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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国以来定县为例

郑清坡

内容提要：民国以来，定县集市数量逐渐增多。 集市的演变深受政治环境和市场化程

度影响，也与农民的市场行为紧密相关。 农村改革以来，基层集市呈现出定期消费集市和

专业化市场的多元化演变，由集市向城镇发展的趋势并不明显，集市功能也发生了某种程

度上的转变。 从定县的实践来看，集市演变更多的是农民适应农村市场化的主动应变。 农

村本身的发展仍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途径，而不必等到城市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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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其可能的走向，主流观点认为随着城市化和

交通现代化的改善，定期集市会逐渐消亡，或遵循集市———集镇———城镇———城市的演化路线，或转

化为现代贸易中心。 以施坚雅①和费孝通②为代表，影响最为深远。 在施坚雅的市场理论看来，现代

贸易体系形式上是一些传统市场消亡，一些转化为现代贸易中心；基层市场将随交通条件的改善而

趋向消亡，经济活动向上级中心市场集聚。 与之相似，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也认为，各类集镇是乡村

经济社会生活的中心，定期集市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趋向消亡。 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

当前乡村集市转型的迟滞使农村集市非但未衰减，反而呈现日益繁多的“内卷化”趋势，主要原因之

一在于城市化的滞后。③其仍是将现阶段农村集市的状况作为向城市化发展的过渡阶段，是一种正在

进行的社会结构转型，显然仍未脱离上述主流观点的范畴。
基层集市或向城镇演变，或发展为现代贸易中心的消亡论，就其内在逻辑而言仍是质疑农村自

身的潜力。 同时，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农村问题唯有在高度城镇化、农村劳动人口转移后，才有望解

决。 在此，笔者以民国以来冀中定县④农村集市的演变为例，对上述观点做进一步商讨，并认为农村

自身的发展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主要路径，而不必等到城市化的实现。

一、定期集市的发展

从集期来看，虽然可分为不定期集市、定期集市、常市（每日集）以及庙会等不同类型，但定县乡

村的集市基本是每旬两集的定期集市，这也是华北乡村最普遍、最主要的集市形态。 定县集市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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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与小集之分，主要指集市规模，在集期安排上，也采用双重集期体系。 大集日，覆盖的范围更广一

些，前来进行商品交易的民众比较多，商品种类比较齐全，集市规模比较大。 小集日，集市规模较小，
主要为方便附近村庄，参与交易的村民较少。

近代以来，除集体经济时期，定县的集市都处于不断发展中。 据道光《定州志》记载，县境内集市

共有 １２ 处，每旬 ２ 集。 至集日“则叠肩骈迹，喧雷汗雨，民气昌矣。 其用物，惟镰锸筐篚盆碗布枲席；
其食物，惟豆麦菽粟瓜菜；其畜物，惟马牛骡驴羊豕鸡鹜。 物之穉者弗鬻，器之窳且靡者尠所见也。”①

由此可知，当时集市贸易的品种，大致只是一般民生和农用物品。
到民国时期，定县的集市数量有所增多。 据 １９３０ 年平教会的调查，②定县有集市的村镇，除县城

外，共计大小 ８２ 处。 其中一、五集的 １ 个村，一、六集的 ９ 个村，二、七集的 １８ 个村，三、八集的 １２ 个

村，四、九集的 ２０ 个村，五、十集的 ２２ 个村。 各处集市大多为每旬两集，也有少数村庄为每旬 ４ 集。
例如某村是二、七、四、九集，其中二、七日为正式的大集，四、九日为附带的小集。

根据调查，定县 ８２ 个集市中有 ６５ 个主要交易货物为各种粮食，１０ 个为棉花，５ 个为线，１ 个为

布，１ 个为胶，③同时也买卖其他各种杂货。 大的集市有十几处，如东部的东亭和大辛庄，南部的李亲

顾、市庄、北高蓬等，西部的明月店，北部的清风店、砖路等。 冬、春农闲时期，定县农村妇女都在家纺

纱织布，所以许多村还有定期专卖棉花线的露水集。
根据平教会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东亭、翟城、城内集的调查，可看到其与农民生活的相关性。

