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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劳动投入增加了产品的效用，具体表现为增加了产品的

空间效用、时间效用、品种效用、批量效用、信息效用和风

险效用等。 空间效用表现为通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劳动克服

商品生产和消费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

的生产优势和生产结构，而产品的消费却可能遍布在另外的

地区甚至是全国、全世界。所以正是商品流通所耗劳动创造

的空间效用使我们可以享受瑞士生产的咖啡，购买法国的时

装，使用微软公司的Windos98。 时间效用表现为通过商品流

通过程中的劳动克服了商品生产和消费时间上的不一致。这

种不一致表现有多种情况，如农产品之类的商品只能间断性

生产而不必连续消费，又如一些时令性或集中性消费商品，

其生产又是长期连续的，更多的情况是虽然生产和消费都是

连续的，但是商品从生产到消费有一定的时间差，这种时间

差表现为商品生产与消费的时间矛盾。商品流通过程如储存

、保管等投入的劳动恰好可以解决这种矛盾，表现为商品时

间效用的增加。 品种效用表现为通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劳动

克服商品生产和消费品种方面的不一致。因为无论生产资料

还是生活资料消费者需要的是多种多样的商品，而专业化生

产使某一生产厂家所提供的商品具有单一性，商品流通则可

以集中多家生产商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这方面的劳动投入

表现为商品品种效用的增加。如越来越多的流通企业承担起

生产厂家"采购代理"任务。 批量效用表现为通过商品流通过



程中的劳动克服生产和消费批量的不一致。社会化大生产的

一种重要方式是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而很多时候消费的

需求量都是很有限的。商品流通中所消耗劳动的一个重要用

途就是将生产的大批量分割成最终的小批量需求，在此表现

为由整到散的分流过程；反过来的情况也同样存在。即生产

尤其是工业化社会中无论生产资料的生产还是生活资料的生

产都呈现出一种趋势，即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这种生产

方式与大批量流水生产共同存在。所以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生产批量较小，而需求则是大量集中的。这时商品流通

中的劳动就要用于分散和货源加以集中，从而表现为从散到

整的集流过程。所有这方面的投入的劳动成果都表现为批量

效用。 信息效用表现为专业商品流通企业要收集大量的信息

，如买卖双方的信息，产品说明和使用情况，发展情况，用

户的意见，供求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等，并对这些信息进行

过滤、筛选、整理、分析、总结规律，发现问题。同时指导

自己的工作，也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供求双方，形成一种知识

学习的作用。 风险效用表现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存在和隐藏着

许多风险，如质量风险，信贷风险、政策风险、汇率风险、

财务风险等，让商品流通双方谁来承担这些风险责任可能都

会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扯皮"过程，会极大地加大交易费用甚

至阻碍商品流通的真正完成。由专业商品流通企业来承担这

些风险无疑会极大地提高供求双方的信心 ，同时加快流通和

再生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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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