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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通产业成长路径研究

刘振滨

(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石家庄05006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产业得到显著成长，但通过产业成长机制分析发现我国流通产

业产值是在规制缓和引发资本推动的成长机制中增长起来的，而增长效率分析则表明我国流通

产业尽管产值得到突飞猛进，但期间持续性的国际间与产业间相对效率低下状态，凸显出流通

产业成长的自身能动力不足。可以认为我国流通产业实际上遵循的是被动成长路径，即作为先

导产业的流通产业实际上是被引导而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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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Growth Path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in China

UU Zhen—bi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tt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I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has gotten fast development．However-by the analysis of industri—

al growth I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incrcasing of output value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is initiated by the growth mecha·

nism，which is the promoting role of capital induced by regulation relaxation．The industry efficiency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in China still stays normal developing state or even lagging developing state。though output

value l'ose rapidly．As a conclusion。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actually grew along the path that the industry growth WaS

effect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ystem and WaS actuated by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hip．It also Can be said

that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even if as a guiding industry Was actually driven to develop by oth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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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成长路径研究就是要剖析产业成长机制

以及产业产值增长的实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

通产业产值得到了大幅提升，产业得到了一定程

度成长，但产业发展的不合理问题依然存在。特别

是近年来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相对较低、

与相关产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愈发突出。这不得

不引发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产业增长模式以

及成长路径的思考。从现有文献来看，流通产业增

长模式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要素视角或内生视角

下流通产业成长方式上。但流通产业之所以能成

长不单是生产要素推动的缘故，更表现为内外各

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令人遗憾的是从内外综合

作用视角对流通产业成长机制的探讨却十分有限。

解决当前流通产业所面临问题和矛盾，不仅需要

提出合理的发展策略或发展建议，更需要正确把

握流通产业成长机制及产业产值增长的实质。因

此，本文在明确影响流通产业成长内外各因素的

基础上，剖析改革开放以来在内外综合作用下我

国流通产业的成长机制，并进一步通过增长效率

分析把握产业产值增长的实质，厘清改革开放以

来流通产业的成长路径。

一、我国流通产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从多方面归纳和提

出了流通产业的成长模式。如徐从才(1995)依

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将流通产业成长模式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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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外延型和内涵型；刘勇(1999)根据综合要

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贡献情况，将流通产业的成

长类型划分为集约型和粗放型；王先庆(2006)

则指出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流通产业是在企业

自身利润最大化和产业自身边际费用最小化两种

驱动力作用下实现成长的论断。结合流通产业成

长模式研究的现有文献，就流通产业成长影响因

素而言，聚焦于内部生产要素的研究多，多因素综

合作用视角下流通产业成长模式的研究少，而做

进一步实证研究的几乎没有。

笔者认为要明析流通产业的成长路径。必先

对产业成长机制加以解析；要解析产业成长机制，

必先对产业产值增长影响因素加以明确。改革开

放以来，流通产业的增长尽管受多项因素影响，但

归根结底无外乎是内生要因与外生要因。根据新

古典成长理论，只要向经济体导人资本、劳动或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就能提升产业的生产能力。流通

