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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0_9A_E7_8E_B0_E4_c31_37047.htm （1）二元经济结构  二

元经济结构，通常是指传统经济部门（如农业）比重过大，

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

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发展中国家的

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要实现由二元经济结构向

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中国现代化进程始于19世纪中叶，直

至1949年被称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直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

本实现现代化，目前仍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前期发展阶段，

是追赶型而非领先型的现代化国家。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中

，流通的现代化过程也有其明显的特征，一方面是流通部门

作为现代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与扩张，传统经济部门的物力

和人力将部分地转移至流通经济部门，推动传统经济部门比

重的缩小和现代经济部门比重的扩大；另一方面是传统流通

部门向现代流通部门的转变，为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

构过渡做出贡献。  （2）两期现代化交织  中国在没有完全实

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前期现代化时，世界发达

国家又开始了“工业社会向信息（知识）社会转变”的后期

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不能跳跃工业社会这一阶段，

又不能等到完全实现工业社会后再开始后期现代化的过程，

这样就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有明显的两期现代化相交织的

特征。正像有的学者所言：“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具

有二元性特征，即同时肩负完成工业时代目标和信息时代目

标的双重任务。由于工业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对



于小国或地区，可以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实现现代化，但对

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工业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中国

实现现代化的二元性特征客观上还要求我们必须用信息化来

带动工业化，以加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注：王梦

奎等：《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6

页，第20页，第268-269页。）这种两期现代化相交织的状态

必然影响着流通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说中国现代化的二元经

济结构决定着流通现代化过程并存着与手工生产力相适应的

传统流通形式和与机器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流通形式，那么

，中国现代化的两期现代化交织，就决定着流通现代化过程

并存着与工业化（机器生产力）相适应的前期现代化流通形

式和与知识化（信息生产力）相适应的后期现代化流通形式

。与手工生产力相适应的传统流通形式典型形态是个体商人

、露天市场、偶然交换；与机器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流通形

式典型形态是批发代理制、新型零售业态、连锁经营等；与

信息生产力相适应的后期现代流通形式典型形态是网上销售

、自动售货机、虚拟分销商等。在流通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

段，各种流通形式的典型形态所占据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

不同的，但并存是必然的，并存的时间、程度将大大强化于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3）两种经济体制并存  从1997年

开始，伴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济体制开始由传统的计划

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目前仍处于转型的

过程中。据国内学者的多数测算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

期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超过50％。可见，两种经济体制

并存的状态将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问。这必然影响中国流通现

代化的进程和内容：将国家所有的流通企业占主导的状态转



变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按照“流通业是竞争性行

业”的特性，国有中小流通企业退出国有经济，并向公司化

发展；由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直接控制商品流通过程转

变为间接控制，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手段引导商品流通

发展的方向；由过去行政指令约束企业和市场行为转变为通

过法律、法规限制企业流通行为，通过法制维护正常的市场

经济秩序。将过去政府直接管理行业和企业的部分职能转移

至相关的行业协会。这是中国流通现代化过程特有的内容，

它不像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那样是由传统自然经济状态下流

通体制向市场经济流通体制转化，而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流通体制转型。  总之，中国流通现代化的过程，首先是“

现代化”的过程，其次是“中国化”的过程，前者要求我们

探索世界流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后者要求我们研究中国流

通现代化的个性特征，二者综合分析，才能提出中国流通现

代化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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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