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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
,

商品流通渠道是商品向消费运 动的载体
,

是商品在其形态交换中由生产

领城进入消费领域的流通环节的姐织序列
。

在时间节约规律的作用下
,

直接
、

间接流通

维道都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

并在协调产需矛盾上发挥粉各 自的独特作用
,

不过
.

乡

种形式的间接渠道由于它们固有的特点和优点
,

必然是主体集遨
。

文章指出
,

合理的商

品 两销差价是协调 各梁道经济 *lj 益 推动他们吝 司其职冲 畅运作的主要杠杆
。

为丁实现

流通环 节的协调运 转和合 理组 合 既要重视开通传统采道
.

更应注重科学地组织能够适

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渠道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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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通渠道是商品而向消费
‘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 )运动的载体

。

商品流通

集道间题
,

本质上是商品经济中货畅其流问题
,

并流通过程 中的利益组合和流通过程

的社会经济奴益问题
。

因此
,

实现并保持商品多集道流通
,

使社会产品能够高效
、

通

畅
、

有序地完成其流通过程
,

应当成为我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 目标
,

成为建立开放

式
、

可控型的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

一
、

商品流通渠道及其经济内容

扮 商品流通渠道
,

顾名思义
,

如同渠道本意是指水据以流动的通道一样
,

应当是商

品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运动的载体
。

那么
,

这种
“

载体
”

又是 由什么构成的呢 ?

如同水的流动需要势能一样
,

体现着杜会经济关系的商品也并不能 自己到市场 上

去
,

自行
“

流
”

向消费领域
,

而是必须借助一种社会力量的推动
,

健就是商品的
“

监护

人
” ,

亦即商品所有者为实现一定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商 品经营活动
。

只是由于这种经营

活动可以龙一个经营者的活动
,

也可以是数个经营者相互衔接的经营活动
,

即通过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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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货币关系发生一次至数次买卖活动
,

才推动商品最终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消费
。

可见
,

构成商品面向消费运动的载体不是别的
,

正是这样一些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商品所有

者
,

包括商品生产者这个第一流通当事人和其他后续的流通当事人
。

所以
,

商品流通渠道实际上是 由一个个从事商品交换活动
,

并共同推动商品面向

消费运动 的商品所有者组成的
、

直接推动商品在其形态变换中 (即W 一G
、

G 一W 的价值

形态变换 ) 由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组织序列¹
。

这里的每一个商品所有者
,

我们称

之为
“

渠道成员
” 。

由于渠道成员所进行的每一次商品买卖活动都会形成一个导致商品

所有权随之更迭的商品经营环节或称商品流通环节
,

所以也可以说
,

商品流通渠道就

是商品在其形态变换中由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所经过的流通环节的组织序列
。

对商品流通渠道的这一认识
,

还只是一般的理论抽象
,

实际上它还内含着更为丰

富的经济内容
。

我们知道
,

为社会消费需要而生产出来的商品
,

总是要面 向消费运动的
,

只有抵

达消费领域
,

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得到实现
。

商品流通渠道作为商品据以运动的

通道
,

也就必然是一端连接生产
,

另一端连接消费
,

它
“

既是生产的排水渠
,

又是消费

的引水渠
。 ”º 所以

,

它的形成必定会受到生产与消费的制约
,

它所组织的也一定是从

生产者到消费者 (或用户 )之间
“

一通到底
”

的完整的商品流通过程
,

而不会是其中的某

一阶段
。

这就意味着
:

第一
,

有生产而无消费需求
,

或者相反
,

都不可能形成商品流

通渠道
;
第二

,

商品流通渠道决不是某一个孤立的流通环节
,

而环节的多少以及每一

个环节的运转状况
,

都密切关系到整条渠道的畅通与否
;
第三

,

只是在既有生产
、

又

有需求的前提下
,

并且在各个 必须的流通环节协调运转的情况下
,

商品流通渠道才能

正常履行其商品面向消费运动的载体功能
。

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
。

商品在流通领域的运动包括使用价值即商品实

物体的物理运动和价值形态变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
。

这两个过程可以合二为一进

行
,

也可以互相分离进行 (最终仍要合二为一 ) ;
但是商品形式与货币形式互相转换这

种价值形态变化
,

是商品流通 的本质规定
。

事实上
,

有时甚至
“

没有商品的物理运动
,

商品也可以流通
”»

。

例如
,

买卖房屋就是这样
,

期货交易也是这样 (指最终交易前的

历次交易 )
。

这就表明
,

如果只存在商品的物理运动而不存在商品的价值形态变化
,

那

就不成其为商品流通
,

也就无所谓商品流通渠道
。

因此
,

商品流通渠道反映 的不是商

品实物体场所变更的空间路线
,

不是商品的物流过程 (物流过程是商品世界与非商品

价

夸

¹ 与有些论者不 同
,

我们不认为消费者 (或用户 ) 也是渠道 成员
,

因为消费者并不是商品所有

者
,

商品一旦到了消费者手里就已不再是商品
。

消费者没有
、

也不必直接推动商品向前运

动
。

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l
,

第313页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巢》第24卷
,

第16 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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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

世界共有 的现象 )
,

而是商品价值形态变化的经济过程
。

而商品价值形态变化 的经济

过程
,

必定是商品所有者 (包括商品的生产者和流通当事人)实现其经济利益的过程
,

因此
,

商品流通渠道总是密切关系到商品生产者
、

经销者
、

消费者 (用户)的经济利益
。

经济利益问题
,

也就成了商品流通渠道形成与否
、

畅通与否的关键问题
‘

商品流通渠道既然是 由一个个流通环节互相衔接组合而成的
,

而每一个环节的主
、

体都是一个经济单位 (企业或个体生产经营者)
,

经济单位则必定具有一定的所有制形

式
,

所以
,

商品流通渠道与经济成分
、

经济形式密切相关
。

但这两者不能混同为一
。

经济单位的所有制形式说明的是生产 资料或流通资料归谁所有
,

日而反映着商品流通

渠道的社会性质
;
但它不是渠道本身

,

不能说明流通渠道的经济功能
。

在现实生活中
,

任何一条商品流通渠道既可以由同一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单位相互衔接所组成
,

更为

常见的则是由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单位交互衔接而共同构成
。

因此
,

流通领域 中一

种所有制形式就是一条流通渠道
、

几种所有制形式就是几条商品流通渠道的说法
,

是

不确切的
。

商品流通渠道与商品流通形式密切相关
。

不 同的商品流通形式
,

亦即生产与消费

通过商品货币关系的不同联系形式
,

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商品流通渠进
。

这一点
,

我们

将在后面专门讨论
。

在什么是商品流通渠道这个基本问题上
,

除我们所持的上述认识外
,

还存在一些

我们难以苟同的不 同解释
,

大体有以下5种
:

一是把商品流通渠道表述为
:

商品由生产领域进入 消费领域 的通道 (或路线
、

网

络)
。

此为
“

通道说
” 。

但是
,

如果运用文法中的
“

缩句法
” ,

这句话就变成了
“

渠道是通

道
” 。

显然
,

这是一种同义反复
。

二是表述为
:
商品由生产领域进入 消费领域的经济过程

。

此为
“

过程说
” 。

显然
,

这里的过程就是商品流通过程
,

而
“

商品流通过程
”

与
“

商品流通渠道
”

是两个不 同的概

念
,

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侧面
。

如果这里所说的
“

经济过程
”

不是指
“

商品流通过程
” ,

那就变得难以理解而令人不可捉摸了
。

三是表述为
:

商品的产销形式和购销形式
。

此为
“

形式说
” 。

我们 以为
,

商品的产

销形式如产销合一
、

产销分离
,

购销形式如统购包销
、

选购 自销等
,

只能影响各种流

通渠道如何形成
,

影响商品进入什么样的渠道
,

而非渠道本身
。

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把

流通渠道与经营方式混 同为一了
。

四是表述为
:

商品实体从生产到消费的运动方式 (环节
、

路线)
。

此为
“

实休运动

说
”。

这种表述实际上把商品流通渠道归结为
“

物流
”

