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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城乡商贸统筹对流通业转型升级驱动机理分析 

肖定菊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 

【摘 要】在政府、市场“两只手”共同作用下，我国城乡商贸统筹不断深入，为流通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大动力。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城乡商贸统筹对流通业转型升级的驱动机理，验证了城乡商贸统筹对流通业转型升级驱

动力的存在，然后就推动浙江省乃至我国城乡商贸进一步统筹、持续推动流通业转型升级提出了较为可行的政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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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流通业作为联接城乡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桥梁，在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提升的过程中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浙江省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先发地之一，市场化进程相对较快，商贸流通业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尤其是商

贸流通领域民营经济突飞猛进，像阿里巴巴等知名流通企业已成为全球的明星企业。与此同时，浙江省流通业仍存在着城乡二

元结构，农村发展尤显滞后，城乡之间的双向流通渠道不够健全、流通主体发展差距明显，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这些

都直接影响了城乡之间产品、要素等的有效对接以及全省流通业转型升级，也制约了扩大内需政策引领全省经济增长。由此可

见，推动浙江省流通业转型升级，首要任务就是要充分激发农村流通市场，进而推动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浙江省作为东部地区经济强省、贸易合作大省、商贸流通强省，其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在推动流通业转型升级方面具有重

要的全国性示范意义。因此，本文将研究浙江省城乡商贸统筹对流通业转型升级的驱动机理，为浙江省商贸统筹发展以及流通

业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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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商贸统筹与流通业转型升级的联动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城市优先发展，城市流通业发展迅速，但都忽视了农村流通业发展，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

农民生活需要。但是，从反面来说，城乡之间流通业发展存在的较大落差，也对城市借助流通业发挥“以商助农、以城带乡”

创造了重要条件，更有利于城市具有较高现代化水平的商贸流通要素资源流向农村地区，进一步促进我国流通业转型升级。城

乡商贸统筹与流通业转型升级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如图 1所示。 

城市流通业在不断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消费潜力不断缩小，市场趋于饱和，行业竞争不断加剧，随着政府施予宏观调控，

农村将被作为城市流通业进一步拓展的新市场。于是，新的流通业态、新型技术、现代化管理理念、信息技术与基础设备等将

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引向农村，农村的流通产业也将不断得到发展，进而促进流通业转型升级。同时，在国家大力支持“三农”

发展的环境下，农村市场内生驱动力也不断显现出来，农产品流通的模式正由单一渠道转向专业市场渠道，农超对接不断加速、

新型合作组织不断健全、物流配送不断深化，农产品“进城入社”的流通渠道网络逐步成形。 

浙江省城乡商贸统筹对流通业转型升级的驱动机理 

（一）统筹城乡消费市场，有利于充分挖掘商贸流通业增值潜力 

流通业是连接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的关键纽带，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了产需脱节，导致流通功能无法充分引导生

产和引领消费。通过城乡消费市场的不断统筹，则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流通业，特别是城乡一体的流通业的增值潜力，促进城乡

社会消费价值内涵升级，扩大城乡流通发展空间，全面推动流通业转型升级。 

在城乡消费市场统筹过程中，农村消费市场的升级是浙江省流通业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2014 年浙江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为 17835.34亿元，相比 2000年提高了近 6倍，相比“十一五”计划末也增长了 70%以上。然而，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的规模总量仍然偏小，虽然近几年来保持着较快的增长，但是占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却呈现不断下滑趋势，

2014 年浙江省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比仅为 21.9%，比 2000 年下降了约 13 个百分点。2014 年全省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仅为 16.1%（见图 2）。由此可见，如何引导农村消费市场升级，是扭转浙江省城乡商贸二元结构、

引导流通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问题。然而，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发生明显的调整，2013 年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

数为 0.344，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0.356，相比 21 世纪初期均有明显降低。这说明了农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层次

升级，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家电下乡”等工程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也为“农业产业化”、“进城入社”等战略的实