在集日为买卖便利起见，各种货物皆有一定地点。 东亭是一、六集，所卖货物以农产品与食物为最

多，都排列在街道两旁，尤以粮市、牲口市、猪市、棉花市、青菜市最为热闹。 卖普通东西的都沿由村

东口直到村西口的大街两旁，猪市、牲口市则在支街。 普通的买卖包括卖卷子、煎饼、豆腐汤、花生糖

果、烟卷、农具、木器、瓷器、水果等，此外还有理发、算命等。 集市人数大约每次有二三千人。 翟城村

集市是普通小集，为四、九集，邻近村庄的人多来赶集，主要交易货物为棉花和粮米。 节日前集市亦

有猪肉、牛羊肉、水果、青菜、杂货等。 城内集市日期为一、六、三、八，三、八日为大集，一、六日为小

集。 大集日有牲口和猪的买卖，小集日无此两项，其他略同。 总体来看，３ 个集市除了规模和交易商

品的种类、数量、价值等稍有不同外，其余则大体相同。 到集市进行交易的人员主要是附近或稍远村

庄的人，诸如粮市、牲口市、猪市、棉花市等还会有外县及保定等地商贩前来，交易的粮食与牲口等基

本由附近居民运来贩卖，商品也会销往北平、天津等地。④

１９４９ 年以后定县的集市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出现过几次起伏。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和“一五”计划期间，政府对集市贸易采取了鼓励与保护的政策，促进了全县集市

贸易的发展。 人民公社化以后，集市贸易受到限制。 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在关于《商业工作决定》中
明确了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的补充，促进了当时集市贸易的发展。⑤ 从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河

北省财办定县工作组的调查，可以看出该县集市贸易恢复以后的基本状况。⑥

１９６５ 年，定县全县共有 ３１ 个农村集市和 １ 个城关集市，除城关和西板 ５ 天两个集外，其余都是

每旬两集。 其中，有千人大集 １０ 个（每集 １ ０００ 至 ５ ０００ 人），万人大集 ６ 个。 城关和清风店均为万

人大集，春节前，赶集人数均在 ２ 万人左右。 上市物品规模较大，城关集市上市猪千头左右，粮食三

四万斤，蔬菜也在四五万斤以上。 城关、清风店、明月店等集市都有固定的“黑市场”，交易品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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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布、土线、布票等。 大集的辐射范围极广，如清风店集市就关联到新乐、曲阳、定县、唐县、望都、清
苑、博野、蠡县、饶阳、安国、徐水、定兴、涿县、河间、任丘等 １５ 个县。 集市交易的小副业产品多种多样。

定县集市规模比较大的原因，除其便于交换、互通有无、支持农副业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外，各
部门的推动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定县的一般集市都建立了管委会，进行了划行归市，对交易人员队

伍初步进行了分类排队和清理整顿。 全县交易人员除城关已经改为固定工资外，其余都实行“分红”
制，因而一些交易人员只管成交、过秤、收钱，集市越大，收取手续费越多，分红也就越多。 集市也成

为国营商业部门扩大经营额的重要途径。 明月店区所属 ３ 个基层社、７ 个分社和所有门市部就全力

以赴赶圈集，赶集所带商业产品是价值较高的布匹、百货。 清风店供销社所属席家庄中心店，本是从

清风店进货，又回到清风店赶集卖货；而在清风店赶集卖货占其全部卖货额的 ４０％ ，门市销售的

５０％ 。 有的基层社为了抢占“集市有利阵地”，社与社之间互不相让，发生争吵。 粮食部门的议价粮

收购，也主要依靠集市贸易。 全县从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中旬开放市场，到省财办定县工作组调查时，共收

购议价粮 ３６ 万多斤，全部是在集市收购。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由于实行“缩小范围、严格限制、逐步代替”政策，集市贸易出现萎缩。 河北

省财办定县工作组在定县调研后就提出，严格限制赶集范围，建议工商行政和税务部门对赶集范围

作一个里程规定，超过者可视为远途贩运，照征行商税，把赶集人员限制在附近习惯市场的范围内。
并要求改进国营商业的购销方法，按计划经济的原则，把主要精力放在送货下乡上，不能依靠赶圈集

扩大经营额，赶集范围也应严格限制在本业务区内，同时要深入农村开展收购，满足群众出售要求。
他们还认为定县集市过多，集期过密，并建议地方党委政府对此研究，有计划地撤销一些集市。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河北省实行统一集期（即各地一律以农历一、六为集日），定县取缔了 １１ 个集市。
“文革”期间，虽然集市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但仍有缓慢发展。 １９７５ 年定县集市贸易成交额为

８９９ ２ 万元，比 １９６５ 年增长 ２６ ３％ ；交易商品以农副产品为主，其中以家畜类交易额为最多，占到了

４５ ６％左右；其次为废旧品类，占到了 ９ ９％ ；再次是蔬菜、粮食类，分别占 ６ １％ 、５ ９％ ；油脂油料类

占到 ３ ９％ ，肉禽蛋类占到了 ３ ４％ ；其他诸如幼禽幼畜、棉烟麻、干鲜果品、日用杂品、柴草饲料、农业

生产资料类，交易额比重也在 １％到 ３％左右。①

１９７８ 年以后，伴随着农村改革以及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定县集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
１９７８ 年定县集市为 １８ 个，到 １９８７ 年已发展到 ６２ 个，全县进入流通领域的农民计 ２０ 万人，集贸市场

