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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个体户发展的历史轨迹

——基于汉正街个体户的口述史
1

李 詹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摘 要】：个体户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产物，其发展史不但是我国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改革

开放后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缩影。汉正街市场是改革开放之初“对内搞活”的试验田，也是全国著名的小商品市

场，汉正街个体户成为探索我国个体户发展史的代表性考察对象。根据汉正街个体户的深度口述访谈，发现改革开

放以来个体户发展经历了羞涩发韧、迅速成长、自然分化和谋求转型四个阶段，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机会结构变

迁是影响个体户整体发展和造成个体户个体差异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改革开放史；个体户；发展轨迹；机会结构

一、引 言

个体户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产物，其数量从 1978年的 14万户增长到 1999年的 3160万户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结构

的改善和质量的提高，个体户被私营企业部分替代，在 21世纪初出现增长放缓甚至下降的趋势②。2005 年全国个体户户数和个

体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比例开始恢复上升，并分别在 2009年和 2013年超过 1999年的历史高位（见图 1）。然而，与此同

时，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近些年来个体户发展瓶颈日益凸显，个体经济进入转型调整期③2。

图 1 1990-2016年个体户总体发展情况⑥

                                                       
1[作者简介]：李詹，男，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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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①《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个体经济健康发展——我国个体工商户稳定增长》，《人民日报》2012年 8月 28日。

②李昆、赵昌文：《中国个体经济：30年的变化与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6期。

③刘淑春：《个体户转型瓶颈与“个转企”战略——基于浙江省规模以下工业个体工商户的调查》，《改革与战略》2013 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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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展现的总体趋势无法反映个体户发展的细节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影响。从个体户发展对外部的影响来看，

时宪民以北京市西城区个体户为考察对象，认为个体户对国营部门的冲击促进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使基层社区政府的

行为方式及社会分工格局发生了变化
①
。董明以义乌市的个体户为考察对象，指出个体户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状况会对地方社会变

迁产生影响
②
。并且，个体户对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张华通过对 656名山东青年个

体户的调查，指出个体户的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③；王爱丽则根据哈尔滨市南岗区个体户的调查结果，发现个体户

的生活方式深深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具有享乐消费、炫耀消费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的世俗化过程，还造成了

现实社会的道德失范④。从个体户自身发展来看，符平通过对湖南某镇 20 位个体户的访谈，认为在个体户的创办中，先赋型社

会资本比自致型社会资本更加重要，而在个体户的经营中，自致型、私人网络型的社会资本则更加关键⑤。

由此可见，个体户作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改革开放之初二十多年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存

在和发展曾经备受关注，并在 21 世纪初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十大社会阶层之一⑦。此后，虽然个体经济的发展依旧有助于促进

经济增长、拉动社会投资、创造就业岗位和增加财政收入⑧，并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⑨，但

是个体户的竞争加剧，其阶层内部流动趋于平缓⑩。而且为了突破自身发展瓶颈，一部分个体户选择“个转企”这一最现实、最

有效、最具操作性的路径⑪3，然而“个转企”后的个体户也不再是个体户。因此，近些年来个体户的发展并非像统计数据显示

的那样美好。

个体户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重要群体，迄今为止，学术界不但对近些年来个体户发展的新变化不够重视，而且主要关

注于某段时期内的个体户发展，未能充分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个体户发展的全部过程和时期差异，对个体户发展历史轨迹的研究

更是尚付阙如。在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学术界有必要对个体户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还原，这不仅是因为个体户发展史是改革

开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缩影。

个体户是个体所有形式的小型经济经营者，“户”体现出个体经营的家庭化特征，以此与雇工区别开来，在改革开放之初，

更容易得到政策的允许。但是小型经营也导致个体户数量庞大，流动性髙，难以像私营企业那样组织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因此

专门研究个体户的学术成果普遍基于在特定区域内开展的实地调查，并且主要采取以观察和访谈为主、问卷调查为辅的实地调

查方式。

对此，本文选择武汉市汉正街的个体户作为考察对象，原因在于汉正街市场于 1979年率先在全国恢复个体经营，是改革开

放之初“对内搞活”的试验田和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此经营的个体户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历史代表性。

