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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江苏商贸流通业 

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马向阳1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京 211170) 

【摘 要】:城镇化建设发展水平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必

须紧密与城镇化相融合,充分考虑城镇化的推动作用｡ 因此,以江苏省为例,结合城镇化背景提出江苏商贸流通业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具体分析其发展中的影响因素,进而探讨城镇化背景下江苏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对策｡ 期望能为

江苏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城镇化;江苏;商贸流通业;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5【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商贸流通业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等,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江苏的城镇化

进程推行较早､并且获得较快的发展｡在城镇化背景下,江苏商贸流通业也迅速发展,仅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7 年江苏

首次突破 3 万亿元,达 31737 亿元(占全国 8.7%),同比增长 10.6%｡江苏商贸流通业与其他大多数省份相比虽然优势明显,但也需

有忧患意识,要想保持领先地位,保持长足发展,必须结合城镇化建设,对商贸流通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只有

解决问题,才能进一步巩固江苏作为流通大省的地位｡ 

2 城镇化背景下江苏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江苏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不均衡 

当今社会,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且发展不平衡,造成商贸流通业发展严重不均衡｡江苏虽是我国经济大省,城镇化水

平较高,但城乡差异仍然很大｡从 2012年到 2016年,江苏城镇消费品零售额由 16373.35亿元增加到 25768.01亿元,增长了 57.4%;

年均增长 12.4%;农村消费品零售额由 1841.98 亿元增加到 2939.11 亿元,增长了 59.6%;年均增长 12.4%｡从增幅分析,基本相当,

但基数城镇是农村的 8 倍多｡当然,江苏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不均衡,从长期来讲很难突破这种不均衡,这不仅是江苏商贸流通

发展中的问题,也是全国商贸流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认清问题的存在,才有可能努力去突破,逐步缩小江苏城乡商贸流

通业发展中的差距,并使之越来越趋向于均衡,实现江苏商贸流通结构合理化发展｡ 

2.2省内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差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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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13 个省辖市历来经济发展不平衡,商贸流通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也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苏南､苏中､苏北 2013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是 12433.71 亿元､3884.38 亿元､4478.51 亿元;2016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是 16584.16 亿元､

5110.01亿元､7012.94亿元,年均增长 8.3%､7.9%､1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的是南京(2016年为 5088.20亿元),最低的是

宿迁(2016年为 705.54亿元),相差 7倍多｡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16年已接近于苏中三市(南通､扬州､泰州)的总和｡苏中和

苏北 2016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和还不及苏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然从增长率来看,苏北增长速度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也说明,虽然南北差异较大,但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将更加协调｡ 

2.3江苏商贸流通业与先进省份存在差距 

江苏是经济大省,商贸流通业取得较快的发展,相比较大多数省市而言,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与发展较快的省份相比还存

在差距｡首先与广东相比较,2016 年江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707.12 亿元,其中批发零售业为 25899.14 亿元,住宿餐饮业为

2807.98 亿元｡而同时期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739.00 亿元,按行业分,其中批发零售业为 31242.41 亿元,住宿餐饮业为

3496.59亿元;按地区分,其中农村为 4320.84亿元,城镇为 30418.16亿元｡不管是从总额,还是分行业､分地区来看,广东商贸流通

业都具有明显优势｡其次与山东相比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不难看出,山东近五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领先于江苏,

表明山东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也略高于江苏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 

3 城镇化背景下江苏商贸流通业影响因素 

3.1消费水平因素 

消费水平是一定时期(通长一年)内消费者用于满足自身日常生活费用各项支出的总和｡按消费者的不同,分为个人消费支出

､家庭消费支出和社会公共消费支出;按消费物品不同,有商品性消费支出和非商品性消费支出｡商贸流通业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而这些业态形式均与消费者消费水平直接关联,消费水平越高,表明消费者愿意付出的越多,反之越低｡从 2012

年到 2016年,江苏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 18825元增加到 26433元,增长了 40.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

8655 元增加到 14428 元,增长了 66.7｡增长率农村明显高于城市,表明江苏城乡消费水平逐渐缩小,但从金额来看,城镇依然是农

村的 1.5倍以上｡因此,江苏城乡商贸流通业的不均衡,短期内将不可能有明显的改变,当城乡消费水平相当后,城乡商贸流通的差

距将会明显缩小｡ 

3.2市场规模因素 

城镇化最直接的表现是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将越来越少｡而市场规模的大小依赖于人口数量的多少,人口越少,市场规

模将越小｡江苏 2016 年城镇化率已达到 67.7%,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江苏农村人口将逐渐减少,预计 2020 年之后,江苏农村人口

将低于 2000 万人,从而影响农村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另外,农村人口分布较为分散,无形中提高了商品的流通成本,阻碍了农

村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农村人们的需求也远低于城镇人们的需求,消费观念相对落后,也同样影响农村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相反,

城镇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从市场规模分析,优势非常的明显,人口多且集中,消费需求旺盛｡因此,市场规模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主