成交额 ８ ７００ 多万元。② 集市商品结构也由过去以农副产品为主向以工业消费品类为主转变，如显

著增加的鞋帽、服装、小百货、小五金等，也出现了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等高档消费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定州的集市数量迅速增长。 据笔者调查统计，至 ２００５ 年，集市数量已发展

到 ９２ 个（不包含市区集）。 以全部 ５０６ 个行政村计算，平均约 ５ ５ 个村子拥有 １ 个集市。 集市之所

以这样快速发展，与政策放开和鼓励支持有关。 定州市工商局为贯彻中央和河北省发展农村市场经

济的政策，施行了积极支持乡村市场建设，鼓励和发展群众集资建市场、乡村联合建市场、个人合股

建市场，以及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逐步完善乡村市场体系；简化市场开办手续，对于基本符合市场

开办登记条件而手续尚未齐全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先办理市场登记，待市场开办后再完善；放宽

市场经营者的经营范围，凡国家政策允许经营的商品，均可在市场内经营。③

根据笔者调查和多年亲身经历，定州的村庄在新起集市时，一般都会搭台唱戏，时间可长达 １ 周

左右，并对前来的商贩免除各种费用，借此提高该村集市的影响力。 从集市的繁密程度看，同一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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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村庄并不在少数。 为了吸引商贩和村民，在竞争激烈的时候，甚或有“夺集”的事情发生，即在起

集的时候通过广泛的宣传和优惠措施吸引人们前来。 一般新起的集，到市场购买东西的主要为本村

居民，销售商品的则有很大比例的外村人，本村人也参与销售。 而传统集市参与交易的人员范围则

要大一些。 在起集的过程中，一般都会与周边有集的村子错开集期，基层集市也会避免与该区域的

中心集市冲突。 比如定州市唐河以北地区，向来都以清风店为中心集市，该集市的规模如前所述。
这样，唐河以北各村庄的集市都会尽量避开清风店的集期。 在表 １ 中，各个集期内的集市在地理方

位上由西向东排列，最小距离不过 ５ 里。 而大瓦房村因是后起集市，距离较近村庄已占有一、六，三、
八，四、九，五、十各集期，虽然二、七为清风店集，但距离相较其他村庄稍远一些。 也正因为该村集期

与清风店集相冲突，其集市规模很受影响，交易量较小。
表 １ 定州市唐河以北地区集市日期表

集市日期 村庄

一、六 庞村、西板、南王吕、北合、留早

二、七 清风店、大瓦房

三、八 西板、东丈、二十里铺、西南合

四、九 砖路、只东、王京、连仲、席家庄、胡房、高就

五、十 台头、大西丈、东市邑、固店、西仝房、王家庄

　 　 资料来源：调查访谈。

说明：北合、固店属望都县，王京属唐县，因这几个集市紧邻清风店，故在此一并列出。 表格中的许多集市笔者回乡时都时常光顾，也曾到一些集市

贩卖过农产品。

至 ２１ 世纪初，各个集市的交易种类、规模，参见表 ２。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各个集市规模大小不

一，日均人流量多至数万人，少则三四千人，交易的商品主要为农副产品、服装及日用品。 再如，清风

店集市已有分析，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时，这个集市仍然为定县北部地区主要的商品交流地。 据笔者的

亲身经历，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清风店集市规模逐渐减小，主要交易商品为蔬菜、肉食、服装

鞋帽、家庭生活用品、小食品等，粮食以及生产资料所占比重已十分微弱，仅为农户间余缺的调剂。
在摊位的摆放上，按同类商品分区进行，主要沿清风店镇主干道，由东向西是食品、蔬菜、日用品、服
装等。 其他村庄的集市大体类似，只是在商品数量、交易额上有所区别。
表 ２ 定州市部分集市情况表

集贸场址
设施面积

（平方米）

固定

门店（个）

上市

摊位（个）
集期

日均

人流量
上市主要商品

日均成交额

（万元）

台头 露天 ４ ２００ １０ ２００ 五、十 ５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 １ ０

砖路 露天 １ ２００ ４０ ８００ 四、九 ２０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旧货 ４

西坂 露天 ２ ８００ ５ ２３０ 三、八 ４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苇席、旧货

北庞村 露天 ４ ０００ ２６ ４００ 一、六 ６ ０００ 花炮、纸、农副产品、日用百货 １ ５

大西丈 露天 ３ ８００ １２ ２４０ 五、十 ５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 １

席家庄 露天 ３ ６００ ６ ２００ 四、九 ４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 ０ ８