产业同样如此，资本、劳动及全要素生产率对流通

产业成长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视这些生

产要素为流通产业增长的内生要因。马克思的流

通理论不仅剖析了流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

用，也阐释了经济循环体系中生产、消费等要因对

流通的影响，即流通的发展不仅制约着生产和消

费的正常发展，还受制于现有的生产和消费水平，

进而指明了影响流通产业增长的外生要因，即生

产和消费状况。然而，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又可

进一步转化为商品的供求关系，产品的市场供求

状况或市场形态亦成为影响流通产业产值增长不

可忽视的外生要因。但这种影响作用还表现出短

边效应，即在卖方市场状况下，供给对流通的影响

较需求更强烈；在买方市场状况下，需求对流通的

影响较供给更强烈。

具体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济体制

的转变对流通产业发展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改

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商品计划性管理的减

少，原有的以计划分配为特征的商品流通体系开

始逐渐向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商品流通系统转变。

流通部门中投资市场化、产出市场化以及价格市

场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政

策因素亦成为我国流通产业成长中不得不考虑的

外生要因。

由此可以认为我国流通产业是在以生产、消

费、供求状况及政策因素所构成的外部作用力和

以资本、劳动及全要素生产率所构成的内部作用

力的共同作用下实现成长的。据此，笔者试从外生

性成长及内生性成长两方面对流通产业的成长机

制做进一步分析。

二、流通产业的成长机制分析

(一)流通产业的外生性成长分析

。． 外生性成长分析就是要分析外生要因在我国

流通产业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基于我国经济体制

及市场形态转变的考虑，笔者提出如下流通产业

的外生性成长回归分析模型：

Y=Co+ClⅡlZ+C2口22X+C3R

其中y表示流通产业发展状况，以批发零售业

产值表示；z表示社会生产状况，以工业产值来表

示；X表示消费状况，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

口。与％代表市场形态转换对生产和消费影响的虚

拟变量。根据原商业部商业情报中心自1982年以来

每年两次的主要商品供需状况调查，确定1998年为

我国商品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的拐

点∞。虚拟变量同时遵循短边效应原则，在取值上满

足以下关系，即：

r1 (1980—1997) ．

口t={ 口，=l—al

【0(1998—2005)
‘

R表示体制转换的政策因素，以政策转换率来

表示。政策转换率根据流通领域投资市场化、产出

市场化、价格市场化，经主成分分析后综合计算得

出∞，具体数据如表1。

根据表1数据，对流通产业的外生性成长分析

回归模型做回归分析后，得出如下结果：

Y=一529．67+0．14alZ+0．19a2X+15．18R

R2=0．98 F=414．03 D．W=1．60

从具体结果来看，决定系数R2=0．98，表明方

程回归具有显著性；在1％的显著水平下，F=

414．03的检验值远大于3．07的检验标准，说明各解

释变量总体上对流通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解释

意义，且回归方程的D．W=1．60值也大于l％显著

水平的检验标准1．31，可以推定在回归模型中不存

在序列相关性。

通过对外生性成长模型回归的结果，我们可以

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流通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

政策因素。由各回归系数结果可知，政策转换率对

流通产业发展影响最大，达15．18，而消费对流通产

业0．19的影响水平虽然较生产0．14的影响水平略

大，但基本上仍可认为与生产的影响处于同一水

平。因此，从流通产业的外生性成长分析来看，经济

政策的转变无疑是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而生产和消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影

响程度远不及政策转换因素。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构成变化也进一步印证

了这一结论。经笔者计算，1980—1997年间，在国有

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零售商品额分别以10．9％和

9．9％的年均增长速度稳步成长的同时，公私联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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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私营企业及其他所有制企业的零售商品分别

以41．6％、46．2％及30．7％的更快增速成长起来。

截止1997年末，私营企业及其他所有制企业的零售

份额已分别超过国有企业及集体所有企业的零售

份额，位居零售业界的第一位及第二位。计划经济

体制下被限制发展的私有企业及其他非公所有制

企业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发展概莫于政策转变缘故。

这亦可被解释为流通领域中政策制度转变所引发

规制缓和的结果。

表l 流通产业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整理计算。

注：各年数据以1980年为基期，利用零售物价指数剔除物价因素。

(--)流通产业的内生性成长分析

流通产业的内生性成长分析就是从影响流通

产业成长的内生要因来分析我国流通产业的增长。

对此，笔者提出如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试从

资本、劳动及全要素生产率等内生要因来解析流通

产业成长状况。 ’

L=Aoe叫K“厶“ (1)

其中yI、K、￡。分别代表t年流通产业产值、资本

额及劳动投入。吼为资本产出弹性，口。为劳动产出

弹性。A。表示基期全要素生产率，a，t表示f期的全要

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则A。e叫表示为￡期除资本与劳

动外全要素生产率。对(1)式整理后可得：

ln E=In Ao+口rt+口‘In K+n工In厶 (2)

