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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专 论·

改革开放４０年的中国流通业

丁俊发

　　摘要：邓小平同志创立的社 会 主 义 市 场 流 通 理 论 是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新 发 展，为 中 国 的 流

通体制改革与流通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流通体制与流通产业

经历了起步、快 速 发 展 与 转 型 升 级 三 个 阶 段，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在 新 的 征 程 中，要 用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 发 展 理 念 统 领 中 国 流 通 业 的 发 展，到２０２０年 基 本 建 立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 效、城 乡 一 体 的 流 通 体 系，建 立 分 工 明 确、权 责 统 一、协 调 高 效

的流通管理体制，遵循 流 通 经 济 的 基 本 规 律，推 进 新 的 流 通 变 革，加 快 大 流 通、大 市 场 建 设，

使流通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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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 “改革开放４０年”征文。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２２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邓小平同志发出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的伟大号召，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至今４０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４—１５日 “一带一

路”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１３０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聆听推进全球

化、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声音。回顾走过的路，思考当前面临的形势，如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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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的布局，夺取新的高地，这是全国各行各业都需要考虑的问题。流通业作为国民

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任重而道远。

一、邓小平同志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流通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从 “苏联模式”的阴影中走出

来，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宝库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流通论。最核心的

是三个方面：一是计划与市场的理论，冲破了 “苏联模式”的长期束缚，提出社会主义

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利用且善

于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一体化大流通；三是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是改革开放的试金石，必须实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制的综合改革与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的协调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理论，丰富并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市场化改革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流通体

制改革与流通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苏联模式”对中国影响极大。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其中包括：生产资

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 相 互 关 系；

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我们称之为 “三分法”。首先，斯大林的观点突出了

所有制，把所有制放在生产关系几个方面的首位，并把它看成可以脱离生产发展及其产

品分配、交换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这一思想只看到所有制对分配、交换的决定作用，

而看不到分配、交换对所有制的反作用，使人们对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不予重视，不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上把握所有制的内容，

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所有制的升级上。其次，斯大林的观点否定了产品与商品交换，只

承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互换劳动。所以在实践中，人们非常害怕谈及商品，反对交

换，主张统购统配。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他开始认识到不能完全否定商品经济，不能否

定价值规律，并提出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认为 “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

能没有价值规律的”。① 然而斯大林的思想并不彻底，他仍然否定交换，否定社会主义商

品的流通过程，否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具有调节作用。所以斯大林代表的思想

可以称为 “无流通论”。

“苏联模式”是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把整个国民经济置于高度集中统一

的计划管理之下，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放到重点项目，保证在较短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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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其战略目标。在发生战争时，可以使整个经济迅速转移到战争轨道上，这使苏联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一模式也有很大的弊端，它的作用与时间成反比

例。对 “苏联模式”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它的历史作用，更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它给

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灾难。

谈到 “苏联模式”，不能不涉及到两个人，即布哈林 （１８８８—１９３８年）和普列奥布拉

任斯基 （１８８６—１９３７年），他们是苏联建国初期的两位权威理论家。他们对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的看法，尤其是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看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的影响。他

们在合著的 《共产主义ＡＢＣ》（１９１９年）这部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和基本原理的小册子中，

系统阐述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他们提出的中心思想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

权以后，立即实行全部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且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制度。普列奥

拉任斯基在 《新经济学》（１９２６年）一书中认为，计划和市场是对立的，计划是社会主义

的关系，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因此，计划不应当争取市场、领导市场，计划经济不

是通过市场实现，而且计划应当消灭市场。计划战胜市场之日，就是过渡时期结束、社

会主义制度建立之时。他们两人的观点被斯大林确认，事实上成了长期支配苏联及社会

主义阵营国家经济生活的主导思想。

苏联的 “无流通论”对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

不仅完全吸收了 “无流通论”的经济思想，而且将苏联高度集中、以计划分配取代商品

流通的实物经济模式也全盘照搬。这种实为自然经济的经济理论及其管理体制对中国经

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发展的束缚，直到１９５６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人们才有

所觉察。针对这种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商品流通的倾向，陈云同志提出在经济工作

中要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毛 泽 东 同 志 提 出 价 值 规 律 是 个 “大 学 校”，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４