东市邑 露天 ３ ０００ ５ １４０ 五、十 ３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服装、日用杂品 ０ ６

西南合 露天 ３ ０００ １７ １００ 三、八 ５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 １

留早 露天 ６ ０００ ２０ ３００ 一、六 ２０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木材 １ ６

东亭 露天 ８００ １４０ ５１８ 一、六 １５ ０００
农副产品、服装、布匹、家禽、小五金、小农具、木

材、副食品
１ ５

大辛庄 露天 ３ ５００ １２０ ８００ 二、七 ３０ ０００
轴承、木材、布匹、服装、日用百货、食品副食、旧

自行车

　 　 资料来源：《定州市主要集市简表》，２００６ 年定州市市场建设服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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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庙会与专业市场的发展

２０ 世纪初以来，定县的庙会也处于不断增加之中，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增速最快。 单以有庙会的村

镇数量而言，１９３１ 年有 ４３ 处，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则只有 ４２ 处，至 ２００６ 年则猛增到 ７３ 处，会期以农

历二、三、四、十月份最多。① 庙会的增加和集市的增加，都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后期，定州农村陆续新起了许多庙会，如北齐庙会本在农历三月份，是具有宗教信仰色彩的庙会。
当地的经济作物主要是辣椒。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辣椒种植面积和产量都达到一个高峰。 北齐村委

会为了提高辣椒的销售量，在农历十月份又新起了次庙会，庙会的时间也恰处于辣椒收获后出售的季

节。 东朱谷庙会起源于明朝，以农历二月初八为庙会正日，瓜菜种子为主要交易商品。 随着定州市蔬菜

生产的扩大，该庙会也不断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定州市和北方地区的蔬菜生产，繁荣市场经济，河北省

农业厅和定州市政府联合将东朱谷庙会改为“中国北方蔬菜种子交流大会”，每年 １ 次，仍以农历二月初

八为正日，历时 ３ 天。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首届中国北方蔬菜种子交流大会在东朱谷村拉开帷幕。 大会

期间，内蒙古、北京、深圳等 ２０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菜籽商户云集于此，日客流量 ２０ 多万人，上市摊位

２ ０００多个，品种 ４０ 多个，成交逾亿元。② 也有些庙会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复起，但其背后的经济目的很明

显。 如胡房村以瓜果蔬菜种植为主导产业，该村庙会民国以前即有，在农历二月十五日，“文革”前后被

取消。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为发展带动本村经济，该村在复起集市基础上又将传统庙会兴办了起来。
从表 ３ 中可见，除规模外，庙会交易商品种类与集市相差并不大。 与比较大的集市相比，近些年

有些庙会的规模已经逐渐缩小。 而且多数庙会的社会功能逐渐消失，经济功能越来越强。 仍以清风

店庙会为例，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时，该庙会正式会期为 ３ 天，在庙会前二三天就会有搭台唱戏和其他

娱乐活动；到正式庙会这天，前来赶庙会的人摩肩接踵。 然而，近几年除了少数儿童游戏的设施外，
庙会的娱乐功能基本没有了，参加庙会的人数也不到原来的一半。
表 ３ 定州市部分庙会情况表

庙会地址 日期（农历）
会期

（天数）

类型

大 ／ 中 ／ 小
会期人流量 主要交流品种

会期成交大概金额

（万元）

南瞳
四月十五

九月十五
１ 大

５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家具、木材、农具、农副产品、日用百货 １０

良村
三月十八

十月十八
１ 中

２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家具、木材、农具 ６

邢邑
四月十八

十月十五
２ 大

２０ ０００

１８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农具、木材、家具 １０

市庄
四月二十五

九月二十五
１ 大

２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家具、木材、农具、药材 １５

李亲固
正月十五

六月初六
１ 中

４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服装、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家具、鞭炮 ８

北高蓬
三月十一

十月初一
２ 大

３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家具、木材、农具、药材 １３

东关 三月二十八 ２ 大 １６ ０００ 布匹、服装、百货、家具、土产、蔬菜、花卉 ２５

息冢 十月初八 １ 小 ８ ０００ 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家具、木材、农具、药材 ３

　 　 资料来源：《定州市主要庙会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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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定州市全景交通图》中《定州城乡庙会》统计。
任建凯：《北方蔬菜种子交流大会成交逾亿元》，《定州报》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５ 日，第 １ 版。



　 　 １９８０ 年以前，定县集市的主要功能还包括农产品的交易。 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调查时，东亭集

市粮市所交易的五谷杂粮都是由附近村庄运来贩卖的，有麦子、高粱、小米、黑豆、芝麻、黄豆、荞麦、
玉蜀黍、大麦等，粮食价格由买卖双方商议决定。 卖主将粮食自行运到市场，或请拉脚的用车运载到