组织
,

抽去了
“

商流
”

这一商品流通

的质的规定性
。

五是把商品流通渠道混同为流通当事人的所有制形式
,

此为
“

所有制说
” 。

此说 山

来已久
,

流传甚广
。

最初源于 30 年代的苏联
,

我国则盛行于 的 年代
,

当时有囚君产

沁.机甲

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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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供销合作社
、

集市贸易
“

3 条渠道
.
之说

;
到了80 年代初

,

又有了国营商业
、

集体

商业
、

个体商业
“ 3 条渠道

”

之说 ; 现在
,

人们常说的
“

国营商业的主渠道作用
” ,

也大

抵属于此说之列
。

当人们强调流通领域中某种或某儿种经济成分的作用时
,

往往会有

这种提法
。

这种提法作为一种工作用语似无不可
,

但如上所述
,

这并非科学用诊
;
而

且
,

这种提法往往会误导人们忽略如何组织本来意义上的多集道流通
,

特别会产重忽

略网营商业
、

供销社商业如何实现多渠道流通
,

误 以为国曹商业
、

供梢社商业根* 不

存在多渠道流通问题
。

须知
,

同一种所有树的流通当事人可极有多种蛆合方式
,

从而

形成多样化的流通渠道
; 不同所有制的流通当事人如果用固定不变的方式组合

,

仍然

会形成单一化的流通渠道
。

所以
,

不能把上述工作用语直接等同予科学的理论抽象
。

谈到
“

国营商业 的主渠道作用
” ,

我们理解
,

这里实际上讲的是
“国曹商业在商品流班

中的主导作用
” ,

因而也就不能由此而将国曹商业说成是一条流通集道
。

我们对商品流通渠道的这一认识
,

可以概括为
“

环节说气 研究商品流通集道
,

实

现多渠道流通
,

是不能不研究商品流通环节的
。

正是流通环节的增减变动
,

才形成了

多样化 的商品流通渠道
.

而实现流通环节的协调运转和合理组合
,

则是研究商品流通

渠道的要 旨所在
,

是搞活商品流通的关健祠题之一
。

,

.

二
、

流通环节与渠道体系

(一 )商品流通环节

一切商品都必须出售才能进入消费
。

商品流通过程
,

实际上也就是面向消费的商

品销害活动过程
。

因而
,

商品流通渠道也可称作商品销售渠道
。

商品销督活动自然是由商品生产者首先发起的
。

商品销誉
,

对作为商品所有者的

生产者来说是卖
,

对货币持有者来说则是买
,

买卖行为完成
,

商品与货币位置互换
,

商

品所有权便让渡到货币持有者手里
。

这里的货币持有者如果是消费者 〔包括生产消费

者
,

下同)
,

该商品的流通过程便告结束
;
如果是商 品经营者即商人

,

他必定还要以商

品所有者的身份继续 出售
,

从而形成新的一轮买卖行为
; 如果这次买卖行为中的货币

持有者还是商人
,

那么新的买卖行为还会继续下去
,

直至商品转入到作为消费者的货

币持有者手里为止
。

这样
,

商品流通过秘就裹现为一次又一次的相互衔接的销售活动

或买卖行为
。

而导致商品所有权更迭的每一次商品销售活动或买卖行为
,

从商品运动

的角度看
,

就是一个销售环节
;

从商品经曾的角度讲
,

就是一个经营环节
;

·

从商品流

通全过程来看
,

则是一个商品流通环节
。

这些环节按一定序列连接起来
,

就是商品流

通渠道
。

有些 同志把物流环节也归入商品流)登环节
,

这是不正确的
。

物流是指商 品使用价

值的运动
,

亦即商品的实体运动
。

在商品实体运动过程中
,

由于商品储存或在途商品

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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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变换运输工具等原因
,

会产生商品进出仓库的作业
,

从而形成仓库环节
,

商品每进出

仓库一次就形成一道仓库环节
。

很明显
,

仓库环节并不反映商品交换活动和商品经营

活动中的经济关系
。

因为仓库环节与经营环节可以一致
,

也可以不一致
。

例如
,

商品

所有权证书可 以在商人之间反复买卖多次
,

形成多道经营环节
,

而商品却在仓库中原

地未动
。

我国商业实践中的所谓
“

直线调运
,

曲线结算
” ,

也是只有经营环节而无仓库

环节
。

相反
,

商品在运榆过程 中的中转过库
,

商品在企业 内部的移库
,

都形成了仓库环

节
,

但并未发生买卖关系
,

也就没有经营环节
。

仓库环节是商品世界和非商品世界
、

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共有现象
,

并非只存在于商品流通过程之 中
。

所以
,

商品梳通

环节只应界定为商流中的商品经营环节
,

而不应包括物流中的仓库环节¹
.

这样才能

反映作为商品交换总体的商品流通的本质特征
。

商品流通中
“

环节
”

范畴的产生
,

是相滴业介入商品交换之后
。

在役有商业介入的梢

况下
,

商品交换在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
,

只需一次买卖活动便将商品

推入消费领域
,

这里也就无所谓环节不环节 了
。

而商业产生以后
,

情况发生了变化
,

至少买经过两次买卖活动
,

商品才能进入梢费
。

与先前相比
,

除 了商品生产者所进行

的一次销公活动外 (这是天然存在 的 ) ,

多咄了一次由商人进行的商品销售活动 (如果

有 3个育人媒介成商品交换
,

则会多出 3次销督活动
,

依此类推) , “

环节
”

范畴也就

由此而产生
。

这样
,

商品流通环节 问题
,

实际上也就是商业环节问题
。

在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要不要嘀业环节 (又称 中间环节 ) ,

要多少 商业 环

节
,

这些环节如何协调运转
,

关系到〕珍成泪
j

么样的商品流通渠道
,

关系到商品流通能

否实现货畅其流
。

(二 ) 商品流通的直接渠道
:

渠道的蛹此形态

商品交换没有 中间人介入
,

生产者枷
众二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或用户

,

产销结合在

一起 (这里的
“

销
”

是指商品的最终销售
,

下同 )
,

形成的是 直接流通渠道
。

这时
,

商品

生产者
“

同时又是 自己的商人
”º

,

而商业环 节则还没有形成
,

还处在蛹化形态
。

由于

没有商业环节
,

渠道其实难 以成
“

渠
” ,

说它是
“

孔道
”

或许更加贴切
,

由此
,

我们也就

称它为
“

渠道的蛹化形态
” 。

很明显
,

直接流通渠道
一

与而 唯 商品流通形式相对应
。

直接流通渠道是人类历史止最
一

旱形成的商品流通渠道
, ‘

已与简单 商品 生 产 相 联

系
,

由小商品生产煮附带兼营销售业务而形成
。

那时
,

商品生产与商品消费均零星分

散
,

且规模很小
,

生产与消费的时空矛盾不大
,

市场范围狭窄
,

生产者与消费者有条

件在交换中直接 见面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

在以前那种小规模 进 行生 产 的 生 产 方式

下
,

⋯⋯ 很大一部分生产者把他们的商品直接卖给消费者
,

或者 为消费者的私人订货

¹ 有的论者还把物流中帅运输作业也介入商品流通环节
,

其实
,

运输本身是不会形成
“

环节
”

的
。

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 卷
,

第3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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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产
。 ” ¹

当前
,

我国的农业经济止处在自绪半 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进程中
,

农民在

城乡集市贸易上将 自给有余 的产品或少量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产品直接 出售给消费