日，他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的决定》

有一段修改，“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

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① 刘少奇同志也曾

几次强调要开展和加强对流通及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研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著名

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剖析 “自然经济论”的基础上，对根本否认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

中存在的 “无流通论”予以了有力驳斥，才使 “无流通论”思想及其对中国经济政策的

影响开始有所减弱，但仍然没有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愈

演愈烈，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借着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关注 “资产阶级法权”的幌

子，大做 “资产阶级法 权”文 章，从 而 把 商 品 流 通 推 上 了 审 判 台。党 内 滋 生 资 产 阶 级、

·０１８·

①丁俊发、赵娴：《流通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０页。



修正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统统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一律说成是

“资产阶级法权”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乃至党内生活方面的渗透。为此强调增强产品分

配比重，缩小商品交换比重，从根本上否定交换。

邓小平同志认真反 思 了 “苏 联 模 式”的 得 失，他 指 出 “我 们 过 去 一 直 搞 计 划 经 济，

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多年的经

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①１９７９年他指出：“说市场经

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

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

场经济。”②１９８７年他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经济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

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

务，就是资本主义的。”③１９９１年他在上海视察时又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

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

社会主义服务。”④ 在１９９２年春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他对这个问题作了最透彻的阐述。

这一次是结合 “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最根本问题来说的，“计划多一点还是

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也有计 划；市 场 经 济 不 等 于 资 本 主 义，社 会 主 义 也 有 市 场。计 划 和 市 场 都 是 经 济 手

段”。⑤ 他还对市场和计划两种方法及利弊得失作了深刻的比较分析，指出市场经济有利

于搞活经济和发展生产力，但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另一方面，只搞计划容易把经济搞

死，但是计划经济也还是一个好办法，可以集 中 力 量 办 大 事。邓 小 平 同 志 的 这 些 谈 话，

从历史实证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阐明了市场和计划的性质，即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

专有，而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及手段，从而一举廓清了在这个问题上根深蒂

固的陈旧观念，为经济改革和理论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这是对以往中国几十年搞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旧体制作用的总

估计，是对 “苏联模式”的彻底否定，是提出新的经济体制设想的根本出发点。这个论

断不仅在改革的起步阶段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逐

渐暴露甚至有所突出的今天，更显出其重要性。不能低估过去 几 十 年 经 济 建 设 的 成 就，

也不应一笔抹杀计划体制的积极作用，但只靠旧体制不能解决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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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如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它的

优越性就不能充分显示出来，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东欧剧变和苏联解

体的历史性事件，无可辩驳地从反面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真理性，出现这些事件的原因固

然极其错综复杂，但其以中央高度集权和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僵化的经济体制长期存在

和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源。

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的思想，不仅推动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体制改革，也推进了流通产业的发展。

早在１８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商品生产迅速地发展成国际间的

分工与贸易，形成了资本和生产国际化的雏形。１９世纪４０年代，马克思总结了这一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指出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

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己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

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① 在这种形势下，生产的社会联系和协作范围必然突破国内市场

的局限，导致国际分工协作和国际市场形成。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和互相依赖，实质

上就是因社会分工而引起的流通行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流通行为逐渐跨越国界

而扩展到国外，这种趋势就是流通的国际化。流通国际化是生产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在

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生产国际化和流通国际化日益加强的趋势是同时并进和互

相促进的，生产国际化是流通国际化的基础，流通国际化是生产国际化的发展动力。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流通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国际

垄断组织在国际范围内的生产专业化协作发展迅速，国际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

规模急剧增长，跨国公司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安排其产品设计并组织生产和销售，在全球

范围内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使更多国家和地区卷入国际流通体系。这不仅大

大提高了世界生产力的水平，而且使各国各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愈来愈离不开相互

间的经济联系，离不开流通国际化发展的客观环境。

邓小平同志 敏 锐 地 洞 察 到 流 通 经 济 的 发 展 趋 势。他 说： “现 在 的 世 界 是 开 放 的 世

界。”②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

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③ 从世界范围内看是这样，

从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看也是这样。针对当今世界经济的客观现实，邓小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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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① “中国