市。 粮食运到集市粮摊后，粮摊经纪人就斟酌情形给拉脚的以相当报酬，或让拉脚人征收由村中运

来粮食的斗佣。 普通粮食的贩卖都属于间接卖出，须由经纪人从中接洽，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经纪

人从中介绍，卖者买者将价目商妥以后，由经纪过收斗佣；二是由经纪人向农民直接买进，按照市面

情形价格，随定随卖。① 其他农产品的交易大致类此。
１９８０ 年以后，随着粮食市场的放开，农村中粮食的买卖交易则主要通过经纪人进行。 根据笔者

的实地观察，粮食、家畜等交易除专业化市场外，更多的是通过经纪人到村收购，而这也是传统集市

功能分化的结果。 粮食收购商通过经纪人到各村联系农户收购粮食，由经纪人直接和农户讲好价钱

后，粮食收购商便在经纪人的带领下直接到农户收购。 经纪人的佣金由粮食收购商按粮价的一定比

例（一般多为几分）付给。 农户想要卖粮食一般也需要通过经纪人联系粮商。 在有些情况下，经纪人

在不熟悉的村庄还要寻找代理人，由代理人到农户联系粮食收购事宜，代理人的佣金同样由粮价中

按每斤抽取若干付给。 家畜的交易，与此类似。 虽然部分规模较大集市仍保有粮市、家畜市等，但其

更多的是村民间的余缺调剂，已不具备由基层集市向上层市场流动的作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集市功能简化过程中，定县兴起了一批发展较好的专业市场，主要有大辛庄

轴承专业市场、怀德营菜牛专业市场、北高蓬化纤布和木材专业市场、留宿钢网专业市场、西城农副

产品（蔬菜）批发专业市场、西城废旧钢材专业市场、小油村花生米专业市场、北庞村炮纸专业市场

（由于鞭炮生产的管制，该市场 ２０００ 年前便已取消）、南宣村塑料专业市场等。 这些专业市场，既是

原料来源市场，又是产品推销市场。② １９９０ 年后，随着定州市逐渐把蔬菜作为农业主导产业后，蔬菜

专业批发市场开始得到很快发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定州的蔬菜瓜果种植的发展，带动了蔬菜瓜果类专业市场的兴起。 最初农

民销售蔬菜瓜果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由农户自己带着产品到各村或集市去销售，或者直接把产

品拉到县城或保定市售卖；二是由山西、内蒙等地的客商直接到田间地头收购，有的由经纪人做中

介，有的则由客商和种植户直接交易。 随着蔬菜瓜果种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由农户直接去外地销

售的情况逐渐减少，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经纪人参与买卖交易。 交易方式最初和粮食交易区别不大，
只是交易场所更多地选择在田间地头或路边交通便利的地方。

从 ２０００ 年至今，这种蔬菜交易方式发生了变化，一是由部分经纪人成立了个体的菜站，二是部

分蔬菜种植大村由村集体组织建成了蔬菜市场。 目前由村集体建立的蔬菜市场承担了附近数村绝

大多数的蔬菜交易。 以西南合蔬菜市场的建立为例，③这个蔬菜市场位于清风店以东 １０ 里，于 １９９６
年由西南合村委会建成。 该村有耕地 ７ ３００ 余亩，其中有 ４ ０００ 多亩种植蔬菜。 蔬菜市场建成之初共

有 １２ 间房、五六个菜站。 随着蔬菜种植面积的扩大，菜站也在增加，市场的硬件设施不断改善。 至

调查时该市场拥有 ２０ 多个经纪人。 市场的管理主要归村集体，具体则由村里抽调能力较强的干部

进行市场秩序的维护。 到该市场交易的菜农覆盖周边十几个村庄，交易的品种基本函盖了农民种植

的所有蔬菜，而菜商则包括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山西、内蒙、山东等地。 蔬菜的交易通过经纪人

进行，由他们联系各地客商；其佣金按交易蔬菜每斤 １—１ ５ 分抽取，其中 ０ ５ 分归村集体做市场建设

管理之用。 ２００４ 年以前，村集体单从蔬菜市场收取的管理费每年就达到 ８ 万元左右；此后几年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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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种植品种的改变，茄子、辣椒等品质较好的蔬菜种植面积扩大，虽然总体交易额在增加，但因按

斤抽取费用，从而村集体在蔬菜市场的收益减少到每年 ５ 万元左右。 该村的蔬菜市场从建立之初便

是由村集体主导，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主要由村集体管理维护。 该市场没有得到政府财政支持，
因此只属于中等规模。

得到政府财政扶持的蔬菜批发市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规模也更大，如位于北平谷村的定深路