者
,

在交易规模小的情况下
,

仍然是最经济
、

最合理的商品流通形式
,

既方便消费
,

又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

当然
,

通过直接渠道进行流通的并不仅限于地

产地销的部分农副土特产品
。

一般来说
,

几生产零星分散
,

消费也零星分散
,

并且市

场范围狭窄的产品
,

如某些地产地销的手工业产品
,

也都适宜通过直接渠道进入 消

费
,

以节约流通费用
,

节省流通时间
。

然而
,

直接流通渠道虽然是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适应零星生产对零星消费的需

要而产生的
,

但在当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
,

在集中生产对应集中消费
、

大规模生产

对应大规模消费的情况下
,

它仍然是最 为便捷
、

最为经济合理的流通渠道
。

这在工业

生产的工业用生产资料流通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现代工业生产是大规模生产
,

需要大

量的生产资料
,

而生产资料的生产许多也是大规模的生产 (如煤炭
、

钢材
、

化纤原料

等等)
,

这样
,

大宗的
、

集中的交易出现在生产资料交易中也就势在必行
。

在劳动时间

节约规律的作用下
,

愈是大宗的
、

集中的交易
,

就愈有可能在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直接

进行
,

而不需要商业中间环节介入其中
。

马克思说
: “

在大量生产中
,

直接购买者除了别

的产业资本家外
,

只能是大商人
。 ” º 这个

“

别的产业资本家
”既然与大商人并列

,

自然不

会是小买主
。

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指 出了大生产条件下
,

工业用生产资料流通有两类

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流通渠道
,

一是直接渠道
,

一是间接渠道
。

所以
,

在工业生产的工

业用生产资料流通中
,

直接渠道 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

甚至应当认为占有优先考虑的

地位
。

应当指出
,

上面讨论的两种情况
,

虽然都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相 交换 而形 成

的
,

但在产品的销售方式
、

销售批量
、

销售对象
、

行销范周等方面则存在 着许多不

同
,

反映着相差殊异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

至于大工业生产的生活资料
,

尽管生产集中
,

但消费需求分散
,

因而直接渠道通

常不能胜任
。

只是小规模生产的一些地产地销的 日用工业品
,

直接渠道才会占有一定

地位
。

对于行销范围较广的大部分农副产品来说
,

由于其流通过程表现为
,

由分散到集

中再到分散
,

通常也难 以采用直接渠道进入消费领域
。

以上分
·

析说明
,

直接流通渠道在一定条件下存在
,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但

在我国旧有的商品流通体制中
,

由于城乡集市贸易常被视为华资本主义的尾巴
” ,

日用

工
、

!巨品主要实行统购或包销
,

工业生产的工业用生产资料则不被认为是商品
,

直接流

近染巡 也忧处 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

在一些地方甚至被完全取消
。

这是旧体制下商品流

_
、

嗯

峥

罕
马克J酥思格斯全集》第25卷

,

第347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
,

第89 页
。

,
¹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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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通不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

搞活商品流通可以说是发端于恢复直接流通渠道
,

首先在农

村
,

然后迅速扩展到城市
。

这对于流通领域打破国营商业 (当时含供销社)独家经营
,

对于减少中间环节
,

疏通流通渠道
,

增加社会零 售网点
,

对于生产者直接听取消费者

意见
,

促进产品适 销对路
,

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

直接流通渠道的恢复与发展
,

是我国商品流通体秘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
。

直接流通渠道的恢复与发展
,

没有
、

也不可能否定商业独立存在 与发展 的 必 然

性
。

不管人们曾就此发生过多少争论
,

认识上 曾经 出现过什么样的偏差
,

经济的发展

终究是要按其固有的内在规律运行的
。

工业销售
、

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在我国社会商品零曾总额中所占的比工

争

表1

年份
工业销售
所占比渔往

( % )

农民 白销
所 占 t匕重

( % )

年份
农民自销
所占比重

(% )

,曰n甘.工月‘几J几0009曰n甘,曰,曰�摊�O口丹0n.月了口比O甘n�丹O
....

⋯⋯
内O,dJ任月性一勺丹b片了月了只�八石,上, .�J任内O盛U. .二J任几O,自OJ曰了OOd�月了,口口J,�O‘几乙。U

....

⋯⋯
厅rCxUOU只一O曰OJO曰OdOUOU�b�U只�l今一了J任八曰O曰�了OA

‘0‘,厅土了己JJ毯OJ�bQ�O幼n�八匕
..

⋯⋯
‘

:
J任八09曰�日月性笼工0乙It

11.,�q山1 95 2

1 95 3

1 95 7

1 95 9

1 96 2
I

1 9 6 5

1968

197 0

1 975

1 97 8

197 9

社介商品
冬告注韧
(亿元 )

2 7 6
.

8

3凌8
.

0

4 74
.

2

6 3 8 0

6 0 { l)

6 7 0
.

3

7 3 7
、

3

8 几只
.

0

12 7 1 1

1 55 8
.

6

180 0
.

0

13
.

6 9

12
,

1 3

7
.

15

4
.

4 8

4
.

62

3
.

6 1

3
.

2 6

3
.

】9

4
、

8 5

4
.

7 0

5
,

7 6

19 80

1 98 1

19 8 2

1 98 3

1 98 4

1 98 5

] 98 6

198 7

1 98 8

19 89

2 14 0
.

0

2 3 5 0
.

0

2 57 0
.

0

2 84 9
。

4

3 37 6
.

4

4 30 5
.

0

4 95 0
。

0

5 52 0
.

0

7 4 4 0
.

0

8 10 1
。

4

,

脚

资料来源
:

恨据了
中国统 tt. 年鉴

·

l{〕日) 第 6 2 2
、

6 24 页有关数据推算
。

上表大体反映
一

j’4 o年来我 {小汀J为上直接流通渠道变动的轨迹
。

1 9 7 8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
,

原 曾遭夕j彼坏的直接流通渠道得到了恢夏和 发展
。

不 过
,

工 业 自销

(指最终销售 ) 占社会商品零件总额的比重
,

很快就大体稳定在 9 % 左右的水平上
。

应

当认为
,

这是合乎规律的
。

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直接销售所占比重则持续上升
,

目前

已超出50 年代初的水平的一倍左右
。

我们以为
,

这仍属正常
,

理由是
:

城镇居民的可

支配收入和农 民的运销活动大大增加了
。

近年来
,

这种上升势头已经趋缓
,

这也是合

乎规律的
,

可以预计
,

这一比例也很可能会稳定在 9 %左右的水平上
。

(三 ) 商品流通的间接渠道
:

渠道的发展形态

商品交换以商业 为媒介进行
,

形成了产销分离的
、

主要由商 业环节为特征的间接

流通渠道
,

又称商业渠道
。

间接流通渠道与发达商
.钻流通形式相对应

。

商品流通的问接渠道随价商业内部分工的发展而有多种具体形式
。

一晰卜
产二户
‘卜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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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内部分工
,

是社会分工使商业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之后在流通领域的继续和延

伸
:

先是 出现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分工
,

进而批发商业中又 出现了产地批发商
、

销地

批发商乃至中转她批发商的分工¹
。

由此
,

商品流通中就 出现了一道道商业环节
。

不

过
,

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独 自完成媒介商品交换的职能任 务
,

而 必 须 组合起

来
,

组成一条
“

流水作业线
” ,

一环扣一环地集合成商业整体
,

才能实现生产与消费的

联系
。

这些商业环节的不同组合
,

就形成了以下几种形式的间接流通渠道 即 商业 集

道
.

( 1 ) 生产者
—

商人 (批发商或零售有 )

—
消费者 (生产消费者或个人消费者 ) ,

( 2 )生产者
—

批商发
—

零售商
—

个人消费者
,

( 3 ) 生产者
—

产地批发商
—

销地批发商—
零售商
—

个人消费者
;

( 4 ) 生产者
—

产地批发商
—

中转地批发商
—

销地批发商
—

零售商
—

个

人消费者
.

