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品流通理论与实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商品流通理论与实务>>

13位ISBN编号：9787302304845

10位ISBN编号：730230484X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凤，杜琳 编

页数：25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品流通理论与实务>>

前言

　　本书严格贯彻“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理论讲解力求浅显精练，数学推导适
当简化、循序渐进，兼顾简便实用的方法和学科前沿成果的相融性，适应职业技能型读者的需求。
教材内容的处理，突出应用，精选案例，以真实的案例为阐述工具，使理论知识与商品流通实践之间
的距离进一步缩小。
本书选用的案例比较有代表性，能帮助读者学会处理生产、流通、消费的各种问题。
每章结束后均附有思考及练习题，为课后训练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提供了方便。
总之，本书在内容适度、通俗易懂、表述精练、强调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有一定的特色。
　　本书的结构分为9章内容。
　　第1章重点介绍商品流通产业的特征、商品流通的概念以及商品流通的产生与发展，并分析了社
会分工、商品交换与商业的一般关系。
　　第2章涉及零售商业的功能、特点与分类；零售商业的影响因素；零售商业业态变迁的理论，以
及我国零售商业的发展趋势。
　　第3章主要介绍百货商店、连锁店、超级市场、专业店以及其他几种主要零售业态形式，分析了
各种零售业态形式的优缺点、各种零售业态形式的特征以及业态选择的主要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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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市场营销专业实践与应用型规划教材：商品流通理论与实务》共分9章，分别从商品
流通的产生与发展、零售商业概述、零售业态选择、零售选址与店铺管理、零售商品与顾客管理、批
发商业、批发市场、商品质量监督与认证以及商品检验进行论述。
　　《高等院校市场营销专业实践与应用型规划教材：商品流通理论与实务》以案例教学贯穿，使理
论知识与流通实践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小。
《高等院校市场营销专业实践与应用型规划教材：商品流通理论与实务》可作为高校经管类专业教材
，也可作为企事业单位员工培训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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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物物交换。
人类最初的商品交换，表现为直接的物物交换，即商品商品（W-W）。
最初的物物交换，发生在原始社会公社之间。
由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可供维持的生存的产品极其有限，因此，能够在原始社会之间
进行交换的产品都是各自的剩余物，交换行为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交换频率极低。
在这种交换形势下，生产的目的并不在于交换，只是为了自身的消费，满足消费之后的才偶然用来交
换。
物物交换，无论就其物质内容，还是交换形式而言都是极其简单的。
交换双方在让渡自己商品的同时，也占有了对方的商品。
　　物物交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商品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准确的表现，从而很难真正做到等价交换；其次，交换双方必须彼此
都需要对方的产品，否则交换就无法进行。
这种物与物的交换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限制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2）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
随着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进入交换过程的产品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客观上就需要一种“第
三种产品”来作为两种商品的交换媒介。
这个“第三种产品”可以作为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商品交换通过“第三种产品”来实现，从而使
商品交换由“直接”转变为“间接”。
这个“第三种产品”就是货币。
货币的出现，使商品交换分离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即买和卖。
买和卖不仅在空间上是分离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不一致的。
卖是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商品转化为货币；买是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即货币转化为商品。
这两个阶段的统一，就是为买而卖，即商品-货币-商品（W-G-W），也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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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凤等编著的《商品流通理论与实务》严格贯彻“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理论讲
解力求浅显精练，数学推导适当简化、循序渐进，兼顾简便实用的方法和学科前沿成果的相融性，适
应职业技能型读者的需求。
教材内容的处理，突出应用，精选案例，以真实的案例为阐述工具，使理论知识与商品流通实践之间
的距离进一步缩小。
本书选用的案例比较有代表性，能帮助读者学会处理生产、流通、消费的各种问题。
每章结束后均附有思考及练习题，为课后训练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提供了方便。
总之，本书在内容适度、通俗易懂、表述精练、强调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有一定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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