施提供显著支撑，助推浙江省流通业实现内涵式增长。 

（二）统筹城乡的商贸流通载体，有利于促进流通业态发展和管理升级 

我国流通业现代化的一大薄弱环节就在于农村，农村地区流通业经营规模小、实力不足、经营方式落后、流通组织化程度

偏低等问题突出。因此，必须充分统筹城乡商贸流通载体，为城乡流通业态发展提供充实的平台支撑。鉴于浙江省民营经济突

出的特征，在统筹城乡商贸流通载体时应因地适宜，契合浙江省实际，有选择性地改造提升传统零售网点或者新建设一批网店，

同时积极将现代流通业态、管理模式等引入农村地区，加快实现浙江省城乡流通业的“介入性”升级。 

为了打通浙江省城乡双向流通渠道，浙江省以农民合作社为城乡商贸统筹的重要突破口，利用好市、区（县）、镇三级经营

网络，对传统零售店等流通载体进行改造，引进大型超市、专卖店、专业店等新型业态，在许多区县都培育了一批有明显产业

优势的连锁企业，如杭州华辰、浙江华润慈客隆、温州百一等。通过城乡合作制与连锁经营的互动，构建新的流通业态，形成

了城乡互动的流通网络，为流通业态发展和管理升级，特别是农村流通业升级提供强大的载体支撑。截至目前，浙江省基本实

现乡镇连锁超市全覆盖，不仅有利于缩短城乡流通业态和管理差距，也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极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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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筹城乡的商贸流通主体，提高流通市场核心竞争力 

培育多元化、现代化的流通主体，是流通业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目前浙江省城乡流通主体发展差距较大，农村

流通主体正处于跨越式转型的关键期，因此亟待培育多元化的现代流通主体。 

浙江省在推进城乡商贸统筹的过程中，已逐步显现多元、现代的流通主体格局，多种性质的流通企业在结合城乡商贸流通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一些重点流通企业在支持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城乡商贸流通主体的不断统筹，

为培育壮大现代流通市场提供巨大动力。浙江省 2014年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百强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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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筹城乡商贸流通设施，构建城乡互动融合的流通网络 

构建城乡一体的流通网络，是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重要环节，而城乡商贸统筹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城乡商贸流通设施的统筹，

特别是城乡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统筹。可以说，能否构建城乡统筹的商贸流通设施体系，是浙江省构建城乡互动流通网络体系

的重要前提，对资源要素的城乡对接开辟重要渠道，对浙江省流通业转型升级的意义重大。 

为加速统筹浙江省城乡交通一体化，浙江省在城市间高速公路网、城市道路网、城乡通道等建设上积极走在全国前列。特

别是“十二五”期间，为推进杭州都市圈一体化建设，投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达 3000亿元，建成大批交通设施工程，逐步形成

以杭州为中心，以城际高速、快速环线、城际轻轨为框架，主干公路、城乡公交为补充的交通体系。目前，浙江省公路密度达

到 120 公里/百平方公里，是 2000 年的 2.3 倍。依托通达的城乡商贸流通设施体系，全省城乡双向互动流通网络不断健全，进

一步加快“工业品下乡进村”、“农产品进城入社”。 

政策建议 

（一）合理规划布局城乡交通、物流和信息网络 

构建浙江省城乡一体化的商贸流通市场，首要任务就是要突破农村商贸流通市场分散、农产品买卖困难、农民消费渠道狭

窄与城市流通市场拥挤、工业产销不均衡之间矛盾，而城乡之间交通设施、物流设施、信息网络不完善，导致市场资源配置失

衡，是城乡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为此，浙江省政府及各地市、县政府要强化对接，合理规划布局城乡一体化的大交通、大物

流、大信息网络，促进城市新型流通业态、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业态不断向农村布点。 

（二）加强新农村建设并激活农村市场 

城乡商贸统筹，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以商哺农、兴农来变革农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加速农村市场现代化，切实提高农

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城乡二元结构格局。通过差异化引导浙江省新农村建设，能进一步优化浙江省现代商贸流通业态布

局，规范农村流通市场，激发农村市场活力，从本质上扭转原有的小农经济型生产生活模式，推动农村经济全面提升。 

（三）创新商贸流通主体培育发展的机制 

商贸流通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在统筹城乡商贸一体化，推动流通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为此，浙江省及

地市等相关政府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出台并实施培育商贸流通企业发展的政策，创新企业发展培育机制。这种机制应以城乡统筹、

兼顾内外为原则，发挥省内大型流通企业的引领作用，全面构建城乡一体的流通企业组织体系。同时，探索省内流通企业“走

出去”，对接全球商贸流通市场。 

（四）加快培育农村商贸流通专业人才队伍 

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市场的先天劣势，导致人才难引难留和本地人才流出，因此人力资本的差距也是导致浙江省城乡二元

结构的重要因素。为了统筹浙江省城乡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在农村人才引进和挽留方面下功夫。应积极在农村建立多元化的专

业技能和管理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平台，为农村培育本土化的商贸流通专业人才，为有序经营商贸流通企业组织和农村商贸流通

创新提供坚强的人才队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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