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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研究我国市场经济先发地区的市场发源问题。地方性交易传统在长期

的历史演变中存在多种贸易形式和分工结构,保持了连续的变迁,通过产权制度创新最终确

立了制度化的市场经济。本文以浙江省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的方法,展

现了当地经商农民与地方政府的产权博弈过程和/鸡毛换糖0的演化过程,并结合市场创业

者的丰富事实, 对传统与变迁的历史结构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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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经济肇始于上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发育与

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浙江是公认的/市场大省0,义乌又是浙江市场的典型,是什么使义乌

成为市场经济的领先者? 市场经济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变革, 本文旨在从义

乌的案例出发, 在大跨度的历史结构转换中探究现代市场经济起源的历史轨迹和历史条件。

一、研究回顾、理论假说、分析框架的拓展

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内,研究建国以后的市场活动还不多见。向新等探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

计划活动的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在国家陷入经济困难时期,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是国民经济有益

的补充。¹ 徐建青概述了自新中国成立到 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商品市场的变化过程,认为尽管农

村市场在趋于缩小, 但没有完全关死,改革开放后成为流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º 至于哪一种流通渠

道能成为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徐文并没有最终的结论。因此,对建国后市场活动的研究需要

进一步解释市场活动的地位及其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作用。

吴承明指出中国市场的转化是从 16世纪的明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的, 但是我国真正有意识地向

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 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是: 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

格交易的转变, 需要一系列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 以明确产权, 中立化规则, 规范行为和执行罚

则。» 有效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制度能促进贸易扩大、分工扩展与经济发展,政府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效

率高于私人的保护, 政府提供非人格化的产权是现代产权制度的标志。市场交换活动是一个相对独

立、长期延续的过程,即使在计划经济主导时代也是如此, 但是制度化的市场活动开始于改革开放。

因此, 关于制度化市场活动的历史作用, 关键在于说明产权制度的形成以及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

用。

支撑本文关于制度化市场活动的一个理论假说,即本土化的商业传统在现代产权制度变迁下转

变为现代市场经济, 具体来讲包括以下两点: 一、市场经济的确立,一套由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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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的产权制度是市场传统向现代制度化的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条件。二、交易传统在一定的经济

社会条件下,通过产权制度的创新实现了市场活动的制度化。

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并不是哪一个理论可以虚构的, 需要有一个比较适合于再现历史进程中微

观主体的行为以及产权制度非人格化过程的理论。历史制度分析( HIA)重要的代表人物格雷夫认为

经济历史的核心问题是内在的策略性问题, ¹ 从博弈论的策略问题角度来考察经济历史,可以帮助

人们从经济主体的博弈行为或博弈策略的实施及相互影响来解释经济历史, 包括经济制度的变迁与

经济自身的发展。º 历史制度分析首要的问题是在于对制度的理解,在格雷夫看来制度是对微观主

体行为实施的约束, 是博弈行为的均衡。» 历史的制度分析注重历史事件及其内在联系,注重复杂的

事件与行为主体的交互影响。

白小虎解释了浙江义乌的/鸡毛换糖0传统经过若干个专业化分工结构的过渡,从个别的商贩转

变为组织化制度化的商帮过程。¼ /鸡毛换糖0演变为专业化贸易, 农副商兼业的农民转变为专业化

商人, 个体商贩成为有合法产权与地位的经营户、商行、贸易公司,在浙江省中部的义乌保留了历经

清、民国与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若干历史阶段的演变过程。本文的分析框架将延续这一工作,从两个

方面来展开历史制度分析,一是以产权作为另一条线索进行历史制度分析,分析作为历史过程中微观

主体对策行为的均衡结果 ) ) ) 产权及其保护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促使传统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中

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二是以专业化分工的结构演化作为一条线索,展示产权制度对传统演变的影响,

刻画近200年演变的历史结构,当然着重分析建国后 /鸡毛换糖0曲折的结构演化。

二、传统与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

(一)市场活动的产权博弈与产权制度的演变

白小虎较为完整地描述和分析了小商品交换传统 ) ) ) / 鸡毛换糖0成为专业化、组织化交换活动

的过程, /敲糖帮0的坐商、行商自发形成了内部各项制度,如等级分成的/公费0制度、实物借贷和货币
结算清偿制度等。但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断了市场活动的演化,农民商贩、商人群体为了争取