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②。邓小平强调：“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

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

设没有希望。”③ 实行对外开放，就必须使中国生产力发展与流通国际化趋势相结合，使

生产要素加入到国际流通体系中去，从而分享国际流通的巨大利益。由此而来，“我们同

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④

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中央领导，特别是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市场在优化配置资

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高度重视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他们明确指

出：“中国已进入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生产的时期。只有现代流通方式才能带动现代化的生

产，大规模的流通方式才能带动大规模生产。” “流通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现代流通是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血脉和神经，是各种生产要素集结、整合和聚变的载体，是决定经济

运行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引导性力量。” “没有流通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运行效率也就不可能得以提高。” “社会主义经济要

真正搞好，解决好流通问题最重要。只要把流通领域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正确地解决了，

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基本建成了。”

二、中国流通业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历史回顾

按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划分，建国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７年；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的１０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１０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 “四人帮”，特别是１９７８

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进入改革开放伟大转折时期。根据这一划分，考虑到

中国流通发展的实际，研究新中国流通史，可以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

的流通业，计划经济时期 （１９５３—１９７７年）的流通业，改革开放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１９７８年至今）的流通业三个阶段，形成了不同的流通体制和流通行政管理，出现了不同的

流通产业发展水平。而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为中国流

通体制改革与现代流通业起步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为中国流通体制改革深化与现代流通业

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为中国流通体制改革攻坚与现代流通业转型升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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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步阶段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

这一阶段的中国流通体制改革处于摸索阶段，现代流通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计划

与市场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大体经历了四个周期。第一周期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这个周期

按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原则，改变了过去商品集中统一管理的格局，扩大了市场调节

的范围。主要调整了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了商品的统购统销制

度，发展了计划购销、市场购销等多种形式，并且打破了国有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逐

步形成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形式的流通格局。第二周期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７年）：这个周期围绕建立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对流通领域的企业结构、批发体系、价

格制度、经营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扩大了企业自主权，

建立了 多 种 形 式 的 经 营 责 任 制，促 进 了 流 通 体 制 向 市 场 取 向 的 改 革 进 程。第 三 周 期

（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这个周期根据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要求，积极发展了多层

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初步形成了具有批发零售、期货现货、有形

无形市场相结合的交易体系。同时，对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计划

管理的品种、数量大幅度减少。物资企业开始以较快速度走向市场。第四周期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０年）：这个周期是依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一步加大流通领域的改

革力度，特别是粮食、棉花、成品油等的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流通企业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抓大放小；推进以连锁经营、现代物流 与 电 子 商 务 等 重 点 领 域 的 流 通 现 代 化；

为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的挑战，加大开放力度。

根据流通体制改革与流通产业发展的需要，１９８２年商业部、粮食部、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合并为新的商业部，形成了商业部 （生活资料）、物资部 （生产资料）、外贸部 （进出

口）三足鼎立的流通行政管理格局。１９９３年商业部、物资部合并成立国家内贸部，统一

管理国内贸易，形成内贸与外贸二足鼎立的格局。在这一时期内，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批转商

业部 《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１９８８年国务院批准了 《关于深化物

资体制改革的方案》，１９９５年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

到２０００年，中国流通业发生了以下变化。第一，全国１２００多种政府指令性管理的重

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除粮食、烟草、盐、重油、食糖等少数品种外，全部进入市场

自由流通，并初步形成了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第二，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流通所有

制结构。从清一色的国合流通经济向多元发展，１９９９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有

企业占１８．２％，集体企业占１５．６％，民营企业占４５．１％，外资企业占１．６％。在２０００年流

通业就业人数中，非公经济占８２％，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流通业成为民营化最快的行

业。第三，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经济。根据当时中国商业信息中心对６００多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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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供大于求的商品占８０％～９０％。２０００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５５８．６

亿元上升到３９１０５．７亿元。第四，培育了多功能商品市场体系。１７００多万个网点构成的

零售市场，８．１万个商品批发交易市场，上海、郑州、大连交易所构成的期货市场，连锁

超市、无店铺销售、配送代理开始起步。第五，进出口贸易稳步上升。货物进出口额从

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６亿美元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７４２．９亿美元。

