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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一、关注经济发展新的战略观 流通现代化的问题，

是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给与关注问题。最近两年，这个

问题在国内越发受到广泛的关注。去年十一月份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我国应对加入WTO工作会议、全国推进流通

现代化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一再强调流通现代化对于我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江泽民主席专门就这个问题发表

了重要讲话，可以说是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战略观念的

形成。 2002年2月二十五日江泽民总书记在省级主要领导干部

“国际形势与WTO”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长

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烙印很深

，这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搞好流通极为重要，是消费通过流通来决定生产，只有现

代流通方式才能带动现代化的生产，大规模的流动方式才能

带动大规模生产。因此，要大力支持和推动连锁经营、集中

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 江泽

民同志的讲话，对于我国理论界和经济管理领域多年的重要

争论：是生产决定流通还是流通决定生产，作了深刻的结论

。可以预见，这个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在新世纪的经济工作，

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优先序安排，对于企业经济工作重点

的认识将会起到战略性的影响。我们必须面对经济领域的一



个新的格局。这个格局是：生产和流通的关系，随着社会的

进步，已经逐渐发生战略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主要标志

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生产决定，转向流通决定，流

通决定生产，商业资本主导生产，流通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将

决定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这个转变影响是深刻的：对于

国民经济来讲，这个转变会涉及到国家经济工作的重心，国

民经济的重点，将会从生产转向流通；对于企业来讲，流通

能力也将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这个战略性的变化，也必

将使我国加入之后，面临一个全新的竞争格局：竞争将会从

生产企业和产品转向以流通为主要内涵的供应链。 二、流通

决定地位的形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的大分工，把

流通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之后很长一个阶段，流通是带有附属

性的和派生性的。很长一个阶段，分工虽然实现了，但是流

通并没有像“生产”那样具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性格，没

有系统化和规模化。流通相对于生产，是处于非常软弱的不

可比拟的地位。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市场

从卖方市场根本性地转变为买方市场之后，整个社会经济领

域，结构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以生产为核心的

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被消费流通生产三位一体的经济结构所取

代。流通也从“生产的继续”变成了经济的先导。 传统经济

学和传统经济领域，有非常强的“重生产、轻流通”的倾向

。例如，重视生产性劳动而忽视服务性劳动，就使以服务性

劳动为主的流通领域研究十分薄弱。流通的先导作用和一定

程度的核心作用，过去仅只在“流通立国”的日本得到了认

可，但是我们总认为这是日本这样“弹丸小国”的特殊状况

，并不是普遍真理。以后，在产业革命之后起家的，以生产



性产业为支柱美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年来，美国经济

结构的格局是强大的生产“伸出一只手”去抓流通，社会流

通是欠发达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也出现了大生

产企业自己抓流通,让位于流通业务外包，依靠社会流通体系

去解决流通问题。福特汽车公司垂直一体化王国的破灭，社

会流通企业沃尔玛的迅速崛起是美国这一变化典型写照。 但

是，若干年前还处于短缺状态下的中国，不可能对此有深刻

的感受。一直到我们自己有了通货紧缩、流通不畅、内需不

足的问题之后，一直到我们自己有了这种亲身的社会实践之

后，我们才感受到流通的重要性,我们才认识到，落后的、小

生产式的流通系统，不可能支持甚至主导现代产业的发展。

最近几年，“物流热”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一战略性变化的

大趋势使然。 流通决定地位的形成，也正是马克思所讲的发

达的商品流通阶段的到来，发达商品流通本质是在流通过程

中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商业资本预付于生产并且主

导生产。 三、新的竞争格局和流通力 在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

化的大背景前提下，流通与生产地位战略性的变化，必将导

致新的竞争格局的形成。 新的竞争格局可以描述为：产品和

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供应链的竞争，这个竞争能力的构成

可以表述如下：供应链的竞争能力＝信息（能）力＋生产（

能）力＋流通（能）力 我们对新的竞争格局可以作如下分析

： 我国当前的生产力优势表现在以低成本支持的产品优势,这

一优势取得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一直到现在还保持

的低资源成本优势； 另一方面是内需支持的大量生产进一步

导致的低成本优势。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我国作为世界

第一个大国，内需支持的大量生产优势会长期保持下去，但



是，低资源成本优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主要原因在于：

这一优势一方面以牺牲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代价，另外一

方面试以牺牲我国内需扩大为代价取得的。所以，未来低资

源成本优势渐逝,信息力和流通力将对新的竞争格局起决定作

用由此可见，流通的地位发生巨大转变之后，提出和研究流

通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国有些学者提出流通力来描

述新的战略格局之下流通的问题。流通力的概念，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可以恰如其分地描述非常巨大