蔬菜批发市场就是 ２０００ 年在定州市政府的支持下兴建的。 至 ２００７ 年，该市场已成为定州规模最大

的产地蔬菜专业市场，建有冷库近 ２０ 座、蔬菜交易站 ５０ 多个。 蔬菜产品销往京、津等 ２０ 多个省、市、
自治区，并远销俄罗斯、蒙古、韩国、日本等地。①

三、农民市场行为与集市演变

２０ 世纪初以来定县集市的演变在与时代变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国家方针政策的转变

相关的同时，农民市场行为的变化亦对集市的结构和功能演变产生了直接影响。②

诚如前述，民国时期定县集市商品交易中生产资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次就是农副产品等，这
与农民的市场行为基本一致。 就农民的收入而言，田场劳作占了绝大部分。 根据 １９３１ 年 ３ 月至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对定县 １２３ 家农户收入来源的调查：③平均每家农业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随着家庭的

富裕程度差异而不同，最多达 ８６ ６７％ ，最少为 ６８ ３５％ ；在中低收入家庭中，平均每家农业外收入中

以工薪最多，经商营利次之，手工业收入亦占有相当比例。 １９２７ 年对定县 ４００ 户农家收入及来源的

调查显示了类似的情形。④ 在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年对 ３４ 户农家收入情形调查中，⑤主要收入是农场盈余，
在记账的一年内平均每家 １９８ ２５ 元。 次要收入为各种副业收入及从事经商或教育者之入款，平均

每家 ３０ ９５ 元。 再次要之收入为卖出牲畜及其副产物，平均每家 ２９ ３２ 元；有此项收入者共计 ２７ 家，
每家皆有卖猪进款，大多数的家庭有卖鸡蛋进款。

在农家出售产品中，以畜禽和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最普遍。 根据 １９３６ 年定县 ５ 村 ２０ 户农家各

项收入记帐中现金与实物百分比来看，⑥在总收入中除财产利用外，以畜产的现金收入最高，占
９７ ４３％ ，农艺的现金收入比例要高于园艺，这显示了农户经营园艺主要还是为了自给，以出售为目

的并不占多数；相反，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却比较高。 在农产品中，棉花与花生的现金收入比例最高，
都在 ９９％以上，可见这两种作物基本为商品性种植。 小麦和甘薯的现金收入比例要高于实物，其他

作物（如小米、荞麦、玉米等）收入的实物比要高于现金，这也反映了农民重要食物的结构。 小麦为细

粮，价值比较高，一般农户很少食用，主要用来出售，所得收入则又用来购进粗粮。 甘薯为定县农民

的主要食粮，能充饥，故农户除自家食用外，也会出售给缺粮户。 在支出结构上，食品的支出占了总

支出的绝大部分。 在上述调查中，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 ７８ ３４％ ，其中谷类及薯类就占 ６３ ６６％ ，其次

为燃料支出，占 １０ ９０％ ，再次为衣服类，其他杂类亦占有一定比例。⑦

由此可以看出，就商品化程度而言，农副产品是比较高的。 而农民出售和购买商品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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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根据笔者对该市场的调查访谈整理，其中数据由调查时获赠文件资料中所得，调查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奂平清、陆益龙（参见本文中注释所引两位学者的文章）对定州集市（包括庙会）发展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许多表述笔者深

为赞同，在此不再重复。
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 １２３ 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 １１ 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８０ 页。
Ｓｉｄｎｅｙ Ｄ Ｇａｍｂｌｅ，Ｔｉｎｇ Ｈｓｉｅｎ： Ａ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５４，ｐ ８９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 ２９０ 页。
杜修昌：《农家经济分析———１９３６ 年我国四个地区 １７７ 农家记帐研究报告》 （内部资料），北京：国家统计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２７、３０ 页。
杜修昌：《农家经济分析———１９３６ 年我国四个地区 １７７ 农家记帐研究报告》（内部资料），第 ５３ 页。



就在集市。 对此，李景汉讲到，农村社会大多数的贸易多在集市进行；各镇内许多商店平日买卖很

少，甚至于关门，等到有集市的日子才开门交易。① 而集市摊贩又以农村居民为最多。
根据 １９４９ 年对定县部分村庄农户的收支调查，②农民收入仍以农业收入为主，副业收入主要为

养猪、鸡和纺织等。 农民的食品支出中基本是自给，仅在调和品等方面有支出，如吕家庄村景洛寿在

消费支出中仅油、盐、肉、针、灯油等需要购入，其余诸如粮食、衣服，包括醋，都是自给，生产投资则基

本都需要购入。 另一户农家郭振纲，购入的商品除景洛寿所列之外，还购入了柴、火柴。
到 １９５７ 年时，根据对两个村庄社员的调查，农户现金收入构成中出售农副产品和财物占比为

