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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九章，分别是：第一章 流通与流通产业；第二章 流通产业政策概述；第三章 流通产业竞
争政策；第四章 流通产业布局政策；第五章 流通产业技术政策；第六章 流通产业价格管理政策；第
七章 流通产业对外开放政策；第八章 流通产业政府规制；第九章 中国流通产业政策与规制的改革与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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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流通与流通产业　　流通是指作为商品交换总体的商品流通，是社会劳动产品从生产领
域进入消费领域的运动过程。
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商品流通的形式、功能及特征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1.1　流通的产生与发展　　流通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交换、
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通源于分工和交换，起着连接生产与消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作用。
正如马克思所说：“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　　1.1.1　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　　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和交换的产物。
社会分工促使人们相互交换劳动产品，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则变成商品，为了满足他人需要，
用于交换的产品生产就变成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进一步促进了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的连续不断运动
形成商品流通。
　　分工是人类社会为了进行合理的劳动而使劳动专业化的过程。
最原始的分工是自然分工，即按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在生理基础上的分工，如男耕女织，以后才出现
经济体内部按劳动特长的分工。
内部分工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又
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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