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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郑州与全国其他城市
一样，处于商品短缺时代。统计数字显示，
1978年，全市商业商品购进、销售分别只有
10亿元左右，百姓争相购买“老三件”——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配额供给、凭票
供应、价格双轨制决定着国有商业处于绝
对垄断地位。

1978年 12月，伴随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春风吹遍神州大地，郑州商业进入全新历
史时期，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 1979年开始，全市
商业系统开始为企业“松绑”放权，逐步把
经营决策权、财务管理权等七项管理权下
放给市属企业。

“当时郑州只有市百货大楼、红旗大

楼、花园路百货商店、碧沙岗百货商店等
有限几个商业网点，商业硬件设施非常落
后，1983年 4月 1日，郑州紫百大楼的开业
打破了郑州近 30 年来未见新型大商场的
历史。”忆往昔，郑州一位资深商业界人士
如是说。

资 料 显 示 ，当 时 紫 百 共 有 5 层 ，营
业 面 积 1.3 万 平 方 米 ，营 业 厅 内 有 冷 暖
空调设备，是当时全省硬件设施最好、
规 模 最 大 的 百 货 批 零 商 场 。 紫 百 的

“ 横 空 出 世 ”具 有 多 个 里 程 碑 意 义——
在 从 计 划 经 济 向 有 计 划 的 商 品 经 济 过
渡 的 历 史 性 节 点 ，紫 荆 山 百 货 大 楼 的
开 业 ，被 业 界 称 为 郑 州 商 业 改 革 开 放
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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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春潮涌动
回望上世纪80年代，郑州服务业发

展速度明显加快。1980 年至 1990 年，
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3.7%，高于生
产总值年均10.9%的速度。这与商贸城
建设的思路确立密不可分。

建设商贸城的思路，产生于改革
开放初期。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
全会提出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之后，
郑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对郑州要再认
识”。1985 年 4月在“发挥省会城市服
务功能作用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依
靠交通、搞活流通，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把郑州建设成为立足中原、面向全
国的贸易中心”。

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之时，在郑州提出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
的大背景下，1989年，一轮“野太阳”在
郑州喷薄而出。

“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
20多年前流行的这句广告词至今让人
津津乐道。亚细亚点燃的郑州商战硝
烟，用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和勇气，定格
为中国商业史上一段精彩的传奇。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
渡期，亚细亚燃起的商战硝烟引发郑州
二七商圈多家百货商场展开“肉搏”。
价格大战、品牌大战、服务大战……郑
州商战引发全国高度关注，央视专门播
发 6集纪录片——《郑州商战》，推动商
战效应深度发酵，名震全国。

郑州商战闻名全国

经过郑州商战的洗礼，郑州商业开始
冷静审视未来发展的蓝海。

在 2015年 7月国务院启动的内贸流通
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工作中，郑州作为 9
个试点城市之一，依托独特的区位交通优
势和商业基础，重点围绕现代物流主线，以
机制创新为重点，围绕建立国际、区域、城
市三级物流网络体系、构建物流与电商双
驱动的流通发展新机制、创新“商流+物流”
基础设施发展新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郑
州在“四港联动”多式联运模式、建立跨区
域物流合作机制、创新公益性农产品基础
设施建设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得到商务
部充分肯定，并作为可复制经验被推广。

以商圈、特色商业街为重点的消费集
聚区建设是推动商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

手。据市商务局统计，目前，全市已成规模
并具一定影响力的商圈达 10个，实现了由

“一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其中，中心
商圈有二七商圈；东部商圈有郑东新区
CBD商圈、曼哈顿商圈；南部商圈有火车站
商圈、二七万达商圈；西部商圈有碧沙岗商
圈、中原万达商圈、王府井商圈；北部商圈
有紫荆山商圈、花园路商圈。二七商圈年
销售额已突破1000亿元，郑东新区CBD商
圈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

同时，全市还积极打造特色商业街区，不
断提升特色商业街的档次和影响力，完善设
施建设，加快品牌集聚。截至目前，我市已创
建国家级特色商业街2条、省级示范特色商业
街区4条、市级特色商业街区十多条。全市获
得认定的省级品牌消费集聚区已达到10个。

商贸物流“比翼齐飞”

昨日，郑州火车站商圈迎来了一场杭派原创品牌女装秀，来自浙江的60多个原创女装品牌齐聚绿城，为内陆郑州吹来清新时尚
风。像这样的商业活动，经常在这座3600年古都激情上演。

亘古以来，浓郁的商业气质早已融入郑州城市血脉中。商业，承载着这座古都的光荣与梦想。
统计数字显示：1978年，全市商业商品购进、销售分别只有10亿元左右，配额供给、凭票供应、价格双轨制决定着国有商业处于

绝对垄断地位。2017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000亿元，达4057.2亿元，同比增长10.7%，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郑州昂
首跃入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新一线”城市。

穿越时空隧道，让我们来仰望郑州商业历史的灿烂星河，细数满天繁星。

本报记者 成燕 文 唐强 丁友明 图

近年来，我市以“完善顶层设计，打造示
范体系，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产业升级”四大
重点为核心，推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全市
电子商务持续提效增速，园区建设各具特色，
平台企业数量突飞猛进。2017年，全市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 6002 亿元，同比增长 22.5%；
网络零售额达921亿元，同比增长25.3%。

截至目前，全市共创建 7家国家级电子
商务示范企业，占全省的60%；创建两个国家
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占全省的2/3。同时还

创建 4个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县，创建 14个省
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及 60家省级电子商务
示范企业。市商务局支持丹尼斯、大商、华南
城、京东商城、金马电商等战略性商贸流通企
业做大、做强、做优，提升企业现代化水平，增

强企业辐射力。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商业企业
以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快速实现规模扩
张,以形成一批跨省、跨行业,拥有自主品牌
和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商贸企
业集团。

市场，是城市商业的“晴雨表”。近
几年，全市科学规划“一区、两翼、十大
集聚区”及 12大市场承接地，通过资源
整合与业态更新，郑州百荣世贸商城、
元通纺织城等新型市场承接地形成集
设计研发、流通加工、交易展示等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生态圈，走出一条建设新
型市场集群的新路子。

来 自 我 市 市 场 发 展 局 的 数 据 显
示，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已完成外迁
和改造提升专业批发市场 230 余家，
腾出城区土地 3 万余亩。市政府规划
的“一区两翼”12 家市场外迁承接地
已全部开工建设并达到部分区域建
成，投资总额超过 500 亿元，开建面积
达 1605 万平方米，建成总面积 1107

万平方米，开业总面积 649 万平方米，
入驻商户 7万余家。

为全力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
今年，该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加快完成
《郑州市农贸市场布局规划》编制工作，
合理设置农贸市场区域网点布局；通过
进一步落实用地、税收等相关优惠政
策，着力构建以城区周边大型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为基础、以城区标准化农贸市
场为依托、以社区便利店为补充的新型
农贸市场建设体系。同时还将持续提
升国有公益性农贸市场建设的品牌影
响力，力争到 2018 年年底郑州城区农
贸市场数量增加至 150家，未来 3~5年
内达到 240家，“15分钟便民生活圈”逐
步成形。

市场建设风起云涌

电商“蓝海”越拓越广

新商圈极富现代气息新商圈极富现代气息

亚细亚引燃“商战”硝烟 德化特色商业街 改革开放初期的百货大楼投洽会引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