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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运用信息技术不断提高流通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流通效率。实现产业升
级的两个重要途径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现代信息技术对流通产业发展最为根
本的影响在于不断提高流通效能，而流通效能的提高则最终体现为流通成本的不断降低。流通成本包
括流通费用和交易费用。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流通费用的降低主要表现为流通时间的缩短和商品
流通速度的加快。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全球范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交易双方空间上的距
离消失了，从而真正实现了“用时间消灭空间”。商品交易过程中所需要的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可
以在互联网上一次性完成，可以大大缩短流通时间，而商品的实体则由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以最
快的速度直接送达消费者。 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使供应链技术得以实施和推广。供应链管理就是以现代
信息技术为基础，将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商品需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能够在存货地点、库
存数量、订货计划、配送运输等方面实现最优选择，提升企业经营者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够在准确
的时间和准确的地点，以适当的价格和快捷的方式将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真正体现了消费者主权。
供应链技术将“时滞”变为“实时”，其关键是现代信息技术从消费延伸到产供销全过程，并且通过
电子商务技术把众多的生产商、零售商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在产供销各环节建立起多元化的产销连
通体系。实施和推广供应链技术的企业，其流通成本大大降低。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一是最佳的库存量和库存结构的优化，减少了资金的占压及利息、保管费的支出；二是采购过程在互
联网上实现，信息流从功能上替代了商流，或者说将商流业务虚拟化，将依靠人工的交易活动转化成
数字化的信息传送过程，从而节省了包括差旅费、人工费、手续费在内的大量商流费用，降低了商品
购买成本；三是在线销售可以避免有形店铺的投资，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商品价格竞争的空间
也会随之增大；四是流通信息网络规模足够大时，充分的商业信息会在互联网上自动生成，而互联网
上商业信息利用率的提高，促使信息使用成本和流通成本降低。 （3）信息化推动流通产业的产业重
组。信息技术的运用，改变了获得信息的时间和空间及其成本，打破了产业之问的壁垒，促进了产业
之间的融合。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流通产业的产业重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利用产业之间密切联
系的需求，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产生一些新兴的行业，如传统的商业企业、运输企业以及仓储企
业，通过现代信息技术重组，从而产生了现代物流业；二是直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出全新的商业
模式，如各种B2C、B2B专业网站等；三是现代信息技术加速了流通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从而使流
通产业组织结构得以调整。信息技术的运用既能够加速流通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从而避免了重复
建设，又可以通过流通资源的集中，不断提高流通产业的集中度，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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