名。同时，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全球 20 大海运集团中就有 8 家在义

乌设立了办事处或分公司；大经销商、大采购商和名牌商品三大主体集聚在小商品批发市场内，厂家直销比例达 56%,知名品牌

总代理、总经销商达 6 000 多家
⑤
。随着第五代批发市场—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于 2002 年投入使用，市场园区内配套了海关、

出入境检验疫、物流中心、仓储、世贸中心、电子商务中心等一系列现代化设施，批发业进一步延伸和扩展，与批发业关联的

房地产业、餐饮饭店业和联托运等交通运输业随之迅速发展，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城市外围的工业也进一步

集中并扩大规模，城市中心的批发业与城市外围制造业之间良性互动，促进市场向城市、工业向园区、农民向城镇集中，以此

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提升城市化水平。 

1.3.4 主导产业增强城市功能阶段（2002—）。2005年 8 月，联合国认定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为世界最大的日用品批发市场。

义乌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所在地，与周边区域共同参与国内外经济合作与交流，对周边地区提供巨大的商务支持，

促进浙中城市群乃至国内外相关地区的资源要素不断向义乌周围集聚，周边其他地区则依托市场分工发展制造业。例如，以输

出来料加工业务、培育经纪人以及到当地开办企业等方式使浙江中部各县市区的永康、东阳、武义、磐安等，都与义乌批发业

形成了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建立了以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为核心的浙中地区区域分工协作网络，从而在浙江中西部地区形成了

以义乌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协作圈，义乌市逐渐成为区域商务中心、经济中心。2007 年度全国百强县排名升至第 10 位，城市综

合竞争力已跃居全省县级市首位。义乌市建成区面积由 2002 年的 38km2 扩张至 2008 年的 78km2，城市化已由 2002 年的 

48%提高至 2008 年的 73%，将原先大面积的乡村纳入了城市管理领域，形成了“强核、四中心、六组团”的网络型城乡发展格

局（图 2）
⑥
。2008 年新增市场经营面积 140 万 m2，市场经营总面积达到 400 万 m2，批发贸易业零售额增长 20.4%；接待了

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多万名境外商务旅客，义乌开始向集小商品流通、制造、研发和展示的国际性商贸中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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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批发业提升义乌城市化水平的作用机制 

批发业作为主导产业对义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是历史与文化、制度与管理、经济发展和规划建设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作用机制表现为连锁反应过程。即，制度作用推动主导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义乌城市规模的扩张和空间结构的优化；批

发业联动其他产业发展，城市功能显著提升、各种资源和要素集聚能力增强；集聚作用驱动城市空间规模进一步扩大、空间结

构发生新的变化，导致扩散作用增强；批发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加速了义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义乌市影响的空间范围扩

大，成为浙中区域的经济中心。 

2.1 制度创新是义乌批发业成长的根本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商品短缺，需求旺盛。义乌领导从实际出发，突破旧体制束缚，大胆提出了“四个

允许”的制度创新：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1982 年在全国率先开放小商品

批发市场。此后，当地政府一直精心培育和发展小商品批发市场，凭借改革的契机形成了制度先发优势，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

时期，合理的制度和规划都适时地进行引导与扶持，促进了义乌批发业迅速发展。1984 年 10 月义乌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兴

商建县”的发展战略，从制度上确立了小商品批发市场在义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优先发展批发业带动义乌经济发展。

1990 年代中期，针对义乌本地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政府在“兴商建市”的基础上
⑦
，制定了贸工联动的发展规划，将一些传

统工业逐渐迁出城区，在周围城镇发展相应的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发展格局。在贸工联动的基础上，实现产业联动,进一步增强了

支撑行业的优势及民营企业竞争力，为小商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20 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提出建设现代化商

贸名城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目标。2006 年 11 月，浙江省颁发了《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

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以义乌为扩权试点，开始浙江省的第四轮强县扩权，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制

度保障作用，推动了义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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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批发业的联动能力是义乌城市化水平提升的主要作用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义乌市，批发业处于承上（生产）启下（消费）的主导产业地位，比较容易与其他产业发生经济联系，

