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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品市场助推个体经济起步创业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山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小商品市场，一个

是民族路小商品市场，一个是位于如今中山一路与富华道交会处的

西郊小商品市场。它们都是中山个体经济起步创业的见证。

1981 年，民族路被划为个体户摊档的集中路段。1984 年，该路

改为墟市，不作交通道路，称“民族路小商品市场”，以经营进

口时装、日用品为主，是石岐个体户摊档较集中的地方。民族路小

商品市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繁荣经济、方便市民、解决就

业的作用。在它的带动下，一批小商品市场建立起来。

西郊小商品市场是全国较早建立的小商品流通集聚地之一，该

市场始建于 1982 年，原名石岐小商品市场，后几经易名，“西郊小

商品市场”的称谓使用至今。今天的西郊小商品市场已迁址到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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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沙路。

两个小商品市场商品的品种很多，仅就衣服而言，就有牛仔裤、

仿绒西装、太空褛等各种式样，而且商品价格实行“随行就市”，

根据市场的变化灵活调整价格，不再由政府统一定价。小商品市场

的顾客来自全国各地。湖南、河北、湖北、广西、江西等省，北京、

天津等大城市，广州、佛山、江门及邻近县城镇，不论远近，都有

顾客慕名而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经数次搬迁和在后起的东

莞虎门服装批发的冲击下，西郊小商品市场规模和影响力逐渐减小，

但是，西区先后建立的龙瑞小商品市场、水牛城服装批发市场、中

南服饰广场等批发市场，无疑都受益于西郊小商品市场所奠定的基

础。

两个小商品市场的设立都用活了国家的政策。在当年的计划经

济时代，小商品极度匮乏，从 1982 年起，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措施，

包括《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抓好小商品、中小农具

生产和供应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

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的通知》等，中山县顺势而

为，切实解决小商品供不应求的问题，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此外，当年就业形势艰巨，国家鼓励和支持待业青年经营群众需要

而国营、集体经营未能完全满足需求的行业，只要是有城镇正式户

口的待业青壮年，都可以申请从事个体经营。1980 年 9 月，中山全

县尚有数千名待业人员，此后按人口自然变动每年增加 3000 名青年

劳动力。中山县大力发展小商品市场，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和民办集

体经济等形式。1981 年，全县共安排 9500 多名城镇待业人员就业。

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初石岐西郊华侨大厦（今富华酒店的前

身）与岐江河周边形成的大排档食街，也是中山第一代个体户第一

桶金的积累之地。这条食街名闻粤港澳，是一代中山人的集体记忆。

（本文改编自邱霖巧：《个体经济的黄金时代——中山小商品

市场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