（二）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中国加入了 ＷＴＯ。如果说，１９７８年实行改革开放，允许外资有条件

进入中国市场，设立深圳、厦门、宁波等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第一个里程碑的话，中国

加入 ＷＴＯ就是第二个里程碑，２０１３年习近平同志提出 “一带一路”战略则是第三个里

程碑。正是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使中国贏得了１０年高速发展期。２００１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 （ＧＤＰ）仅占世界的３．７％，大大低于美国的３２．６％、日本的１３．６％。中国出口与进

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４．３％和４．０％，大大低于美国的１１．９％和１５．２％、日本的６．６％和

５．９％。中国有近１３亿人口，人均ＧＤＰ不足１０００美元，还不到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的１／３０。但到２０１０年，中国ＧＤＰ己占全球的９．２％，超过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ＧＤＰ “十五”年均增速９．７％，“十一五”年均增速高达１１．２６％，人均ＧＤＰ

增加到４５１５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５．８万亿元，１０年年均增长１４．９５％；货物进出

口总额２９７４０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货物进出口大国。

根据中国加入 ＷＴＯ的承诺，分销服务业需全部开放，但规定了３～５年的过渡期。

分销指的是商品或劳务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的整个过程，以及取得这种商品或劳务的

所有权或帮助转移其所有权的企业及个人的总和。分销业包括佣金代理服务、批发、零

售、特许经营。这对中国流通业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２０１１年，中国还缺少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大流通格局尚未形成，流通法制不

健全，市场秩序不规范，流通结构、流通方式、流通设施、流通效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

有很大差距。挑战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流通体 制、散 小 差 的 流 通 企 业、落 后 的 流 通 方 式、

缺失的法制环境、薄弱的流通基础设施等，以及流通信息化、标准化、专业人才满足不

了需求。比如，美国 《财富》杂志评出的１９９９年世界５０强企业中，批发零售企业有１６

家，中国没有一家进入；２０１１年，沃尔玛跃居５００强之首，销售额超过２２００亿美元，而

中国前２０名进出口商销售总和才６１５亿美元，美国前５０名零售商的销售额占全社会的

２０％以上，而中国最大的２７３家零售商的销售总额只占全社会的３．８％。

但压力可以变成动力，在加入 ＷＴＯ的１０年中，中国流通业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一，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期，加大了与国际接轨的力度，融入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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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来、走出去，扩大开放城 市 与 开 放 区 域，并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与 此 相 关 的 法 律、法 规。

世界５００强大部分在中国设点开厂，推动了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物流业的快速发

展。第二，加大市场化推进力度，初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多业态、多功能，城乡一体、

内外贸一体的流通总格局。流通业成为当时市场化率最高的产业，已接近９０％。第三，高

度重视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新的流通方式，提升流通功效，引导生产，促

进消费，增加就业。２０１０年流通业的增加值为４．４万亿元，己占ＧＤＰ的１０．７％，占服务

业增加值的２４．４％，就业人数超过１亿人，奠定了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地位。

与此相适应，２００３年３月，根据加入 ＷＴＯ的形势，为有利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

有序现代市场体系以及内外贸融合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国务 院 决 定 成 立 商 务 部。从 此，

结束了长达５０年内外贸分割的流通体制，开启了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流通业发展新阶段。

（三）转型升级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国获得了１０年的高速发展，但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越来越大，

经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资源、环保、市场、体制、自主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制

约越来越严重，土地、人口红利等优势大大削弱，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己不可取，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常态，必须要有

新思路、新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思熟虑，

提出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

是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根本性标志。《决定》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

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决定》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

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

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

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

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为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 进 来 和 走 出 去 更 好 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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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

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

大内陆沿边开放。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党中央与国务院又提出了京津翼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

一路”和 “互联网＋”、“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加快自贸区建设、设

立雄安新区等一 系 列 战 略 设 想。为 了 适 应 这 种 新 形 势，２０１２年８月３日 国 务 院 发 布 了

《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以及 “十二五”