并形成相应的产业联动能力。批发业的联动能力影响义乌市产业的发展类型、结构和方向，并通过消费品、生产资料和要素市

场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随之扩大，

城市化水平提升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从第一代到第五代批发市场，义乌批发业的空间扩展一直受到城市规模的限制，也没有形

成清晰的城市功能分区。由于批发业独特的市场平台和市场扩展的动能，成为义乌市各产业间的纽带，联动第三和第二产业一

起发展，使城市用地不断出现新的类型和需求，与批发业相关的配套产业如金融业、信息咨询业等第三产业向城市中心区集聚，

并逐渐演变成城市中心商务区。同时，促进老城区改造和加快郊区的城市化进程，从而增强了义乌城市中心区的功能，为城市

空间布局和结构优化、功能分区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批发业的发展刺激了物流、人流、资本流和信息流的高频率交流，带

动义乌物流、交通、会展和信息枢纽等功能不断增强，城市基础设施改善。专业市场的中心作用和表现形式，又推动了周边城

镇和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发展，使城区和周边城镇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批发业发展的动态能力不断

增强，成为浙中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2.3 批发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加速了义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批发业的成长促进义乌人口、资金、物质在城区集聚，推动了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商圈逐渐扩大，而专业批发市场、工

业、交通运输业不断向城市周边地区扩散。空间集聚与扩散作用使义乌城市功能分区进一步明确，吸引与辐射能力增强，加速

了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义乌批发市场过去的重心主要集中在稠州路与江滨路的主城区周围，其中分布在篁园专业批发市场一带的旧城中心是历史

上的城市中心，也是商业、行政功能最突出的功能区。随着批发业在城市中心区的集聚，使中心区的空间构成要素发生变化，

围绕宾主市场的宾王中心区成为新开发的城市中心区，以批发零售、商业居住与办公、文化娱乐为主要功能。同时，专业批发

市场逐渐向城市边缘区和交通干线（包括城市主、次干道）附近集聚，进一步促进了交通通讯范围的延伸和要素的更大规模集

中，使义乌市空间结构呈现出交通指向性特征。 

大型批发市场在城市中心区进一步集聚的同时，不同类型的业态形式也在城市边缘区集聚，城市空间沿着交通走廊向西南

—东北部扩展。目前，义乌批发业形成以国际商贸城、篁园市场、宾王市场三大主体市场群为核心的集聚态势。随着城市化水

平的提高，出于交通压力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大型批发中心会产生新的空间集聚。在集聚作用影响下，出现集聚能力相同的两

个或多个批发中心区时，城市空间演变为多中心模式，城市功能进一步增强。 

在集聚作用影响城市空间规模扩展、结构优化和功能增强的同时，扩散作用对义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也产生了加速作用。

批发业空间区位的扩散反映在批发商流空间在以篁园市场、宾王市场为核心的旧 CBD 向以国际商贸城为核心的次级 CBD 的扩

散，及批发业的产品制造向义乌产业园区的扩散。由专业大型批发市场形成的批发业空间扩散，以及批发业空间、居民居住空

间及生产空间的共同扩散是义乌周边地区带状空间扩展的主要动力，使“浙中城市群”各区域的经济实体紧紧围绕市场开展分

工协作，实现区域要素基于市场的优化整合。大型批发市场的扩散主要从集聚的批发业空间节点和带状区域沿城市主要交通线

向外延伸，在城市边缘区域形成新的人流、物流的集聚点。扩散后形成的批发业空间节点往往与集聚区域有直接的联系通道，

扩散产生的新的集聚会形成次一级通道网络，这种网络等级结构会促进面状批发业空间分布形态的形成。在集聚与扩散加速作

用推动下，浙中各城市以义乌为核心，强化了城市之间在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相互关系，从而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浙中地区不

同城市个性突出、功能各异、产业和资源的互补性很强，义乌辐射范围的扩大强化了城镇功能的分工与互补，促进城乡之间的

协调发展与融合。 

3 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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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导产业成长影响县域城市化水平提升的角度来看，“义乌模式”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制约着今后义乌主导产业动态能力

