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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区专业市场起步于 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发展近 30多个

年头，是广州“千年商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由于线上

模式造成的营商环境的改变，以及产品低端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疫情

突发商贸行业下滑等因素，再加上传统专业市场环境硬件落后，交通

运输拥堵，环境脏乱等问题，导致专业市场已发展乏力，进入了需要

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

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 业态低端，税收贡献低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转变，原有专业批发市场粗放经营就能

获利的态势逐渐消失，而大部分专业市场仍以线下传统批发零售为主，

存在业态低端、经营模式传统、环境脏乱差、规划布局不合理等问题。

同时对属地税收贡献度也基本为零。

(二) 转型升级资金压力大

专业批发市场售卖商品模式大多沿袭线下现货批发为主、兼有零

售。受电子商务及疫情影响，线下人流量大幅度减少，营业收入也大

幅度减少，亏损严重。商户经营困难，市场管理方不得不通过减租方

式缓解商户压力，而防疫又导致了成本增加。收入减少，成本增加，

导致市场管理方难以承受转型升级的资金压力。



(三) 转型升级动力不足

除部分早期规划为专业批发市场的物业，中心城区大部分专业市

场权属为国有旧厂物业。而运营方通过租赁等形式将其简单改造为低

端专业市场，再将其分租给各个小商户。专业市场运营管理方经营的

目的在于租赁店铺收取租金，因租期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市场运营管

理方对于如何对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缺乏动机和动力。最终导致专业市

场逐渐低端落后。

(四) 政策不完善，转型升级困难

大多数专业市场普遍存在楼层低、楼龄长、楼梯破旧以及软硬件

配套设施不完善、相关流程手续不全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南源街道正

在转型升级的专业市场“冠中汇创培园”为例。其权属为国有旧厂物

业，转型升级前为五金、文体专业批市场。后转型升级为以大健康产

业为主，集办公、商业、人才公寓一体的创新创意园区。但在转型升

级过程中存在装修报备困难、工业转商业使用性质不符导致无法办理

消防手续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专业市场转型升级。

二、意见和建议

（一）“一场一策”，加大扶持力度

一方面，建立相关部门联合工作组，通过定期走访专业市场，听

取收集市场主体、协会的意见和诉求，多部门联动共同研究解决市场

转型升级中遇到的困难，实施“一场一策”，给予市场具体的协助和

指导，有效有序推进转型升级工作。另一方面，要给予市场及商户全

方位，多角度的金融和税收支持，解决商户资金短缺问题。



（二）强化统筹协调，引导市场转型

有关职能部门要强化沟通协作，协调解决权属方和运营管理方之

间有关市场转型升级的问题，探索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同时要加强统

筹规划，为专业市场明确转型升级发展方向。鼓励和协助专业市场创

新经营模式，将单一批发销售模式向高端服务型、总部型、创新创业

型、研究科研型、大健康产业等现代模式转变。对于转型升级中的市

场，政府要结合市场升级方向，给予市场方资源对接，引入符合要求

的企业。对于入驻企业，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和税收支持。

（三）完善政策，优化营商环境

加大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力度，完善相关政策，解决和优化专业

市场转型升级过程中相关流程手续、证件证照的办理。集中力量解决

专业市场周边交通堵、停车难、环境乱等问题。同时专业市场要加大

对内部环境，经营设施的改造提升，优化市场外立面装饰，提升市场

形象，吸引更多的优质商户和客户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