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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流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是衔接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
商品流通是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现代社会进入了一
个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发展时代，流通已经不再是生产过程的附属，而是成为了决定生产的先
导力量，并且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这已得到了普遍认同。
伴随着流通经济实践的发展，反映流通经济运行内在规律并促进流通经济发展的流通经济理论研究和
创新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流通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篇立意并完稿成书的。
这本书可以说是这些年对流通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总结，基于流通过程的角度，遵循经济学的研
究体系和方法，构建了比较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和研究框架，对流通运行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和阐述。
本书的内容共有十章，涉及流通的内涵、流通的运行过程及调控、流通的功能、流通的先导作用、流
通渠道与环节、流通经济效益评价、流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开放经济中的流通运行等方面，力求呈现
流通经济运行过程的丰富内涵及其内在规律。
本书既可以作为理论研究者的研究参考，也可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使用。
　　本书由赵娴教授担任主编，童年成副教授担任副主编。
由赵娴负责全书逻辑框架结构的设计和内容的充实完善以及最终的审稿工作。
具体编写分工如下：导论，张声书；第1、2、4章，赵娴；第3章，戴磊、赵娴；第5章，张艳玲、赵娴
；第6、7、8章，童年成；第9、10章，姚祥鸿、张鹏。
　　流通经济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对流通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探索也才刚刚起步，在今后的研究工
作中，真诚地期待着与学术界朋友们的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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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通经济学》是多年来对流通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总结，基于流通过程的角度，遵循经济
学的研究体系和方法，构建了比较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和研究框架，对流通运行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分析和阐述。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指定现代物流管理系列教材：流通经济学》的内容共有十章，涉及流通的内
涵、流通的运行过程及调控、流通的功能、流通的先导作用、流通渠道与环节、流通经济效益评价、
流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开放经济中的流通运行等方面，力求呈现流通经济运行过程的丰富内涵及其内
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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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流通概述第一节　流通的地位与作用第二节　流通运行与社会经济发展第三节　流通创
新与流通现代化第二章　流通与市场供求第一节　市场运行要素--需求与供给第二节　流通运行机
制--市场机制第三节　流通业市场组织第三章　流通运行过程第一节　现代流通运行过程的三流分立
与一体化第二节　商流第三节　物流第四节　信息流第四章　流通渠道与环节第一节　流通渠道第二
节　流通环节第三节　流通业态第四节　流通过程合理化第五章　流通企业第一节　流通企业特性第
二节　流通企业类型第三节　流通企业功能第四节　流通企业经营第六章　流通产业第一节　流通产
业界定第二节　流通产业组织分析第三节　流通产业结构分析第七章　流通运行调控第一节　流通运
行调控的必要性第二节　流通运行调控的目标与手段第三节　流通政策与法规第八章　流通经济效益
第一节　流通投入与流通费用第二节　流通经济效益第三节　提高流通经济效益的途径第九章　流通
的可持续发展第一节　流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性第二节　流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第三节　流通可持续
发展的对策第十章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流通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与贸易发展第二节　流通
国际化第三节　流通国际化趋势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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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流通概述　　流通是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的产物，是媒介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
商品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一样，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又反作用于生产，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流通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则日益凸显，流通决定生产，成为较之生产过程更为重要的经济运行过程。
流通过程成为商品经济下生产过程实现的必要前提，流通过程运行情况直接影响生产过程的进行。
流通对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流通成为不可缺少的必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
经济运行的先导，进而起到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第一节　流通的地位与作用　　一、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　　从一般意义上说，商品流通是指以
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
它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
在原始社会末期，最初在原始共同体之间出现的偶然的商品交换，已扩展到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以及专门为满足别人需要而进行的商品生产的出现，这种偶然的物物交换逐渐发展
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交换分为两个阶段：卖——商品转化为货币，买——货币转化为商品。
卖和买的统一就形成了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的出现，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也使得专门从事商品
交换的商人应运而生，加速了商品的流通，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这无疑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
进程中的一大进步。
商品交换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在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进入资本主义
社会后，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这时，进人流通过程的商品包罗万象，流通过程成为实现价值的必经
过程。
　　商品流通过程对于交换的当事人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买和卖。
商品流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买和卖进行的。
买和卖的两端一极是货币（G），另一极是商品（W），商品和货币在空间位置上互换和时间上继起
的顺序不同，形成商品流通的两个不同阶段，w—G和G—w。
这两个阶段既紧密相连，相互交织，又在不同情况处于不同的地位，从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这两个阶段的相互位置的交替和作用的变化，反映着流通过程对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相互制约关系，是
流通过程的主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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