和城市功能的增强，并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对义乌及其他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中

小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发挥一定的借鉴作用。 

3.1 问题 

在批发业成长促进义乌城市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落后的批发市场经营模式依然存在。目前，

尽管大多数义乌批发市场己经走出了传统的摊棚式经营模式，但仍存在着较为落后的批发市场，其市场摊位和店面集商品展示、

商务洽谈、信息收集、交付货物、资金结算于一体，呈现着批发市场初级交易形态的全部特征。同时，宾王市场、篁园市场、

针织市场等传统市场硬件已经落后，场内设施与现代商贸市场的发展不相适应，商位面积过小、商品陈列拥挤、占道现象严重，

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受到影响。二是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布局的效能较低。随着批发业发展带动义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

新增建设用地以沿交通轴线向外拓展为主，形成指状分布的空间形态，城市土地产出效益及开发密度较低，使土地利用和空间

布局等方面存在低效不合理的现象。三是城市产业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冲突。在批发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义乌市由于城市规模的

迅速扩张，导致批发业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的单点集中和城区低水平的无序蔓延，使城市产业空间与生态环境发生冲突，城区和

郊区不能充分体现现代城市的生态空间。 

3.2 政策建议 

浙江省类似义乌的发展模式比较多，如绍兴县的柯桥轻纺、永康市五金和海宁皮革等，但并没有达到义乌的发展水平。因

此，针对义乌问题，结合浙江的实际，提出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建议。 

3.2.1 分离批发业商流和物流。目前，小商品批发市场已不再是传统的集贸式批发市场，正在向现代商品流通形式转变，

商流、物流的分离可以使商品在流通环节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仍能够通过直达供货保持简洁的物流过程，从而有效降低以物流

成本为主的流通成本，为批发业的升级提供合理的空间[8]。即，义乌批发商流布局在市中心区域，批发物流转移至郊区，使商

流空间的重心和物流空间的重心逐渐分离，从而有效的缓解城市交通、环境污染和土地资源紧缺等矛盾。分化重点是把以篁园

市场、宾王市场为核心的旧 CBD 的批发商流向以国际商贸城为核心的新 CBD 扩散，批发物流向产品生产基地义乌产业园区扩

散。批发业商流和物流的分离，可以进一步优化批发流通和商品生产的空间布局，增强义乌以批发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潜能。 

3.2.2 强化义乌在浙中城市群中的功能定位。根据浙江省人大审议通过的《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和义乌市域总体规划，

2020 年义乌全市城镇人口将达到 160—190 万人，其中主城区人口规模 120 万，主城区用地规模控制在 150km2 左右。按照

规划规模，义乌在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进程中，主导产业升级应与城市现代化联动，突破对某一主导产业的过分依赖，形成

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城市现代化共同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局面。目前，义乌市的市域城市化率达 86.4%，中央商务区、副中

心城区等功能分区逐渐明确，以发展总部经济、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增强城市功能，把义乌市建设成为集国际小商品贸易中

心、国际小商品制造中心和国际小商品会展中心为一体的浙中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3.2.3 形成圈层式结构的城乡地域集合体。随着义乌市作为浙中城市群中心城市所发挥的吸引与辐射作用越来越强，与周

边城市在产业布局、市场销售网络和交通通讯等方面会形成多层面的联动交融。浙中地区在义乌的带动下，逐步从以义乌为经

济中心的点状结构演变为圈层式结构的城乡地域集合体（表 2），形成由核心、紧密、松散和扩散圈层构成，向四周拓展的圈层

式地域结构。紧密圈层可以为义乌分担部分类型的批发市场，并联动其他圈层为义乌市场发展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其他圈层

城市可以利用义乌的市场平台，销售优势产品、获取市场信息。各圈层城市之间依托批发市场中心、物流中心、会展中心以及

相配套的金融管理中心，相互密切联系，强化各圈层城镇资源、产业和功能的分工与互补，促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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