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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通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总体特征与展望

——聚焦高等学校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

梁 佳 1，徐振宇 2，夏春玉 3

（1.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2. 南京审计大学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3. 东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本文对中国高等学校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情况进行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的

总体特征，并对未来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进行展望。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质量和深化流通经

济理论研究，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基础和指导地位的同时，从多种理论资源中汲取理论滋养和借鉴分析

方法，做到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坚持“五个基本定位”，实现由实践叙事向理论叙事的转向。本文对深化中国

流通经济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流通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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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的历史回顾

中国流通经济学研究与教材建设是以流通体制和流通实践为背景的。本文按 20 世纪 50—70
年代、20 世纪 80—90 年代和 2000 年至今，将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①建设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 20 世纪 50—70 年代：国外引进与本土新编相结合开创了教材建设的新范式

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从翻译 《苏维埃贸易经济》 起步。1953 年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

教研室翻译出版了 《苏维埃贸易经济》，作为该校贸易经济专业教材。《苏维埃贸易经济》 以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贸易

①    本文所定义的“流通经济学教材”是指中国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层次的教材，具体包括三类：一是商业经济类教材，包括以商
业、商学、商业经济和商业经济学命名的教材；二是贸易经济类教材，包括以贸易经济和贸易经济学命名的教材；三是流通经
济类教材，包括以商品流通经济学、流通经济学、商品流通学、商品流通论或流通概论等命名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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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思想为指导，围绕苏维埃贸易何以必要、怎么做和做什么三个基本问题谋篇布局，与当时

的经济体制高度契合，也成为中国相当长时期内流通经济学教材的标准，其所确立的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理论基础和体系结构，对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和该领域的理论研究都

有深远影响 ［1］。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教研室在学习借鉴 《苏维埃贸易经济》 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分

别于 1955 年、1960 年和 1962 年组织编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经济讲义》《国内商业经

济》《社会主义商业经济》 三部本土教材 ［2-4］。《社会主义商业经济》 是这一时期本土流通经济学

教材的集大成者，该教材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为后

续商业经济学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和路线图，尤其是将社会主义商品流通过程中的“经济

关系、经济规律和方针政策”确立为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三大支柱”，对以后的教

材建设和流通经济理论研究有长期影响。这一时期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苏维埃贸易经济》《社会主义商业经济》 是该时期最有影响的两部流通经济学教材，

特别是 《苏维埃贸易经济》 不仅对早期本土教材有直接影响，而且对后期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建

设与人才培养也有深远影响。

第二，流通经济学教材有三个体制前提：首先，作为国民经济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商业，必

须服从服务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要求。其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局部的、有限的，

国有经济单位之间的产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不存在真正意义的生产资料贸易。最后，对外贸易

是由国家专营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

第三，流通经济学教材的研究对象聚焦于社会主义国内消费品贸易或狭义的商业，具体包括

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集市贸易。其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商业的必要性及其历史发展，社会主义

商业的经济关系、经济规律和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商业的计划管理与组织系统，商品流转计划及

其执行流程，社会主义商业的价格体系、成本费用和劳动工资等展开。

（二） 20 世纪 80—90 年代：改革开放与财经教育大发展成就了教材建设的大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财经教育和流通经济类专业的快速发展，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也步

入了快速发展轨道。20 世纪 80—90 年代是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出版数量最多和作者分布最广的

时期。除中国人民大学外，北京商学院 （现北京工商大学）、辽宁财经学院 （现东北财经大学）、

湖北财经学院 （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安徽财贸学院 （现安徽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学院 （现山

西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是该时期流通经济

学教材建设的重要贡献者。这一时期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单位及作者分布广泛，很多高等学校都积极编写出版教材，其中

本科教材超过 60 种，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第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经济理论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尝试对流通经济学教材

进行创新，从而形成了不同风格和类别的教材。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商业经济类教材为主，内

容和体系结构以继承传统教材为主 ［5-6］，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出现流通经济类教材 ［7-8］，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贸易经济类教材，而商业经济类教材逐渐减少。

第三，流通经济学教材作者队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 世纪 80—90 年代初期以“老一

辈学者”为主，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新生代学者”，教材建设队伍进入“以老带新”

“新老并行”时代。①一些“新生代学者”在广泛学习、借鉴国内外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

