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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流通和谐。
文章运用管理学的和谐理论，结合流通经济学的内容，研究了我国流通系统的和谐问题。
文章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和谐研究的文献，分析了中西方对和谐的不同定义，提出了流通和谐的概念。
这就是认为流通和谐就是指流通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如流通要素、流通结构、流通组织以及流通与其
他外部环境都处于和谐运转状态，从而达到良性流通，实现提高流通效益的目的。
文章运用了一般均衡理论与和谐管理理论论证了流通和谐的存在性，即流通和谐之所以会存在，是由
于流通系统本身的目的性和自组织性使得流通系统在运行中会在某一点达到内外和谐状态。
本文同时分析了流通系统和谐的运行机制，即流通系统是在流通和则和谐的促进下，在流通主体的带
动下，围绕流通主题实现和谐的。
本文然后研究了流通和谐的主要内容，即流通和谐包括流通要素和谐、流通组织和谐、流通结构和谐
、流通与经济增长的和谐、流通与环境的和谐，并提出了流通和谐度的概念，同时运用测定和谐度的
方法对我国2003年的流通发展情况进行了实际测定，结果发现我国目前流通系统处于十分不和谐状态
。
文章分别就流通系统的五个部分的和谐进行了研究。
流通要素和谐的实质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协调统一。
而由于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之间既有相一致的一面，又有相背离的情况，因此，促使这些要
素的和谐显得更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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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流通和谐。
《流通和谐论》分别就流通系统的五个部分的和谐进行了研究。
流通要素和谐的实质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协调统一。
而由于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之间既有相一致的一面，又有相背离的情况，因此，促使这些要
素的和谐显得更为重要。

《流通和谐论》运用管理学的和谐理论，结合流通经济学的内容，研究了我国流通系统的和谐问题。
全书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和谐研究的文献，分析了中西方对和谐的不同定义，提出了流通和谐的概念。
《流通和谐论》内容丰富，讲解通俗易懂，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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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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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和谐与流通和谐：一个文献综述2.1 和谐、流通与流通和谐：概念辨析2.2 和谐：基于文化视角的考
察2.3 和谐管理理论：管理学视角中的和谐2.4 流通和谐的理论演进第3章 流通和谐的理论分析3.1 流通
和谐的机理：基于一般均衡理论与和谐理论的分析3.2 流通和谐的基本内容3.3 流通和谐度的测定第4章 
流通要素的和谐4.1 统一与背离：流通要素的和谐与不和谐4.2 物流发展与流通要素和谐4.3 资金融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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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第6章 流通结构的和谐——以流通的空间结构和谐为例6.1 城乡流通的和谐6.2 区域流通的和谐：以我
国西部地区为例6.3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整与引导关系研究第7章 流通与经济增长的和谐7.1 战略产
业：流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7.2 流通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谐：基于菲德模型的分析7.3 流通发展与消费
的和谐：理论与实证第8章 流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8.1 流通与环境：冲突与协调8.2 绿色流通：流通与环
境和谐的必然选择8.3 逆向物流的博弈分析第9章 结论9.1 本文的主要内容9.2 本文的基本观点9.3 本文的
不足和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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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和谐与流通和谐：一个文献综述：2.1.2流通：2.1.2.1 流通的含义：什么是流通？
马克思说，流通是商品以货币的交换，流通是商品所有者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就如同一系列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中的锁链，表现为许多交换过程并
行发生和彼此连接的商品运动过程，而非个别的交换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把流通看成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说是总体上的交换。
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交换是形式，利益是本质，在商品交换、商品流通的背后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
使商品货币经济体系中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依存与竞争的、动态的经济利益体系。
林文益教授在《贸易经济学》一书中对流通作了如下定义：商品流通是由一系列买卖先后有序、有机
地联结而成的交换过程。
这一定义强调了流通的有序性，把流通作为一种交换的过程。
文中提出来了商品流通的要素，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手段、价值形态的转化形
式——买卖、多个买卖连接所构成的系列、所有者的不断更替。
陈文玲在《中国商业理论前沿》一书中指出，流通是运动着的具有交换价值的物质在流动中寻找通道
或要求通畅并得以实现的过程。
流通是人类社会物质运动和流动变化的总和。
在这里，流通更多的是一种商品渠道的实现过程。
纪宝成在《商品流通论——体制与运行》中指出，所谓商品流通，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
，是商品交换连续进行的整体。
这个概念再次强调了商品流通以货币作为中介，同时强调了商品流通的实质就是商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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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运用管理学的和谐理论，结合流通经济学的内容，研究了我国流通系统的和谐问题。
全书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和谐研究的文献，分析了中西方对和谐的不同定义，提出了流通和谐的概念。
本书内容丰富，讲解通俗易懂，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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