对(2)式，基于时间t进行微分后进一步可得：

可dY=口，+吼警+吼TdL (3)可2口r+吼i+吼T 【j)

由此，流通产业的增长率可分解为由资本产生

的增长率、由劳动产生的增长率及由全要素生产率

产生的增长率。为明晰流通产业内各要素的作用，

笔者以批发零售业产值代表流通产业产值，以年末

批发零售业从业人数代表劳动投入。而对于流通产

业内资本存量数值，笔者在以流通产业内基本建设

投资额与更新改造投资额总和代表流通产业年内

资本投资额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永续盘存法(即

K=(1一鳓K．。+，I，K为l期资本存量；，I为t期资

本投资额；艿为资产折旧率)及Kohli(1982)提出的

基于稳定投资增长状况下投资与折旧关系(即％=

，0／(go+艿)，90为基期投资增长率)推算出流通产

业内资本存量数据⑦。受统计数据约束，具体数值见

表2。根据表2数据，对(2)式做回归分析后得出如

下结果④：

In r=一0．96+0．631放,+0．541nL,+0．22AR(1)

(一0．628)(3．519)(1．799) (0．870)

R2=0．958 F=98．32 D．W=1．93

从具体结果来看，决定系数R2=0．958，表明方

程回归具有显著性；在5％的显著水平下，K及￡。

所对应f值均大于0．468的检验值，表明各解释变量

对流通产业的成长具有解释意义。而F=98．32也

远大于5％显著水平4．49的检验值，表明回归方程

总体上对流通产业成长也具有解释意义，且回归方

程的D．W=1．93也大于5％显著水平下1．16的检

验值，可以推定在回归模型中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可见，以K及厶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在一定程度

上能对流通产业的成长做出解释。据此，我们可以

得到以下结论：

1．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是1985—2002年

问流通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根据回归结果a。=0．63

及口。=0．54，按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假定处理

后，可得资本弹性为O．54，而劳动弹性为0．46。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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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测算1985—2002年间资本对流通产业成长的贡

献，即吼翁等=0．42，同期劳动对流通产业成长的

贡献率，即口。筹等=o．20，据(3)式可知，同期全要
素生产率对流通产业成长的贡献为0．38。因此，在

1985—2002年间，我国流通产业成长的内生动因主

要来自于资本存量的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这与大多数学者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发展主要是依靠资本投入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全

要素生产率对流通产业成长的显著贡献在一定程

度上也印证了体制改革及企业改革过程中流通部

门经营方式、信息化管理变革等制度因素及技术因

素对流通产业发展的影响。

表2 流通产业产值及各生产要素数值(1985—200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整理计算得出。各相关数据根据

零售物价指数剔除价格因素，1985年为基准期。

2．各年度流通产业成长分析表明1996年后资

本对流通产业增长的贡献趋增。根据(3)式进一

步测算了1986—2002年间各要素对流通产业增长率

的贡献值，结果如图1所示，表明1996年以后资本

对流通产业成长的贡献愈发明显，超越同期劳动投

入对流通产业成长的贡献成为流通产业发展主因。

而劳动对流通产业成长的贡献趋降，全要素生产率

对流通产业增长的贡献趋势不明，具有波动性。

■

f 。帆 入旭◆-一··．．卢
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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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j_

7 1卜—!k入_／ -
z√m，—瓢函‘。o／。9⋯伽、硎∥念m，矗f-。的品z00，z三z
工 ＼／

X

+资本的贡献 +劳动的贡献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图l 流通产业中各要素贡献的变化趋势(1986—2002)

3．全要素生产率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引发

的产值增长率与流通产业总产值增长率在波动性

上呈现趋同性。根据(1)式，计算出各年全要素

生产率，即A。e叫后发现，1985年到2002年期间流

通产业内全要素生产率如图2所示呈现上升趋势，

全要素生产率数值从1985年的1．10上升到2002

年的1．52。而进一步分析各要素所引发的产值增

长率发现，流通产业总产值增长率与由全要素生

产率引发的产值增长率在波动性上趋同，如图3所

示。这表明稳定发挥流通产业内全要素生产率的

作用对于促进流通产业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内外两方面成长分析来看，我国流通产业

