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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摊到商圈，从自由市场到集散中心……

小商品城，这几年

7次马不停蹄的扩建

1994年底，从马路市场
摸爬滚打而来的小商品城，
终于改头换面，卯足了劲儿
蓄势而发。

在小商品城的简介中，
以这样一段话开头：始建于
1993年，由潍坊交运公司集
团投资兴建，是鲁东地区最
大的综合性批发市场，坐落
于潍坊市区中心，西靠繁华
的商业街和平路，东距潍坊
汽车总站一里之遥，向南是
繁忙的火车站广场。经过七
次扩建……

很少会有哪一座小商

品集散地，会在不到20年的
时间内，前后扩建7次，我们
要注意的是，这样频繁的扩
建并非有意为之，甚至有点

“被逼”的意思。
慕名而来的淘金者太

多了，不扩建，从哪里找地
方安置这些疯狂的市场买
家还有卖家。

第二次扩建很快到来，
从原来的东、中、西厅的基
础上，约2000年，小商品城
二区开建，随后一、五、六、
七、八区建成。据称，所以没
有四区，是源于“中国传统

观念对4的忌讳”。
人民商品城工商局办

公室主任马汝波说，新的一
次扩建正在紧锣密鼓的审
批当中，“还差最后一个审
核”。新的扩建位置是，青年
支路的交运公司宿舍楼，将
可能改建成为20层以上的
商业楼。

15万平米，是目前小商
品城目前的建筑面积，12万
平方米，是小商品城目前的
营业面积，包括营业房2000

多间，摊位2000个，库房700

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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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经过7次扩建后的小商品城，已经变成一座绝不仅独
属潍坊的“特别购物市场”。

经历近20年，“人民路”小商品城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生根发芽
成长？何以成为潍坊商业版图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符号？

从一堆地摊到一个商圈
这个如今连入口、过道

等地方都挤满摊点的商品
城，摊位的价格用寸土寸金
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不到两个平方的摊
位，每个摊位的转让费用都
在十几万以上，位置好一点
的则会高达几十万。”一位
小商品城的业主说，以转让
的形式轻松就能赚到十几
万元，可见商品城的吸引力
之高。

潍坊小商品城从建成
开业以后，经济效益和辐射
面迅速提高，从对本地淘金

者的吸引，逐渐打出品牌，
吸引了全国各地越来越多
的业户来此经营。

从1997年开始，在小商
品城附近相继建成开业了
时代商城、工业品商城、广
丰家居商城、盛和步行街、
潍坊瑞源祥商城、和平商业
广场等9处市场，逐步形成
一个市场群。

这个市场群被叫做“潍
坊人民商城”，也是潍坊市
最大的市场群。建筑面积54

万平方米，经营面积38万平
方米，共有近4000经营户在

此经商，日流量达 1 0万人
次，年成交额超过60亿元。

这座商城，拥有专为商
城服务的16000平方米的客
运站和小商品城物流中心，
日发送500车次以上。经营
种类也从过去的针头线脑
变成小商品、服装、针织品、
鞋帽、布匹、窗帘、各种家
电、化妆品、箱包皮带、床上
用品、首饰领带、钟表、工艺
绢花和通讯器材等15大类，
一万多个品种。

比很多大型商超也毫
不逊色。

专门“配套”一个管理部门
人民商城的特别之处

还在于，这个跟一个区、一
个县的区域相比，实在是有
点小，从这一点来看，它应
该不够格设立专门的工商
分局。从1995年开始，与奎
文、潍城平级的“人民商城
工商分局”就应运而生了。

早在1988年8月份，人民
路工商所就已经成立，对该
片区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
进行登记注册，并且管理市
场“检查纠正工商企业违反
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取
缔无照经营”。

1994年底开始，随着小
商品城从一个“马路市场”
变成规模性的商品城集散
地后，市场挤满摊位。这里

的已被利用的空间逐渐变
多，一个工商所开展工作明
显吃力。

1995年，人民路工商所
从潍城工商局脱离，更名为
潍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小
商品城分局，管理小商品城
市场，并与潍城、奎文等局
平级。即是现在的人民商城
工商分局。

在潍坊，再没有哪一个
商城能够独有一个工商部
门，“一对一”引导、管理。

2000年，小商品城工商
分局的登记注册科成立，其
职责是专门从事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的登记注册。

2002年7月，分局设立经
济检查科，维护市场的公平

竞争，打击假冒伪劣和走私
贩私等不法交易行为，并在
2003年开展“维权反欺诈”
活动，历时4个月，查处假冒
伪劣商品达10大类，价值达
12万元。

2005年5月，按潍坊市工
商局的统一部署和规划，分
局对辖区的个体工商户和
企业进行重新摸底，对辖区
内3500多户个体工商户进
行分层分类登记，这相当于
给个体工商户和企业建立
了完备的“动态经济户口”。

市场的发展壮大过程，
必然承载着复杂性的增加，
在这样一个相对狭小却“人
满为患”的空间，设立一个
分局，大势所趋。

永远都在进步，从未
遇到瓶颈的市场是不存在
的，商品城发展到今天，
许多的问题也显现出来，
空间发展的局限性和商场
服务质量的短板，逐渐成
为管理者和经营者以及消
费者的关注焦点。

现有的市场配套已经
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甚
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城
经 济 的 发 展 ， 比 如 停 车
位 、 仓 库 紧 张 ， 交 通 堵
塞，营运不畅、货物无处
存放等问题。

另外，现有的售后服

务网络、售后服务人员素
质以及售后服务设施也不
能与现在适应。

解决这些问题，路才会
走得更远。人民商城工商分
局局长王爱红说，发展至今
的人民商城，已经成为山东
省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之
一，它的地位，应该是潍坊
小商品市场的代表。

“全市看潍坊市区，
潍坊市区看小商品城。”
王爱红这样定义小商品城
在 全 市 小 商 品 贸 易 中 的
“不二”地位。

从这座商城走出去的

成功淘金者很多，“一个
做十字绣的业户从一开始
在 网 上 卖 ， 原 本 买 卖 不
好，可是从进入商品城市
场以后，经营的效益就发
生了好转，而且很迅速，
现在这个业户自己生产十
字绣，自己卖，资产已经
超过了1000万。”

这样的事例很多，但
是，传统的经营者如今承
受 着 越 来 越 大 的 压 力 ，
“不变革就会被淘汰。”
王爱红加强了语气，“到
了老市场提升品位的关键
时候了。”

不是马路市场也不是商超

▲小商品城
已经成为潍坊最重
要的商业集散地之
一。

▲小商品城因为
货物齐全而成为潍坊人
心中的购物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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