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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通宏观调控必要性探析 
张建华  贾文艺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9） 

摘要：商品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发挥着巨大作用。国家加强对商品流通进行宏观调控，有利于从宏观上对
商品流通业加以规划、指导、协调的活动，以保证商品流通的有序和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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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对商品流通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商品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业，理所当然地也

要受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定的限制，合理合法地得到发展。
那种认为在我国搞市场经济，就应该取消或减少国家宏观调控
与管理，实行不受干预、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完全自由的市
场经济观点是不对的。这种观点与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化市场
经济相违背。市场经济具有积极的正效应，但市场经济也有消
极的负效应，主要表现为存在着经济主体利益的排他性，存在
着经济行为的盲目性、自发性与分散性。而要纠正这种消极方
面，就需要通过宏观调控、引导、协调和管理，确保市场经济
的积极作用尽量发挥，消极作用得到有效抑制。因此，在我国
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是不要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而是
要更加加强宏观调控与管理，只不过是要减少不必要的调控与
管理，抛弃过时的、落后的管理手段，学会用新的管理手段，
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要求来管理而已。国家对商品流通的
宏观调控与管理，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发展的
需要，采取更好的调控与管理手段，来促进我国商品流通产业
向更高的阶段迈进。 

（二）是保障社会产业协调发展的需要 
商品流通作为沟通生产和消费、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

地区和地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其状况如何，既是国家经济运
行状况的一面镜子，又是协调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
商品流通的协调发展，就会引起整个经济运行的紊乱，引发社
会经济危机。所以，为保障社会产业的协调发展，国家必须对
商品流通实施宏观调控。 

（三）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要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地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商品流
通部门能否及时地组织商品流通，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给亿万
群众，直接关系到城乡人们的切身利益。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一
要求，国家对商品流通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实行必要的指导
和规划，有利于协调各种经济关系，有利于流通畅通，从而有
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四）是为商品流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需要 
商品流通要做好生产和消费、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

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对接工作，必须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
通过健全经济法规、加强宏观调控、加快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培
育、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就可以为商品流通的发展提供良好
的市场环境，从而为商品流通结构的调整、商品流通的发展及
商品流通的现代化奠定基础。 

（五）是保证商品流通正常进行的需要 
商品流通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它是多种经济关系的汇合

点，是各种矛盾的聚集地。在商品流通中，它既体现生产者与
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又体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经
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经营者内部之间的关系。买者与卖
者的关系，商品与货币的关系，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都会在商
品流通中得以体现。正由于如此，为了正确地处理好这些关系，
为了处理好可能产生和出现的无秩序现像，如非法经商、囤积
居奇、哄抬物价、盲目抢购、掺杂使假等各种违法活动以及为
了维护国家和消费者的权益，都需要国家对商品流通实行宏观
调控与管理，创造出良好的经营环境，确保商品流通的社会主
义方向。 

二、国家对商品流通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 
国家对商品流通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包括经济手段、

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一）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即政府通过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影响或控制商品流

通的方法。财政、价格和金融等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的
经济杠杆。经济手段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
段。与行政手段的作用机理不同，经济手段的作用带有间接性
特征，主要借助于利益机制，通过对利益关系的调整，达到调
控商品流通的目的。行政手段的作用主要借助于政府的权威，
而经济手段的作用则是在借助政府权威的同时，并非通过对流
通主体直接下达其参与市场活动的各种指令，而是通过改变各
种与流通活动有关的经济指标，从而改变流通主体获取经济利
益的环境条件，促使其合理地调整其经营决策行为。 

（二）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指国家根据有关的法律规范，依靠一定的行政

组织，按照行政系统，通过下达并执行行政命令、规定、条例
及政府所制定的有关规划来对商品流通进行调控的手段。行政
手段具有强制性，见效较为迅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行政手段是政府对包括商品流通运行在内的整个经济运行进行
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借助于庞大的行政体系和对市场调节机
制作用的限制，使传统体制下的行政手段调控具有很高的效率。
但由于排斥市场机制的合理作用，以行政手段为主要调控手段
的政府管理体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限制了微观经济
主体的活力。市场经济体制注定行政手段不可能像传统体制那
样，在国家管理经济的手段体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它
并不排斥行政手段的合理作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不要行
政手段，更不是要取消行政手段赖以发挥作用并执行行政管理
职能的各级行政机构，而是强调要政企分开，要减少政府对经
济运行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手段仍
旧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手段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对商品
流通运行所必需的行政管理职能应予以保持。 

（三）法律手段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用国家强制力量来保证执行

的行为规范总和。法律手段即指国家通过制定和执行各种法律
规范，来调节商品流通中各微观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方
法。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执行，在客观上对微观经济活动起到了
引导发展方向、规范各种行为、保障正当利益的作用，其作用
过程带有明显权威性、强制性和稳定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经济活动方式
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借助于各种市场
信号，在市场信号和微观主体行为的相互调节过程中，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微观主体之间需要订立大
量的契约。为了保持整个组织过程的协调，各个独立的微观组
织的行为都必须遵循若干共同规则，政府在调节经济运行时同
样也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看，都需
要有明确规范，否则，市场和微观组织的自我组织过程就必然
是一个无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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