产值的增长一方面受益于经济体制的转变，通过规

制缓和弱化了对流通部门的计划性管理，而另一方

面伴随着体制改革，资本可以宽松进人流通领域，

并进而推动了流通产业产值的上升。因此，人们可

以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流通产业产值是在规制缓

和引发资本推动的成长机制中增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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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198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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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流通产业增长率及按要素形成增长率的波动(1986—2002)

三、流通产业的增长效率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流通产业成长机制分析的结论，

尽管印证了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遵循

规制缓和诱发资本投资这一普遍规律，但由于我

国经济体制转变所引发的规制缓和同样也作用于

其他各产业，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在产业发展普遍

性下流通产业发展的特性问题。为此，笔者从同时

期国内主要产业间的发展对比以及国际间流通产

业发展的横向对比两方面进一步分析流通产业产

值的增长效率问题。

(一)国内产业发展的效率比较

无论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还是对国民

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影响，工业在各产业中均可被

看作是能反映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产业部

门。因此，笔者通过与工业的成长效果比较来反映

流通产业与国内主要产业间的效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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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流通产业与工业增长速度的对比(1979—2006)

首先，在产业产值增长速度上，改革开放以

来的近30年间，与工业产值增长速度相比流通

产业呈现出低速增长态势。如图4所示，通过流

通产业与工业产值增长速度的对比可知，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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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初期，流通产业的发展速度曾以远超工业发

展速度的水平得到发展，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

改革开放初期流通产业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存在很

大关系。自1988年以后，流通产业的发展速度

与工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低速成长状态。经笔者

计算，1978—2006年间流通产业的年均实际增长

率为9．6％，而同期工业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则达到

11．6％。

流通产业与工业的成长差异，不仅体现在产

值增长速度上，而且也体现在产业内要素生产率

上。关于流通产业与工业间产业要素生产率的差

异，刘振滨(2009)曾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

工业与流通产业的协调发展问题，不仅得出改革

开放以来流通产业内的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

内要素生产率的结论，而且还从劳动要素生产率

及资本要素生产率的实际表现两方面进一步验证

了这一结论。由此可见，流通产业在与我国经济主

要组成部分的工业相比较过程中已经表现出增长

缓慢、效率低下的态势。

(二)国际间流通产业的效率比较

产业特性的存在使得有必要进一步做国际问

流通产业效率的横向比较。但受统计数据限制，笔

者对流通产业的生产效率从零售业与批发业两方

面加以对比分析。由表3零售业生产效率的国际比

较可知，美国与日本零售业内人均销售额基本处

于同一水平。但与美、Et相比，我国零售业的生产

效率则显不足。1996年我国零售业人均销售额仅

为2．83万元，零售业的生产效率仅相当于美国同

期水平的约1／52，日本同期水平的近1／50。而从

2004年数据来看，我国零售业的生产效率尽管有

较大幅度提高，人均销售额达到54．83万元，但仍

明显低于美国与日本。此外，考虑到2004年数据

仅为限额以上数据，反映的是我国较大规模零售

企业状况，因而也可以认为我国零售业生产效率

整体上与美日水平仍存在明显不足。

表3 零售业生产效率的国际比较

注：年销售额(1)的货币单位美国为10亿美元，日本为10亿日元，中国为亿元人民币。年销售额(2)的货币单位为人

民币，折算汇率根据1997年与2004年的年均汇率计算，即1997年：l美元=8．29人民币、1日元=0．069人民币；2004年：

l美元=108．19日元=8．2768人民币。2004年中国数据为限额以上企业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Statistical Abstract ofthe United Stated 2008／2009，U．S Census Bureau；日本：日本总务省统计研修所编，

<日本统计年鉴>(2009)，总务省统计局(日本)；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市场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年鉴>