谋生手段,与相关政府部门展开了博弈行为, 导致了产权制度的演变,同时交易传统和分工结构也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

1、非正式产权制度:与生产队的博弈均衡。

解放前的/敲糖帮0是一个民间的帮会组织,建国后被解散, 传统的交易活动也因此萎缩。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严格限制私人经济活动,农村集市贸易也在控制之列。/货郎担0需要到集市上出售农副

产品,随时有可能被/打办0(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简称)人员抓获, 没收所得并处以惩罚。/货郎担0

的私人产权不具合法性而被任意侵犯, 但他们实施了一套逃避计划经济管制、自我保护私人产权的机

制。

途径之一是恢复古老的交易传统。交换对象仅仅局限于鸡毛等废旧物品, 主要用糖饼,偶尔带一

部分从集贸市场偷偷采购的小商品来交换,大大增加了工商主管部门的管理难度,降低了私产被侵犯

的风险。

途径之二是寻找生产队的保护。/鸡毛换糖0与集体农业息息相关,是义乌农业生产和社队企业

的需要,农民外出得到了生产队的支持和公社的默许。他们用交换来的下脚鸡毛为生产队提供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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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卖鸡毛所得的货币上交生产队并按一定的比例折算成集体农业劳动的工分。作为交换,生产队和

公社则为农民外出换糖开具证明。通过农民与生产队合作的制度安排,在小范围的计划经济体制之

内,私人的产权和市场交易活动取得了合法性,形成了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产权规则 ) ) ) 生产队打证
明、公社发放证件,这一条默认的规则从个别生产队推广到了义乌全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鸡毛换

糖0成了集体农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集体农业也成为其产权保护伞。

2、管制放松:与管制部门的博弈均衡。

/鸡毛换糖0一度被怀疑为/投机倒把0,但是对/鸡毛换糖0的管制一直很难奏效。一是由于所谓
/投机倒把0本身并没有确定的对象,随着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变动而变动, 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要由身

处第一线的/打办0人员来决定。打办人员不时放松了对/鸡毛换糖0的管制,减少对私产的侵犯。其

次, /鸡毛换糖0依靠流动经营规避管制,即使被没收,损失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管制/鸡毛换糖0的
成本在加大,收益在减少;而对于/鸡毛换糖0的一方,规避管制的成本在减少,而规避管制的收益却在

不断增加。在动态的过程中,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久而久之, /打办0对0鸡毛换糖0恰如形同虚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地方政府明确宣布开放农村集贸市场, 为寄身于集贸市场的/鸡毛换糖0增加了一

道保护伞,正常的活动不再列为/打办0打击的对象。
3、公办小商品市场:基层部门创新与化解风险的博弈均衡。

传统的农副兼业的/鸡毛换糖0是半专业化的分工,要向市场经济下的专业化分工演变,非正式产

权必须从根本上得到承认,转化为制度化的批发交易活动。卷入小商品贸易分工的不仅有从事批发、

零售的农民,还包括批发市场的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区工商所、县工商局逐渐接受农民商人的市场

活动; 县委县政府的价值判断受到工商管理部门的影响, 不至于贸然发布对地下市场的/格杀令0; 地

市、省级的主管部门不断收到下级的请示,不作明确表态。真正要使得制度创新能立于历史舞台, 底

层和基层的利益相关团体的行动是最关键的,他们的合力将会影响到决策层的政治意志并迫使其承

认创新的合法性。县委领导确立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基调, 在政策边缘加以限制性发展。基层干

部在上级主管领导的默许下, 大胆地制订了整顿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方案。

县委是直接承担创新风险的基层部门,默认是化解制度创新的政治风险的策略。工商所是直接

执行政策的基层部门,通过最基层的试验是风险最小的策略。在县委县府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

