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重审经营地位大力改革创新

—杭州国有商业批发企业改革的实践和认识

任炽明

（杭州市商业局）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商业批发企业的改革一直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以下就杭州市商业批发企业的改革

实践，谈谈我们的认识和体会。

一、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特性，抓住国有批发企业的改革契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已经被打破，国有商业批发企业

出现了经营规模缩小、市场占有率下降、利润减少甚至由盈转亏的情况，也有一些企业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种状况的出现，

使国有批发企业的经营者十分紧迫地感到，必须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特性及其流通特点进行重新认识，并根据国有批发企

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的经营功能的变化，确定自己的经营方向和改造经营形式。

在计划经济环境中，国有商业批发企业承担的是统购包销、纵横调拨的职能，商品的自然属性被割舍了。改革开放后，冲

破了市场的封锁和流通渠道的障碍，国有批发企业不仅失去了统购包销的权利，而且，有着不同自然属性的商品按照各自不同

的生产力状况和消费特点，对是否通过批发环节作出选择。比如，鲜活的农副产品，适合由生产者直接供应给零售商，不需要

再通过批发环节。又比如，工业品中的服装，其商品特点决定了在流转过程中批量小、周期短、变幻多，很难在批发环节停留。

只有那种集中大批量生产、分散消费、品种规模繁多的日用百货、加工食品、小型家电用品等，仍需依赖于专业批发企业庞大

的销售网络，向消费地区扩散。至于粮食、生猪、食糖等则属于国家调控的商品，国家需要通过国有批发商来调节市场供求。

根据不同商品的流通状况，杭州商业批发企业的改革是从以下思路展开的：一是经营蔬菜及各农副产品的批发企业，在生

产者直接向零售商提供商品后，批发商从传统的批发经营转向对产销之间交易的服务上，通过对产销的衔接，保持对市场的影

响力。对一些涉及到市场稳定的敏感商品，需要通过组建批发交易市场，在调节市场供求中发挥作用。二是对消费个性化倾向

明显，消费变异速度快，流转异常活跃的商品，国有批发企业要从传统批发商的位置中解脱出来，利用场地、商路和人才优势，

开辟新的经营内容，重建经营主体。三是对仍然有赖于批发经营的商品，专业批发公司应在传统的购销网络已经打破的情况下，

尽快重建新的购销网络，无论在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上都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形成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经营体系和经营手

段。

二、探索新的经营形式，重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优势

杭州批发企业在改革的实践证明，凡是改革取得成效的，都是因为对商品的特性及其流通特点了解得比较清晰，注意发掘

自身的潜在优势，采取了与这些特点相适应的经营形式。他们十分明确地提出，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通

过自身改革，重组经营优势，重新确立国有批发企业的市场地位。

1．以建立批发交易市场替代传统的计划批发经营。杭州市蔬菜公司是计划体制下的专业蔬菜批发企业，承担着市区蔬菜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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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供应任务。蔬菜购销体制改革以后，蔬菜自由流通，菜农直接上市，再也不需要通过蔬菜批发部门进人市场。被菜农和经销

商冷落了的蔬菜公司面临着新的选择。国有蔬菜公司的经营基点转向哪里？杭州市蔬菜公司认为，只有搞好对生产者和经营商

的交易服务，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对原有 4 个批发部的区域位置、市郊蔬菜基地分布和上市通道作了分析后，将 2 个批发部

办成交易市场。经过几年运作，目前，三里亭蔬菜批发交易市场已经成为日交易量 4000 多公担，交易额 460 多万元的大型交易

市场，现代化的电脑管理、吸引大批客商进场交易，其交易量占全市蔬菜经营量的 45%以上，有效地调节着杭州蔬菜市场的供求，

发挥了国有批发商业的应有作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对一些空闲的经营地块，市蔬菜公司努力拓展新的经营门类，

开辟新的经营业务，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2．向零售延伸，实现批发与零售的优势互补。杭州金龙集团公司前身是小商品批发公司。在改革过程中，公司重新评价企

业的经营功能，认为小商品经营的放开，使这类商品贴近市民日常生活的特性得以充分显示，商品流转十分活跃，作为经营者，

应该对企业的经营方式作适应性调整，使企业的经营运作与商品流通特性相一致。公司实施了零售批发并举，扩张批发优势的

经营战队略。在零售经营中，根据商品特点和市场需求，拓展多种业态，既有专业商店，也有连锁公司，还有大型仓储式超市。

统一的商品配送中心，使批发优势在新的购销环节中发挥出生机与活力。批零优势互补促进了各自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金

龙集团公司完全跨出了传统批发企业的束缚，使企业逐步形成了新的经营构架，其良好的发展前景，为社会各界所瞩目，成为

杭州市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单位。

3．重建批发网络，促进批零一体、内外贸一体、工贸一体的战略性调整。杭州市友谊副食品公司经营的食品、糖酒等商品，

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他们的经营目标是，要把传统的批发企业转变为有竞争实力的贸易公司，有尽可能大的市场购销空间，有

