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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研究 

课题组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系，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流通产业竞争力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流通产业整体的竞争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

指标之一。通过综合比较全国部分省（市）流通产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发现当前浙江省流通产业竞争力存在着流

通效益比较低、企业规模不大、现代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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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通产业竞争力的涵义及评价内容 

1.流通产业竞争力的涵义 

流通是指通过买卖消除社会间隔，通过物流消除时间和空间间隔以实现所有权和物品转移的经济活动。其基本功能就是将

制造产品、创造价值的生产和使用产品的消费连接起来，以实现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保证国民经济稳定运行。 

流通产业竞争力是指一国或地区流通产业整体的竞争力，即流通产业相对于他国或区域占领市场和扩张市场并获取经济效

益的能力。流通产业竞争力理应包括国际竞争力和国内竞争力两个层面，但是目前我国流通产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高，流通领

域内的竞争主要是国内市场和资源的竞争，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流通产业的国内竞争力。 

2.流通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流通产业竞争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流通产业竞争力是流通产业组织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

的能力，它应体现在流通贡献、流通规模、流通效益和流通技术等方面，从以下五个方面的指标体系入手能较好地评价区域流

通产业竞争力。（表 1） 

二、流通产业竞争力指标的分析评价 

本文主要以浙江省为例，对流通产业竞争力指标进行分析评价。 

1.流通贡献竞争力的分析评价 

流通贡献竞争力评价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流通产业发展和实力的主要内容。它通

过流通产业贡献率进行分析评价。 

流通产业贡献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流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主要包括批发业贡献率、零售业贡献率和餐饮业贡

献率。以浙江省为例：2004年浙江流通产业增加值在华东和华南的 12个省（市）中低于江苏省和广东省，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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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华东地区第二位。流通产业贡献率和贡献力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于华东地区第一位。这说明浙江流通产业增加值

在本省 GDP中占有较高比重，为浙江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2.流通效率竞争力的分析评价 

流通效率是指流通产业的整体运行效率，是判断流通产业竞争力强弱的核心指标。流通效率水平的提高是加快流通现代化

进程的最终目的和核心。流通效率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指标，一般可通过流通速度和全员劳动效率等指标体现。 

（1）流通速度评价 

2004 年浙江批发零售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 4373.17 亿元，实现销售收入 11846.15 亿元，总资产周转次数为 2.71 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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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国平均水平 0.72 次，流通速度指数为 1.3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36，在华东地区仅次于江苏省，位于第二位。这表明浙

江批发零售业的流通速度在华东地区较为领先，流通效率较高。 

（2）全员劳动生产率评价 

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综合指数为 1.5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0.57，在全国名列前茅，位居华东六省一市

第一。从总体上看，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的流通效率较高。但分行业来看，批发零售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数位居华东地区

第一，从业人员所做的贡献较大；而餐饮业法人单位全员劳动效率指数处于华东地区第五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06，说明浙

江餐饮业法人单位的全员劳动效率较为滞后，需要分析原因，提出对策解决。 

（3）浙江流通效率竞争力综合评价 

2004 年浙江法人单位流通效率竞争力指数为 1.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42，仅比上海低 0.02，位于华东地区第二。这表

明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的流通效率竞争力较强。 

3.流通规模竞争力的分析评价 

流通规模的大小是影响流通产业效益和发展的基本要素。流通产业的规模水平主要体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营业

收入、平均资产总额和平均从业人数四个指标上。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评价 2004年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645.4亿元，其指数为 1.90，绝对额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726.01亿元，为其 1.9倍，在华东地区位居第三，但与 2003年相比，增长 15.47%，增长率在华东地区名列第二。因此，从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角度来看，浙江流通规模竞争力在华东地区处于中间地位，但增长速度较快，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2）平均营业收入评价 

2004 年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的平均营业收入为 1261.69 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25.56 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35

倍，在华东地区名列第一。这既说明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的经营状况较好，也从营业收入角度表明浙江流通企业的规模在全

国处于较先进地位。但从批发业来看，浙江还落后于北京市，需要进一步努力。 

（3）平均资产总额评价 

2004 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平均资产总额为 584.75 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数 47.05 万元，是全国平均数的 1.09 倍。虽然在

华东地区名列第一，但低于广东省和北京市，特别是批发企业的资产规模只有北京市的 42.68%，说明浙江批发企业的市场集中

度较低，需要进一步提高。 

（4）平均从业人数评价 

2004年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平均从业人数为 30.13人，是全国平均从业人数 24.62人的 1.22 倍，在全国名列前茅，华东

地区位居第一，从流通企业平均员工数的角度表明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的规模较大。但分别就批发业、零售业和餐饮业来看，

餐饮业是流通企业平均从业人数最多的行业，达 65.12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56倍，而批发业、零售业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需要进一步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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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浙江流通规模竞争力综合分析评价 

2004 年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的流通规模竞争力综合指数为 1.4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43 倍，位居华东地区第一，从总

体上看流通规模竞争力较强，有一定的竞争实力。但与广东省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明显低于江苏、山

东和广东省，平均资产总额低于北京市和广东省，平均从业人数低于广东省；这表明浙江流通产业还应努力扩大内需，加大投

资，以进一步提升浙江流通产业的竞争力。 

4.流通先进竞争力的分析评价 

这是分析评价流通产业采用先进的流通技术、商业制度和流通方式水平的主要指标。本文主要通过连锁经营状况和物流配

送率进行分析评价。 

（1）连锁经营销售比重评价 

连锁经营已经是被国外广泛采用的一种现代商业制度和流通方式，它不仅可使企业迅速扩张，提升规模竞争力，而且还能

降低成本，提高经营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连锁经营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