目前，有关汉正街个体户的文献偏重进行宏大的历史叙述①，微观调查资料极为有限，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汉正街个体户的深度

口述访谈，探寻改革开放以来个体户发展的历史轨迹，由此探究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个体户群体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内在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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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中期：悄然发韧

改革开放之初，在政策许可下，一些城镇无业人员和胆大精明的农民迫于生计，开始从事个体经营。他们是最早的一批个

体户，也成为当时“对内搞活”的重要力量。但是，个体私营经济毕竟在我国消失了 20 多年，许多人依然对个体经营抱着观

望，甚至怀疑的态度。在政策风险和身份歧视的双重顾虑下，个体户在悄然中发韧。

1.当个体户：无奈的选择

20世纪 70、80年代，城镇居民就业的主要选择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只有在城镇找不到工作的居民才会迫不

得已从事个体经营。有位受访者的父母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驻汉正街经商的第一批个体户，后来子承父业，在汉正街经商多

年，他回忆道：

文革后，父母返城，没有工作，就来到汉正街谋生。当时，汉正街的个体户不多。有正当稳定工作的，谁会跑到汉正街去

做买卖？那时，还有人称我父母是干“投机倒把”的，一旦政策有变化，弄不好我父母要去坐牢。不过，那时的生意不错，我

家兄弟姊妹三个人没有正经工作，索性给父母帮忙搬货、守摊子，一家人吃饱穿暖没有一点问题。（访谈资料 20170903）

相关史料也显示，在汉正街放开个体经营的最初一段时期内，个体户的数量并不多。1982年 10月，具有营业执照和临时执

照的个体户也只有 103家②4。虽然当时个体户的收入不错，但是许多人认为从事个体经营存在政策风险，当个体户只是在难以就

业条件下的无奈选择。

2.政策允许与身份歧视

1981 年 7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在政策上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1983-1985 年，

中央连续 3 年的 1 号文件都要求放宽政策，扶持个体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也纷纷解放思想，出台相关文件，允许个体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1979年 9月，武汉市政府率先发布一个红头文件，提出恢复和发展集市贸易，给个体工商户颁发营业执照。1982年，

浙江义乌提出了“四个允许”政策，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但是社会大

众对个体户的态度却与各级政府大相径庭，社会对个体户的身份歧视依然存在。有位受访者跟随其父在汉正街经商多年，其父

也是 20世纪 80年代初进驻汉正街经商的第一批个体户，他谈道：

80 年代初期，由于工作没有着落，我就跟着我父亲在汉正街做生意。那时，我二十多岁，正是找对象的时候，但是有着城

市户口和稳定工作的女孩子根本看不上我。我父亲一个也在汉正街当个体户的朋友，他的一个儿子有正当工作，在一个国企里

当司机，找对象就比我容易多了。（访谈资料 20170904）

婚恋状况是考察身份认同的重要视角。从上述访谈材料来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与国有企业职工相比，个体户在婚

恋市场上处于劣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社会对个体户的身份歧视。毕竟，在传统文化中，商人处于社会末流，而且在改革

开放之前，国家不允许私人经商。久而久之，社会普遍认为商人是势利小人，而个体户更是摆不上台面、唯利是图的社会底层

群体。

3.流动性、临时性经营的普遍存在

                                                       
4①朱文尧：《汉正街市场志》，武汉出版社 1997出版;刘富道：《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崇文书局 2007年 出版；陈佑湘：

《汉正街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年出版。

②刘富道：《汉正街三十年》，《武汉文史资料》（改革开放 30年纪念特刊），200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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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初期，拥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个体户采取固定经营模式，但是还有一部分个体户，没有个体工商户执照，

他们的经营既没有固定的摊位，也没有固定的时间。汉正街早期的个体户将这种流动性、临时性的经营称之为“撮短水”。一

些经历过汉正街早期发展的受访者都谈及“撮短水”的常见。

当时，干个体毕竟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事情。有些个体户不办执照，小本买卖，有空的时候摆个地摊就够了。反正，当时

的汉正街不愁货卖不出去。虽然“撮短水”能赚到钱，也不用过分担心政策变化，还可以等待正经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是无

