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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的光景，是义乌人“闯”出来的，也是环境
“逼”出来的。

浙江的地形，是“七山一水二分田”。少得可怜的
人均耕地面积，让义乌难以像其他平原地区一样，仅
凭农业立足。商贸，成了当地在经济发展、人口增长
后，富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出口。在清朝时期，义乌
糖贩就开始大规模外出经营，被称为“敲糖帮”。

改革开放后，义乌一没政策倾斜，二无外来投
资，倔强的“敲糖帮”却再次在不利条件中逆势而
上，靠一双手、两条腿，外出找活路，闯出一片天，
最终成为世界小商品之都。

而今，互联网电商时代的到来，又让几度繁华的义
乌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一级一级
搞批发销售，这本是义乌小商品市场成长起来的依凭，
但互联网却把这种信息壁垒消除了。如果商品的价格、
行情基本透明，而且在电商平台就能卖出东西，商户为
什么还要花大把钱去租市场里的实体摊位呢？

形势又一次咄咄“逼”人，而义乌也再一次地
“闯”了出来。尽管电商模式冲击猛烈，但大部分商户

仍不愿离开义乌，“过去的名声和资源都在这儿，别人
要进货仍然会选义乌”，这是许多人的共同心理，这是
40年积累的品牌力量。

与此同时，义乌人也像他们的先辈一样，不断因势
而变，灵活地调整自己，顽强地适应时代。既然电子商务
之风劲吹，那就“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2012年，义
乌商城集团开发出了“义乌购”B2B电子商务平台，致力
于实体市场转型，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如今，义乌线上交
易额已经超过了线下实体零售交易额。

在交易虚拟化的背景下，义乌更进一步推进诚信
市场建设。不仅利用电子商务数据，让每个市场主体
都有一件“数据化”外衣，还建立专门的市场信用平

台和投诉渠道，定期公示处理进度与结果，邀请当地
法学院为商户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同时加强与经侦
平台的信息互通，对于有信用风险的主体，提前向采
购商与供应商发出预警，避免可能带来的损失。

如今，外贸出口占据了义乌小商品市场营收七成
的份额。要知道，全世界60%以上的圣诞节饰品都由义
乌供应，每年圣诞节前夕，欧美的贸易商便纷至沓来
采购商品。因此，除了商务模式的变化，义乌还面临
着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近年来，在美国“逆全球化”政策影响下，全球
贸易风雨如晦，但义乌市场的外贸格局已发生应对性
转变。义乌小商品集团发布的 2017 年财报显示，印

度、伊朗、伊拉克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义乌市场最主要
的对外贸易伙伴。

就在那一年，当伊拉克政府军在8月终于收复第二
大城市摩苏尔后，一篇名为 《义乌小商品“占领”摩
苏尔》 的文章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走出战
乱、百废待兴之际，义乌小商品对于伊拉克等国的意
义如同急救箱一般。

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义乌也在积极拓展东
南亚和南美洲海外市场。今天的义乌，商品遍布世界
22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以餐厨卫用具等强刚需产
品为主，行业结构更加多元，其对国际局势变化的承
受能力已逐渐增强，不再轻易受单个国家和地区局势
变动的影响。

义乌的天地，一定会越闯越宽广，义乌的光景，
一定会越闯越亮堂。

近40年兴盛不衰

义乌小商品的生意经

一件来自义乌的小商品，如何
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

从浙江义乌装箱，选择陆路，可
以搭乘9个方向的国际班列，去往30
多个国家，最远能到 1.3 万公里外的
西班牙马德里；选择海路，先到宁波
舟山港，则有 240 条集装箱航线，通
往全球 100 多个国家的 600 多个港
口；如果选择网路，则更为便捷。在跨
境电商线上服务平台，可以实现出口
清单一键申请、无纸报关、及时放行。
遍布全球的海外仓，可以把来自中国
的小商品运往世界各地。

