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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中奋进 在创新中腾飞

70 年，流通体制改革成绩斐然1953 年， 贯彻统购统销政
策，对私营粮、油、棉实行专项管
理。

1957 年，首届中国出口商品
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开幕，有
13 家外贸专业总公司组团参展。
时至今日， 广交会已举办 60 多
年， 参展企业和采购客商数量屡
创新高。

1977 年，《社会集团购买力
管理办法》发布，办法规定，对社
会集团购买力进行计划管理、限
额控制、凭证购买、定点供应。

1980 年 12 月， 我国颁发第
一个工商个体户营业执照。

1991 年，经营、价格、用工、
分配“四放开”改革在全国推行。

2008 年，制定和实施一系列
政策措施， 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
的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鼓励、支
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

2012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
业发展的意见》，之后又发布了加
快物流业、运输业、快递业以及加
强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等许多文
件， 引导流通业从数量型向质量
型转变， 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与全面实现小康的需要。

2014 年，全国实施工商登记
制度改革，落实认缴登记制，由先
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 由企业年
检制度改为年报公示制度， 让市
场主体不断迸发新的活力。

今年 8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
消费的意见》。 意见提出了 20 条
稳定消费预期、 提振消费信心的
措施，包括创新流通发展、培育消
费热点、深化“放管服”改革等。

1966 年， 在北京一家
百货商店的柜台前，售货员
正与消费者交流。

1963 年， 在中国出口商
品交易会上，一新西兰商人洽
购一批罐头产品。

2017年 5月 26日，在第九届中国国际旅
游商品博览会现场，首次集体展示“会跳舞的
智能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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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我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商贸服务领域也取得了辉煌成
就。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商贸服务领域
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不断取得新发展、新提高和新突破。

70 年来， 我国的商贸服务业大体经历
了旧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
商业的建立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高质量
发展等阶段。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
贸流通体制改革成绩斐然，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显现，商贸服务领域呈
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的良好格局。

奋发进取

制度的突破与实践创新为中国商贸服

务业开辟了新的天地。
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

部成立， 统一管理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
1949 年 12 月，国家召开城市供应会议，“集
中使用力量，统一调度粮、纱、布等重要物
资，统一贸易”。 1950年，八大国内贸易专业
总公司相继成立。到 1952年年末，全国性的
国营商业专业公司达到 28 个， 确立了国营
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1953年，实行对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

在计划商业体制时期，商品流通是在单
一封闭的系统内运行的，所有的物资和消费
品由国家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收购、调拨和
销售；商品严格按照一、二、三级批发流通体
系实行单渠道的流通；以国营和合作商业为
代表的公有制商业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唯
一主体。

这一时期新中国商业建设的主要目标
是通过建立集中统一的社会主
义计划商业体制， 达到稳定市
场和稳定经济的目的。 不过，到
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生产
能力和消费需求已有了很大提
高的情况下， 计划商业体制的

各种弊端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商业变革势在
必行。

1977 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社会集团
购买力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对社会集团购
买力进行计划管理、限额控制、凭证购买、定
点供应，探索“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对促
进市场流通的积极作用。

改革巨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商业进入了计划调
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阶段，商品流通开始
形成“主体多元化，渠道多元化，形式多样
化”的基本格局。

国家对商品的购销体制进行了大幅度
的调整和改革，将原来由国家计划严格控制
的“统购统销”“统购包销”的商品购销体制
逐步放开，允许生产者在一定范围内自行销
售，允许商业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对商品自由
采购。市场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调节力度大大
增强。 同时，改变了严格按一、二、三级批发
流通体系实行商品流通的单渠道流通状况，
实行了多渠道的流通。截至 1990年年末，我
国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共有 1424 个， 城乡
集市贸易共有 72130个。

1991 年，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放
开”改革在全国推行。 作为全国国营商业企
业的深化改革举措，其原则是“国家放权、企

业管严、放而有度、活而有序”，以
放活经营为重点、 放活价格为手
段、放活用工为突破口、放活分配
为动力，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把
企业推向市场。 此外，国家还对商
业企业的管理制度实行了全面改
革， 建立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
并对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 转、
租、卖”，提升了商业企业独立自主
开展经营的能力。个体和私营商业
企业也有了迅速发展， 截至 1991
年年末，个体和私营商业的从业人
员达 34 万， 占商业从业人员总数
的 51％， 成为商业的一支重要力
量，商品流通领域主体多元化的格
局基本形成。

从 1992 年开始， 依照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
步加大商贸服务领域的改革力度，
特别是粮食、棉花、成品油等的流
通体制改革， 推进以连锁经营、现

代物流与电子商务等为重点的流通现代化。
1993 年， 根据党的十四大和八届人大

一次会议关于机构改革的要求，决定撤销商
业部、物资部，组建国内贸易部，打破了生活
资料流通与生产资料流通分割的局面。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以后，商贸服务
业迎来快速发展期，开放力度加大，中国进
一步融入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增长。

2003 年 3 月， 为了适应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新形势的需要， 适应建立和健全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适
应内外贸业务相互融合发展的需要，商务部
成立， 自此形成了内外贸一体化的管理体
制，开启了我国商贸流通发展新阶段。

蓬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改革开放进一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新业态快
速增长，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国内市场发
展的活力持续释放。

其中，“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内容，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
性作用日益显现。 2012 年，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
的意见》；201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
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
意见》，全面部署发展现代流通，建设法治化
营商环境，引导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为推动消费升级，促进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国家对
农村地区销售网络建设的支持力度持续加
大，并出台了一系列促消费政策。 网上零售
持续扩容，共享经济出现、快递外卖市场等
随之发展，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步行
街改造提升成为促进消费升级的新平台；布
局连锁便利店、改造菜市场等便民商业网点
大力推进；大型商业综合体等新模式不断涌
现……

此外，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经
济特区、开发区到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管理等营商环境越
来越好， 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 这些都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
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进入新时代，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发展
变化，商贸流通领域必将面临新的变革与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