“十三五”内贸流通规划和 《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对中国

流通业的改革与发展进行总体部署。《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产业取得

长足发展，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新型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流通方式

加快发展，流通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但总的看，我国流通产

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网 络 布 局 不 合 理，城 乡 发 展 不 均 衡，集 中 度 偏 低，信 息 化、

标准化、国际化程度不高，效率低、成本高问题日益突出”。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意见》要求，到２０２０年中国流通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立起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城乡 一 体 的 现 代 流 通 体 系，流 通 产 业 现 代 化 水 平 大 幅 提 升，

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进一步增强。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流通业体制改革与产业发展突出了以下重点。第一，明确

流通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物流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战略性产业。第

二，明确中国流通产业发展 的 总 体 目 标：基 本 建 立 起 统 一 开 放、竞 争 有 序、安 全 高 效、

城乡一体的现代流通体系，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让市场真正成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决定

性力量。第三，用信息化与现代物流两个动力，推进传统流通业升级改造，加大创新驱

动力度，重点是 “互联网＋流通” “互联网＋高效物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线上线下

互动，推广供应链管理，降本增效、引导生产、促进消费。第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优化供求结构。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４—１６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经

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

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

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

深化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

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

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

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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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

正引导资源配置。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

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五，大力推进商贸法制环境改

善。以法治商、以法兴商、以法建商。第六，抓住经济全球化战略机遇期，敢于并善于整

合全球资源，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全球经济命运共同体。

２０１６年，中国发展面临国内外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汇的严峻挑战。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推动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ＧＤＰ达到７４．４万亿元，增长６．７％，名列世界前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超过３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３．２３万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４％，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９．６％；电子商务销售额超过２６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５．１５万亿元，比

上年增长２６．２％，网上商品零售额４．１９万亿元，增长２５．６％，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为１２．６％；货物进出口总额２４．３３万亿元，比上年下降０．９％。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

挥主要拉动作用。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上升到５１．６％。２０１６年走过的路很不寻常，

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７年来最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地区和全球性挑

战突发多变的外部环境，面对的是国内结构性问题突出、风险隐患显现、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的多重困难，面对的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因素增

多的复杂局面。这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中

国经济有潜力、有韧性、有优势，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好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三、互联网时代中国流通业的新征程

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流通业面临新的形势，建党、建国两个百年的目标必须实现，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互联网＋”“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添加新

的动力。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与机遇并存。

流通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如果说流通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决定

了它的基础性，那么它的先导性主要在于：第一，流通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采

购经理人指数 （ＰＭＩ）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都是流通领域的，但这两个指数反映

的却是国民经济的全局。第二，流通业在生产与消费中间，一方面消费通过流通引导生

产，另一方面生产通过流通促进消费，流通业反映的是对商品与服务通道以及国内外市

场的掌控力。流通业一手托着两头，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血脉和神经。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日，国务院召开 “全国推进内贸流通现代化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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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做出批示，要求 “切实把现代流通业打造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汪洋

同志在大会上指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促进流

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推动中国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迈进”。从流通大国到流通

强国，需要新的流通革命。流通革命是随产业革命的推进而向前的，是随科技革命的推

进而变革的，是随管理革命的推进而创新的。工业４．０、互联网、供应链对中国流通业将

产生决定性影响，将进入流通４．０时代，而新的流通革命将对中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

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９日，习近平同志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指出，“当今时代，以

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

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

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 成 为 你 中 有 我、我 中 有 你 的 命 运 共 同 体”。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９日，

习近平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

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

挥积极作用”。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９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

又强调，“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深刻改变着全球

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世界主要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

重点，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

互联网时代中国流通业将向何处去？２０１６年，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提出了 “新

零售”概念，有的人把它作为中国流通业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央对

流通业提的是大流通、大市场，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时，零售只是分销业的一个组成部份。

从宏观讲，中国现在需要一场新的 “流通革命”，可以把零售业作为突破口。

１９７９年，美国哈佛 大 学 东 亚 研 究 所 所 长 埃 兹 拉·沃 格 尔 教 授 出 版 了 一 本 书，名 为

《日本第一》，副标题是 “对美国的教训”，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１亿多日本人，集中在