( 5 )生产者
—

产地批发商
—

销地批发商
—

生产消费者
;

( 6 )生产者
—

产地批发商
—

中转地批发商
—

销地批发商
—

生产消费者
。

这 6 种间接渠道
,

加上上文所述的直接渠道即生产者
—

消费者
,

构成 了能够适

应 各种产销状况的流通渠道体系
。

这 7 种形式的流通渠道同时并存和正常运转
,

,

就是

我们常说的
“

多渠道流通
”的局面

。

那么
,

为什么商业内部还会继续分工为批发商
、

零售商呢 ? 批发商是媒介实业家

之间商品交换的商人 (或商业形式 )
。

由于它的销售是商品与资本 (资金 ) 的交换
,

交易

批量即每次交易的数量通常较大
,

因而就被称作
“

批发商
” 。

而零售商
,

则是媒介实业

家与个人消费者之间商品交换的商人 (或商业形式 )
。

这种商人的销售是商品与收入的

交换
,

而个人消费需求又总是零星分散的
,

因而这种销售必然是零散的
、

小额的
,

由

此也就被称作
“

零售商
” 。

不过
,

批发商与零售商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交易批量的大小
,

而在于前者的购销活动形成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流通
,

后者的购销活动形成实
’

业家

和消费者 (指个人消费者) 之伺的流通
。

这一区别常常被一些 同志所忽略
。

商业内部批零分工的客观必然性
,

亦即批发商独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

首先在于

商品产销矛盾的扩大化
。

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

商品的行销范围和流通规模

愈益扩大
,

生产与消费在时间
、

空间
、

品种
、

数量等方面的矛盾
,

以及反映这类矛盾

的商品集散方面的矛盾愈益尖锐起来
。

通常有两类情况
:
一类

,

生产集中
、

消费分散

(如 日用工业品 ) ,

或者生产分散
、

消费也分散 (如许多可供直接消费的农副产品 ) ; 另

一类
,

商品生产者的生产
,

特别是工业品生产
,

总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

要求少品种
、

大批蟹地组织生产
,

以利于提高劳动效率
,

带来规模效益
,

而消费则具有综合性和多

» 商业内部分工
,

除表现为纵向的环节分工外
,

还表现 为横向的行业分工
。

对行业分工
,

这

里不拟讨论
。

令

奄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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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变性的特点
,

要求多品种
、

全规格
、

小批量
、

持续不断地组织商品供应
。

在这两类情

况下
,

如果由生产者自产自销
,

或者只通过一道商业环节的买卖活动来媒介
,

那就不

可能实现商品生产与消费的联系
。

因为
,

这样的商品销售业务将会极其复杂
,

不仅会占

用和耗费大量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
,

而且流通时间也会很长
,

许多商品事实上也难以

进入消费
。

所有这些
,

都会迫使再生产过程中断
。

正是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尖锐 的产销

矛盾的情况下
,

批发商业才应运而生
。

同样
,

在产销矛盾更为扩大的情况下
,

批发商

业 内部又进一步分工为产地批发商和销地批发商
,

有时还需要中转地批发商
。

批发商的经营特点在于
,

专门从事大宗商品买卖
,

能够大规模地集散商品
; 既能

适应生产者大批量
、

少批次集中出鲁产品的要求
,

又能在购进商品后进行分类整理
、

编配分装
,

做到多品种
、

小批量
、

多批次供应给众多的零售商
,

从而适应零售商零散

出售和勤进快销的经营特点 (这种特点由个人消费的需求特点和消费行为所决定)
,

这

样
,

就解决了看似无法解决的产销矛盾
,

商品也就如同接力赛跑 中的接力棒一样
,

通

过两道或两道以上的商业环节
,

从生产者手里流向各个销地的消费领域
。

只是有了批

发商业
,

地区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才成为普遍的现实
。

客观甜要是一 回事
,

能否实现则是另一回事
。

批发商适应需要而独立出来
,

不但

要保证生产者
、

零含商的经济利益不受到损害
,

而且 自身也必须取得不低于生产者
、

零咨商的利润水平
。

那么
,

利从何来? 概括说来
,

在社会化生产不断发展的条件下
,

从事大宗买卖的批发商
,

能够挖掘出商品流通 中的节约潜力 , 节约所得
,

不仅可以保

证 自身的利润水平
,

而且足可以使全体当事人利益均沽
。

秘密则在于
,

批发商的存在
,

把大量的小批量交易集中为大批量交易
,

大大简化了商品销售业务
,

并由此提高了市

场的透明度
,

减少了生产者的盲 目推销
,

从而能够相对地大幅度降低流通费用
,

大幅

度减少社会投入流通领域的资金总量
,

缩短商品流通 时间
,

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

马克思
、

列宁曾经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秘密
。

马克思指 出
: “

在商业中比在产业中会

更多地 出现这样的现象
:

同一职能
,

不管是大规模地完成还是小规模地完成
,

都要花

费同样多的劳动时间
。

因此
,

从历史上看
,

集中的现象在商人业务中比在产业工场中

出现得早
。”¹ 而

“

同一商人资本
,

如果分给许多小商人
,

由于这种分散就需要多得多

的工人来完成它的职能
, 此外

,

为了使同一商品资本周转
,

也僻要有更大量的商人资

本
。 ”º 列宁则指出

: “

他 的商业贸易额愈大
,

他在收购和出售商品方面以及在检验商品

和保管等方面的费用 (每一单位产品上的 )就愈少
, ”

因此
, “

大规模的整批的销售对零散

的小规模的销售占有纯粹经济
_

L的优势
”À ,

正是这种大宗销售的经济优势
,

才使批发

商的存在亦即批零分工由需要转化为现实
,

并形成
“

绝大部分社会产品要经过的批发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

第 329 页
。

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

第 329一330 页
。

À 《列宁全集》第 3 卷
,

第 39 8一39 9
、

3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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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 ” ¹

如此看来
,

批发商的存在
,

既是为解决扩大化了的产销矛盾
,

也是时间节约规律

作用的必然结果
。

那种对批发商业存在的必要性
、

必然性总是持怀疑态度
,

甚至把正

当的批发商业利润视为对生产者
、

零售商乃至消费者的
“

盘剥
”

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

列

宁明确指出过
: “

为了说明包买主的作用
,

我们应当假定他们是按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

来进行产品买卖的
。 ” “

仅仅指出
‘

盘剥者
’

的各种诡计
,

并根据这点而完全撇开现象的

经济本质问题
,

就站到了庸俗经济学的观点上去
” º 。

显然
,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

更不能认为正当的批发商业是靠别人的恩赐养活的
,

从而得出要取消批发商的结论
。

20 年代
,

美国曾有人预言批发商的 日子屈指可数
,

可是
,

从 19 29 年至 19 7 3 年
,

美国批发商业的从业人员由 169
.

6 万人发展列 4 15
.

6 万人 ;
_

刊 19 8 4 年
,

美国的批发商

业企业已经发展到 38
.

5 万家
,

从业人员 52 1
.

6 万人
。

在 60 年代 日本的
’‘

流通革命
”

中
,

“

批发商业无用沦
”

一度甚嚣尘上
,

但批发商业依然继续发展
, 19 6 。年至 19 7 9 年

,

日本

的批发企业增加了 63 % ,

批发销售额增加了 15 倍
,

从业人员增加了 9时百
。

在我国
,

80 年代初流通体制改革刚刚起步之际
, “

批发商业无用论
”

的观点也曾一度有相当的影

响
,

一些人把原流通体制中
“

统购包销
”

批发供应
“‘

三固定
” (即固定供货区域

、

固定

供货 讨象
、

固定倒扣作价率 ) 所产生的弊端归罪 于批发两业
,

大 汀i次井批友商业或某

道批发环节而后快的架势
。

结果 自然又是相反的
。

据统 汁
, , , 39年

,

我国的工业品批

发 向业机构
,

已经 由 19 7 8 年的 3
.

7 万个发展到 9
.

9 万个
,

从
,

,卜人城山 6 ,
.

7 万人增加

到15 5 万人 ; 农副产品采购机构也由 19 7 8 年的 12
.

J 万个 丈辰 _ !122
. ‘3万个

,

从业人员由

88
.

5 万人增加到18 7
.

9万人» 。

川
.

见
.

国内外的实践一再证明
,

批发裔业随 泞成对
、

;
: )从灼友展 斌发展

,

是一种不

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

以上我们讨论了批发商业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和必旗
一

比
。

依书这此道理
,

我们的

结 沦
_

丫:
:

从商品流通全局来看
,

在商品流通渠道体系
‘},

多种形式的间接渠 ;亘特别 是

含 仃
一

至两道批发环节的间接渠道
,

必然是商品流 引为 仁
,

, .