(2006)。

表4 批发业生产效率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同表3。

就批发业来看，我国与美日等国的产业生产

效率差距依然明显。如表4所示，1996年我国批

发业人均销售额为25．58万元，7仅为日本同期水平

的1／31，美国同期水平的1／22。同样，2004年从

限额以上批发企业的人均销售额及年均销售额来

看，我国批发业的生产效率虽有所改善，人均销售

额达到318．04万元，但与日本和美国仍有明显差

距。若再考虑上2004年数据统计范围仅为限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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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较大规模批发企业状况，同样可认为我国批

发企业生产效率在整体上与美日存在较大差距。

通过以上两方面效率对比结果可知，我国的

流通产业在增长速度及要素生产率上既落后于同

期国内主要产业的效率水平，也未达到先进国家

流通产业的生产效率水平。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

流通产业仍处于非最优流通效率且产业间相对效

率低下的状态。特别是持续性的产业间相对效率

低下状态，无法自发促成产业间生产要素转移，更

凸现出流通产业发展的自身能动力不足。

四、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产业产值尽管得到

了显著增长，但这种增长不过是由于经济体制改

革产生规制缓和，引发资本等生产要素进入流通

领域从而实现的增长。且这种增长状态下流通产

业的效率并未达到最优流通效率水平，未呈现出

积极发展的态势。特别是与国内主要产业相比仍

处于相对效率低下的状态，这使得流通产业在其

他主要产业快速、高效的发展背景下，既无法凭借

要素生产效率优势获得发展动力，但又不得不受

生产——流通——消费这一经济循环关系影响而

表现出产值增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流通产业实质上遵循的是被动成长路径，

即受经济体制转变影响，受动于产业间关联特性

而形成增长的成长路径，甚至也可以认为，作为先

导产业的流通产业实际上是被引导而发展起来的。

尽管如此，通过成长路径实证分析所解析出

的流通产业成长特征结论，对今后流通产业的再

发展也能给予些许启示：

1．从政策推动发展转向经济驱动发展。经济

体制转变的政策因素对流通产业发展形成了显著

推动作用，同时也印证了体制改革政策的实效。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成熟，规制缓和的推动

效果势必趋弱。着眼于今后流通产业的发展而言，

流通产业应摆脱对政策因素的依赖，应建立真正

的为生产和消费服务，以经济纽带驱动产业发展

的新机制。

2．弱化流通产业劳动密集型部门发展意识，

强化流通产业资金密集型发展概念。流通产业的

内生性成长分析已经显示劳动对流通产业的贡献

日趋下降，而资本要素对流通产业的贡献却愈发

凸现。尽管流通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为国民经济

的稳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我国流

通产业发展缺少的却从来不是劳动要素，而恰恰

是资本要素。仅仅将流通产业的发展意识拘泥于

劳动密集型部门，忽视资本因素对今后流通产

业发展的贡献趋势，无疑会拖流通产业再发展

的后腿。

3．建立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中心的流通产业稳

定发展机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诱发的产值增长

率与流通产业总产值增长率具有波动趋同的分析，

建议流通产业的再发展应当进一步明确以提高产

业技术水平、实现管理科学化为主要内容的发展

方向，提高流通产业内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现流

通产业的稳定发展。

注释：

①参考丛树海、张桁(1999)，p715—716。

②政策转换率的具体计算及相关数据来源参阅

刘振滨(2009)。

③具体测算时，资产折旧率8依据张军等(2004)

研究取值为9．6％，基期投资增长率则根据

1985—1989年五年间投资的几何平均增长率

取值为6％。

④对方程式(2)作回归分析时，回归结果中方差

扩大因子VIF大于28，表明解释变量问存在多

重共线性。为消除多重共线性，笔者剔除了时

间变量，结果VIF一5，表明解释变量问巳消除

多重共线性。

⑤如叶裕民(2002)，孙新营、钟培武(2006)、吴三

忙(2007)等学者亦曾分别明确提出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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