证经营，要躲避工商部门的管理，而且这种经营方式不利于生意发展。所以，一些“撮短水”的个体户，后来就想着要弄个固

定摊位、办个个体户执照了。（访谈资料 20170912）

从上述采访材料来看，上世纪 80年代的短缺经济和不够规范的市场管理，为“撮短水”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虽然这

种流动性、临时性的个体经营是无证经营，但是这种经营方式的普遍存在也是当时个体户对政策风险和身份歧视的一种回应。

三、20世纪 80年代后期至 90年代中期：迅速成长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对个体经济予以充分肯定，彻底扫除了城乡

居民从事个体经营的社会认同障碍。并且当时个体户致富的情况比较普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从事个体经营，甚至少

数大学生也开始成为个体户。此外，地方政府和乡土关系进一步加快了个体户数量的增长，个体户发展进入迅速成长的阶段。

1.当个体户：致富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直至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我国商品市场呈现显著的卖方市场特征，从事个体经营的经济收益较髙，坊间甚

至戏谑：“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有位受访者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发迹于汉正街，目前是武汉某纺织企业的董事长，

他回忆道：

读大学以前，我父亲就带着我的哥哥姐姐在汉正街做生意。起初，我并不想当个体户，那时大学生的工作还是不错的。但

是 1988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乔石视察汉正街，对市场发展给予充分肯定，而且我从父亲那里了解到，只要货源充足，不

愁在汉正街赚不到钱，因此毕业后我也当起个体户了。当时，大家的思想观念已经扭转过来了，经商不可耻，赚钱来自于我们

胆子大、肯吃苦、脑袋活，许多怀揣着致富梦想的年轻人涌入汉正街。（访谈资料 20171001）

在受访对象中，除了上述受访者以外，还有 6 位受访者也亲身经历过那段个体户的黄金岁月，他们也指出，当时汉正街个

体户的收入普遍比较可观。社会对经商致富的认可和从事个体经营带来的较大经济收益是个体户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至 20世

纪 90年代中期迅速成长的根本原因。

2.基层政府助推个体户集聚式发展

随着个体户数量的迅猛增长，个体户对市场秩序和经营空间的需求不断提升。作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汉正

街涌入了大量个体户，面临着摊位短缺、占道经营等问题。对此，一位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进驻汉正街的个体户说道：

我刚来汉正街的时候，汉正街拥挤得不得了，街道两旁摆满了摊位，街道中间满是全国各地过来进货的客商，各种口音混

杂其间。市场火爆，一摊难求，有些个体户就在街道上找空隙，放货或者摆摊。那时，你想在汉正街走直线是不可能的事情。

（访谈资料 20170908）

于是，汉正街市场的相关管理部门顺应形势，启动改造工程，新建小商品大楼，拉开了汉正街个体户由露天经营向室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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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转变的大幕。有位受访者是当年进驻小商品大楼经营的个体户之一，他谈道：

小商品大楼的新建给我们这些后来者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正街摊位紧张的局面。并且，小商品大楼作

为新建的经营场所，更容易形成商品类别的分区，同种商品尽量聚集在一块区域内经营，便利了进货的客商，于是就吸引更多

的客商来到这里进货，有利于个体户的发展。（访谈资料 20171006）

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前，个体户发展主要是政策允许和个体户自发式推动的结果。然而，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基层政

府开始规划商品市场的改造和兴建，此举扩大了经营场所，规范了市场秩序，引导了个体户的集聚式经营，为个体户搭建了良

好的发展平台。

3.乡土关系加速个体户爆发式增长

财富效应吸引着外地人来到汉正街当个体户，其中尤其以浙江人居多。有位受访者是浙江人，20世纪 90年代初来汉正街经

商，如今已在武汉定居。

我刚来汉正街的时候，20 岁出头，是跟着同乡的长辈和哥哥一起过来的。当时，他们的生意做得大些，我属于小打小闹。

我们同乡住在同一个小巷子里，经营的摊位也在同一个小区域内，大家相互介绍客户、相互调拨货源、相互拆借资金，在生意

和生活上相互有个照应。（访谈资料 20171003）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完善，市场主体的法律意识也不强，因此交易双方的信用往往建立