① “老一辈学者”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在 1949 年以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这部分学者大都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出生的；
二是 1949—1965 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这部分学者大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出生的。“新生代学者”主要是指改革开放
后接受过高等教育（含研究生教育）的学者，这批学者大都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硕士或
博士），而且多数学者有海外留学经历，接受过一定程度的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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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更多维的视角研究流通领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进而产生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新锐教材 ［9-10］。

（三） 2000 年至今：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和学科专业调整促成了教材建设的新变革

进入 21 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流通领域对外开放进程加快，内外贸一体化与流通国际化趋势明显，大市场、大贸易和大流通成

为流通理论与实践的热点，极大地影响了教材建设的路径和内容框架。另外，高校学科专业调

整，传统流通经济类专业被大规模撤并，导致流通经济学教材的种类和数量大幅减少。尽管如

此，这一时期也涌现不少具有时代性、创新性的优秀流通经济学教材 ［11-13］。这一时期中国流通

经济学教材建设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流通经济学教材类型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商业经济类教材数量大幅减少，贸易经济类

教材和流通经济类教材数量大幅增加。这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特别是流通实践的

不断发展，学者们对流通的概念界定逐渐清晰且达成共识，对流通的研究视角也逐渐由窄向宽、

由部门向领域、由商业向商品流通转变。因此，以贸易经济或流通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教材居多，

而以商业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教材成为少数。

第二，各类流通经济学教材对其研究对象的界定更加清晰，无论是商业经济类教材，还是贸

易经济类教材和流通经济类教材，都有其立论依据和研究边界。但从研究内容来看，各类教材呈

现两个不同的学科属性：首先，经济学属性，侧重从宏观视角对流通进行理论研究，旨在阐释流

通的理论、原理和规律，同时对中国流通实践进行理论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规范研究，为政

府提出管理建议。其次，经济学与管理学混合属性，既对流通的理论、原理和规律进行理论研

究，也从微观视角对流通经营管理问题进行规范研究，为企业经营者提出管理建议。

二、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的总体特征

（一） 教材类型由以商业经济类为主向以贸易经济类和流通经济类为主转变

20 世纪 50—80 年代初期，商业经济类教材是主流；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出现流通经济类教

材，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出现贸易经济类教材；进入 21 世纪，贸易经济类教材和流通经济类教材

越来越多，2010 年以后，流通经济类教材成为主流，商业经济类教材则成为小众。

出现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同时期学者们对流通的内涵、外延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

位有不同的认知，从而影响了流通经济学教材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20 世纪 50—70 年代，对

外贸易在实践层面是由国家专营的，在学术研究层面独立于本文所说的流通经济学。该时期理论

层面曾长期流行“无流通论”①，实践层面也只存在“有限流通”，即消费品的国内贸易，也就

是狭义的商业；而生产资料流通是以非商品流通的形式，即以计划调拨和实物分配形式进行的，

不存在真正的生产资料贸易；有关生产资料流通的学科专业设置也是独立的，如早期的物资技术

供应和物资管理，20 世纪 80 年代的物资经济学和生产资料流通经济学等。可见，在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下，流通或商品流通并非完整的商品流通概念，贸易也更多地指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因

此，在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中，也就只有商业经济类教材。②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

放的不断深入，流通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流通产业发展加快，流通领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不

断涌现，流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重要，从而促使学术界不断深化对流通问题

的理论认知。学术界对传统流通经济学教材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进行新的思考与选择，不再满

① 笔者认为，“无流通论”的本质是“无商品流通论”或“无商品交换论”，因为即使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是分工与专业化经济，
也存在产品交换或产品流通（主要形式是计划调拨和实物分配），但其与以等价交换、自愿让渡为原则进行的商品交换或商品
流通是完全不同的。

②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只有《苏维埃贸易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经济讲义》两本教材是以“贸易经济”命名的，但这里的
“贸易经济”实际上是指“国内商业经济”。因此，1960 年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教材就改称为《国内商业经济》，自此以后，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基本都是商业经济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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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于只专注传统商业，而是从大市场、大贸易、大流通视角编写更能体现流通领域理论与实践创

新成果的教材，从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出现了更多以贸易和流通为研究视角的教材。

（二） 教材理论来源以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为主，并借鉴西方经管学科的研究成果

