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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商品市场概述　　我国商业的发展、商品市场的繁荣稳定，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整个国家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密切相关。加快我国商品市场建设，建立科学的市场景气监测预警系统
，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章将在回顾中国商品市场发展历史进
程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商品市场发展的现状及成就，分析我国商品市场的体系与结构，并从宏观和微
观两方面论述如何有效管理中国商品市场，进一步促进和完善我国商品市场的建设。　　第一节中国
商品市场发展的历史回顾　　马克思指出：　“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商
品市场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发育过程，经历过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商品市场发
展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一、传统体制下商品流通体制和政策的形成及演变　　从新中国建立开
始，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一时期，在理论研究中一般称之为传统体制时期。在
这一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形成了与这一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商品
流通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背景。　　首先，受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影
响。新中国建立伊始，对于力图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当时的社会
主义苏联，为中国提供了现成的“软件”和“硬件”的“样板”，即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理论、指导
思想和直接的、具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以及与这种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框架。　　其次，特定
的经济与政治背景。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国家的经济能力相当薄弱，
物质资源极其匮乏。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和物质资源恢复经济，加快建设。这在
客观上决定了传统体制下的经济政策以及流通体制和流通政策的形成。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
战争，使新中国承受着战火的考验，政府必须首先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安全，稳定经济，支持保家卫国
的战争，这也促使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形式。其基本特征：一是中央政府权利高度集中，通过集中统一的国民经济指令性计划
来组织国家的经济活动；二是企业的微观生产经营活动也由政府来决定，企业只是从事生产或经营的
具体单位而没有自主权利，形成了“政企不分”的关系格局；三是形成了财政上“统收统支”的分配
体制和投资体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流通体制的基础，进而决定了传统体制下流通政策的构架
和基本走势。加上新中国在建立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受物质资源短缺的制约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
济封锁，更强化了传统体制下流通体制和流通政策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这样的流通体制和流通政策条
件下，中国商品市场的发育本身被蒙上了厚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具有下述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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