: ’厂上 洲件的情况主要存

在 Jl相 当一部分工业生产的工业用生产资料的流也之
, i

。

二 汰这一 点
,

始终泌我们进

行流通体制改革
、

组织多渠道流 遨需要理清的丛本思络之一
。

级

今

勺

三
、

流通渠道与商品运动

(一 ) 商品流艰渠道对商品运动的影响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 25 卷
,

第 496 页
。

《列
‘

i
“

全集》第 3 卷
,

第 326 页
。

蛋中1
一

日统计
·

年鉴
· 199 0 》

,

中国统计出 }、烫子L 199 0 年版
,

第 60 1 夕〔
。

奄
¹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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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攀

作为商品运动的载体
,

商品流通渠道对商品的运动状态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

它不

仅规定着商品的流向
,

而且它的组成状况影响着商品的流通时间和流量
,

因而制约着

商品运动能否实现货畅其流
。

首先
,

商品流通渠道形式是否多样化
,

对于社会需要的各种商品能否经济节约地

顺利完成其流通过程而进入消费
,

具有决定性影响
。

就商品群体来看
,

各种商品生产与消费需求的状况不 同
,

各种商品本身的 自然属

性和价值量的大小不同
,

它们各自的流通范围
、

流通数量
、

交易成本以及各自的自然

属性所能允许的流通时间也就相差殊异
,

因而要求有不同形式的流通渠道与各自的运

动相适应
。

就一种商品而言
,

往往也会由于有多个不同的销地而有不同的运动
,

也需

要凭借长短不一的多种形式的渠道进行流通
。

因此
,

渠道形式的多样化
,

就成为货畅

其流的一个重要条件
。

如果不是这样
,

所有商品都人为地
、

先验地限定在一两种形式

的渠道中运动
,

即使是适销对路的商品
,

也会形成流通阻滞
,

延长流通 时间
,

导致社

会劳动的无端浪费
,

并会严重阻碍商品生产的发展
。

我国过去商品流通体制的重要弊端之一
,

就是基本否定了直接流通渠道的存在
,

间接渠道也由于指令流通
、

条块分割
、

政企不分而行政化了
,

一般都表现为依附国家

行政层次
、

行政系统的长渠道
,

严重障碍了搞活流通
、

搞活经济
。

其次
,

商品流通渠道的长短
,

对商品的流通时间
、

流通范围具有重要影响
。

商品流通渠道的长短
,

是就流通环节亦即商业环节的多少而言的
。

环节多
,

则为长

渠道
;
环节少

,

或已蛹化
,

贝吐为短渠道
。

一般说来
,

在其他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
,

环节

多
、

渠道长
,

商品的流通时间就长
, 反之

,

就可以加速商品运动
,

节约流通时间
。

仅

从这一点来看
,

流通环节似乎越少越好
。

然而
,

环节的多少是 以能否解决商品集散矛

盾为根据的
。

对于那些需要开拓远方市场的商品
,

对于那些需求面广
、

流通量大
、

需

以不同程度的集散为条件方能顺利进入消费的商品来说
,

环节过少
,

往往难以完成其

形态变化和空间转移的全过程
。

所以
,

正确的认识只能是
,

在保证商品能够顺利抵达

目标顾客手中的前提下
,

商品流通环节越少越好
;
少环节的程度应视不回商品的产销

特点而定
。

应当指出
,

现实经济生活中既存在着促使环节正常减少的因素
,

也存在着促使环

节正常增加的因素
。

例如
:

地方工业的发展
,

会减少对远方产品的采购
,

从而能够缩

减某道批 发环节
; 交通条件的改善

,

直达运输线路的开辟
,

会使某些产品的中转环节

成为多余
;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地方性产品 日益卷入全国商品流通
,

行销路线越

来越长
,

势必要求增加流通环节
; 随着仓储技术手段和运输条件的现代化

,

部分鲜活

商 品的行销范围
、

行销路线不断扩展和延伸
,

也会引起流通环节的增加
。

这说明
,

流通环节的多少是处在动态变化之 中的
,

不应当不加区别地
、

或者按照

什么统一摸式去强调流通环节越少越好
。

如果以为必不可少的集散环节也可以不要
,

.

翻份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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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一刀切地推行
“

产销直接见面
” ,

就会事与愿违
,

造成渠道堵塞
,

既会限制商品

流通范围
,

也会延长商品流通时间
。

我们 当然应当强调
“

少环节
” ,

似这指的是要减少

由非正常 因素所引起的环节膨胀
。

一 般说来
,

只要革除行政力量的强制
,

加强市场行

为的规范
,

膨胀起来的非正常环节就必定会在市场竟争中被 自行淘汰
。

再次
,

商品流通渠道的宽窄
,

对商品运动的流向
、

流量和流速都会产生垂要影响
。

流通渠道的宽窄
,

是就同种商品经销网点的多少而言的
。

在不同的流通环节上
,

如批发环节或零售环节
,

经营同一种商品的网点越多
,

表明该商品的销售
“

窗 口
”

越多
,

该商品的渠道就越宽
; 而渠道越宽

,

意味着市场覆盖面越大
,

商品就越能流向广l碱的

市场
。

反之
,

渠道就会忱较窄
,

甚至很窄
,

市场覆盖面也就相应较小或很小
。

很明显
,

各种商品市场需求面的大小是极不相同的
,

这就需要有宽窄不同的商品流通渠道与其

相适应
。

宜窄则窄
,

宜宽则宽
,

各种商品才有可能货畅其流
。

渠道的宽窄与商业网点
、

尤其是零售商业网点的建设密切相关
。

零售环节是商品

流通渠道的末稍环节
,

直接影响着市场筱盖面的大小
,

如果零售商业网点稀少
,

商品

流通渠道就很难宽泛
。

我国在 1 9 5 3年开始的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
,

一

方面调整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商业网点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
,

另一方面又出现了盲目

大撤大并的问题
,

零咨商业网点大幅度下降
。

此后
,

由于多种原因
,

商业网点建设长

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 “

大
、

稀
、

少
”

的格偏一直持续到70 年代末
、

80 年代初
。

由于网

点少
、

渠道窄
,

严重障碍 了商品货畅其流
,

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

经济体制

改革以来
,

实行
“

开放
、

搞活
”

和
“

国家
、

集体
、

个人一起上
” ,

给零售商业网点建设带

来了生机与活力
,

这种状况迅速得到改变
, 为各种商品选择宽窄相宜的流通渠道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
。

农 2
.

我 . 40 年来辱. 商业网点的变化

穆

1 95 2年 } 19 57年 ! 19 65年 } 19 78 年 { 19 5 5年 } 29 8 8年 1 198 9年

4442 0
.

000 19 5
.

333 8 8
.

111 10 4
.

888 77 8
。

333 92 8
.

111

从从业人员(万人 ))) 709
.

555 56 8
.

999 33 5
。

999 4 4 7
.

444 179 6
.

000 216 4
.

666 2 0 33
。

000

平平均每一机构服服 13777 33 111 8韶韶 9 1444 13 555 11888 1 3222

务务的人口数(人 )))))))))))))))))

平平均每一人员服服 8 111 1 1444 21 777 2 1444 5 888 5 111 6555

务务的人 口数(人)))))))))))))))))

平平均每一机构的的 0
.

5 000 2
.

0 555 6
。

7 555 13
.

0 111 4
.

2000 5
.

9777 了
.

1 444

零零售额 (万元)))))))))))))))))

平平均每一人员的的 0
。

3222 0
.

7 000 1
。

7777 3
。

0555 是 8222 2
.

