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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的性质，历来是引人关注的问题。
一般而言，企业的性质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起源，二是企业的规模(边界)。
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性质的解释，是对现代工商企业组织总体而言的，并不具体划分为生产组织与流
通组织。
但是流通组织与生产组织毕竟是不同的，二者的功能不同，内在规定性不同，演进轨迹也是不同的，
现代流通组织在世界500强中的突出表现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它的高度重视。
因此，研究流通组织的演进，分析流通组织的起源、发展，从中发掘流通组织的性质，探索流通组织
的演进趋势，就成为一个必要的课题。
　　纵观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唯物辩证法是其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
学方法，同样也是其研究流通组织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可以具体化为系统方法与发展方法。
在严密而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对流通组织理论的考察并不是单纯建立在对流通组织的分析上
，而是把生产组织和流通组织有机结合起来，在生产组织与流通组织的动态结合中展开分析，在社会
化大生产的有机系统与发展中研究流通组织。
马克思认为，流通组织作为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组织，其任务在于实现商品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它是
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分工的结果。
在实际的运行中，流通组织得到的商业利润是生产组织中的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作为生产组织与消费者沟通桥梁的流通组织，其组织规模并不是无限扩大的，流通组织必然要受到生
产条件与消费条件的限制，生产组织、流通组织、消费者应处于一个协调的有机体内，否则就会有产
生危机的可能性。
相比较而言，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关于流通组织性质的专门研究，无论主流理论还是非主流
理论都没有对流通组织给予应有的重视，对流通组织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企业组织的研究中。
在零零散散的研究中，尽管西方流通组织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静态到动态、从简单到
复杂、从抽象到具体、从个体到系统、从同质到异质的发展历程，不同的学派都各自提供了一个分析
的视角，但由于没有一个合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在很多方面还有待商榷。
因而研究流通组织的演进，发掘流通组织的性质，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并结合现代流
通组织的具体实践来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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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流通组织理氾：文献述评　　1.1  马克思主义流通组织理论　　1.1.1  马克思主义研究流通
组织的方法论　　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通组织问题，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流通组织的方法论
，这是打开流通组织问题的钥匙，只有找对了钥匙，才能深入流通组织问题的性质，才能全面、正确
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流通组织理论，并能借以与其他学派的流通组织理论相区别。
马克思主义历来非常重视方法论，认为现实的问题必须有方法论指导，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
》已给我们提供了经典的范本。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ldquo;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rdquo;①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透彻批判中创立的，虽然他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但
马克思并不是全盘接受黑格尔的思想，而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地继承，抛弃了黑格尔辩证
法的不可取之处，吸收了黑格尔的精华，创建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并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之中，使
它成为科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ldquo;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
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
断的运动中，因而也就是从它的暂时陸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
判的和革命的。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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