1982年8月 25日以稠城镇和城阳工商所的名义联合发布了整顿小商品市场的通告, 自行决定于 9月

5日开放小百货市场,给每一个经商者办理工商登记, 核发摊位证。小百货市场作为一个存在的事实

到最终得到正式承认,作为微观主体博弈均衡结果的产权制度的确立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二)市场活动的分工结构演变

1、产权对分工结构的影响。

产权博弈的分析展示了市场主体有强烈的自我保护财产和收入的动机, 即使在正规制度严重打

击下,也在积极实施各种策略来影响政府部门,最终推动了正式产权制度的建立。我们也看到了在产

权受到不同程度保护的同时, 市场活动的分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产权制度是分工结构演进的外生制约。纵观0鸡毛换糖0演变的历史,在产权效率这一维度可以

大致划分成两个区间,一是私人产权和私人经济活动不受侵犯、或者受到较好保护的制度,产权效率

较高,市场交换活动可以公开进行,为了通俗起见,名为/公开状态0; 另一种状态下财产权利制度禁止

私人产权和私人经济活动,市场主体随时都有可能遭受侵犯,只能被动地保护自己,以隐蔽的方式来

规避各种可能的侵犯,那么产权效率较低,故名为/地下状态0。市场活动(其实是分工结构)演化的交

易费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产权,如果产权保护得越充分, 自我保护的支出就越低,市场活动的范围就

越广。公开状态和地下状态是/鸡毛换糖0传统在演变过程中两种产权状态, 是划分分工结构演变阶

段的重要依据。

2、分工结构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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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结构演化的交易费用另一部分直接与交易方式相关,例如交易的媒介、规模等, 如货币为媒

介的交易费用就明显低于物物交换。交易费用越低, 交易效率则越高。交易效率是分工结构演进的

内生因素。根据交易媒介和交易方式将/鸡毛换糖0的传统分为三个区间, 在第一个区间是没有货币,

而且交换媒介自给; 在第二个区间交换媒介社会化,也可以通过货币来作为媒介,是专业化零售交易;

在第三个区间零售商的规模更大、交易范围更集中,是以货币为媒介的批发交易。这三个区间从低到

高的演进是受交易媒介、交易专业化的因素驱使的,是能连续、渐进的变迁。

通过产权和交易方式两个维度的组合,划分出 6个区间来反映 /鸡毛换糖0的传统与变迁中相对
独立的分工结构(如图 1所示)。在建国之前, 私人产权是合法的,但交易方式比较原始, 从传统副业

演变到敲糖帮时代的大规模商业活动。建国后,私人产权和私人活动受到限制,进而蜕变为当地农民

偷偷摸摸从事的地下副业,由于得到生产队非正式的保护, 演变为非正式地下零售。改革开放前夕,

经济管制相对放松, /鸡毛换糖0的规模扩大成地下批发, 只有当得到地方政府的公开承认和保护, 才

进入了公办小百货市场阶段。

图 1 / 鸡毛换糖0的 6 个分工阶段

A:专业商人的前身  B: 一般消费者

图 2 副业的分工结构图

就交易效率而言,传统副业和地下副业的分工结构没有本质

的区别,都需要用糖来换取鸡毛、杂肥, 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通

过农闲时节的交换活动, 有效地提高了剩余农业劳动的配置效

率。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粮食由/ 工分0所替代(如图 2 所示)。

传统副业和地下副业都在各自的产权制度背景下演进成专业化

的零售贸易,分工结构基本相同, 但毕竟由于社会的分工水平和

货币收入水平不同,前者由于缺乏货币资本, 因而发展出了一套

由行商和坐商组成的敲糖帮组织, 通过帮会制度将行商专业化贸

易的人力资本与坐商的货币资本相结合,化解了行商的专业化风

A1、A2:敲糖帮之行商与坐商  B:消费者

图 3 敲糖帮的分工结构图

险(如图3)。后者由于货币和社会分工水平(集

贸市场)的提高, 生产队工分的货币化、鸡毛加

工厂的货币、集贸市场以货币为媒介的小百货,

都有助于化解个人专业化的风险(如图 4)。

地下批发与公办小百货市场的分工结构基

本上是相同的(见图 5) , 是由地下零售内生演

进的。地下零售贸易的大规模兴起为批发贸易

提供了必要的市场规模, 化解了批发的专业化

风险。批发商或从国有集体商业渠道扩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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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下零售交易者  B:一般消费者