5 666 9 666

零零售额 (万元 )))))))))))))))))

,

份
资料来裸

:
《中目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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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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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上述分析表明
,

市场上能够形成长短不一
、

宽窄不等的多种形式的商品流通渠道
,

能够形成各种形式的渠道纵横交错 的网络体系
,

是产销特点各异的千万种商品四通八

达的运动的基本条件
。

(二)商品运动对商品流通集道的选择

商品流通渠道固然对商品的运动状态产生普深刻的影响
,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

问题还有另一面
,

那就是每种商品在开始运动之前
,

都要根据自身运动的特殊要求
,

在错综复杂的流通集道网络中选择流向自己的 目标所需要的渠道
,

也就是说
,

商品运

动本身必然要对流通渠道如何形成提出自己的要求
。

从客观上讲
,

商品运动本身对商品流通渠道的选择
,

首先取决于商品流通范围的

大小
。

而商品的流通范围受到多种经济因素的影响
,

这些经济因素也就成了商品运动

对流通集道选择的制约因素
。

影响商品流通范围大小的主要经济因素有
:

(l )社会消费需求的程度
。

许多商品需求面广
,

需求程度高
,

如食品
、

副食品
、

纺织

品
、

家用电器
、

煤炭
、

钢材等等
,

就会拥有广 l周的市场空间
;

有些商品斋求面窄或孺

求程度低
,

如专用设备
、

文房四宝等
,

所拥有的市场空间就会相当狭窄
。

( 2 )商品交易成本
、

商品价值量与其运销费用的比较
,

制约着该商品流通范围的

大小
。

一般来说
,

价值高而运销费用低的商品
,

拥有 的市场空间范围比较广
.
价值低

而退销费用高的商品
,

拥有的市场空间范围比较窄
。

如体重价微的砖
、

体大价微的芦

苇
,

远销就很不经济
,

市场空间也就主要限于本地范围
。

(3 )商品自然属性
。

任何商品
, “

在丧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同时
.

也就丧失作为交换

价值承担者的属性
。 ”

因此
, “

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
,

生产出来越要赶快消费
,

赶快卖

掉
,

它能离开产地的距离就越小
,

它的空间流通领域就越狄窄
,

它的销舍市场就越带有

地方性质
。 ” ¹ 这正是鲜活商品在 自然状态下通常只能地产地销的根本原因

。

( 4 ) 物流设施条件
。

这里主要是指商品养护手段和交通运输条件
。

先进的仓储技

术手段提高了商品养护能力
,

从而延长了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存在的时间
,

这就使得一

些易腐变质的商品也能取得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可以为商品开

拓远方市场
,

先进快捷的运输工具又从时间上缩短了空间距离
,

这都会大大扩展商品

的空间流通领域
。

( S )信息传递水平
。

可以认为
,

市场僻求信息是商品运动的先导
。

因此
,

需求信

息能否及时传递
、

产销双方能否及时沟通

—
主要表现为邮电通讯水平的高低

,

会对

商品流通范围的大小产生相当的制约作用
,

一般说来
,

凡是市场空间
、

流通范围较为广阔的商品
,

往往要求进入长短不一的

多种形式的流通渠道
,

通常必定会 以商业渠道为主体
,

并要求通过众多的销告
’‘

面 口
”

,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 卷
,

第14 弓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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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消费
;

反之
.

则往往要求进入
“

产销一体化
”

的直按架道
,

或者
“ , 祝销直接见面

”

的

商业渠道
,

甚至女 求进入
“

独家经销
”

的窄渠道
。

不过
,

商品运动对流通渠道的选择
,

不仅取决于其流通范围的大小
,

还取决于批

量 交易规模
。

如果商品的生产集 中
,

消费也集
‘

{
,

,

批量交易规模大
,

那么尽管运销的

空间距离大
,

也很有可能选择直接渠道集中销告
; 相反

,

如果商品的生产集中
,

消费

却很分散
,

批量交易规模很小
,

即使是地产地销的商品
,

也往往需要选择间接渠道
。

这是因为
,

批量交易规模的大小与交易成本成反比
,

‘

批量交易规模越大
,

单位商品的

交易成本越低
,

也就越有可能直接销往远方的用户
。

工业生产的工业用生产资料
,

凡

是大宗买卖的
,

一般都会选择直接渠道
,

奥秘即在于此
。

已 如前述
,

商品并不会自发运动
,

商品的运动必然要体现商品生产者 (商品所有

者)的意志
。

商品生产者综合考虑上述客观的经济因素
,

总是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
,

来

选择最恰当的渠道形式
。

哪种渠道形式花费最少
,

商品流通速度最快
,

经济效益最高
,

并最有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
,

他就会选择哪种渠道
。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商品生产者的

经济利益
。

渠道的选择
,

本质上是经济利益比较的选择
。

这些分析表明
,

人们并不能用既成的流通渠道去限定商品的运动
,

正确的政策应

使流通渠道的形成与调整具有自动性
、

灵活性和可变性
,

以适应动态变化着的商品运

动的要求
。

由于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在数量
、

结构方面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

交通运

输事业和其他物流条件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

任何一种商品都不会终年不变地保持始

终如一的流向和流量
。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

消费需求变化多端的当代社会
,

尤其是

这样
。

常见的情况是
:

一种商品今年采用某种形式的渠道是经济合理的
, }归年却很可

能已不再适用
。

所 以
,

要实现商品多渠道流通的局面
,

重要的问题在于研究并提供流

通渠道形成的条件和机制
。

.

.

四
、

商品流通渠道的形成与组织 穆

由于各种社会产品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

供求状况不同
,

各自的

生产特点
、

自然属性也千差万别
,

我国又是幅员辽阔
、

人口众多
、

各个地区经济发展

不平衡的大国
,

加上仓储
、

运输条件等方面的制约
,

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的联系

必定是多样化的
,

商品产销关系具有复杂的多样性
。

正是这种多样性
,

决定了千门万

类的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不可能只通过单一模式的流通渠道
,

而必须多渠

道流通
。

为此
,

就有必要研究商品的流通渠遣是怎样形成的
,

从而补找到组织商品多

渠道流通的正确途径
。

(一)利益推动
—

流通渠道的形成机制
。

长期以来
,

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
,

以为市场上的商品流通来逆是既已形成的
,

穆

.

11 8



商品流通渠道分析 ( 7 ) 1 5

,

.

冬

然后等待着各种商品流进渠道
。

这种认识与我们过去实行的高度集中的流通体制有关
。

那时
,

由于流通领域内基本上是国营商业
“

一统天下
” ,

并且实行政企职责不分的企业

管理体制和国家统收统支的企业财政体制
,

商品流通渠道确实形成于商品运动之前
:

国营的一级
、

二级
、

三级批发站 (店 )
,

以及国营
、 “

二 国营
”的零售店¹ ,

按照上文提

到的
“

三固定
”

而相互组合
,

并由统购包销
、

统购派购政策的实施而与工农业生产者相

连接
,

由此就在市场上形成了固定的流通渠道
,

各种商品也就只能流进这种渠道
。

这

样
,

人们也就认为
,

渠道是事先形成的
。

然而
,

站在商品经济的角度看 问题
,

这种认识是先验的
。

商品经济中的真实情况

是
:

在商品开始运动之前
,

市场上并不存在一条条现成的流通渠道
,

存在着的只是一

个个可以推动商品向消费领域运动的经济单位
。

这些各自独立存在的
、

具有一定资源

条件的经济单位
,

能否成为推动某种商品运动的渠道成员
,

独 自构成或者互相衔接组

合成一条有机的流通渠道
,

却要取决于其他方面的条件
。

商品流通渠道
,

实际上是在

商品运动过程中形成的
。

商品产需关系的存在
,

是商品流通渠道形成的前提
,

而商品流通渠道能否形成
,

怎样形成
,

则取决于具有一定资源能力的经济单位成为渠道 成员时
,

能否实现一定的

经济利益以及经济利益的大小
。

显然
,

商品流通渠道是适应商品产需关系的要求而产

生的
。

没有商品产需关系的存在
,

就无所谓商品流通渠道问题
。

然而
,

这并不意味着

一种商品只要有生产
、

有需求
,

就必定会自动形成一条流通渠道
。

这是因为
,

商品流

通渠道必须通过人的商品经营活动才能形成
,

而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是受人们的经济

利益所制约的
。

只有在组建某种商品的流通渠道能够给流通当事人 (包括商品的生产

者和经销者 ) 带来一定经济利益的情况下
,

商品产需关系要求建立的流通渠道才能形

成
。

各渠道成员实现其经济利益的具体形式是商品的购销差价
,

亦即同种商品因购销

环节 (经营环节 )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异
。

只有当购销差价额能够补偿流通当事人因推

动商品运动所支付的流通费用
,

并能带来一定利润时
,

一个个经济单位才会由潜在的

渠道成员主动地成为现实的渠道成员
,

推动商品面 向消费运动
。

合理的商品购销差价
,

乃是商品流通渠道形成并保持畅通的现实的内在动力
;
商品购销差价也就成了流通渠

道形成与重组的一种内在机制
。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

渠道成员与消费者之间
、

各个渠道成员之间的根本利益

是一致的
,

这就要求商品购销差价的确定必须有利于正确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
。

一方面
,

要正确处理渠道成员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

为此
,

必须在理论

上确认商品购销差价额的大小有一定的经济界限
。

从形式上看
,

工业品购销差价的最

, ¹ 当时的集休所有制商业企业按国营企业管理办法管理
,

人称
“

二国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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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域是 出厂价与其最终销售价之 间的中间价格区
,