多数流通经济学教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商业与流

通理论为立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关于分工、交换、流通、商业、商业资本、流通费用，

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构成了流通经济学教材的理论基础与内核。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学者们除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外，开始尝试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理论作为教材的理论支撑，并注意借鉴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成果来更新、调整研

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体系结构，从而使流通经济学教材在研究内容和体系结构等方面

发生很大变化。其中，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理

论、空间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当代日本流通理论、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和零售管理等学科，

均对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有较大影响。

（三） 教材主体框架在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尝试内容体系创新与变革

中国大多数流通经济学教材的主体框架及主要内容如表 1 所示。

上述主体框架是多数流通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共识，但在具体结构安排、论述侧重点及其使用

的理论、文献、资料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则有所区别。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许多流通经济学教材

试图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等进行新的探索，并参考、借鉴国内外经济学和管理学的

相关研究成果和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为教材建设增加了活力。

（四） 在学术分工细化和学科专业调整背景下，教材建设趋于小众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出现日益小众化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教材供

给侧和需求侧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供给侧来看，流通经济学领域出现内部学术分工的深化以及

研究队伍、研究方向的分化：一部分学者继续在传统流通经济学领域深耕，另一部分学者则陆续

转向国际贸易、产业经济、市场营销、物流、零售及电子商务等领域。从需求侧来看，一方面，

1998 年学科和专业目录调整，传统流通经济学专业被大规模撤并，大多数高等学校以贸易经济

为代表的流通经济学专业被调整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产业经济和市场营销等专业，仅有中国人民

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等极少数高等学校的贸易经济专业作为“目录外专业”留存。尽管后期专业

目录再次调整后有所恢复，但贸易经济专业布点数量与快速发展的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

务等专业动辄几百家的布点数量相比形成巨大反差。另一方面，始于 1999 年的高等学校管理体

制变革，将重点服务于流通行业的“部属高校”调整为地方普通高校，这一变革对传统流通专业

加速调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共同作用下，21 世纪以来，流通经济学教材数量逐渐减少，小众化趋

表 1　主体框架及主要内容

主体框架

流通的产生与发展

流通的性质、地位与作用

市场与供求关系

流通渠道

流通管理体制

流通业务流程

流通经济效益及其评价

主要内容

分工、交换、商业、贸易和流通的产生与发展

商业、贸易和流通概念的异同及其职能，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与作用

统一市场、市场体系、商品供给与需求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供求关系与价格

渠道类型及其变化、渠道与环节、渠道关系及其管理

所有制形式及其结构，流通管理体制与宏观调控或管理

商品流转或商品流通各环节业务流程，早期是购、销、调 （运）、存，

后期是商流、物流、信息流或批发、零售、物流、信息流

商品价格、流通费用、流通劳动、流通资金与利润

32



2023年第8期 （总第477期）

势明显，而且由于教材作者新老交替，新时代的作者大多接受过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训

练，从而在编写教材时会参考、借鉴其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使流通经济学教材出现了新变

化。同时，随着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和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因呈现扁平化

和去中心化特征而更具多样化、个性化倾向。从局部和短期来看，这增加了选好教材的难度。但

从总体和长期来看，这有利于学术繁荣和学科创新发展。

（五） 多数教材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但理论分析与规律提炼不够

不同时期流通经济学教材的实践导向不同。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流通经济学教材侧重行业

管理实践尤其是购、销、调、存业务。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流通经济学教材侧重企业管理实践

和批发零售物流经营业务。

多数流通经济学教材注重对流通经济现象的描述和总结，而对现象背后的规律提炼不够，理

论阐述多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与交换关系、商品流通与商业、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

等问题的论述，对规律的揭示局限于自愿让渡规律、等价交换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市场

经济一般规律的描述，缺乏对流通特有规律和中国流通实践的理论阐述。早期的流通经济学教材

注重对经济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政企关系、商品经济一般规律，以及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

阐述，从而更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或相当于政治经济学的流通篇；后期的教材更注重与

营销、物流等管理知识的嫁接，管理学的学科属性更明显。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流通经济学

教材以定性研究为主，致使一些研究结论缺乏必要的实证检验。不仅如此，多数流通经济学教材

出于实践性和应用性考虑，大量移植相关学科，特别是管理学科的内容，且以“硬嵌入”“冷拼

盘”为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材的可读性和应用性，但也模糊了教材的学科分工和职能