３６ １８％ ，其中动植物产品占 ３４ ９８％ 。③ 在农户出售产品中，农作物为主，占 ６３ ４２％ ，其中又以园艺

作物最多，占 ２８ ０１％ ，粮食大豆次之，占 １５ ４９％ ；出售动物饲养产品和饲养牲畜家禽比例相当。④

生产性、借贷、补助奖金及赠送、在外人口寄回、兼营商业饮食业等其他收入占比 ５５ ８５％ ，其中借贷

收入和在外人口寄回占比较高。⑤ 农户现金支出中以购买商品居多，其中又以购买生活资料为主，占
７５ ３４％ ，其次为借贷支出，达到了 １１ ３５％ ，产生资料支出仅占 ５ ２０％ ，兼营商业及零食业支出占

２ ８５％ 。⑥ 在购买商品中，食品支出占 ３８ ３９％ ，衣着支出占 ２３ ４６％ ，日用品支出占 １７ ７０％ ，燃料支

出占 １３ ９８％ ；购买生产资料主要为饲料和农具，各占 ０ ７８％和 ０ ７０％ 。⑦ 由于集体经济时期对商品

流通以及个体经营的限制，农户的商品生产并不是很高。 集体化时期集市发展受阻，不仅仅是由于

政治环境压制了集市发展空间，更由于农民市场行为同样受到了限制。
１９８０ 年后，随着家庭承包经营的推行及商品市场的逐步开放，农户的市场行为随之发生变化，

收入构成也有所改变。 根据定县农村住户调查，农户现金收入逐渐增加，占农户全年总收入的比

重由 １９８３ 年的 ６９ ７０％ ，增加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８０ ９０％ 。⑧ 现金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也有所增

加，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部分的商品率逐步提高，这和经济类作物种植的增加有关，如出售农产品

中油料与蔬菜的价值即不断增长，调查户中人均出售分别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１１ ６０ 元、１５ ９６ 元增加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７１ ０７ 元、６９９ １６ 元。⑨ 粮食的商品率占比仍然比较低，保持在 ２０％ 左右。 但粮食的出

售却在逐年增加，其价值也不断增长。 调查户中人均出售小麦由 １９９３ 年的 ４３ ６７ 公斤、２９ ９５ 元，
增加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２９ ６４ 公斤、１９０ ８７ 元；玉米由 １９９３ 年 ３５ ２９ 公斤、１９ ３９ 元，增加到 ２００４ 年

的 １８４ ４７ 公斤、２１３ １２ 元。 因此，虽然粮食的现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其

出售的比重却在增长。 从实际来看，许多农户种植玉米除留作喂养家畜和自用外，几乎多用于出

售。 牧业的商品率最高，农民饲养禽畜主要还是为了出售，自用的部分不多。 从表 ４ 对农村住户

人均购买商品的情形来看，２０ 多年来，人们购买商品的总额在增加，但其构成变化并不大。 但与

民国时期比较，食品购买的比例下降，生产资料的购买比例上升。 可见，人们进行生产性投资的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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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 ６６３ 页。
《农家收支调查表》，革命历史档案第 ６０ 卷，定州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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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９８３—２００５ 年定县（州）农村住户人均购买商品百分比 单位：％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食品 ０ ２１ ０ １６ ０ １６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２１ ０ １７ ０ ２６ ０ １９

衣着和床上用品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１３ ０ １６ ０ １３ ０ １０ ０ ０９ ０ ０２ ０ ０７

文化体育用品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２

建筑材料 ０ ０４ ０ １５ ０ １０ ０ １４ 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０３ ０ ０３

燃料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９ ０ ０８

日用品 ０ １５ ０ ０９ ０ １６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１０ ０ １２ ０ ０６ ０ ０６

药品及医疗用品 ０ ０６ ０ ０９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８ ０ ０７ ０ ０４

生产资料 ０ ３１ ０ ２７ ０ ２８ ０ ２８ ０ ３６ ０ ３８ ０ ３５ ０ ４６ ０ ５１

合计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资料来源：《河北省定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１９８３ 年》，第 ２６０—２６４ 页；《河北省定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１９８５ 年》，第 ３５０—３６５ 页；《定州市社会经济

统计资料 １９８８ 年》，定州市统计局 １９８９ 年编印，第 ３４８—３６７ 页；《定州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１９９１ 年》，定州市统计局 １９９２ 年编印，第 ２７６—２９０ 页；《定

州统计年鉴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第 １１２—１２１ 页；《定州统计年鉴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定州市统计局 ２００２ 年编印，第 １６７—１７３ 页；《定州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定州市统