农产品购销差价的最大值域是收

购价与其最终销售价之间的中间价格区
。

这一中间价格区亦即各流通环节购销差价的

总额
,

并不是一个可 以随意变动的量
,

而是应当限定在最终梢瞥价格大体反映商品价

值的限度之内 (注意
:

价格与价值经常存在着一定幅度的背离是正常的)
。

只有在 这

样一个中间价格区内确定各流通环节的购梢差价 (实际上也就确定了流 通 环 节 的 限

额)
,

才能兼顾好渠道成员与消费者双方的经济利益
。

然而
,

在商品供不应求
、

经营者自由定价的情况下
,

这一中间价格区却往往会被

大幅度地突破
,

其具体表现就是紧俏商品被反复加价倒卖
。

这种倒买倒卖已经完全不

是推动商品面向消费运动的
“

真正的贸易
” ,

这种行为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

会形成流通环节多得惊 人的长长的流通渠道
,

延长商品流通时献 造成社会劳动的浪

费
;

也会给生产者以错误的市场需求信息
,

诱导他们加紧生产
,

给随后的市场疲软种

卞祸根
。

正因为如此
,

那种借口 由供求调节价格而放任
“

水涨船高
”

的 主 张
,

我 们 不 能赞

成
。

实践证明
,

这种主张主要是肥了投机倒卖者
,

并没有给生产者带来多少好处
。

我

们赞成的是
:

应 由国家根据供求规律对这类商品(当然是其中的主要商品 )的最终销售

价格规定临时性的最高限价
,

并规范交易行为
,

打击不法行为
。

这是疏理流通渠道
、

搞活商品流通的题中应有之义
。

另一方面
,

还要正确处理一条渠道 内各渠道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

前述最大

值域的购销差价额
,

可 以由商品生 产者独占
,

但他也就因此必须完成商品进入消费领

域的个部流通职责
,

承担全部流通费川
·

这就形成了直接流通渠道
; 如果商品生产者的

销售活动难 以实现生产与消费的联 系
,

也就是生产者难以完成全部流通职责
,

需要有

另外的渠道成员 (必定是商业经营者 )分担
,

这个差价总额就必须分解为二至数份而由

生产者与一至数个商业经营者共享
,

这就会形成含有一至数个商业环节的间接流通渠

道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一条渠道内总是存在两个以上的渠道成员
,

这就要求通过合理

确定 (
无论是买卖双方议订

,

还是由国家制订 ) 各流通环节上的购销差价
,

来分配上述

购梢差价总额
。

如果分配不合理
,

某一环节 (渠道成员 )得益多
,

另一环节 ‘渠道成员)

得益少
、

无利可得甚或还要亏本
,

商品流通渠道就难以形成
,

即或 由于行政干预而勉

强形成
,

流通也会不畅
,

商品流通也就会因此而阻塞
。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

有些商品的生产者将所出产的商品的价格定得太高
,

以至商

业经营者不敢问津
,

该商品就会由于流通渠道难 以形成而只能积压在产区
; 有些实行

什划流通的商品
,

国家指定某些商业经营者充当该商品的流通当事人
,

但规定的购销

差价不足 以形成平均利润
,

经营者只能微利甚至亏本
,

该 商品的流通渠道也往往会出

现
“

中梗阻
” 。

所有这些
,

都是未能正确处理渠道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 系
,

或 者 忽

视染道成员合理经济利益的表现
。

雄

分

珍

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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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

介

,

,

如此看来
,

商品购销差价的形成与存在
,

是多种商品流通渠道形成与存在的一个

关键性因素
,

是引导商品运动方向和制约商品流通规模的一个决定性条件
。

离开了合

理的商品购销差价
,

货畅其流就无从谈起
。

正确地议订或制订各个流通环节上的购销

差价
,

乃是协调渠道成员经济利益
、

推动
年

各司其职地共同完成商品流通全过程的主要

杠杆
。

(二) 自组织渠道与组织化隽豹首

市场上适应产需关系要求的商品流通集道
,

如果是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自发形成

的
,

这就是传统渠道
; 如果是 人们按照渠道形成机制加以系统组织的

,

就形成了集道

系统
。

前者我们称为自组织渠道
,

后者我们则称之为组织化渠道
。

在传统渠道 中
,

商品的生产者和各个中间商独 亿决策
,

购销关系在市场竟争中
、

在双向选择中形成
,

因而渠道成员之间联系松散
,

对象很不稳定
。

这种自组织集道历

史上久 已存在
。

它的优点是保持了生产经营者完全的独立性
,

组建灵活
,

能够适应多

变的产销关系
; 其缺点则是缺乏共同目标

,

整体效益差
,

难以组织大规模商品流通
。

在渠道 系统中
,

传统渠道内部 又系被再遣
,

渠道 )Jt 员之 间通过不同程度的一体化

经营或联合经营形成 了稳定的
、

相互联系紧密的购悄 关系
。

这种组织化渠道是适应社

会化大生产
、

大流通的要求而产生的
。

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流通当事人的独立

性
,

但它产生的协同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

足以弥补这种独立性受到局限而带来的

损失
。

练合国内外情况来看
,

按照渠道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相互联系的份密秘度
,

组

织化渠道主要有三种类型
:

(1 )公司系统
。

这是指一家公司控制了销咨渠道的若干层次 (环节 )
,

甚至控侧整

个销售渠道而形成的渠道 系统
。

这又有两种组织形式
:

一是拥有若干生产单位 (工厂

或农场)
、

批发机构
、

零售机构的生产者主导型公司
,

如实行产销一体化的工业 公 司

或农工商一体化的公司
;
另一种则是拥有若干批发机构

、

零售机构的批发商主导型的

商业公司
。

由于这些公司规模足够大
,

这种渠道 系统容纳了原传统集道中各个独立的

企业
,

使它们的社会分工转为IdJ 一企业集函的内部分工
,

这就减少了矛盾冲突
,

协调

性大大增强
。

( 2 )合同系统
。

这是一种似噢哟哄啄为幽础
、

通过较为松散的联合经营而形成的

渠道 系统
。

一般是由生产者与批发商 (零督商)
、

批发商与批发商
、

批发商与零售商签

订供货合同
,

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
,

来实现联合经营的
,

如工商联营
、

农商联营
、

商

商联营等
。

此外
,

若干独立的中小零督商为了竞争和生存
,

共同组建批发采购中心
,

使部分管理职能相对集中
,

实行
“
联购分锗

, ,

也属旧
立

合同系统 的渠道组织形式
。

( 3 )计划系统
。

这是一种以国家计幼为唆翔助
,

由国家指定或委托的工商企业 (通

常为国营企业
,

有时也委赶冶潜却阿卜业) 韵离品的合理流!机而紧密街接断形成的拐道

.

