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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私营经济萌芽绽放

1969 年，永康出现了第一批社队企业。

到了1978年，全县社队办集体企业超过1000

家。随着农民办企业的渐渐兴起，为后面的

个私经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1978 年，国务院 1 号文件《进一步开创社

队企业新局面》出台，个私企业受到肯定和鼓

励。永康县委、县政府结合实际，相继制定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乡镇集体和个私企业的优惠政

策，全县农村很快形成了“社办、队办、联户办、

个私办”工业四轮驱动的格局。1991年1月，县

委、县政府推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14项政策措

施，是年底，全县有个体私营工业企业6083家，

总产值3.59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22.8％。

1992 年以后，我市个私企业陆续走出家

庭圈子，拓展场地，建造厂房，购买现代化设

备，不断提升档次。当年，市政府提出《关于

切实稳定乡镇企业的几点意见》，要求在撤

区、扩镇、并乡工作中，继续贯彻“抓乡、扶村、

引个”的指导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将

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推向新高潮。市政府推

出了三条措施：一是抓重点镇。与古丽、芝

英、古山三镇签订乡镇企业“八五”计划责任

书，对率先按时完成工业总产值 10 亿元计划

的乡镇领导和干部给予重奖；二是抓重点工

业“十区”。各乡镇普遍办工业小区，推动工

业发展。有关部门实施“数镇率先，沿线拓

展”的策略，集中力量重点支持古丽、芝英、古

山、花街、石柱、清溪、胡库等镇乡工业小区，

取得明显成效。三是抓重点服务。市领导对

发展潜力较大的一批私营企业，逐个进行现

场办公，全力支持他们上规模。同时制定上

等级企业激励办法。县乡镇企业局等有关部

门开展全方位、立体式服务，解决了一些重点

企业的燃眉之急。全市设立工业小区 103

个。

1993 年 5 月，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

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规定》，

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当年全

市个体私营企业完成产值 29.5 亿元，占全市

工农业总产值的 64.3％。1996 年 9 月，超人

集团荣获全省最佳民营企业称号，70 家企业

跻身全省重点民营乡镇企业行列。

1998 年，永康开始实施“做大、活小、育

专”和“名牌、名企、名人”的战略，个私经济快

速增长。全年个私工业总产值 169.2 亿元，占

全市工业总产值 88.4％，产值、税收比上一年

分别增 33.7％和 39％。全市私营工业企业

3867家，个体工业企业5382家。

2000年，我市开始实施“五金名城”战略，

个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06 年，全市有个

体私营工业企业 9288 家，从业人员 15.43 万

名，实现工业总产值 584.1 亿元，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的 88.9％。全市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

以上的规模工业企业504家，其中个私工业企

业 462 家，占 91.7％。全市纳税百强企业中，

私营企业占 84 家。100 家纳税优胜企业中，

私营企业占79家。

2007 年，全市个体私营企业达到 1.23 万

家，总产值达780亿元。

各种市场主体陆续开业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永康的商业以

露天交易为主，虽有少数室内市场，也是棚

铺、棚屋，建筑简陋。

1980年后，个体私营贸易活跃起来，交易

市场不断增加和扩大，仅1989年上半年，全县

新建、扩建供小商小贩贸易的市场就有10多处。

1980年后，工商部门陆续批准个体商贩开

业。1983年，全县有个体工商户1607户，营业

额452万元。1984年个体工商户发展到8838

户，从业人员 1.18 万人，营业额 2454 万元。

1988年，个体工商户1.16万户，从业人员1.74

万人，营业额8821万元，从业人员占全县总人

口 3.6％，营业额占社会商品零售额 3.3％。

2001年，个私商业成为城乡商业的主体。

1991 年 1 月，芝英小商品市场开业，占地

1300平方米，设摊位200多个。当年，全县建

起衡器、机绣、小五金、旅游商品和废旧钢材

等生产资料市场20多个，年成交额1000万元

以上的有5个。1992年1月，四路机绣品批发

市场开业。1993 年 6 月，市废品旧金属市场

开业，占地 1.3 万平方米，摊位 100 个。1996

年1月，市食品专业市场开业，摊位120个。

上世纪 90 年代起，以私营个体户为销售

主体的生产资料和五金制品流通业兴起，构

筑了以中国科技五金城、永康废旧金属材料

市场为主体的专业市场群。生活资料流通方

面，形成了大卖场、综合性超市、购物中心、便

利店、商业特色街等多种业态有机组合的流

通网络。

本世纪初，龙川中路和紫微中路交汇处，形

成居民消费商业中心，以华联商厦、物美大卖

场、世纪联华超市、新南龙购物中心、时代广场、

商业步行街、丽州商城等为代表的大中型商业

网点，为永康商贸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市场主体突破10万大关
2011 年，永康工业总产值率先在金华各

县市区中突破1000亿元大关。2013年，全市

实现工业生产总值 422.6 亿元，增长 9.3％；实

现规上工业总产值811.3亿元，增长11.9％。

2014 年，永康有个体工商户 4.4 万多户，

注册民营企业 1.7 万多家，民营经济占全市经

济总量 95%以上；规上工业企业 637 家，产值

亿元以上的企业 176 家。其中企业集团有 44

家，无行政区域企业 51 家，冠省名企业 998

家。当年，45家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12家企

业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和浙江股权交易

中心挂牌，3 家实现上市交易。五金生产企业

上万家，从事五金产业人数超过30万人，五金

产品达 1 万多种，五金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

90%。在原有的车业、门业、杯业、电动工具、

电器厨具、休闲器具、技术装备、金属材料等

八大支柱产业基础上，永康重点培育以新能

源汽车为代表的汽车及配套零部件、以现代

农业机械为主的装备制造、以传统五金提升

的现代五金“三大支柱产业”。基本形成了以

中国科技五金城为龙头，14 个五金专业市场

为辅助，上万个五金代理商为网点，覆盖全

国、行销世界的五金市场营销网络。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特别是‘最多跑一

次’改革以来，市场监管部门着眼于降低市场

主体准入门槛，不断深化工商登记便利化水

平，极大地激发了市场创业热情，有效助推了

我市市场主体持续较快增长。”市市场监管局

负责人介绍，过去两年，我市市场主体年均增

长近 2 万户，2018 年平均每天新诞生市场主

体 54 个，较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前增加近七

成。今年 5 月，永康市场主体总量首次突破

10万大关。

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行。在全新的历史征

途上，永康的个私经济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新号角。

□记者 徐赛瑾

从“小舢板”到“航空母舰”
——永康个私经济走过不平凡的40年

“熊熊炉火映汗水，走街串巷闯四方。”改革开放以后，在党和政府鼓励、支持、引导下，永康的个体私营经济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步形成了“基础在工业，特色在五金，优势在民营，活力在市场，后
劲在科技”的格局，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截至目前，永康的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0万大关，昔日的星星之

火成就了如今的燎原之势。

上图：40 年来，永康的个

体私营经济由少到多、由小到

大、由弱变强，逐步形成了“基

础在工业，特色在五金，优势

在民营，活力在市场，后劲在

科技”的格局。

左图：过去两年，我市市

场主体年均增长近 2 万户，今

年平均每天新诞生市场主体

54 个，较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前

增加近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