在熟悉的个人关系之上。市场主体之间乡土关系的存在则有利于增强双方的信任程度，使乡土关系成为替代性的非正式制度安

排。同乡之间的相互介绍，迅速扩展了个体户的社会关系，有利于丰富个体户的资金、劳动力和信息等市场要素，推动个体户

经营规模迅速增大，盈利水平快速上升，吸引更多的人成为个体户。

四、20世纪 90年代后期至 2009年左右：自然分化

20世纪 90年代后期，我国消费品供给紧缺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消费品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个体户群体较普

遍的发财现象终结，个体户在事业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出现了明显分化。这种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1.当个体户：冰火两重天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制造业产能的持续扩张，区域性商品交易市场在全国各地涌现，为个体户提供了更多的经营平

台，但也提升了个体户之间的竞争程度。对此，一位浙江籍的受访者说道：

90 年代末，大家生意好坏的差距开始变大，有些客流不断，有些冷冷清清。当时，我们浙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蒸蒸日上，

回家的老乡逐渐增多。但是，从我身边的老乡来看，回家做得比较好的，基本上以前在汉正街的生意也还不错；在汉正街做不

好回家的，在浙江也很难做起来。不过，那个时候，还是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当个体户，毕竟个体经营还是有发财的机会。（访

谈资料 20171004）

可以说，个体户在经历迅速成长后，进入了优胜劣汰的分化阶段。一方面，一些个体户依然盈利不菲，甚至一些新的个体

户依然能够迅速致富；另一方面，一些个体户的经营状况显著下滑，甚至退出市场的情况也不少见。

2.经营品种的关键性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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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消费市场扩张，乡镇消费市场萎缩。而且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消费升级成为人民生活水平提

升的具体表现之一。于是，经营城镇消费升级类商品和服务的个体户成为受益者。一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来汉正街经营饰

品的受访者谈道：

从部队退伍后，我来到汉正街卖饰品。刚开始，生意一般。经过两年多的摸索和坚守后，生意开始走上正轨。当时，在汉

正街卖饰品的还不多，我的供货商又品种多样，所以生意越来越好。我能感觉到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家越来越讲究，对饰

品的需求提升，这也成就了我的生意。（访谈资料 20171005）

一位经营雨衣的受访者则是另一番景象。他从 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在汉正街销售雨衣，在 20世纪 9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

其雨衣生意相当火爆。他回忆道：

90年代末，我的雨衣生意急转直下。在 2000年前还能勉强维持，到 2000年后完全就是亏本了。转向并不容易，毕竟做了

那么多年火红的雨衣生意，思维已经固化。年龄也不小了，懒得去折腾，就不做生意了。像我这种情况，当时在汉正街并不少

见，比如卖针线、扣子等小百货和卖螺丝、弹簧等小五金的个体户，都受到了巨大冲击。（访谈资料 20170902）

而与上述这位受访者同期成为汉正街个体户的另外两位受访者，则分别经营针织品和化妆品，在 20世纪 90年代末至 2009

年左右，继续实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财富的增长。当然，经商头脑、个人性格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是影响个体户分化

的重要因素，但是城镇化引致的消费结构转变和居民收入提升带来的消费升级却使经营品种成为影响个体户分化的关键因素。

况且路径依赖也存在于个人发展之中，经营品种的转变并不是容易做出的决定。

3.经商头脑的重要性提升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近 20年里，个体户往往被社会大众视为“暴发户”的代表，文化素质低下，依靠时代机遇，凭着胆大和

吃苦耐劳，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但是，个体户对这种认识并不完全同意，受访者普遍表示：

在 90 年代后期之前，汉正街的生意确实比较好做，但是说完全不需要经商头脑，是个傻瓜都能赚钱，就纯属胡说八道了。

那时，进货不需要太多眼光，但是你能不能拿到货、你能拿到多少货、以什么样的价格拿到货也是需要技巧的。当然，90 年代

末就不是进什么货都容易卖出去的年代了。选货眼光、时机把握和销售技巧显得越来越重要。据我所知，一些做针织品的老板，

由于把握不好市场潮流，销量下滑厉害，只能寻求其他出路。而有些服装老板，只要命中一个火爆的款式，一季就能发财。（访

谈资料 20171011）

由此可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个体户经营状况的个体性差异变大，经商头脑成为影响个体户经营好坏的重要因

