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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流通政策论》

内容概要

《现代流通政策论》根据经济学、流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经济政策学等基本理论和发达国家与中
国的实践，对流通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全书共分3篇：第一篇是流通政策的原理，阐述了流
通政策的对象、基础、过程；第二篇是发达国家的流通政策，分析了美国、日本、欧盟的流通政策；
第三篇是我国的流通政策，对改革开放前后的流通政策作了说明，并对今后的流通政策提出了一些建
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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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援朝，1951年生。1977年吉林师范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毕业。1985年复旦大学教师进修班结业
。曾被公派到日本神户商科大学（1988-1990、1997-1998）、多摩大学（1994-1995）、名古屋大学
（2000-2001）做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现为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理事。主要研究流通理论与政策。公开发表论文、译文3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5部；主持、参与社科
研究项目5项；并获天津市政府社科类奖项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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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流通政策论》

书籍目录

第一篇 流通政策的原理  第一章 流通政策的对象    第一节 流通的概念和功能      一、流通研究的基础理
论      二、流通的概念      三、流通的功能    第二节 流通活动和流通组织      一、流通活动      二、流通组
织    第三节 流通产业      一、产业的概念与形成      二、流通产业的形成      三、流通产业结构      四、流
通产业的特征  第二章 流通政策的基础    第一节 流通政策的定义      一、外国学者的定义      二、中国学
者的定义      三、流通政策概念的把握    第二节 流通政策与流通产业政策      一、流通政策与流通产业
政策的概念源流      二、流通政策与流通产业政策的联系与区别    第三节 流通政策的目标      一、流通
政策目标的代表性论述      二、流通政策目标的设定    第四节 流通政策的分类      一、按主体分类      二
、按适用对象分类      三、按职能分类    第五节 流通政策的功能      一、导向功能      二、控制功能      三
、协调功能    第六节 流通政策的特征      一、实践性      二、价值相关性      三、强制性      四、稳定性    
第七节 流通政策的制约      一、制度的制约      二、利益的制约      三、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四、决策
能力的制约      五、资源的制约    第八节 流通政策与流通理论的关系      一、流通政策与流通理论的区
别      二、流通政策与流通理论的联系    第九节 流通政策的手段与作用机制      一、流通政策的手段      
二、流通政策的作用机制  第三章 流通政策的运行过程    第一节 流通政策的制定      一、流通政策的议
程        ⋯⋯第二篇 发达国家的流通政策  第四章 发达国家流通政策的背景  第五章 美国的流通政策  第
六章 日本的流通政策  第七章 欧盟及主要成员国的流通政策第三篇 我国的流通政策  第八章 改革开放
以前我国的流通政策  第九章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流通政策  第十章 我国流通政策的展望附录：《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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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流通政策的原理　　第一章　流通政策的对象　　流通政策是一种以流通和流通产业为调
整对象的公共政策。因而，在研究流通政策时，就必须把握流通和流通产业的本质与实际状况。本章
旨在对流通和流通产业原理进行说明，目的是使读者能够明了和把握流通这一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
本质与特点；明了和把握流通产业的形成、地位、特征和结构等问题。　　第一节　流通的概念和功
能　　一、流通研究的基础理论　　流通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一些关于商
业、市场和买卖活动的记载，15世纪的欧洲已经出现了商业实务的书籍。现代流通研究则开始于17世
纪，是在重商主义时期，以记述商业的经营活动开始的。　　从经济学发展看，自从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中提出排除重商主义、转向重视生产的逻辑结构以后，古典经济学就是以生产理论为主线建
立和发展起来的①，关于流通领域的研究则一直处于从属地位。那时，德国虽然有商业经营学的研究
，但是，它并没有对现代流通研究形成太大的影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仍然
坚持以生产理论为中心的逻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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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流通政策论》

精彩短评

1、我老公说不错
2、针对流通政策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流通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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