的流通领域生产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所共同构筑的经济能力

和流通的运作能力。这种提法也能够描述生产和流通这种社

会大分工深化之后，流通的独立性性格和独立运作能力。鉴

于流通力的概念，涉及到传统经济学的概念，还有待于在理

论上进一步探讨，以求得经济界的共识，本文不打算对这个

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本文只打算从“流通能力”这个角度

研究一下物流问题。 四、物流是流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

分工的深化，使我们认识到，流通也不是铁板一块，流通的

进一步分工，已经给我们展现了色彩斑斓的新的境界，就像

我们从分子、原子、原子核⋯⋯这种挑战极限的认识，每一

个层次都不是极限，都有它复杂的结构和广阔的世界。流通

的进一步分工，首先是实现的历史性的“商物分离”，随后

就是“四流”的结构状态被人们所认识，即商流、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如果用“力”的概念来进行描述，又可以进

一步形成商流力、物流力、信息流力、资金流力等新的经济

能力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但现在的认识层次，可以表

述为： 流通力＝商流力＋物流力＋信息流力＋资金流力 当然

，这个公式仅仅是一种结构性的描述，并不是简单的求和关



系，而很可能其中存在加权、倍增等更深层次的关系。 这个

公式，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信息、资金等，并不是本身

就形成一种“力”。而是必须在“流”的状态下（当然是合

理的“流” ）才能形成“力”。 就流通力这个结构体系而言

，也长时间出过轻重偏离的状况，那就是长时间我们把主要

精力放在了探索商流的形式和有形市场的建设上面，而忽视

物流力的发展。商业一条街、大型百货、贸易中心、仓储式

货场、多店铺经营、集贸市场、连锁经营等等，直到前不久

举国热衷的以网上交易为主体的电子商务，都是在探讨商流

力的问题。这个过程中，使我们认识到在流通领域中，也存

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的问题，原来产业结构问题，

不仅仅存在于物质产品生产产业领域之中，这是我们对于产

业结构问题认识的深化。 在我们国家客商都还处于较低层次

的发展时期，例如发展大型百货、集贸市场等商流形式的时

候，物流的制约还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但是当我们进入到

连锁商业、电子商务的高度之后，物流力的足，一下子便暴

露无余，物流力不足，不但制约现代流通的发展，更重要的

是，他影响我们国家整个经济运行的水平、质量，也就是说

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我们国家在新世纪的经济素质。

可以说这是现在的主要矛盾之一。 物流成为流通力的主体，

不单单是当前物流出现对于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问题，而是

和物流本身的属性和特点有关。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

国民经济全部工农业产品生产过程和制造过程，除了在加工

和在生长的时间以外，全部都是物流过程的时间。以机械产

品的制造为例，生产过程中，加工的时间仅占百分之十左右

，而物流时间竟然占到百分之九十，很大一部分生产成本是



消耗在物流过程之中；从社会再生产的流通角度来看，全部

转化为商品的工农业产品，都需要通过物流来实现资源的配

置，而资源配置成本，主要为物流活动所占有，有一个传统

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20世纪前半期美国一个财团曾经

从物流的新观念出发做了大规模调查,发表了“流通费用确实

太大”的调查报告书，其中一个重要数据是，以商品零售价

格为基数计，社会流通费用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九，而其中绝

大部分是物流费用。 随着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发展，商品的

交易时间已经可以达到马克思所言的“等于零或者趋近于零

”的境界，在低成本的信息网络平台和交易平台的支持下，

电子商务使商品交易发生了巨大的革命，不仅时间缩短，交

易速度加快，而且可以大大降低商业交易的交易成本，在这

种情况下，未来的流通时间和流通成本，绝大部分被物流所

占有，物流成本在整个流通费用中的比重，还会有上升的趋

势。“物流力”成为流通力主体的依据就在于此。 我们从理

论上对于物流作为流通力的主体原因可以做如下的归纳： 物

流的劳动-----流通领域劳动的主体， 流通时间主要取决于物

流时间 流通领域大部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于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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