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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

务主管部门：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

键时期。为加快国内贸易发展，进一步发挥国内贸易在引导

生产、扩大消费、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商务部编制了《国内贸易发展“十

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是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级“

十一五”专项规划。 现将《规划》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实

际认真组织实施。商务部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国内贸易发展

“十一五”规划 “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时期。为加快国内贸易发展，进一步发挥国内贸易在引导生

产、扩大消费、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特制定本规划。本规

划涉及的国内贸易，主要指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住宿

业、物流配送业及部分生产生活服务业。规划期为2006-2010

年。 一、现状与形势 （一）发展现状 “十五”期间，国内贸

易持续快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保障了城乡居民消费

和工农业生产需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00年的3.9万亿

元增加到2005年的6.7万亿元，年均增长11.4%，扣除价格因素



年均实际增长11.1%；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由2000年的5.3万亿元

增加到2005年的14.3万亿元，年均递增21.9%，扣除价格因素

年均实际增长16%。 流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连锁经营、

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快速推进，新型业态不

断出现并迅速发展，2005年我国限额以上连锁企业销售总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15.9%，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基本

涵盖了发达国家的各种现代零售形式。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

容的各种先进经营管理技术不断应用推广。 对外开放不断扩

大，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衔接更加紧密，推动了国内贸易的现

代化进程，提高了国内贸易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涌现了一批

具有较大规模的连锁企业。国内贸易企业在受到竞争压力的

同时，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技术，提高了市

场竞争能力。国内贸易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形成了多种经

济成分充分竞争、竞相发展的格局。 国内贸易对国民经济增

长的贡献不断增大。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增加值由2000年

的0.96万亿元增加到2005年1.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保持

在9%以上；创造的税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保持20%左右；从

业人员由2000年的4686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6054万人，约占全

国总人口的4.6%。国内贸易的发展还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创造了较好的市场条件。 

但是，国内贸易的发展仍处于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

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总体发展水平离社会需要仍有较大差

距。一是新型流通方式和业态的比重还很低，管理和技术水

平总体上比较落后，流通的组织化程度和效率仍然不高，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的扩大和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影响了引导生产作用的充分发挥。二是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



显著，中西部地区的流通规模、现代流通方式发展速度和连

锁化程度都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农村地区流通业发展远远落

后于城市，农民购物不方便，农产品流通不畅，影响了农民

增收和农村消费。三是法律制度与诚信体系建设滞后，市场

秩序仍需进一步规范，假冒伪劣和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影响

了人民群众的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一些地方还存在地区封

锁和行业垄断，影响了全国市场的统一性和商品的自由流通

。因此，国内贸易领域创新、发展与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繁

重。 （二）面临形势 “十一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起

点，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这既为国内贸易

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对国内贸易的发展提出了

新的要求。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

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要求充分发挥流通引导消费、扩大消费的作用。随着国民经

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将进一步提高，带动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要求国内贸易坚

持以人为本，调整经营结构，创新经营方式，完善服务功能

，更好地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