以小商品贸易而闻名的浙江义
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从早年顶着“投机倒把”的帽子沿街
叫卖，到 1984 年提出“兴商建县”的
大胆口号；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商
业资金积累进军加工制造业，到进入
新世纪逐浪电子商务大潮……义乌
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买全球，卖
全球”。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
能看到中国小商品。

义乌见证着中国小商品在世界
市场中的发展壮大。在与国外市场
的同台竞技中，义乌小商品城如何
做到近40年兴盛不衰？

坚持诚信经营是根本。在义乌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学做生意，
先要学做人。”“我们在义乌经商，
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也代表义
乌，甚至代表中国小商品的形象。”
一位商铺老板说。在长期的经营
中，商户们自发形成诚信自律的良
好风气，市场管理者也在制度建设
和技术保障方面积极有为、大胆创
新，从而逐渐将义乌市场打造成中
国诚信建设的市场样本。

良好的产销关系是关键。义乌
小商品数量之全、更新之快居全球
之先。这里，集聚着最为丰富的小
商品生产、消费、流通的市场信
息，支撑和引领着整个产业链的发
展。在义乌，渠道触角伸入世界各
地，商品投入国际市场的速度最
快。由于消费者和制造商的连接，
商品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加速
了商品价值的实现。

“义乌有着非常好的产销关系，
生产厂家通过销量推动质量发展，走
向了质量型的生产轨道。”中国商业
史学会会长王茹芹认为，义乌的市场
机制、产销关系已形成良性循环，同
时，地方政府的推动功不可没。

商品集群，贸易畅通

中国小商品畅销世界

中国小商品在海外广受欢迎已
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小商品质量
的提高，有些已荣登超级市场的货架。

在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赛场，
金光闪闪的大力神杯来自广东东
莞，路边贩卖的吉祥物玩具来自浙
江杭州，数万球迷挥舞的国旗、呐

喊号子则大多来自义乌；
在去年的圣诞期间，中国生产

的圣诞树占到了全球的2/3。义乌一
家工厂，有 80%的圣诞产品运往欧
洲，纽约的圣诞装饰品和圣诞老人
玩偶也多来自中国；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繁华的市
中心，各类商店和超市中也可见中
国小商品，从工艺品、丝绸、服

装、瓷器，到海鲜、酱醋、风味小
吃，应有尽有……

中国小商品何以畅销世界？专
家认为，商品集群形成的规模效应
以及贸易畅通的营商环境是关键。

“中国小商品生产有历史、有技
术、有工艺，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小
商品体系。这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
基础决定的，小商品市场品类丰

富、功能齐全，解决了不同地区的
市场需求。”王茹芹说。

广阔的市场需求和丰富的产品
供给，让中国小商品形成巨大的规
模效应。以手机壳为例，中国是手
机壳全球生产中心，有 1000多家个
性化手机壳制造厂家聚集在深圳和
义乌两地。柔性手机壳批发价 3 元
一个，快递小包物流费用大概为 2

元，卖1美元利润就达40%左右。
此外，畅通的国际贸易也为中

国小商品走向世界提供了便利。尤
其是近年来，借助电子商务，中国
小商品与国际市场的距离更近了，
成本更低了。

阿里巴巴旗下面向全球市场的
零售平台速卖通已覆盖全球 220 余
个国家和地区，品类涵盖时尚珠宝、

服装、家具、电子产品等，平均每日有
超过 2000 万访客从速卖通选购商
品，每天平台上发往全球的包裹约
200万个。

中国小商品畅销世界，保证产
品质量是关键。王茹芹称，中国小
商品在起步阶段质量并不低，有着
独特的手工和技术，但是随着市场
利润的驱动，有一些产品质量出现
问题。她建议，小商品生产市场
化，需要合理的价格机制形成。“不
应该把‘便宜’作为小商品市场的
特征。小商品应该保持‘精’‘美’