要影响因素,人口减少是客观存在,我们还可以从其他途径,比如消费观念､流通方式等方面来缩小江苏城乡商贸流通的差距｡ 

3.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反映某地区经济现象在不同时期的规模或水平,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状态､潜力的标志,通常以地区生

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商贸流通业发展越快,经济发展水平

越低,商贸流通业发展就越慢｡江苏从 2012 年到 2016 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由 33381.66 亿元､10193.54 亿元､

12182.94亿元增加到 44795.83亿元､15319.36亿元､18160.20亿元,依次增长了 34.2%､50.2%､32.9%｡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苏南､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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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北从 2012年到 2016年分别由 101370元､62208元､40914 元增长到 134569元､93228元､60225元｡从地区生产总值分析,苏

南高于苏北,苏北高于苏中,但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析,苏南仍最高,但苏中高于苏北,主要原因是苏北人口基数大与苏中｡结合

上述数据,不难得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苏南大于苏中,苏中大于苏北｡ 

3.4城镇化水平因素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对农村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性,但对城市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无疑有很

强的推动作用｡总体上来讲,城镇化的发展,将促进商贸流通业的持续发展｡城镇化发展水平将影响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尤其

是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速度｡反映城镇化发展水平最直接的指标是城镇化率｡从 2012 年到

2016年,江苏苏南地区城镇化率由 72.7%提高至 75.9%､苏中地区城镇化率由 58.5%增至 64.0%､苏北地区城镇化率由 54.7%提升至

60.7%｡从增长百分点看,苏北高于苏中,苏中高于苏南｡但这并不能说明苏北城镇化水平较高,只能说明苏北与苏南的差距在逐渐

缩小,实际苏北城镇化水平仍是全江苏最低｡正因为如此,影响了苏北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 

3.5地理环境环境因素 

地理环境因素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也有较强的影响力,尤其在城镇化背景下,地理环境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新型城镇化首批试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最明显的区位优势是沿海,商贸流通物流成本较低,市场需求更旺盛｡江

苏不仅沿海,而且地处长江经济带,区位优势明显,为江苏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江苏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首

批试点的两个省份之一(江苏和安徽),政策的支持,城镇化的推动,江苏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这也是江苏商贸流通业保持全国领

先的原因之一｡广东和山东商贸流通业发展在全国数一数二,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密不可分的｡之所以江苏商贸流通业稍逊

于广东和山东,除了经济发展状况外,与地理面积､人口规模也存在一定关联｡ 

3.6信息化水平因素 

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化发展水平｡尤其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水平在商贸流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任何地

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都要重视信息化的建设,忽视信息化,商贸流通业将很难发展｡江苏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虽相对很高,但主要

还是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应加大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使商贸流通业向集约型方式转移｡不仅是城市,农村信息化也要及时跟进｡

就城镇化来讲,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从而更有利于促进江苏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广东之所以商贸流通业

遥遥领先,与其信息化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江苏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否则流通大省的地位将很难保持｡可以说,信息化水平是

现代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4 城镇化背景下江苏商贸流通业发展对策 

4.1加大农村商贸流通业的投入 

江苏必须打破城乡商贸流通业的不均衡,首先应加强城乡商贸流通的合作,实现城镇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商贸流通业

的发展｡建立城乡商贸流通合作交流机制,鼓励城镇优秀商贸流通企业到农村发展,鼓励城镇优秀人才参与农村商贸流通｡其次提

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以此推动农村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除了立足农村､立足农业,

还需吸引他们从事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就业｡这必须由政府出台相配套的改革措施,还必须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再

次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利用各项生产要素,建立高效的配送企业和配送中心,鼓励连锁经营,设立大

型农贸中心｡ 

4.2统筹江苏商贸流通业的地域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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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商贸流通业发展南北差异大,要改变这样的格局,首先要大力提高苏北的经济发展水平,苏北地区要借鉴苏南成功的经

验,引进先进的技术,吸引优秀的人才,同时苏北本身也要加强内涵发展,发挥自身的优势,加大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以外贸醋内贸

的发展｡比如连云港港口的开发,“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将会极大的带动苏北经济的发展｡其次苏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有序

推进其城镇化建设｡苏北地区目前城镇化增长速度高于苏中,也高于苏南｡说明苏北地区的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在城

镇化建设大背景下,积极有效的推进,从而带动苏北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缩小与苏中､苏南的差距｡ 

4.3建立集约型商贸流通方式 

江苏商贸流通方式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首先要加快电子商务的发展,加大对于智能仓储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高互联

网以及移动网络的建设,转变经营理念,提高管理水平｡城镇化的推进,对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支持作用,从而促进商贸流通方式

的转型｡其次要加强法制化营商环境和品质化消费环境的建设,加快商务诚信体系建设,构建重要商品的追溯体系,加强商务执法

能力建设,提升行政服务片理化水平,打造农村现代化流通体系,优化城市流通网络体系,扩大市场有效供给,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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