图 4 地下零售的分工结构图
 

A: 流动的/鸡毛换糖0  B1、B2: 国有集体商业渠道、企业  B3:自产自销  C: 消费者

图 5 小百货批发的分工结构图
 

源,或直接从周边的城乡企业取得货源,成为独立于计划经济流通渠道的专业化批发商。前后两个阶

段的区别在于产权效率, 产权制度创新取得成功后,地方政府率先开放了当时还是政策禁区的批发贸

易,实现了制度化的市场活动。

三、传统与变迁的历史结构

(一)分工结构与/鸡毛换糖0传统的历史结构

/鸡毛换糖0传统经历了 6种状态的变迁, 组成了完整的演化过程, 从本土化的贸易传统演变到现

代产权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走了一个/ Z0字形的曲折过程。小商品交易传统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

经历了多次变迁,但是制度化的市场活动仅仅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 20多年的时间。通过历史制度分

析,不仅从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动刻画出传统变迁过程中产权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市场活动的分工结构

演化的影响,使得最早的/鸡毛换糖0与改革开放前后的小商品贸易活动建立了结构性的联系。
根据产权制度的结构性变迁,在/传统与变迁0历时 200百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中分成若干个

阶段,第一个是解放前的/敲糖帮0时代,包括个人分散的敲糖副业和通过/敲糖帮0有组织的交易; 第

二个是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敲糖帮组织瓦解,在/鸡毛换糖0掩护之下开展小百货零售
活动;第三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变迁, 包括大规模的/小百货、糖换鸡毛杂肥0的交换活动、地下

批发市场以及开放小百货市场等若干事件。

本文已经对分工结构在特定产权制度下的演化做了逻辑上推理,而且在交易效率、产权效率两个

重要的变量维度上, 将/传统与变迁0划分出 6种前后相关但又明显不同的结构, 或者称 6个结构不同

的历史时期。其中/传统副业0、/敲糖帮0两个结构位于第一阶段, /地下副业0、/地下零售0两个结构

位于第二阶段, /地下批发0、/公办小商品市场0两个结构位于第三阶段。变迁可能发生在两个方向,

一是在同一产权制度下的交易效率的提高,二是由于不同产权制度而引起的变化。第二个阶段承上

启下,同时兼有产权和分工结构的变迁,因此最为关键。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发生了产权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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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变迁,导致交易方式的倒退,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发生交易方式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 同

时国家政策出现松动预示着产权制度方向的变迁。在该阶段下从事副业交换活动的农民商贩, 很可

能在下阶段继续从事经商活动,交易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地下的零售方式发展转变为地下批发

商,直至最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办小百货市场的第一代经营者。

(二)小商品市场创业者的历史变迁

三个阶段构成了传统与变迁连续的历史结构,每一个阶段还由若干个不同分工结构的时期组成。

第二阶段事关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如果要验证/传统向现代的变迁0这一假说,就必须有力地说明其与

第一、第三阶段的前后相关性。公办小商品市场第一代创业者的活动基本上集中在第二阶段,经历了

建国后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大变迁, 从最原始的副业做起, 最终成为小商品批发市场的第一批经营者。

根据现有资料, 本案例收集到了 20位第一代市场成立时的创业者, ¹ 而据历史资料显示,当时拥有

正式摊位证的个体工商户也不过二三百人。º 本文选取的 20位创业者, 大多是市场的骨干, 担任个

体户协会、市场党组织、市场自治组织的负责人, 通过他们来考察 200多批发市场最早的经营者的情

况有相当的代表性。

第二阶段与前后两个阶段的联系需要考察20个创业者代表多大程度上受/鸡毛换糖的传统0的

影响,同时如何实现向/小百货批发商0的转变,本文从籍地、从商经历、行商路线、经营种类、经营资本

这五个方面来验证传统与变迁的相关性。所谓籍地是指经商者的来源地,从商经历主要来描述经营

者在不同时期从事/鸡毛换糖0的方式及其变化, 经商者的行商路线,反映了/鸡毛换糖0的市场范围,

经营品种即不同时期主要的交换对象, 可以反映出市场活动的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经营资本主要考察

