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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通产业组织论》第六章 系统地讨论了新经济形态下的流通组织变革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21世纪的流通环境将是高度竞争和知识驱动的环境，限制流通产业组织成长
和发展的稀缺资源不再是资本，而是其特有的知识、专长及组织能力，这就要求流通领域不断更新知
识和不断创新，并且获得超越其他企业的速度优势。
其首要条件就是要使流通组织成为灵活的，具有知识型、创新型、整合型、互联型、紧迫型、全球化
、数字化、虚拟化、分子化、中空化等特点，流通组织变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是进行流通领域敏捷企业
组织设计，开展流通敏捷竞争和敏捷经营。
新经济形态下流通产业组织政策的取向应该是倡导有效竞争状态，实现流通组织形式创新和流通社会
化、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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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买方市场是指商品供大于求，竞争主要在卖方之间展开，消费者在市场上居于主导地
位，从而商品的价格主要由买方支配的市场现象。
它不同于商品供不应求、竞争主要在买方之间展开、从而商品价格主要由卖方支配的卖方市场。
实践和理论认为，后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前者为市场经济所必需。
因为没有买方市场，就没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竞争。
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主要是由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发动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卖方市场迅速形
成。
首先表现为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定量供应，其次表现为部分工业消费品的凭券、凭票定量供应，
第三表现为重要生产资料的统一计划分配。
这些商品的逐步退出市场和进入计划分配，都以市场供不应求为前提，因为只有供不应求，才必须采
取计划分配的方式。
指令性计划关闭了市场，否定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杜绝了市场需求对生产增长的拉动，进一步造
成了更大范围内的供不应求，卖方市场被进一步强化。
把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表述为短缺经济，就是出于多级计划的直接控制和非价格信号的数量调节。
也曾有人认为，短缺的根源是经济不发达，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供给保证，这是不确切的。
因为在旧中国，尽管生产力极其低下，除灾害年代外，基本上属于买方市场。
这是由于经济学的需求概念以有效的支付能力即购买能力为依托，不同于抽象化的生理需求或生存需
求。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流通>>

编辑推荐

《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流通》是现代商业创新理论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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