素。口述访谈还普遍提及一个情况：20世纪 80年代，一些小学文化或者初中文化的个体户经营得风生水起，但是其中的很大一

部分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开始的优胜劣汰中退出市场，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水平低的个体户在把握市场趋势和生

活潮流方面存在不足，哪怕他们经营消费升级类的商品，却依然在经营模式和产品样式选择等方面滞后于市场。从这个角

度来讲，经商头脑重要性的提升是对之前迅速成长的“大浪淘沙”。

五、近十年：谋求转型

近十年来，电商、微商等新业态迅猛发展，在推动个体户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对个体户的传统经营方式造成了巨大冲

击。消费品市场总体供过于求的状况又进一步加剧了个体户之间的竞争，这都迫使个体户在经营方式和经营品种上主动谋求转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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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个体户：为了生计还是为了创业？

随着商品流通市场的全面开放和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个体户的致富光环彻底褪去。虽然，新的个体户依旧不断涌现，但

是他们致富的机会越来越小，个体经营更多成为一种谋生的方式。有位受访者从 2009年开始在汉正街从事体育用品经营，他谈

道：

之前给别人打过几年工，积累了一些销售经验。出于创业的目的，于 2009年来汉正街当个体户。自己当老板后，才切身体

会到做小老板的艰难。在汉正街做生意不像那些高大上的企业，尤其像我这种还没做起来的，进货、整理库存、销售、记帐这

些事情都是我亲自动手。只要肯吃苦，脑袋灵光些，收入确实比我以前打工强。但是，近两三年，打工的工资涨得蛮快，我和

我爱人在想，是不是把店关了，再去打工。毕竟，自己当老板太操心，而且市场已经很成熟了，发财太难。只是我也 35 岁了，

出去打工，哪个岗位合适我呢？反而守着这个店，全家糊口还是没问题的。（访谈资料 20170907）

虽然个体户的致富机会远不如以前，但是新个体户从事个体经营的初衷依然是创业，毕竟从事个体经营是低门槛的创业方

式之一。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低门槛，大量的新个体户并不具备在当前日新月异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脱颖而出的核心竞

争力。对于许多个体户而言，个体经营变成一种谋生方式。

2.经营方式的多样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商、微商等新的经营方式逐渐普及。在此背景下，一些个体户开设网络销售平台，并与实体经营

互为补充。对此，一位经营服装的受访者说道：

我做的是品牌服装，压货成本比较高，不过现在大家对服装的款式和质量都有要求，相对来讲，品牌服装的利润率还是高

些，能不能做好主要看自己对潮流的把握和怎么与客户打交道。我们也开网店，网店以零售为主，实体店以批发为主。实际上，

像我们这种经商二十多年的，多少有些实体经营的传统情结。但是这些年电商发展太快了，在电商平台上购物的消费者太多了，

对实体店冲击太大，我们也只能适应。不过实体店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批发商还是要亲眼看到货，才能做出进货量多少的决策。

所以，不但我们这些实体店依旧在营业，而且一些做得较好的线上个体户也在增设实体店。我们这个商城里就有这种情况。（访

谈资料 20171010）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的个体户分化过程中，个体户群体内部进行了优胜劣汰，依旧活跃在市场中的个体户一般具有

较强的经商能力，并且拥有较为稳定的供货渠道和销售渠道。对于新个体户而言，面对市场饱和的形势，革新经营方式就成为

新个体户实现创业致富的策略之一。于是，近些年来，专营网店的个体户数量急剧增加。与实体店相比，网店具有运营成本的

优势，对实体店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实体店经营的个体户也以电商销售作为补充，迎合外部环境的变化。但是，亲眼所见和

亲身体验的优势使得实体店依然有存在的需要，一些线上个体户也通过增设实体店来弥补网店经营的劣势。如今，既有专营实

体店的个体户，也有专营网店的个体户，还有将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个体户，其经营方式呈现多样化特征。

