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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与其说流通现代化是流通经济学的分支，倒

不如说是现代化理论的分支。因此，这里我们依前述的归纳

与分析，根据国内外研究学者对现代化内涵的研究成果，提

出流通现代化的内涵。  （1）流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过程  这是由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如果要给流通现代

化下一个定义的话，也必须由现代化的定义而非流通的定义

来模拟。我认为，流通现代化是指公元1500年以来乃至以后

，伴随着工业化社会和信息化社会形成而发生的流通领域的

变革过程。伴随着工业化社会出现的流通领域的变革过程，

我们称为前期流通现代化；伴随着信息化社会出现的流通领

域的变革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后期流通现代化。  流通现代

化的内容，体现流通领域本身的特点。而对于流通现代化的

特征，我们完全可以借鉴现代化研究学者对现代化特征的描

述，这比另起炉灶要好得多。依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

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现代化过程的9个特征，我们可以类推

出流通现代化的9个特征，即：1）流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它包含着流通领域一切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变化；2）流

通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到、影响

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3）流通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它起

源于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但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现象

；4）流通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5）

流通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6）流通现代化是个趋同的过程



，相似的因素比传统社会多得多；7）流通现代化是一个不可

逆转的过程；8）现代化是一个革命的过程；9）现代化是一

个进步的过程，它会增加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  

（2）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不仅表现为流通现代化

包含有前期和后期现代化，也表现为每一期的现代化又包含

着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流通现代化表明一个社会流通发展

变化的状态和过程，因此它的内容和内涵也在不断完善和发

展。流通现代化是有阶段的发展过程，其进程可以划分出不

同水平和阶段。  流通现代化至少包含有前期现代化和后期现

代化，或者是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前期流通现代

化或者第一次流通现代化，是指伴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转变发展的前期现代化或者第一次现代化，流通领域所发生

的巨大变化过程。后期流通现代化或者第二次流通现代化，

是指伴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转变发生的后

期现代化或者第二次现代化，流通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过

程。这两期或两次流通现代化过程的差异在于流通力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以机器生产力为基础，一是以信息生产

力为基础。  在每一期或每一次流通现代化过程中，都包含有

不同的发展阶段，诸如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等。  （3）

流通现代化包含着“方面”和“层面”结构  现代化有“方面

”和“层面”的结构，流通现代化也有“方面”和“层面”

的结构。  从方面结构来看，现代化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

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方面，而经济现代化又包

含有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商业（流通业）现代化、服

务业现代化等方面。流通现代化又由若干方面的现代化组成

。从流通环节（或行业）方面看，有批发现代化、零售现代



化，以及仓储和运输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不能脱离

流通现代化过程来实现，同样，流通现代化也无法离开整个

经济现代化过程而单独实现。依此推理，流通现代化的批发

现代化、零售现代化、仓储现代化、运输现代化也是融合在

一起变革的，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流通现代化就不能实现，

同时，每一方面的现代化也不能单独实现，而是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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