幼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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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

它主要承担关系市场稳定大局的重要商品的流通任务
。

计划系统通常采用公司

系统形式
,

也可采用合同系统形式
。

渠道系统即组织化渠道
,

相对于传统渠道即自组织渠道来说
,

可以使资金占用减

少
,

资金周转加快
,

议价能力增强
,

物流综合治理
,

从而取得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
,

大大提高商品流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能力
。

渠道系统的产生与发展
,

是社会化大生

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
。

在西方发达国家
,

渠道系统早已存在
,

近几十年则有更普遍的发展
。

二次大战后
,

特别是70 年代以来
,

流通领域的集中和垄断愈演愈烈
,

大企业为了控制和 占领市场
,

往往采取工商前向一体化或商工后向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 “

公司系统
”的渠道系统大量

出现
;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也纷纷组织起来

,

以针锋相对的联合经营相抗 衡
, “

合 同系

统
”
的渠道系统也就大量 出现

。

由于公司系统的过度发展会导致流通高度集中
,

抑制市

场竞争活力
,

引起渠道结构失衡
,

威胁众多中小企业
,

因而公司系统的发展已经遇到

政府的强烈干预
。

在我国新的商品流通体制中
,

如同在一切国家一样
,

传统渠道当然应当而且必须

继续存在下去
。

问题在于
:

应不应当发展渠道系统 ?

有一种观点认为
,

渠道应当自然形成
。

如果这句话意在强调经济规律在渠道形成

中的作用
,

大体上并不错
;
如果是认为只可以存在自组织渠道即传统渠道

,

而不能存

在组织化渠道即渠道系统
,

我们就难以苟同了
。

我们认为
,

社会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

化大生产
,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充分发挥人们

的主观能动性
,

自觉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形式的组织化渠道
,

以适应组织大规

模商品流通的需要
,

不但完全必要
,

也完全具备条件
。

科学地组织渠道系统
,

应当成

为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

客观地说
,

在我国原来的商品流通体制中
,

各商业公司系统是具有渠道系统的某

些属性的
,

当时商业渠道的弊端并不在于它是渠道系统 (从组织形式的角度看 ;
,

而主要

在于它的冲训玫化和排他性
。

所谓行政化
,

是在脱离经济利益机制的情况下
,

用行政指令
、

按行政层次和行政系统组建起来的
,

流通渠道系统近乎政府行政系统
; 所谓排他性

,

是指排斥了传统渠道的存在
,

排斥了生产者主导型渠道系统的存在
,

也排斥了同行业

并列渠道系统的可能
,

这样也就排除了竞争
。

因此
,

对这种形式的渠道组织
,

我们的

改革主要应当针对当时存在的这两个弊端来进行
,

而不能连同渠道系统一起加以否定

和废弃
。

流通体制改革进行到现在
,

自组织渠道即传统渠道得到了恢复
,

并 已普遍存

在
,

且具相当的活力
;
在探索

“

产销一体化
” 、 “

农工商一体化
”

以及工商
、

农商
、

商商

联营这类渠道系统方面
,

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这对搞活流通
、

繁荣市场发挥了十分

重要 的作用
。

然而
,

对于商业公司这种渠道系统
,

却没有通过转换机制去力f;以改造
、

重组
,

而是事实上进行削弱
、

分化乃至拆散
、

瓦解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

像

奋

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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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司系统
,

现在应当提上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
。

从我国的原有基础

和实际情况出发
,

首先应当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 内在要求去改造
、

重

组国营商业公司系统
。

在改造
、

重组阶段
,

应 由政府加以规划和推动 ; 一旦形成
,

公

司系统即按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
,

在国家计划指导和统一管理下 山主运杆
。

这种新的

商业公司系统
,

实际上是同行业的国营商业企业集团
,

包括批发企业和大中型零售企

业
。

它应当跨行政区组建
。

同一行业一般应当组建数个国营商业公司系统 (必须垄断

经营的个别行业除外 )
,

同一地区同一行业的各个企业可以加入不同的公司系统
,
各公

司总部设在全国最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
,

它们均可采用股份制
、

自行投资
、

企业兼

并等形式依法在全国各地 自主发展各自的网点
。

与此同时
,

还应当按大体相同的原则
,

大力倡导由大中型工业企业或批发企业为龙头
、

发展一批产销一体化的公司系统
,

与

商业公司系统并存
。

我们认为
,

这样组建起来的新型公司系统
,

不但不违背商品经济

原则
,

而恰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

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

计划系统
”

这种渠道系统也必须存在
。

我们的

改革
,

决不能去否定计划渠道系统
,

而是要使这种渠道系统的运转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

重要 的问题在于
,

应当保证这种系统中的渠道成员能够取得平均利润
,

应当精简不必

要的中间环节
。

这种染道系统
,

通常可以由上述的公司系统来充当
,

当这些公司系统

按照国家计划开展某些重要商品的购销活动时
犷 “

公司系统
”

就成了
“

计划系统
”。

对于

极少数特殊的重要商品
,

国家还可以组建专营的公司系统
,

专门负责这种商品的计划

购销
。

科学地组建上述新型的骨干公司系统和计划系统
,

加上普遍存在的传统渠道
,

以

及不 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 自行组织的合同系统和一些小型的
、

地方性的公司系统
,

并

使它们相互渗透
、

纵横交错
,

就会编织成一个富有活力和弹性的
、

适应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发展需要的商品流通渠道网络
。

(三)商品流通渠道与开放的商品市场

上述富有活力的商品流通渠道 网络
,

只有在开放的商品市场环境中才能形成
。

这

里不可能详细讨论开放的市场
,

只是需要明确
:

上述的渠道 网络是开放的商品市场的

一个侧面
,

这个侧面与开放市场的其他侧面紧密联系
,

相互制约
,

同步发育
。

其他重

要侧面包括
:

第一
,

流通主体即流通当事人必须具有充分的活力
。

它们应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

益 (当然要以增进社会整体利益为条件)
、

拥有经营活动 自主权 (服从国家管理和计划

指导自不待言)的商品生产经营者
,

应 当是能够 自主经营
、

自由购销
、

自负盈亏
、

独立

行使流通职能的经济实体
; 具有 自我发展和 自

.

我约束的动力与压力
。

只有这样的流通

主体充当渠道成员
,

商品流通渠道才具有形成的自动性和重组的灵活性
,

其运转也才

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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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国内市场是统一市场
,

亦即商品交换在全国范围内按统
·

规
,

411近行的 「
卜场

,

进而把全国经济活动融为一体的市场
。

它表现为商品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按产销规律自

由流通和统一竞争
,

也表现为各个区域市场是互相开放的
,

各个市场中心是相互联系

的
,

政府的有关管理行为是统一的
。

只有在统一市场条件下
,

才能形成四通八达的商

品流通渠道网络
,

为地区间的货畅其汉郎邵毛基本条件
。

第三
,

商品价格本质上是开放的
。

这首先表现为大量商品由市场定价
,

亦即由企

业根据成本费用和供求状况 自行定价
。

国家计划价格必然还要存在
,

但它仅限于极少

数重要商品
,

其定价水平则以大量开放价格的商品价格变动为参照系
,

并考虑这些商

品本身的供求变动趋势
。

这样的计划价格
,

显然能够大体体现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

要求
。

由于价格本质上是开放的
,

流通主体的动力机制和压力机制才能真正启动
,

进

而影响到形成多种形式的商品流通渠道
,

实现多渠道流通
。

第四
,

建立 了开放的商品批发体系
。

商品批发业务既可以由批发商进行
,

也可以

由具备条件的生产者进行
,

在各个商品集散地形成大批开放式的批发交易市场
.

批发

活动不分销售对象
,

并普遍实行批量作价和不同的批发起点
。

有了这样的商品批发体

系
,

就会形成环节多少不等的各式各样的商品流通渠道
,

比较经济利益机制会自动淘

汰掉那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

这几点简要分析说明
,

谈论商品流通渠道是不能孤立地就渠道论渠道的
,

而应当

放到商品流通体制整体中去进行研究
。

只有全方位地配套地进行商品流通体制改革
,

比较理想的商品流通渠道网络才能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
。

嗯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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