3.经营品种的经常性变换

在口述访谈中，从事个体经营 20年以上的个体户普遍谈到一个现象：一些新个体户不断变换着经营品种。

过去，我们做生意只做一种商品，卖内衣的就一直卖内衣，卖雨伞的就一直卖雨伞，因为我们信奉生意都是守出来的。只

要你固定一个摊位，货源有保证，每天起早贪黑出摊子，总有一天生意会好起来。如今经常看见，去年还在这里卖饰品的，今

年就在另一个市场里卖包包。（访谈资料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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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个体户经营多变的原因，一位受访者的亲身经历提供了一些启发。他于 2010年进驻汉正街从事个体经营，7年时间

已经经营过 3种商品。他说道：

刚来汉正街时，我卖内衣，做了两年，没赚到什么钱，就改行去卖包包。做了两年，发现也难以发财，就转营体育用品，

因为觉得大家越来越重视健身。不过，我们进来晚了一些，这个市场已经成熟了，也不好做。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维持，有些

个体户变换一两次经营品种，就把本钱亏没了，只能离开汉正街。（访谈资料 20171007）

由此可见，随着个体经营的致富难度越来越大，一些新个体户通过尝试不同的经营品种，来谋求可观的盈利。个体户主要

采取挖掘新产品或者追随当前热点的方式来变更经营品种。新产品往往具有较大的市场不确定性，在风险补偿的原则下，个体

户对新产品往往有着更高的收益要求。然而，在汉正街这样主要经营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市场里，被市场认可的新产品很容易迅

速被其他个体户模仿，不但拉低了新产品的预期收益，而且加快了新产品达到市场饱和的速度。在此状况下，未获得竞争优势

的个体户，就很可能会去尝试再次变换经营品种。经常性的经营品种变换虽然提升了个体户在供过于求市场环境中捕捉到市场

潜在热点、获得致富机会的概率，但是也不断消耗着初始投资。有些个体户经过多次变换，依旧难以在市场立足，只能退出个

体经营。

六、结语：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结构变迁与个体户发展

从个体户的整体发展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政策上允许了个体经营，短缺经济也为个体户提供了致富机遇，但是社

会大众对个体户的身份歧视使得个体户只能在羞涩中发韧。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大众对个体户的态度显著改善，

对经商致富逐渐予以认可，卖方市场还为个体户提供了遍地的致富良机，于是大量民众涌入个体经营，并且在基层政府的推动

和乡土关系的作用下，个体户发展经历了一段迅速成长。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买方市场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到来，个体户内部的优胜劣汰加剧，一部分个体户依然获得可观的财富积累，但是也有一部分个体户由于经

营品种不符合消费升级趋势或者经商能力难以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逐渐被市场淘汰，个体户发展进入自然分化期。近 10年左

右，在消费品市场整体上供过于求的背景下，面对电商、微商等新业态的冲击，个体户实行多样化的经营方式，并且新个体户

还经常性地变换经营品种，积极谋求转型，寻求继续发展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户发展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个体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短缺经济、卖方市场、买方市

场、消费升级、整体上供过于求等市场环境。在此过程中，胆大、能吃苦的个体户首先发家，然后精明、有眼光的个体户脱颖

而出，如今，没有知识和技术的个体户难以致富。

个体户发展的历史轨迹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市场转型造就出各个时期不同的市场环境，为个体

户提供了不同的机会结构，对个体户的整体发展和个体差异产生影响，表现为个体户的发展轨迹与机会结构变迁的路径一致，

并且个人禀赋与机会结构形成共振的个体户成为市场经济不断深化过程中的受益者。当然，以汉正街个体户作为访谈对象的研

究方法只能管中窥豹，今后还需要通过更加广泛地调查研究来积累丰富的历史档案和统计资料，更加清晰细致地还原个体户的

发展历史。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个体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早的“弄潮儿”，是我国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市场力量。在深化

改革开放的今天，政策上依然应该重视对个体户的保护和激励，在规范经营的前提下，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拓展他们的创业

前景，释放他们的创新活力。这不仅有利于继续充分发挥个体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作用，而且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共同

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①5。

                                                       
5
①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