计局 ２００４ 年编印，第 １５７—１６２ 页；《定州统计年鉴 ２００５》，第 ２１２—２１９ 页。 表中数值根据上述统计资料计算得出。

由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市场行为同样扩展，商品化率逐步提高，人们对市场更加依

赖。 这也不难解释集市大规模增加的原因了。 粮食、蔬菜等的大规模商品化，使得传统集市已经无

法满足其销售需求，专业化市场应时而生。 另一方面，人们购买商品结构的变化，直接反映在集市上

就是交易商品的结构由农副产品为主转向工业化消费产品为主。 虽然集市上交易商品种类较多，但
又以食品类、服装鞋帽类、日用品类为绝大多数，这与农民购买商品的结构相对应。

四、结语

集市作为农民商品交易的主要场所，其演变深受市场化程度的影响。 从民国以来定县集市发展

情况来看，其数量逐渐增多。 集市规模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前不断扩大，其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萎

缩。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集市规模又曾一度兴盛。 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集市的规模有变小趋势。
其原因，一是集市数量增多，绝大部分村庄都有规模大小不一的集，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赶集人

员；二是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距离，许多农户在城市购物也对集市规模产生一

定影响；三是专业化市场与集市的分离，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粮食、牲畜等大宗商品多是通过集市进行

交易，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兴起了各种专业化市场，如花生、蔬菜、牛、木材等，这些专业化

市场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集市的交易规模。 而从近些年集市交易的商品种类来看，更多的

则是与农民日常生活关系紧密的日用百货、家庭消费所需的产品等。
从民国以来定县集市的演变来看，其并没有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交通的发展而消亡，显然与农

村仍具有十分广大、潜力深厚的市场有关。 从定县农户收支结构的情形及其变化中可以看到，农民

与市场始终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生活中无时不通过商品买卖出售产品或购得所需物品。 在

定县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中，通过出售产品获得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在逐渐增加，经济类作物基本是

为营利种植，如棉花、花生、蔬菜等。 １９８０ 年以后，粮食作物的现金收入百分比虽然维持在一定水平，
但其价值不断增加。 从对定县农户的观察经验来看，近二三十年来，玉米的种植基本为出售，所得现

金也构成农户主要现金收入来源之一；小麦的出售相对比较少些，这和农户以面食为主要食源有关。
在农户的收入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的现金构成比重在逐渐增加，其中蔬菜与畜牧出售所得已超过

粮食，构成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农户市场行为呈现的主要场所也由集市向集市、专业化市场、城
市消费市场等并重的方向转变，集市的数量、规模与交易商品也都与农民的市场行为紧密相关。

与民国时期部分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更多是农民因贫困而被迫参与市场不同，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后则是农民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动融入市场，这是农民市场行为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而这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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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基层集市数量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在其日常生活中主动引入市场、扩展市场的一个结

果，正如专业化市场从自发到自觉的兴起建立。 集体化时期对农户市场行为的人为压制，并没有消

灭集市，农村改革后市场的放开又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压抑已久的市场行为，激发了集市数量的增多

并分化出部分专业化市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集市也由民国时期的农户间商品余缺调剂和农副

产品从基层市场向更高级别市场流通的渠道，转变为工业产品向农户流通的终端市场兼以农户间商

品余缺调剂的交易场所，农副产品从基层市场向更高级别市场的流通则基本由专业化市场所承担。
由此，基层消费集市、专业化市场、庙会与村镇店铺、城市消费市场共同构成了农村改革后的定州农

村市场体系，其承担的功能和扮演的角色不同，相互之间具有比较强的互补性。
民国以来定县基层集市呈现出专业化市场和定期消费集市的发展趋向，由集市向城镇发展的趋

势并不明显，尚看不出基层集市要消亡的迹象，基层集市的繁荣同样也不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阶

段。 相反，基层集市的演变恰反映了农村市场极具潜力及农村发展前景的广阔，其对农村问题的解

决仍具有十分关键的地位和作用。 集市不仅是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承担了剩余劳动力

蓄水池的功能。 乡村集市的繁荣，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以及农民的增收或多或少提供了市场

机会，尽管这些还属于低水平的、不确定的机会。① 因此，透过基层集市的演变可以看到，农村本身仍

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途径。 从多年城市化进程中演生出的诸多问题看，城市化只是解决中国

农村问题的一种途径，而非根本途径。
从定县基层集市的演变来看，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仍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对中国农

村发展路径的讨论重要的不在于城市化实现了多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是对农村自身发展的重视

程度，以及是否在农村有更好的制度和政策创新，资金、技术等的大力投入。 当然，对定县集市演变

实践的分析，更多的是提供了与主流观点稍有差异的一种解释，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

和一般代表性，还需要更多的个案研究加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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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益龙：《从乡村集市变迁透视农村市场发展———以河北定州庙会为例》，《江海学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