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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现代商品流通正处于崭新的发展变化时期，流通的体制在全面改革，
流通的变革在不断加剧，流通的创新在不断演进。
与此相适应，对流通理论的研究也处于不断拓展与深化的阶段，其突出表现是：流通的外延在不断扩
大，流通的内涵在不断丰富，流通的体系在不断健全，流通的理论在不断升华。
流通实践的不断创新和流通理论的逐步完善，是社会生产迅速发展、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流通改革不
断深化的要求和结果。
流通的发展和演化是社会经济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和系统表现，并且这些因素具有明显的层次
性和广泛的关联性。
　　流通的发展与完善与社会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消费需求的多元变化，生活理念的不断变更，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市场
竞争的日趋激烈，流通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会推动流通经营形式与方式的不断创新。
在这种态势下，流通理论必然会推陈出新，与此相应地，对流通的研究也就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
　　《现代商品流通学》一书正是流通实践活动和流通理论探索的产物，它是专门研究商品流通产生
、发展、变化规律的经济理论学科。
研究现代商品流通学，主要任务在于探索、揭示商品流通的产生发展过程及运动演变规律，总结商品
流通的理论与实践，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有序运行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参考
。
　　《21世纪高等教育规划教材：现代商品流通学》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为依据，以流通领域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从我国改革开放和商品流通发展的实际出发，按照
建立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和“建立大市场、搞活大流通、发展大贸易”的要求，根据建立、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结合我国流通、财政、税收、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情况，探索商品流通的基本理
论、基本原理，研究流通领域的经济关系、经济规律，形成现代商品流通经济学的总体构架和学科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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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流通导论　　第一章 商品流通要素　　商品流通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
。
它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条件下产生，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下发展，但在条件许可时，也会在特定的经济环
境下消亡。
商品流通是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是商品交换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认清商品流通的产生过程、运行条件，了解商品流通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发展概况，掌握商品流通的
运行规律，有助于我们了解商品流通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从而全面地掌握商品流通的理论体系和
总体构架。
　　第一节 商品流通的要素　　商品流通作为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存在
了几千年。
当今商品流通经济活动已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积累的增加，哪一方面都离不开商
品流通。
它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在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经济现象，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构成内容。
商品流通有其特定的内涵，有自身的运行方式，有特有的运行规律，也有其产生的经济条件。
认清商品流通的基本内涵，有助于我们揭示商品流通的产生过程、产生条件、运动阶段和运动规律。
　　一、商品流通的内涵　　商品流通是以货币为媒介的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
按马克思的理论，“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整体上看的交换”。
从马克思的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流通是属于商品交换范畴的经济现象，是商品交换的发展形态，是
多次交换过程的反复，是一种交换链，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流通的概念充分说明，流通与交换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是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
首先，流通并不是独立的简单的个别的交换行为，而是连续的、整体的、复杂的交换过程，是由多次
交换行为所构建成的循环往复的交换系统，是商品和货币这两个价值形态不断转化所形成的完整的运
动方式。
正是借助了这种运动，才使商品的交换过程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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