自己的适销产品和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零售窗口。从这一经营目标出发，公司实施重组批发网络的“双百工程”，即选择一百家信

誉可靠的主导商品供货厂商和密切一百家重点客户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公司总代理商品有 60 多只，有些商品获得在全国的

总代理权。这一网络的组建，有效地促进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性转变。公司在香港开设了进港国际有限公司，拓展外贸业务。

在零售经营中，开设了太阳红连锁超市。重新对生产企业柯布克公司进行产品的市场定位，使产品的类别与档次与总公司的经

营定位更趋一致，有利于通过总公司的批零网络，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4．按商品分类，对企业经营的组织结构进行重组，着力强化商品的市场营销力度。杭州百货总公司在工业品生产自销不断

扩大的情况下，大力开展品牌经营，有效调整经营结构，积极发展总经销、总代理。为了与这种经营上的改革相适应，公司成

立了不同商品命名的 130 多家经营承包体，根据不同商品特点，采取不同措施去拓展市场。网点布局、信息收集、营销策略、

售后服务不仅有总体构想，也加强了落实力度，无论对生产商与经销商都能实施有效的服务。这就从经营的组织结构上保证对

那些有市场潜力的商品可以把营销工作做细，改粗放经营为精雕细刻。现在年销售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商品就有 5 只，500 万元

以上的有 6只，有 100 多家生产商的产品由这家公司总代理或总经销。市交家电公司在划细经营组织后，加强对生产商的服务，

定期召开工商业务例会，沟通信息，调解分歧，帮助厂方解决淡季仓位、资金等困难，得到了厂方在货源与价格上的支持。目

前，名牌产马松下洗衣机占公司洗衣机销售量的 90%以上。

5．开掘企业的生产加工潜力，实现批发优势与加工优势的结合，创建新型的贸工企业。杭州劳动保护用品公司在计划体制

下是一家从事劳保用品批发的专业公司，仅工作服年销售就达七八百万元。市场放开后，厂矿企业避开公司直接向服务厂订购

工作服，公司的服装销售大幅度一下降。如果固守批发阵地只能使自己日趋衰弱。公司利用空闲的场地，自己创办制衣厂，并

利用原有的经营网络，使产品很快打人了市场，并做到了当年投产，当年收回投资。企业实现了从单一批发企业向贸工企业的

重要转变。杭州服装集团公司把批发企业走贸工企业新路的重点放在以创名牌占市场上。服装的个性化消费特点，很难使生产

商把产品进入批发环节。服装集团公司利用自身的生产条件和技术优势，以创名牌争取消费者，利用公司的经营网络为名牌服

装打人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神驰”牌衬衣、兰克斯西服在杭州、北京、上海开出了专营店和销售专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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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商业批发企业在改革中需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杭州国有商业批发企业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已经从传统的经营体制中挣脱出来，逐步明确了实现新的转变的方向和途

径，为了更好推进改革，我们感到需要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国有商业批发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是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流通体制的需要。从商品流通的发展历史看，批发业作为独

立的部门而存在，是一种社会的必要分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社会经济分工依然存在。特别是我国现阶段生

产力水平不高，地区间的经济差异较大，一些商品生产集中而消费分散的特点十分明显，这就决定了国有批发业需要在商品流

通中承担调节供求的作用，担负国家对市场的调控任务，保持市场的稳定和繁荣，这是一些国有批发企业经营者始终不能忽视

的一种社会责任。同时，这种市场环境，也说明国有批发企业有着广阔的市场经营空间，有着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是支撑新

的商品流通体制框架的重要骨干，关键在于要尽快实现自身转换，从而担负起新的责任。

2．按商品类别对国有批发企业的市场经营功能作出新的评价，在更大范围内实施批发企业的结构性调整。这种调整有的要

考虑商品特性，有的涉及经营功能转换，有的要重新确定其市场责任。只有真正明晰了传统批发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的功能

和作用，才能对不同企业的扩张、调整、转向作出选择。

3．国有批发企业的改革要与企业自身的发展目标相一致。在企业选择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后，可以根据不同企业的市场责任、

经营功能，动作方式确定不同的改革办法。改革是一种促进生产经营发展的手段，如果照搬照套与企业发展目标不相一致的改

革模式，就会造成对发展目标的游移，没有任何经营意义。

4．国有商业批发企业正处于发展的转换期，政府应予以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如解决历史包袱，减轻过重税赋，创造平等竞

争环境等。只有这样，国有商业批发企业才能从曾经为国家承担重大责任的重负中真正解脱，轻装上阵，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出

国有商业批发企业的经营实力，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收稿日期 1997 年 5 月 21 日

（作者邮编 310001）

责任编辑 任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