此，运用连锁经营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来分析评价区域连锁经营状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经济的流通先

进水平。2004 年浙江限额以上连锁经营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为 13.7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16 倍，在华东地区

低于上海和江苏，位居第三，特别是与上海、北京相比差距很大。这说明浙江连锁经营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还只处于中等水

平，与浙江的经济大省还不相符，需要加大发展力度。 

（2）物流统一配送率评价 

物流统一配送率是衡量流通产业运用先进经营技术的主要标志之一，与流通先进竞争力成正比关系。2005 年度浙江限额以

上流通企业物流平均统一配送率 90.8%，分析指数为 1.17，在华东地区位居第三，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行业配送情况看，

零售行业的物流统一配送率为 91.02%，处于较高水平。而餐饮业物流配送率则为 78.38%，在华东地区六省一市中位居第五，因

此，要提升浙江流通先进竞争力，还需在餐饮业的物流统一配送上多作努力。 

（3）流通先进竞争力综合评价 

流通先进竞争力是连锁经营销售比重与物流统一配送率的综合。浙江流通先进竞争力综合指数为 1.27，高于全国水平 0.27，

在华东地区名列第三。这表明浙江流通先进竞争力从总体上来说处于全国的中等水平，但与上海的 3.3，北京的 2.32 还存在着

较大差距，其主要原因是与上海、北京相比，浙江连锁经营销售比重还处于较低水平。 

5.流通效益竞争力的分析评价 

流通产业竞争力应集中反映流通产业的经济效益及其运行态势。因此，流通产业的赢利能力和可持续增长能力是评价流通

产业效益的基本指标。 

（1）赢利能力评价 

2004年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赢利能力综合分析指数为 1.1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华东地区第五，在华东地区处于较

低水平。通过对北京、广东和上海等发达省（市）的比较，可发现发达省（市）的流通产业赢利能力均不高，可能原因有三个：



 

 5 

一是发达省（市）的流通市场竞争均比较激烈；二是发达省（市）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三是发达省（市）的流通产业投资成本

较高。但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 

（2）流通发展能力评价 

流通发展能力是流通产业取得流通效益的前提，发展能力越强，流通效益就越高。流通发展能力一般可用流通产业的销售

增长率分析评价。但从宏观上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绝大部分是由批发零售餐饮业完成的。因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率高，说明流通产业的发展能力强；反之，则弱。2001-2004年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平均增长率为 12.24，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 1.07倍，位于山东、江苏省之后，列为华东地区第三。可见，从 2001年至 2004年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平均增长

率较高，为浙江流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与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3）流通效益竞争力评价 

流通效益竞争力是由流通产业的赢利能力和发展能力综合而成的，因此，还需对流通效益竞争力进行综合分析。浙江流通

产业的效益竞争力综合分析指数为 1.1，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位居华东地区第五。这表明浙江流通产业

的效益竞争力还不够强，需要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以促进其效益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 

6.浙江省流通产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根据前述流通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内容，流通产业竞争力由贡献竞争力、效率竞争力、规模竞争力、先进竞争力和效益

竞争力五大部分构成。为此，要全面评价浙江流通产业竞争力就应按既定公式和权重进行计算分析。2004 年浙江流通产业的综

合分析指数 1.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27，在华东地区低于上海市名列第二。从总体上来看，浙江流通产业竞争力还是比较强

的，但效益竞争力综合指数在华东地区位居第五，较为滞后。 

综上所述，当前浙江省流通产业竞争力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流通效益比较低 

通过对浙江流通效益竞争力的分析，可以发现 2004年浙江流通产业的赢利能力分析指数为 1.12，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

华东地区位居第五。法人单位平均销售利润率和平均总 资 产 利 润 率 分 别 为 1.71%和 3.69%， 而 同 期 江 苏 为 2.69%

和 5.78%，江西为 2.53%和 3.79%，浙江显然处于较低水平。此外，在流通规模竞争力分析中，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的平均营

业收入 1261.69万元，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936.13万元，营业收入高而利润率低，表明了浙江流通效益竞争力不够理想。

流通效益是流通产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流通效益不高是影响浙江流通产业竞争力的主要问题之一。 

（2）流通企业规模不大、档次较低 

流通企业规模的大小主要可用平均营业收入和平均资产总额来评价。由前述分析可知，2004 年浙江流通产业法人单位的平

均营业收入和平均资产总额分别为 1261.69万元、584.75万元，虽然在华东地区名列第一，但平均总资产低于广东省和北京市，

特别是批发企业只有北京市的 42.68%，更缺乏国内外知名的大型、特大型流通企业。浙江流通产业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流通

企业“散、小、弱”的问题较突出，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仍是市场销售的主体，流通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

的能力不强，与国内龙头企业相比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仍存一定的差距。 

（3）流通现代化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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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浙江限额以上法人单位连锁经营销售比重为 13.7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华东地区低于上海和江苏，位居第三，

特别是与上海、北京相比，差距很大；2005年度浙江限额以上连锁企业物流统一配送率为 90.8%，在华东地区低于上海和江西，

名列第三，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浙江连锁经营和物流配送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只处于中等水平，与浙江经

济大省还不相符，需要加大力度。 

据 2004年度连锁经营百强资料分析，浙江进入连锁百强的企业仅为 4个，销售总额为 51.15亿元，排名最前的是宁波三江

购物俱乐部有限公司，位于第 46位；而上海、山东和江苏进入连锁百强企业数分别是为 12家、8家、6家，销售总额分别为 1581.38

亿元、350.2亿元、586.54亿元，排名分别为第 1位、第 11位和第 4位。这就说明浙江连锁经营发展滞后，流通现代化水平不

高，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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