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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流通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有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
宏观视角的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流通的纵向过程，即从超越微观单位（企业或用户）的角度来研究
全社会的商品是如何完成由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转移的，这种转移是在什么样的体制或机制下，由哪
些主体以怎样的关系（竞争与合作）、方式与技术方法，以怎样的规模、结构与绩效来完成，以及这
种转移会对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经济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社会公共机构（政府）如何
影响这一转移过程等。
微观视角的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则是流通的横向过程，即微观单位尤其是企业组织，如何有效地实现
所生产或经营的商品由供应地到使用地的转移，包括如何构建自己的流通渠道，如何建立和维护与渠
道成员的关系，如何降低流通成本，如何提升流通效率，如何提高流通竞争力等。
显然，宏观视角下的流通问题会更多地涉及一般经济学问题在流通领域的具体体现，以及流通领域所
特有的经济学问题。
因此，要从宏观视角对流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就必须更多地使用经济学的有关知识与分析工具，所
形成的理论也就更具有经济学的学科属性，从而可以将从宏观视角研究流通问题的理论称为“流通经
济理论”或“流通经济学”。
与此不同，微观视角下的流通问题则更多地涉及经营或管理方面的问题，因此，要从微观视角对流通
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就必须更多地使用管理学的有关知识与分析工具，所形成的理论也更多地具有管
理学的学科属性，从而可以将从微观视角研究流通问题的理论称为“流通经营理论”或“流通管理理
论”。
因此，所谓的“流通理论”也主要由以上两大理论体系构成。
本书主要从宏观视角来研究流通问题，因此，本书所涉及的命题与理论也更多地具有“流通经济理论
”或“流通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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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显然，宏观视角下的流通问题会更多地涉及一般经济学问题在流通领域的具体体现，以及流通领
域所特有的经济学问题。
因此，要从宏观视角对流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就必须更多地使用经济学的有关知识与分析工具，所
形成的理论也就更具有经济学的学科属性，从而可以将从宏观视角研究流通问题的理论称为“流通经
济理论”或“流通经济学”。
与此不同，微观视角下的流通问题则更多地涉及经营或管理方面的问题，因此，要从微观视角对流通
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就必须更多地使用管理学的有关知识与分析工具，所形成的理论也更多地具有管
理学的学科属性，从而可以将从微观视角研究流通问题的理论称为“流通经营理论”或“流通管理理
论”。
因此，所谓的“流通理论”也主要由以上两大理论体系构成。
《流通概论（第2版）》主要从宏观视角来研究流通问题，因此，《流通概论（第2版）》所涉及的命
题与理论也更多地具有“流通经济理论”或“流通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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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通概论>>

书籍目录

第1章 流通的产生与发展学习目标1.1 分工与交换1.2 交换与流通：流通的内涵与外延1.3 流通方式的演
进1.4 流通与社会经济系统本章小结学习拓展复习思考题第2章 流通产业学习目标2.1 流通产业的含义与
分类2.2 流通产业的特征与贡献2.3 流通产业的发展本章小结学习拓展复习思考题第3章 流通功能与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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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2．1批发经营的一般特点与零售经营相比，批发经营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1）交易批量
大。
随着商品流通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超级市场和仓储式商店等新兴零售业态的出现，使得零售的交
易批量也比较大，但是，由于零售的销售对象是家庭，而面向家庭的交易批量是无法同面向企业或者
事业单位的交易批量相比的。
因此，一般来说，批发的交易批量无论在数量还是金额上都会远远大于零售的交易批量。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交易批量是指在一定时点上完成的，而不是一定时期内的交易总量。
（2）交易更加理性。
零售的销售对象是家庭，家庭是非专家购买者，其购买行为受到文化、职业、收入、家庭决策权、生
命周期、生活方式、个性、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复杂多变，包含很多非理性成分，更容易受到营
销传播工具的诱导。
而批发的销售对象具有明显的组织化特征，组织购买都由采购部门来完成，经过科学的决策程序，具
有一定的规律性，属于专家购买类型，更加具有理性化特征。
（3）商圈更大。
由于批发的销售对象是再销售者、产业和事业用户，这些组织购买者的活动能力、交易范围远比零售
服务的家庭消费者要大。
另外，相对于零售而言，批发商的用户通常不需要“来店购买”，特别是随着交通以及通讯信息技术
的发展和普及，可以通过远程、无纸化等方式来进行交易。
因此，批发商与用户之间的空间距离不会成为成交与否的决定因素，而零售则不具有这种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发的交易范围或市场范围要远远大于零售，也就是说批发的商圈要远远大于零
售的商圈，而且批发的经营也不像零售那样明显地受到商圈的限制。
（4）交易关系稳定。
批发用户为了保证生产经营或者事业的持续性，必须按照生产经营的需要持续、稳定地进行重复购买
。
这种购买不仅在时间和频率上相对稳定，其品种和数量也是相对稳定的，这就决定了批发用户和批发
商之间很容易达成协议，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这样也有利于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
（5）交易过程中服务项目的专业化倾向日趋明显。
零售的销售对象是家庭用户，经营过程中除了产品、人员、渠道、形象等方面需要对客户形成吸引力
，建立差异化优势之外，更要在改进服务质量、增加价值服务上加大投入。
因此，零售组织格外注重选址的便利性、营业环境的优美，提供包括货架摆放、购物消遣、休闲、停
车、广告、订货、交货、包装、安装、客户培训、客户咨询、维修保养在内的全方位、多体系、功能
化的服务，以此来招揽顾客。
与零售不同，批发的销售对象是再销售者、产业和事业用户，批发商关注的是产品线问题，设法增加
长度、宽度和深度，受购买环境的影响较小，服务的重点应该是通信、储运、信息、融资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通概论>>

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流通概论》，是应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之邀，并作为该社组织策划的“2l世
纪工商管理新教材丛书”之一而编写的。
说来很惭愧，本来这本书早在三年前就已纳入出版社的选题视野，但出于市面上已有不少同类教材，
且担心一时写不出一本既遵循教材的一般“规矩”又不落窠臼之作的考虑，而迟迟没有动笔，一拖再
拖，直至责任编辑发出了“最后通牒”，才开始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集中精力与几位合作者一道研
讨本书的内容框架、体系结构及编写体例，并分工撰写初稿。
这时已经到了2005年的年终岁尾。
这本书虽然动笔比较晚，但对这本书的研究角度与内容框架我早就有所考虑，也有一些前期积累。
这些积累主要是我先前出版的几本教材、著作和公开发表的一些论文，如1996年出版的作为“工商管
理主干课教材”之一的《商品流通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现代商
品流通：理论与政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作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
放教育试点教材”之一的《流通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作为“21世纪高
等院校经济与管理核心课教材”之一的《现代物流概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以及2005年出版的《当代流通理论——基于日本
流通问题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这些教材与著作无疑为本书提供了很多铺垫与支撑，也为我们编写本书增添了不少勇气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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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通概论(第2版)》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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