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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流通领域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被称为“流通革命”。
第一次“流通革命”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是以超市的兴起、发展和厂商的流通系列化为主要内容
的流通变革，主要解决了流通部门与大批量生产体制和大量消费不适应的问题，给传统的、落后的流
通体制以冲击，并确立了战后日本现代流通体制和流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次“流通革命”发生在日本经济成熟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时期，是日本历史上最
深刻的流通大变革。
其不仅是流通部门或流通机构的变革，也包括流通行政管理制度的大变革，是流通体制变革的综合反
映。
对战后日本流通体制变革问题，迄今尚未见到专门和系统的研究成果。
　　本书是以二战后至今日本流通领域的两次阶段性变革与流通体制变革的内在关系为着眼点，综合
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系统论、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尝试以“流通环境一流
通变革一流通绩效 ”为研究框架，运用经济学理论，力图系统性地揭示战后日本流通体制变革的原因
、特征以及变革中的流通主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探究了日本政府在流通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本书的特点是重视对历史转折点的研究，而不是一般的对流通产业发展的梳理。
　　本书的研究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作为导论部分。
概述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阐明了日本流通领域正处在流通体制变革期，对本课题的系统研究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阐述了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创新点、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并重点对有关流通
体制变革问题研究中处于基础层次上的概念和研究范畴加以分析和界定，以此作为后文理论和现实分
析的逻辑起点。
　　第二章，阐述了日本流通体制变革研究的基础理论。
目前，关于商品流通体制变革的研究，经济学界并未建立起专门的基础理论。
而且，对于是否存在真正的专门以商品流通为对象；并主要以经济学为分析工具的流通经济学，学术
界尚存较大争议。
在本书中，笔者尝试将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西方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和日本流通变革理论作为
本课题研究的基础理论，分别进行阐述，并稍加评价。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构建了“ 流通环境一流通变革一流通绩效”的理论框架。
　　第三章，是对战后日本流通领域发生的第一次“流通革命”的总体性研究。
首先，阐释了引发第一次“流通革命”的各种环境因素，具体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生产体制和大
众消费革命以及制度环境等。
其次，对第一次“流通革命”主要内容的详细描述和理论解释。
以超市等大型零售店的发展和厂商的流通系列化为主要内容的流通变革，解决了流通部门与大批量生
产体制和大量消费不适应的问题。
最后，说明了流通革命对流通体制的影响和绩效。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构建了大量的流通组织、流通系列化渠道体系和企业物流系统，确立了战后
日本现代流通体制和流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章，是对日本第二次“流通革命”(即平成流通革命)的背景、内容的梳理与总结。
首先，探究了第二次“流通革命”发生的内外环境因素，总结出制度环境、信息技术和消费市场环境
变化与日本流通体制面临困境是催生流通大变革的主要原因。
其次，说明了第二次“流通革命”之所以发生，是日本流通体制与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相适
应的必然结果，同时，国际社会施加的外在压力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流通革命”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笔者认为“流通革命”应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流通管理制度变革既是流通革命的组成
部分，又是流通体制微观主体流通机构变革的重要杠杆和环境条件。
最后，明确了日本流通体制变革的总体趋向，日本政府流通管理的侧重点发生了从经济性规制为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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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规制强化的转变，日本流通体制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使流通机构的大变革更加活跃，流
通企业大型化、流通渠道短缩化，零售企业主导地位提高、交易模式和制度变革等变化。
第二二次 “流通革命”推进了日本流通系统的效率化和流通现代化发展，使流通体制向着既与日本基
本国情相适应，又与国际接轨的方向转变。
　　第五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几个问题。
首先，对日本流通现代化的内涵、特性以及日本学者的“流通现代化”理论观点进行基础性研究，以
探讨日本流通现代化的发展成果。
进而论证了流通体制变革对推进流通现代化的经济绩效。
其次，运用大量的日本统计数据，探讨了流通体制微观层面的结构性变化特征，具体包括流通组织规
模结构、流通业态结构、流通企业市场竞争结构、流通渠道结构变革几个方面，这也是流通体制变革
的绩效表现。
最后，探究了日本政府干预流通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反映出日本政府在流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第六章，总结日本流通体制变革与流通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阐述了对促进我国
流通体制改革和流通现代化发展的若干启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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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运用经济学理论，系统分析和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流通体制的形成、发展和演变，
特别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体制变革上面，在揭示日本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在经济赶超中过程中体制变
革的内存机制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理论及现实方面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作者以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和经济体制的发展演变为背景，突出研究了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
下流通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即两次“流通革命”发生的内存机制和具体内容，深入探讨了流通体制与经
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作者还就日本流通体制变革的总体效果、政府干预模式，特别是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等问题做了有
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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