经商活动中资本投入的货币化程度以及资本的来源。

/鸡毛换糖0的传统区在以廿三里为中心的义乌东北农村,包括廿三里、下骆宅、华溪、尚经、平畴、

福田等十几个乡村。» 稠城镇有一部分接近传统的义东北,也是受/鸡毛换糖0影响比较大的区域, 地

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更好, 廿三里的地下批发市场一部分转移到了稠城镇。20个样本中来自义东北的

有10位, 其中有 4位就来自于廿三里, 6位来自稠城镇,其他 4位暂时不详, 但回忆录中都提及/鸡毛

换糖0传统对自己的影响。地下副业阶段的从业者都来自义东北,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地下零售和

批发阶段,经营者来自更多的周边地区,以不同的方式经营/鸡毛换糖0。
第二阶段的结构有地下副业、地下零售、地下批发和公开市场这四种情况, 其中 20世纪 60年代

从事副业的有 5位, 70年代从事地下零售的有 8位, 且其中有 4位的经营活动是前后连续的。70年

代末从事地下批发的有 9位,其中有 4位也从事过地下副业。1982年成为第一代市场经营者的有 17

位,其中前后连续的有 9位,新加入者有 8位。即使不运用复杂的统计分析, 也能看出/鸡毛换糖0的

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市场活动前后连续的人数在增加。每一个时期都不断有经营者加入,但也不乏

长期从事并不断改变经营方式的经营者,可见这四个状态是一个连续变迁的过程。

江西、湖南、安徽、江苏、山东是/敲糖帮0主要的活动区域。¼ 解放后市场范围缩小了许多, 只在

义乌周边县市活动, 后来专业化的活动有所扩大, 在地下批发市场兴起后,市场范围扩大到了浙江周

边省份,江西是最有代表性的市场区域。在地下副业时期有 4位到过江西等地, 地下零售时期新增了

4位, 都在传统的/鸡毛换糖0区域活动。在地下零售时期, 持/小百货、糖换鸡毛杂肥0许可证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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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金华、衢州、绍兴、杭州等地,以及外省的江西、安徽、福建等地¹。就市场范围和路线来看, 交

换传统在义乌得到保留和延续,前后200年间历史高度相似,江西等传统的/鸡毛换糖0市场在建国后

很容易接受世代相传的/货郎担0, 也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早期最主要的目标市场。但是地下批发兴

起后,市场活动范围明显发生了改变。有14位创业者到城乡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组织货源。经商活

动前后连续的 7位批发贸易创业者, 基本都从传统区域转向了沿海城乡工业发达的地区。

早期的交换物除了糖之外,还有少量面向妇女、儿童的针线、什物、金华火腿、义乌蜜枣等。º 地

下副业时期从业者还从集市贸易、供销社购入缝衣针、发夹、钮扣等小百货。1980年前后, 零售小百

货主要有两类, 一是家庭作坊加工的日用品; 二是从商业供销部门批发的日用商品。地下零售时期的

商品仍旧带有很浓厚的/鸡毛换糖0的色彩。不过当时政府已经发放了/小百货换鸡毛杂肥0的许可

证,糖已经逐渐退出了主要的交换范围,小百货已经成为了主流。随着经营方式的转变, 转为地下批

发为主后,商品种类开始有所改变,传统土产和家用什物逐渐淡出, 大量出现的是直接从国有集体商

业渠道和城乡工业企业组织的工业品。1980 ) 1982年间, 外出0鸡毛换糖0用纽扣、鞋带、别针、缝衣

针、拉链、橡皮筋、小包锁等,这些货源都是经营者从江苏、上海等地厂家直接进货的。» 在市场正式

开放后,批发商品基本上还继承了满足家庭日用的传统,但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在数量、质量、款式上大