‘廉’的统一，形成更健康的市场。”

“隐形冠军”声名在外

具体品牌还需加紧塑造

包含微距、鱼眼等多种功能的手
机镜头，集合火石、温度计、长绳于一
体的野外生存手镯，可以用激光灯划
出行车道的自行车尾灯，各式各样的
手机壳以及各种“神器”，可谓是“只有
想不到，没有买不到”。不少外国网友
表示，这些中国小商品虽小，却充满创
意，让生活工作更有趣、更便捷了。

品类丰富、功能强大的中国小
商品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品牌。然
而，像“多功能手机镜头”“自行车
尾灯”这样的热销产品，消费者只
能以其功能为产品命名，却没有一
个叫得出来的品牌名称。中国拥有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生产体系和市场
规模，但中国小商品市场多以经营
低品牌附加值的产品为主，长期以
来处于产业链低端，少有具体的产
品品牌。有的产品在全国乃至世界
市场占有率都很高，但却缺少品牌
塑造，只能做行业的“隐形冠军”。

为什么中国小商品声名在外却
缺乏具体品牌？王茹芹分析认为，
品牌是由市场形成的，市场上的知
名品牌多为大宗产品。小商品缺乏
品牌评估机制，且社会推广力不
够，所以缺少响亮的具体品牌。而
对商家而言，小商品单价价值较
低，经营者主要目的是盈利，品牌
意识比较淡薄。

那么，小商品有无必要塑造具体
品牌呢？品牌是产品在市场上的旗
帜，凝聚着产品质量、信誉和特色。小
商品有着大市场，做出自己的品牌，
就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小商品
也能做出大品牌。当然，对小商品而
言，销量是品牌的重要参数。”王茹芹
说。

正如日本的无印良品，同样是
以销售小商品为主，却能独具特
色，不仅在日本，在整个世界范围
内保持着令人羡慕的增长率。在与
零售商的合作中，品牌商开始处于
绝对的“主场”位置。

如何塑造中国小商品品牌？王
茹芹建议，除了政府引导，要更多
发挥社会团体、小商品协会的作
用，设置小商品品牌创新基金、完
善评估体系，形成更好的小商品推
广机制，促进小商品的质量管理、
品牌创建。

义乌：天地越闯越宽广
韩维正

义乌：天地越闯越宽广
韩维正

中国小商品 世界大品牌
本报记者 王 萌

从针头线脑到精美饰物，从鞋袜服装到毛纺织品，从各种
玩具到电子产品，义乌小商品在世界声名远扬。在义乌国际商
贸城，共有7.5万个商铺，180多万种商品，集聚着最为充裕
丰富、物美价廉、竞争力强的小商品。据说，如果在每个商位
前逗留3分钟，按每天8小时计算，需要一年半才能逛完。

在义乌，来自 100多个国家的 1 万多名客商常年居住于

此，每年都有180多万种商品销往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小商品看似不起眼，人人能做，处处皆有，但一旦形成规

模，就会产生巨大能量。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
制造国和集散地，中国小商品凭着巧工奇思获得各国消费者喜
爱。商品交换，文化交融，小商品背后，有着大市场、大文
化、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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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4月31日举办的第13届中国（义乌）文
化产品交易会，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法国、澳大利
亚、瑞士、意大利、乌克兰、匈牙利、南非、拉脱
维亚、保加利亚等45个国家和地区的1325家企业参
展。图为文交会非洲馆里，来自南非的客商在现场
演示非洲鼓。 吕 斌摄 （人民视觉）

中国品牌

义乌市自 2014 年开通“义新欧”中欧班列以来，
截至今年 7月底，共往返运行 463次，累计运载 38994
个标箱，辐射34个国家，成为全国开行线路最多、满
载率最高的班列。

图为 8月 27 日，暮色中的浙江义乌铁路口岸运输
依然繁忙，集装箱大卡往返其中。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