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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流通理论体系也逐渐成熟，与以往
传统理论相比，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范畴、新理念，理论含量逐步充实，思想体系渐趋丰满，许多
过去学术界存有异议、互有争论的问题都随着流通经济实践的发展，逐步达成共识或有了比较一致的
结论。
但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流通领域的问题也更趋复杂，矛盾更趋突出，在从流通观念、
流通功能、流通结构、流通方式、流通组织到流通的社会化、现代化、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等一
系列问题上，又形成了许多新的热点难点问题。
对此，已有学者（何炼成，2003）提出了流通领域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若干新问题。
如伴随流通内涵的不断丰富，不仅有物质产品的流通，还有劳务产品的流通、货币和资本的流通、精
神产品的流通、产权的流通、信息产品和知识产品的流通等，这些新产品的流通与物质产品的流通有
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如何加以区分？
流通领域进行交换的价值量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其中物质产品交换价值量的增加却相对下降，应
当如何解释？
再比如，流通产业是否创造价值？
如果流通产业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就无法说明第三产业已占发达国家GDP总量60％以上这一现实
，也无法说明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包括流通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问题该作何解释？
还有，关于物质商品流通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问题。
马克思的划分标准是：凡是直接作用于物质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如商业中的运输、保管
、包装、加T等），只是涉及商品价值形式变化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如商业中的簿记、商品市场交
易、通信联络、广告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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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从理论层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流通理论研究的一系列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概括的描述和系
统的分析，把围绕某一问题的主流看法和权威观点，按时间发展的脉络采用叙述加评论的方式加以归
纳和总结，以期对我国30年来的流通理论发展做一个总体性的梳理和展示，当然，能否达到这样的效
果还有待读者的评判。
不过，我总记得我的导师纪宝成校长的一句治学格言“不求令人信服，但求引人思考”，倘若能对我
国流通理论的发展起到一种铺垫作用，那也应该算是本书的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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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之一是现行制度安排使得现实中的代理制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代理制，因为代理者与被代理
者并不是独立承担风险的市场主体。
在改革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实行了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因为生产企业无法直接与国外进口企
业签订进出口合同，外贸公司在形式上是代理行为，不买断出口产品，但实际上是合同权利与义务的
直接承担者，也是市场风险的直接承担者，从而造成生产企业与外贸公司面临市场风险的不对称局面
。
与此同时，许多获得外贸经营权的企业是国有外贸企业，产权主体仍是国家，市场的高风险并不由企
业独立承担。
这一问题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对外贸易法》的颁布而有所改观。
尤其是新法规全面取消了审批权，改审批制为登记制。
登记制使得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人也将有权取得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合法资格，国有外贸主体的垄断局
面被打破了，原来的外贸公司作为代理商，其主要角色是提供一种服务型的代理，通过自身的网络优
势为被代理人提供服务。
　　问题之二是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及过高的监管成本影响了代理制效益的发挥。
在市场环境不成熟、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代理方的侵权行为和投机行为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处
罚，其违约收益甚至可能大于履约收益，导致商业信用的缺失，由此出现了由代理制引发的商业道德
问题和市场秩序混乱现象。
　　问题之三是代理制的实行需要一定的技术、制度条件作为支持，但目前这些支撑条件还没有建立
起来。
内贸领域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外贸领域汇率制度的改革将影响到代理制的施行。
此外，有效的激励机制、合理的结算制度和物流、信息流的支持作用，也是商业代理制长期稳定存在
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目前这些制度规范和技术手段还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仍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
代理制安排效果的发挥。
为防止代理问题的发生，必须制定防范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的对策。
三、总结与进一步发展的思考　　随着商业代理制先后在我国外贸、内贸领域的推行，理论界对代理
制这种商业制度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
应该说，代理制在促进生产企业关注市场需求、了解顾客需要、承担竞争风险等方面，其积极意义还
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其有效性在实践中也逐步得到了发挥。
但代理制在推行过程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环境和改革
进程中的相关制度设计有一定的关系，随着整体环境的改善和体制机制的完善，这些问题也将不断得
到缓解和解决。
　　在承认代理制积极意义的同时，不少学者也认为，代理制的适用领域应该是有选择的，不应无限
夸大其作用的范围。
商业活动的本质是“为卖而买”，既然肯定中间商的地位，商业资本职能作用的发挥就应受到重视。
商品流通可以通过代销和经销两种形式来完成，两种形式各有优点，不能相互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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