一个资源匮乏、狭而长的岛上，在二战的打击之后，经过不到半个世纪的发展，一跃成

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世界各个角落都有日本的气息。如何解释日本的成功，众说

纷纭。而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吉布尼的分析很有意义，他认为日本的成功

不是由 “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模仿美国技术”“无情的贸易竞争”“阴险的日本商人”“只

会工作的经济动物”等等说法所能阐明的，日本经济崛起乃是将中国孔子的儒家伦理同

西方的自由 市 场 经 济 糅 合 在 一 起，并 加 以 巧 妙 应 用 所 致，或 者 说 是 日 本 成 功 地 熔 铸 了

“合金主义”的结果。其中， “流通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的流通业与政府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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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 制 的 建 立 相 适 应，传 统 流 通 经 过１９４５—１９６０年 日 本 经 济 恢 复 时 期，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年经济增长与贸易立国时期，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科技立国时期，以及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的创

新发展时期，全力向现代流通迈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从来没有离开流通的现代化。

就零售业来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零售业革命以百货商店

的诞生为标志。１８５２年法国人阿里斯蒂德创设了全球首家百货商店——— “博马尔谢百货

商店”，标志着零售业态从过去分散的、单一经营的商店发展为综合经营各类商品的百货

商店。第二次零售业革命标志是连锁经营与超市的产生。１８５９年在美国成立的 “大西洋

和太平洋茶叶公司”，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家连锁商店。连锁经营对零售业的革命性贡献

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连锁经营要求企业经营和营业操作高度统一化、规范化、标

准化；二是连锁经营的经营模式具有以数量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特点；三是传统零售

企业要同时承担两种职能，即采购和销售，而连锁经营则使零售商业实现了这两种职能

的专业化分离。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产生了超级市场。１９３０年８月由美国纽约市的迈克·加伦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ａｌｌｅｎ）创立的金·库仑食品商场，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超市。超级市

场以开架自选的购物方式、适合消费者日常消费所需的商品结构、低廉的商品价格、在

出口处集中付款的结算方式，及接近广大消费者住宅区的商业网点布局，使商家实现了

薄利多销，也使消费者实现了劳务费用的节省，因而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后来又相

继出现了仓储式商店、专卖店、折扣店、步行商业街、购物中心等新业态。这些都可以

归为第二次零售革命。第三次零售业革命标志是电子商务的 出 现，无 店 铺 销 售 的 兴 起，

特别是随互联网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网购进入生长期，改变商品的销售方式，也改变了

居民的消费方式。现代无店铺销售，一般认为起源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但直到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以后，才有比 较 显 著 的 发 展。１９９７年７月，美 国 政 府 提 出 《全 球 电 子 商 务 框

架》，同年１２月，美国与欧盟发表有关电子商务的联合宣言；１９９８年５月，ＷＴＯ第一届

部长级会议在庆祝多边贸易体制５０周年时，发表了 《全球电子商务联合宣言》。电子商务

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商品流通模式，也改变了传统的流通企业模式以及资金支付模式。

中国自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电子商务在流通领域大力

推进，通过互联网搭建一个无限大的市场，供 需 双 方 可 以 不 经 过 实 体 店，在 网 上 交 易。

后来又延伸服务链，解决资金结算、物流配送、大数据分析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

效益。现在又在推进线上与线下零售业的融合发展，一举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

购国家。在这种大趋势下，马云提出零售业进入 “新零售”的概念，即以消费者体验为

中心的数据驱动泛零售业态。他认为， “纯电商时代很快会结束，未来的１０年、２０年，

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只有新零售，也就是说，线上线下和物流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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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真正的新零售”。对 “新零售”概念及当下世界零售业是否由中国带领将进入第四次

零售革命，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当下世界零售业面临重大挑战，其业态、功能、模式

将发生颠覆性变革。主要要素包括：第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提升了零售业科

技含量；第二，个性化体验式消费成为新趋势；第三，供应链集成成为新模式；第四，线

上线下、虚拟与实体，全渠道成为新常态。中国能否引领世界零售业进入第四次革命还需

看发展的进程，但笔者确信，工业４．０时代伴随的是流通４．０时代，零售４．０时代即将到

来。中国零售业的革命是中国流通业的缩影，批发业、进出口贸易、佣金代理与特许经营

也将发生巨大变革。互联网与供应链将加速产业变革，也将加速产业融合。

制造业在变，以海尔为例。互联网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比以往更加激烈，从而

对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应对变化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企业不再是管理生产流程，而是