定位，从而弱化了教材的理论逻辑和学理性。

三、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的若干思考与展望

（一） 明确学科属性和研究视角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流通经济学教材总体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注重研究流通领域

的经济关系、经济规律和方针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管理学知识的大量引进，流通经

济学教材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定位则趋向经济学与管理学混合。一方面，进一步突出流通经济学教

材的经济学属性，注重从大市场、大贸易、大流通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另一方面，

大量引进与流通经济学教材研究对象相关的管理学，尤其是市场营销、物流、零售理论与知识，

使教材具有经济学与管理学混合属性。

为突出流通经济学教材的独特性及其学术价值，在既定学术分工不断细化的背景下，应继续

坚守经济学属性，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实践为研究素材，在总结归纳现象的基础

上，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和分析范式去提炼流通领域的特有规律。流通经济学教材应更加突出从

宏观视角对流通问题进行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分析，以期构建一个关于流通问题的一般性、框架

性、原理性知识体系，即便是对微观领域的流通现象进行个别分析，也是基于总体、宏观视角的

分析，目的是通过分析来发现一般规律，或对已发现的一般规律进行检验。

（二） 合理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商业经济类教材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基本上是一致的，都以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商业为研究对

象。但贸易经济类教材和流通经济类教材在研究对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

派。一派以大贸易或大流通为研究对象，另一派则以货物贸易或商品流通为研究对象。笔者认

为，以货物贸易或商品流通为研究对象更符合现有学术分工的惯例，也更有利于构建一个逻辑自

洽、分析透彻和理论解释力更强的知识体系。因为无论是贸易还是流通，其含义和范围都极其广

泛，既包括商品贸易，也包括服务贸易；既包括商品流通，也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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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流通。上述这些商品、要素贸易或流通具有太多异质性，因此，在实践层面它们分属不同的

产业门类，在理论层面则分属不同的学科。为此，在现有学科分工基础上，应将流通经济学研究

对象聚焦于有形商品的流通。

流通经济学教材可以研究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规律、商品自愿让渡规律、竞争规律和商品供

求规律等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具体形式及其特殊性，以及商品流通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所呈现的规

律性，如研究竞争规律在批发、零售、物流等领域的具体形式及其特点。同时，应该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政府职能、政府行为，以及政府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

如何影响商品流通的效率和成本等作为流通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另外，期货贸易本质上不是

商品本身的贸易，而是商品买卖合约的贸易，只有在合约到期的实物交割阶段，才具有商品贸易

或商品流通的性质，在实践上人们将期货贸易作为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来看待，在学术上则更多

地将其归于金融学科的研究范围，不应作为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三） 准确理解唯物辩证法的精髓要义

唯物辩证法是流通经济学教材普遍强调和提倡的研究方法，但很多教材对该研究方法的阐述

过于抽象。因此，应科学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不能抽象、机械、空洞地解读，必须准确理解唯物

辩证法的精髓和科学内涵。首先，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高于实践并可以指导实践。这就是问题

导向的研究方法，即科学研究要从实践出发、从问题出发，但不是对现象与问题的简单描述和归

纳，而是运用现有理论方法，分析、揭示、验证现象与问题背后的一般规律，即从具体到一般的

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是科学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也不是科学结论。其次，事物是相互联系

的。要揭示现象与问题背后的规律，就要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研究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既要个别

分析，又要系统分析，这就是静态分析和系统分析的方法。最后，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

能机械、教条地照搬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产生的理论，要参考、借鉴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同一

现象与问题的不同研究结论，这就要求进行创新性研究、开放式研究和批判式研究。

（四） 坚持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基础地位

从学术史意义上讲，中国流通经济学教材的直接来源是 《苏维埃贸易经济》，而该书的理论

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流通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范畴、分析范式、理论命题和内容

框架等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流通理论的继承，其理论底色依然是马克思主义。马

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堪称流通经济学的生命基因。发展流通经济学，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流通

理论的基础地位，并在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应全面理解、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内涵要义。

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本身也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即便是同一概念、同一理论命题，在不

同时期、不同论著中也有不同含义。因此，必须全面研读不同时期、不同论著对流通问题的论

述，这样才能全面理解、准确把握某一概念或某一理论命题的真实内涵。正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

