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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井
理击的理解

党 的十四 届五 中全会 通过的 《中共 中央 关于 制定

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
“

九五
”
计划和 2 01 0年 远景 目标

的建议 》中提 出
:“

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把提高

经济效益 作为经济工作的 中心
,

实现经济增 长方式从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

”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与流

通过程统一的基本原理
,

经济增长方式 的转 变
,

内在包

括了流通增长方式 的转变
。

马克思 曾把经济增长方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 的两

种类型
,

即内涵型扩大再 生产 和外延型 扩大再生产
。

并

把通过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来提高生产要素 的质量 和

使用效益
,

实现生产规模 的扩大和生产水平的提高
,

称

为 内涵型扩大再 生产 ; 把通过增加生 产要素的投人 来

实现生产规模 的扩大
,

称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
。

由此可

见
,

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包括
:

从扩大再 生产 的角度来

讲
,

以外延 为主转向内涵为主 ;从经 营方式角度来讲
,

以粗放经 营为主转向集约经营为主
,

这两种情况
。

我认

为对经 济增长方 式的转 变
,

应 当从扩大再 生产 的角度

和 从经 营方式 的角度 这两重意 义上来理解
,

才 比较全

面
。

宏 观 的建议

改革 开放以来
,

我国流通体制 改革
,

取得 了牙反大成

绩
。

但 流通粗放增 长方式也是举 目可见的
。

如批发市场

建设上的
“

空壳
”
现象几 乎遍及 各个地 区

,

商业网点 建

设上求大 的倾向也 比 比皆是
。

按照 五 中全会精神
,

转变流 通增 长方式 应 当抓好

三件事
:

一是建立健全商 品流通 网络
,

促进 通过 网络进 行

流通
。

商品流通 网络是 一种客观存在
。

通过 网络组织商

品流通
,

可 以促进横 向联 系
,

以更高的效率和 速度传递

和 分享信息
、

分享思想
、

分享资源
,

从而更高效地促 成

商品流 ;能够使信息流更加准确
、

快捷
,

使商 品流更 加

畅 通
、

及时
,

使物 流更 加合 理
、

节约
,

使资金 流 更加迅

速
、

安全
。

通过 网络 组织 商品流通
,

还 可起到
“
禁伪除

诈
”
的作用

。

总之
,

通 过流通网络组 织商品流通
,

是从

粗放型 向集约型转变 的重要途 径
。

而这 种转 变的技术
、

设备条件已 经有 了初步 的基础
。

同时
,

要 加强无形市场 的建设
,

发挥市场 中介组 织

的作用
。

发展市场服务组织
,

如发 展代理商
,

包括佣 金

商
、

经纪人 (行 )
、

分销商
、

制造商 的代理商
,

拍卖公 司
、

典当行
、

仲裁 机构
、

职业介绍所
、

人才交流 中心
、

信息中

心
、

咨询研究机构
、

管理公司
。

发展市场公证组织
,

如律

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 务所
、

审计事务所
、

资信评估事务

所
、

资产 评估机构
。

发展市场 自律组 织
,

如行业协会
、

商

会或同业公会
。

发展市场监督组织
,

如物价检查机构
、

计量检验机构
、

质量检验机构
。

使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

功能
、

管理 功能
、

协调 功能 以及 监督功 能
,

都能顺利实

现
。

二 是利用 好商 品产销 中间价格 区
,

促使形成货畅

其流 的
“
落差

”
或

“
价 差

”
体系

。

转变流通增长方式
,

就是

要达到 货畅其流
。

而货畅其流 的重要前提是形成合理

的
“
落差

”
或

“
价差

”
体系

。

水往低处流
,

货往高处流
。

没

有适当
、

合理 的价格落差
,

商品是不会流动 的
。

而这 个

价格落差是否适当
、

合理
,

又直接关系到商品流 通质量

的好 坏
。

如果 我们有一套适应不 同商品
、

不同经营所需

要 的
“
落差模式

” ,

比如一些大宗批 量生产的重要商品
,

由厂家定价
,

厂家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
,

为达到既定的

市场 目标
,

不 肯 由经 销商或代理商随意改 变商 品的最

终销售价格
,

那么这种明码标价 的商品
,

除了受到厂家

监督外
,

客观 上还起到 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
。

同

时
,

在 出厂价与最终销售价之间
,

又 留有 足以使经营者

垂涎的价差收益
,

经营者受切身经济利益的驱使
,

自然

兢兢业业
,

诚信守法 的去经营 ;厂家为提高自己产品 的

市场竞争力
,

也肯多动脑 筋在采用新技术
,

改善经营管

理
,

提高劳动效率
,

降低费用
,

降低成本上下功夫
。

从单

纯 的适 应市场
,

转 向创造市场 ; 从被 动从众 到能动超

前 ;从强 调独立 到注重融合 ; 从自我 限制到自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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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品与服务的分离 到商品与服务的组合
。

三是重新划分商品种类
。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

把商

品分为一
、

二
、

三类
。

这种商品类型划分的方法不适应

市场经济 的要求
,

目前 已 改得差 不多了
。

那么
,

用什 么

样的分类方法来填补这个空位 呢?我认为
,

应 把商品重

新划分为基本 品
、

奢侈品
、

选购 品与特殊 品
,

并依不 同

的商品种类
,

确定不 同的价格指导政策
。

比如
,

对 基本

品
,

这 一类商品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
,

是人们生

产
、

生 活必 不可 少 的最基本 的 用品
,

如粮食
、

棉 花
、

钢

铁
、

煤炭等
,

对这类商品
,

无论 如何都要保证生产
,

满足

供 应
;
对奢侈 品

,

则可依据国家 的资源 政策
、

产业政策

和 消费政策
,

以及市场供求情况
,

对其实行高价
、

高税
、

高利 的经 营政策
,

这 既有利 于 国家
、

地 方财政 收人
,

又

利于 企业经营
,

还能满足 高收人 者的高消费需要
,

并可

减轻人们 相互攀 比心 理 ;对特殊品
,

则 可依 不同的客观

需要
,

而 做适 时
、

适当的 调整 ; 对选 购 品
,

可 随行就 市
,

任人们选 购
。

这 对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这 只
“
看不 见的

手
”
和进行宏观 调控这只

“
看得见 的手

”
的作用

,

将是有

益 的
,

对商 品流通增长方式 的转 变也是有益 的
。

微呢 的看 法

如果从微观角度
,

从流通企 业经营的角度来讲
,

转

变经营方式
,

亦是非常重要和颇具现实意义 的
。

一
、

经营形态的选择
,

要符合业态本身形成的动因

和发展业态成长的优势

近几年来
,

我 国商业 经 营形 态 花样 翻新
,

层 出不

穷
,

从百货店
、

连锁店
、

到超级市场
、

仓储式商店
、

购物

俱乐部等等
,

令人 眼花缭乱
,

众多顾客为新 的经营形态

所吸 引
,

一时间驱之若鹜
。

然而
,

消费者好奇心毕竟有

限
,

热劲一过
,

店前门庭冷落
,

商家好 不凄然
。

这种 现实
,

在客观上 提 出一个 问题
,

那就是
:

一 种

新型经 营形 态的 出现
,

是否有其 客观 的必然性
、

必 要性

或 曰某种规 律性 的东西 ?一种新 的经营形态从 出现
、

发

展到成熟
,

给消费者与经营者带来多 大收益 ?在经营方

式由粗放型 为主 向集约 型为主转 变的进 程 中
,

探究 多

种新 型经 营形 态形成和发 展的动 因
,

对 于流通 企业经

营方式 的转变
,

将是有 益的
。

一般来说
,

一种经 营形态的形成和 发展
,

基本 上取

决 于该 经营形 态内外 两方 面的 动 因及 其二 者的集合

力
,

而且至少应具备 以 下四方面 的优势
:

一是竟争优势
。

时至今 日
,

市场竞争主要还是价格

竞争
。

尤其是在 目前我 国居 民收人与消费水平下
,

价格

竞争是最具吸引力 的
。

时下最时兴 的连锁经营
,

或超市

经营
,

无一不是通过尽可能 的低价销 售
,

获取价格竞争

的优势
,

而被顾客所接受
,

才发展起来 的
。

二是 差别优势
。

一种新的经 营形态 的开发和 出现
,

常 常是针对现存经 营形态 的不足或 缺憾
,

而采取 的差

别化 的策略
,

以 图具备更 强的 竞争力
。

超 级市场 就是

1 9 世 纪后半期 出现
,

到 2 0 世 纪初期逐步 发展起来 的
,

通过 引进
“

无人售货方式
”
和

“
配备吸引顾客 的商 品

”
这

种策略
,

使顾客可 在店 自选
,

一 次结算
,

既免去 了服务

的许多麻烦
,

又增强 了顾客的 自主性
。

并 以此与连锁经

营相 区别
,

确立 了竞争的优势
。

三是组合优势
。

任何一种经 营形态
,

几乎都可 以概

括为商 品和服 务的组合
,

一旦得到消费者 的认同
,

这种

经营形态就会逐步发展起来
。

如百货商店
,

以其经营 的

商品品种齐全
,

服 务 品质优 良
,

而受到众多顾客 的拥

护
,

使其普及发展
。

四是应变优 势
。

现存 的各种 经营形态
,

在其发展进

程 中
,

常常要受到新的经营形态 的冲击
。

商家都会 视冲

击的大小进行反 省
、

检讨
、

思考
、

适 时采取应 变方案
,

从

而改变现存经 营形态
,

实现新 的飞跃
,

以适应变化 了市

场需要
。

二
、

建筑面积的利用
,

要把寸土尺金之地利 用在经

济效益的增长上

我 国商 业投资与商业发 展 的需要 还 有相 当 的差

距
,

但就 已 实现 的投资所形 成 的商业建筑物的利 用来

看
,

也存在着 明显 的粗放经营
。

在 繁华 地 段
,

增加 营 业面 积
,

就等 于 增加 营 业 收

人
、

增 加企业利润
。

这是 世人皆知的常理
。

若能把 这常

理付诸行动
,

合理使用建 筑面积
,

增加营业 面积
,

将直

接带来商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

如以 1 9 8 8 年至 1 9 9 0 年

3 年 的年均商品销售额为基数计算
,

每平方米营业 面

积全年实现 的商品销售额
,

东安市场为 4
.

1万元
,

西单

商场为 3 万 元
,

友谊商 店为 2
.

8 万元
,

王府井 百货大楼

2
.

7 万元
,

隆福大厦为 1
.

9 万元
。

由此 不难看 出
,

位居

黄金地段的 大型零售商业企业
,

由于建筑 面积 没能有

效地利用造成 了很大的 营业损失
。

三
、

从营业区位的选择上
,

应符合区位理论的要 求

与 区位营销的特点

在发展市场 经济的今天
,

人们 注重 商业设 施 的建

筑本应是件好 事
。

尤其是我 国千百年来轻视商业 的思

想根深蒂 固
,

好不容易 看到商业发展 的景观
,

着实令人

振奋
。

但凡事都有 个度
,

不 能过
,

过 了就成为
“
过错

” ;当

然
,

也不能缺
,

缺 了就成为
“

缺点
” 。

现在一些大城市中

心 商业 区 的建设有的起到 了
“

共荣互 补
” ,

形成
“
闹市

”

的局面
,

但也有 的变成 了
“
分食利转

” ,

此枯 彼荣
,

这 不

能不说 也是 一种粗放经 营的表现
。

(作者 系人民 大学贸经 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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