管理用户需求，随着用户购买方式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市场竞争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

为适应市场竞争并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海尔的供应链管理先后经历了供应链整合、供

应链再造和供应链转型三个阶段。海尔集团对业务流程进行调整，把原来各事业部的采

购、配送、销售业务全部分离出来，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对供应链中的商流、物流、信

息流和资金流等进行全面规划，整合成立商流推进本部、物流推进本部、资金流推进本

部，实行全集团统一营销、采 购、物 流 配 送 和 全 面 预 算，从 而 形 成 了 直 接 面 对 市 场 的、

完整的核心流程体系和３Ｒ （研发、人力资源、客户管理）、３Ｔ （全面预算、全面设备管

理、全面质量管理）等支持体系。打造 “一流三网”的同步模式，“一流”指以订单信息

流为中心，“三网”分别是全球采购资源网络、全球配送资源网络和计算机信息网络。以

订单信息流为中心，将海尔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整合在统一的平台上，从而使供应商和

客户、企业内部信息网络等 “三网”同时执行、同步运动，为订单信息流的增值提供支

持。海尔积极探索端到端的供应链优化，从端到端协同、端到端可视化、端到端响应速

度三个方向实现了供应链转型升级，建设互联网时代下的开放供应链生态圈。为应对互

联网时代挑战，海尔又及时提出了 “三个无”的转型：企业无边界、管理无领导、供应

链无尺度。企业无边界就是企业的平台化发展，体现在开放交互。所谓开放，就是从原

来封闭的体系，变成一个开放的体系，整合全球一流的资源，不仅局限于企业内部资源；

所谓交互，就是从原来企业内外的博弈变成交互关系，需要与各方面进行交互，通过交

互增值。管理无领导体现在人人创客，使员工创客化。互联网时代将传统的在指令下的

创新颠覆为自创意、自发起、自组织的为用户体验的创业，激发每位员工成为互联网时

代的创业家。供应链无尺度首先是中心的转换，过去以企业为中心，现在必须以用户为

中心，过去用户是购买者，现在颠覆为主动参与的体验者。把用户当成企业的战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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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要的不是价值传递，而是交互价值，是价值的共同创造。

流通业在变，以鲜易为例。河南鲜易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先后

经历了物流企业、企业物流、供应链企业到平台型企业的发展阶段。目前，鲜易供应链

定位于中国温控供应链集成服务商，以产业生态为基础，将温控供应链服务嵌入生鲜产

业链，主营业务涵盖温控仓储、冷链运输、冷链卡班、城市配送、集采分销、供应链金

融、保税物流、流通加工等服务内容，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温控供应链系统服务解决方案。

鲜易供应链依托网络化温控物流平台，以数据信息为载体，以物联网技术和供应链金融

为核心服务手段，构建云仓网、运输网、城配网、信息网，围绕供应链优化，打造集采

分销平台、冷链物流平台、供 应 链 金 融 平 台，引 领 整 合 产 业 资 源，帮 助 客 户 实 现 商 流、

物流、信息流及资金流同步，形成统一、安全、高效、协同的温控供应链系统。２０１５年９

月，李克强同志视察鲜易供应链时，对企业的模式创新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这里发现了

新业态、新模式，新兴经济和传统经济的融合，培育了新的发展动能”，称赞 “鲜易已经

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是时代的弄潮儿”。

谁控制了流通，谁就控制了国家的经济。真正从理论到实践解决了流通问题，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基本建成了。流通现代化关系到中国能否从大国变成强国。

进入２１世纪，世界的总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但世界复杂多变，中国要有硬实力，也要有

软实力，要守得住，也要攻得下。建设全球经济命运共同体，中国要有大国担当，路上

会有急风暴雨，更会有山花烂漫。在流通领域，百舸争流，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让我

们一起去拥抱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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