有改进。综上所述, 从/鸡毛换糖0到小百货市场, 经营品种在传统与变迁的各个时期有着较强的延续

性。

交换活动需要交换媒介,交换媒介从实物到货币经历了一个货币化的过程。在社会分工水平很

低、消费者货币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 /敲糖帮0提供了一套替代货币资本的制度,使得分工结构从

副业演进到专业化的零售。地下副业受到了严格的管制, 但由于社会分工水平和消费者货币收入有

所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有助于逃避管制。地下副业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农副业的偶然性货币收

入,还从鸡毛加工厂获得一部分货币收入,以此作为零售的货币资本。1978年开放城乡集贸市场以

后,地下批发时期以货币为媒介市场迅速扩大,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才能从事专业化批发贸易。综上

所述,货币资本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传统是如何被继承又是如何被突破的过程。在 20个样本中地下副

业和零售业时期从业有 8位,其中有 7位以农副业收入作为投入,平均 35元;地下批发和正式市场时

期的经营者分别有 9位和 17位,其中 12位以农业收入、朋友借贷赠送、征地补偿、信用社借贷等作为

投入,平均达到 400元,而且其中有 7位通过借贷。

第二阶段是承上启下的, 既包含对传统的继承,同时也在不断地突破传统。6个时期中, 前三个

时段考察对传统的延续性,旨在说明市场经济的本源在本土化的贸易传统,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后三

个时段考察对传统的突破性,旨在说明产权有效保护后交易效率提高推动市场范围扩展对现代变迁

的重要影响。

前三个时期中, 义东北是经营者最集中的地域,随着时间的递延,在总体人数增加的情况下,来自

于义东北的比重逐年递减,而且在后三个时期递减尤为明显。地下副业与传统在经营方式上没有根

本差别,以地下副业的人数为基点,样本中从事过地下副业的人数比较稳定, 但是在经商人数上升的

过程中比重不断降低, 表明从业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改进经营方式。传统的目标市场在

200年间一直比较稳定, 以江西最为典型,货源市场主要在义乌本地。地下副业和地下零售时期基本

上继承了传统的市场范围;但是在进入批发后,主要的活动范围发生转移,从传统的目标市场转向了

货源市场。小百货的品种、工艺、数量在不同时期有很大差别,在前三个时期商品比较原始简单,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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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本地土产的专业化程度就低, 地下批发时期从本省、外省生产企业进货,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

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副业和地下状态下的经营方式。以传统副业为起点,资本投入基本以人力为主,但

不同时期的资本投入中人力资本的比重不同。在地下零售时段,有农副业生产劳动积累的货币资本

投入,因此是过去的人力资本积累。进入批发时期,从业者除自己的劳动积蓄外,还必须借贷 10倍左

右的货币资本, 人力资本的比重大大降低。可见货币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和媒介作用,突破了传统的交

易方式。

地下副业和地下零售时期在籍地、活动范围、经营品种、经营方式等方面与传统有着很强的延续

性;进入批发时段后,市场范围、经营品种、资本投入等明显突破了传统,表明传统发生了显著的变迁。

显然,改革开放后,政府管制政策的放松,集贸市场的开放, 乃至对批发市场与个体市场经营活动的公

开性、制度化的承认与支持,推动了古老的贸易传统实现向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转变。特别是公办小

商品市场开放后,专业批发是制度化的市场活动, 更多的人加入了批发市场, 传统的0鸡毛换糖0渐渐

从现代市场活动中隐退。

结  语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鸡毛换糖0的传统, 历史的曲折变迁反映了分工结构演变与

产权制度变迁相互影响的过程。1982年 9月, 由本地传统孕育的地下小商品市场成为由稠城镇和城

阳区工商所合办的公办市场, 这实质上是一次产权制度的变迁, 最终解决了产权的保护问题,彻底解

决了私人降低产权成本的努力,从而完成了/鸡毛换糖0自/敲糖帮0解散以来几十年间蜕变、复苏进而
获得新生的历史使命。本文在历史制度分析的框架下展示了义乌商业传统近 200年的变迁过程, 20

位市场创业者代表的创业历程展示了继承传统和突破创新的过程, 旨在表明现代市场经济可以在传

统的专业化分工中萌芽, 并在产权制度创新中最终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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