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精髓的基础上，结合

世界经济和流通领域，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流通领域的新变化、新现象、新问题进行创新

性研究，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五） 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使流通被抽象掉了 ［14］，因此，在西方主

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没有中国情境下的流通概念，也没有流通经济学这一学科。但是，在西方主

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与交换、重商主义、国际贸易等理论却包含很

多流通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此外，现代经济学中的很多经济学分支，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也

蕴含着大量的流通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可以为流通经济学研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借鉴的分析

结论，也可以提供符合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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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理论外，还有一些理论对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和流通经济理论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

值：当代宏观市场营销理论、早期市场营销理论和日本流通理论。上述三种理论都专门以营销或

流通问题为研究对象，虽然其营销的概念几经演变已经与中国的流通概念不完全一致，但就其本

质而言仍然相同，都是对生产与消费连接问题的理论表达，尤其是日本流通理论的流通和商业概

念，与中国的流通和商业概念基本一致，其所建构的流通理论分析框架和概念命题等，对中国流

通经济学教材建设和流通经济理论研究具有借鉴价值。至于当代宏观营销理论和早期市场营销理

论，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流通的概念，但其研究视角、分析框架、核心概念和理论内核，也与流通

经济理论研究有很大交集或很多共同点，因而也可以作为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和流通经济理论研

究的参考。

四、小 结

为进一步提高流通经济学教材建设质量和流通经济理论研究水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流通理

论基础和指导地位的同时，应从多种理论资源中汲取理论滋养和分析方法，做到取长补短、兼容

并包，坚持“五个基本定位”。一是坚持经济学学科属性的基本定位，即继续以经济学的分析范

式研究流通问题，以避免与相关管理学科教材混淆，失去其特有的学术价值。既要合理吸收相关

学科的研究成果，又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与相关学科知识的“冷拼”“大杂烩”。二是坚持宏观分析

视角的基本定位，即继续从宏观视角观察、分析流通的总体现象和一般规律，而不是从微观企业

视角研究流通的个别现象和个别经验，即使在研究中关注微观问题，也是为了对宏观研究做案例

支撑或结论验证。三是坚持理论研究的基本定位，即继续坚持理论导向的研究定位，注重原理的

阐释和规律的提炼，而不是对现象和经验的简单总结与归纳。四是坚持研究对象的基本定位，即

继续以狭义的流通或真正的商品流通为研究对象，避免因研究对象过宽、过大而导致教材基本概

念界定不清、分析深度不够和理论逻辑混乱。五是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基本定位，即继续以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通实践为研究背景，既注

重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普遍规律的发现与提炼，也要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特殊

规律的发现与提炼，从而为建立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流通经济学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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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Review, General Features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Circulation 
Economics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rculation 
Economics Teaching Material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LIANG Jia1, XU Zhenyu2, XIA Chunyu3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deepening of labor division, circulation has been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industry chain, and value chai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en the circulation theory research, speed up the circulation practice innovation, construct a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of high quality, and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o as to realize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of Chinese circulation economic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his paper preliminar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verall features, future trends, and 
innovative ideas of Chinese circulation theory research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nearly 100 kinds of circulation economics textbooks, we discover that firs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iod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circulation economics textbook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1950s‒1970s, the 1980s‒1990s, an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o present. The textbooks can be categorized 
as commercial economy, trade economy, and circulation economy. The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scope, and research content 
of the textbook diffe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eriods and categories. Secondly, drawing primarily on the Marxist circulation 
theory, circulation economics textbooks also incorporate research findings from Wester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hile 
innovating and reforming their content system within the main framework. Final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tailed 
academic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adjustment of discipl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circulation economics textbooks tends to be 
specialized with a focus on practical guidance rather than sufficient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law extraction.
       We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circulation economic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deepen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is field, while adhering to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Marxist circulation theory, we should draw 
experience from various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employ diverse analytical methods. By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fostering inclusivity, we can align with the “five fundamental orientation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eaching materials of the different periods and categories, 
especially the typical textbook text analysis, this paper identifies some new features, trends, and path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irculation economics textbooks, thereby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vancing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rculation economy theory, particularly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Key words：circulation economics; commercial economy; trade economy; circulation economy;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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