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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理论和实践都在快速发展，商品流通领域出现
了多种经济体制、多种经营方式，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格局的形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理论研究
提出了新课题。
本书作为物流管理专业的教材，力图从物流的角度研究商品流通体制、商品流通过程、商品流通政策
、商品流通组织以及零售业态、批发业态管理和电子商务等。
本教材可供物流管理专业大专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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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商品流通的产生与发展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的重要前提，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商品交换；同
时，商品交换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
从历史上看，商品交换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物物交换、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和以商业为媒介
的商品交换。
商业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原来的交换关系，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规模和范围，节约了生产者
用于交换的时间和费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商业是一个分工日益细化、体系曰益复杂的产业门类，并具有对社会劳动力吸纳性强、
进入与退出障碍低、规模经济性不显著、技术进步具有从属性等特点，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城市
功能的完善、国民福利的提高等具有特别的贡献。
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特别是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商业也不断发生变化，出现了一次次具有重
大意义的变革，这些变革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
第一节 交换与商业一、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1．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就是指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
分及其独立化、专业化。
人类劳动分工的独立化和专业化，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体现。
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然结果，又对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
交往以及商品交换体系的演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需要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样化：为了满足人类的多种需要，人
类从事劳动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要求每一个人为满足自身的所有需要，去同时从事所有的生产劳动，既无必要，也无
可能了。
于是便逐渐产生了人类劳动的社会分工，即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某一种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另一部分人
从事其他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从而使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
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因为，社会分工提高了每个劳动者在某一个领域的劳动技能与熟练程度，促进了每个领域劳动工
具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加快了各种生产经验和人类知识的积累。
因此，社会分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扩大了生产规模，优化了生产组织形式，增加了社会财富的
总量。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发展史同时就是一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历史：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共经历了
三次社会大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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