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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活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探索商品流通的基本规律，缩
短商品流通各个环节的过程，减少流通成本，使流通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人民
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商品流通空间扩展是所有国家从自然社会向商品社会、从封闭市场向全国统一市场转换的必由之路，
也是实现工业化的客观要求。
《商品流通空间论》从理论、运行、实证三个方面对商品流通空间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
《商品流通空间论》由晏宗新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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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物流运行及特点　　物流是指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运动过程，或是商品实体的运动过程。
商品使用价值的规定性在于它是社会的使用价值。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是对其非所有者来说的，商品所有者放弃使用价值，实现价值；商品非所有者转
让价值，获取使用价值。
这种使用价值的转手运动，是社会劳动的物质交换，物质交换一经达到，商品实体转移也就完成。
可见，商品使用价值的运动即物流是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个独立的要素，因而具有同商流不同的特点：
（1）物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表现为运动的真正内容，是“实际流通”。
商流在流通中则表现为运动的形式，是“观念上的流通”。
（2）物质变换表现为流通运动的结果，形式变换表现为物质交换的媒介和手段。
物流是以商流为基础的，或者说，是因商流而产生的。
（3）物流表现为商流的外部形式，物流的深度和广度制约着商流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
　　从组织看，物流由三大基本要素构成：流体、载体和流向。
流体指物流中的“物”。
载体指流体借以流动的设施和设备。
流向是指流体从起点到终点的流动方向。
物流的流向有四种，即自然流向，计划流向，市场流向，实际流向。
物流的流体、载体和流向三要素之间有极强的内在联系。
如流体的自然属性决定了载体齣类型和规模，流体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流向，载体对流向有制约作用，
载体的状况对流体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均会产生影响。
　　从运作看，物流以三大基本功能体现：储存、运输和配送。
储存使物流实体在化解其供求之间时间矛盾的同时，也会创造新的时间上的效益（如时令上的差异）
，相对于整个物流体系来说，既有缓冲与调节作用，也有创值与增效的作用。
运输功能所实现的是物质实体由供应地点向需求地点的移动，是物质实体有用性得以实现的媒介，从
社会经济活动角度讲，运输功能的发挥，缩小了物质交流的空间，扩大了社会经济活动的范围并实现
了在此范围内价值的平均化、合理化。
配送是物流体系中由运输派生出来的功能。
配送是由集货、配货和送货三部分相结合而成的。
此外，物流还存在着诸多辅助性功能，主要有四个：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和信息处理。
这些辅助性功能是为储存、运输、配送三大功能服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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