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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社会主义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它的主要职能是
组织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包括有收购、销售、运
输和储存四个基本流通环节。收购和销售是商业部门组织商
品流通的起点和终点，运输和储存是中间环节。商品从收购、
储存到销售，都必须通过运输，实现商品从生产领域到消费
领域的转移过程。因此，商业运输是社会主义商业工作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在商品流通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国民
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流通量的不断扩大，商业运输的重要
性越来越明显。正确认识商业运输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与作
用，研究其特点和发展趋势，应用新技术、新科学、新工艺，
加强商业运输管理，对于在新形势下使商品运输合理化，更
好地完成商业工作的任务，促进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搞活流
通，繁荣经济，提高经济效益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商业运输的地位与作用

    一、商品运输的涵义
    商业运输是指商业部门组织的商品运输。商品运输是指

商品实体通过运力在空间上的转移。马克思指出: “商品在空
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①商业部门在

①马 克思: 《资木论 》第2卷， 第170页。



组织商品流通时，必须借助于各种运力，把商品从生产地运到
消费地，完成商品流通的全过程，才能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
要。

    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的整个流通过程中，都
要经过一次或几次的运输。商品运输不仅是商 品流通 中不
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和手段，而且是商品生产在流通领域内的
继续，是生产性的劳动。这是因为:

      (一) 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的分离。由于生产和消费往
往不在同一地点，城市的日用工业品要运往农村，农村的农
副产品要运往城市，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
的物资交流。由于商品的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有一定距离，
要进行城乡商品交换，就必须借助于运输。

      ( 二) 生产和消费在时间上的分离。由于生产和消费在时
间上往往是不同步的。如有的 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是全年性的、
均衡连续性的，消费却是季节性的、间断性的; 大部分农副
产品的生产是季节性、间断性的，消费却是全年性、连续性
的。要使两者在时间上联结起来，就需要商品储存。但商品
从生产地转移到储存场所，要通过运输才能实现。

    由此可见，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
费四个环节都需要通过运输相连接。在一定意义上说，商品
运 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商品运输的特征
    马克思把交通运输业称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他在《剩

余价值论》中指出: “除了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
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就是运输业。”①又指
出。 “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 它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卷 ( 1) ，第444- 44,571T.



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①因此，交通运输是国
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列宁
说过: “运输是我们整个经济的主要基础，也许是最主要的基
础之一。”②商业运输是整个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品
运输的特征是进行商业运输管理的客观依据。它在社会再生
产过程中具有如下的基本特征:

      (一) 商品运输是生产性的活动。
    商品运输同工农业生产一样，在生产过程中具有三个要

素，即: 运输工人的劳动、作为劳动对象的商品和交通线路
设施、运输工具等劳动资料。其活动形式，人的劳动，通过
劳动资料( 运输工具及其设备)作用于劳动对象( 所运商品) ，
同样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生产性的劳动。但商品
运输也有区别于工农业生产的特征。商品运输是它的活动作
用于劳动对象，使之发生空间位移的变化。商品运输不能生
产出任何新的物质产品。它的产品，只是商品空间位置的变
更。因此，位移就是商品运输的劳动成果，它是以运输量与
位移距离的乘积“吨公里”来表示其计算单位。而工农业的生
产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使之发生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的
变化，以改变产品质量或增加其数量。两者的社会效用是一
样的。因为商品在空间位移的变化，所产生的空间效用，实
现商品使用价值同工农业生产把原料变为产品所产生的使用
价值具有同样的性质。工农业生产的产品，在生产领域里只
是潜在的使用价值，只有把它送到消费地，才有可能把潜在
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 “在产品从一
个生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后，接着还有完成的产品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70页。
    ②《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5页.



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是现成
钓消费品。”①这就是商品运输实现空间位置变化的社会效
用。在商品运输过程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被转
移和追加到所运的商品中去，成为商品价格的一个要素，从
而增大了商品价值。因此，从事商品运输工作劳动是创造价
值 与国民收入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劳动。

    由于商品运输所耗费的社会劳动，实质上是在流通领域
内对社会生产费用的一种追加，这就要求我们在组织商品运
输时，要力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充分发挥运输设备的效能，
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二) 商品运输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是结合在一起
伪 。

    马克思曾 经 指 出: “运 输业 的 公 式 应 该 是 C—
A

  ...  p - GO' 。”②这就是说，商品运输的整个生产过
pm

/
\ 

 
叹

程的完结，并不象工农业生产过程完结那样，能生产出有实物
形态的东西，而是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进入流通领域，
投入市场或储存。商品运输是商品的空间移动，这实质上是
生产过程本身，是不能和生产过程分离的产 品。 马克 思指
出: “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它产生的效
用，是和运输过程即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
起的。”③因此，它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不论在时间上和空
伺上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并随着生产、随着销售的活动而
活动。也就是说，只要有商品流通，就有运输生产过程:。运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第168页。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第66页。
③ 马克思: 《资本论 》第2卷， 第66页。



输业无法将其生产过程任意提前或错后。所以，商品运输必
须以满足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对运输的需求为出发点，应根
据商品流通的需要来组织商品运输，要衔接好运输计划与商
品购销计划，使车、船、货紧密结合，多快好省地完成商品
运输任务。

    ( 三二)商品运输过程，只改变运输 对 象 在 空间位置的转-
移，不改变运输对象的属性或形态。

    商品运输具有独特的生产过程，它不同于工农业生产过
程。工农业生产过程能改变劳动对象的属性(如粮食酿酒)或
形态(如金属切削加工成零件)而创造出不同于劳动对象原有
属性或形态的产品，而商品运输则不改变运输对象的属性或、
形态，只改变其空间位置。马克思指出: “有一些独立的产
业部门，那里的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产品，不是商
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
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①因此，在商品运输过程中，使_
商品完整无损地运送到目的地，显得非常重要和突出。马克
思说: “产品总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产品的自然属性 因 运
输而引起变化，除了若干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一种
不可避免的祸害。”②因此，在组织商品运输过程中，要加强运
输质量管理，科学地合理组织商品运输，坚持“质量第一”的
方针，根据商品的特性来调备适用的运输工具，做好商品运输
过程中的防护安全措施，使商品按时保质保量地运达目的地。

    (四) 商品运输过程需要消耗大量 的人力、物 力和财
力。

    商品运输过程中，商品总量并不因运输而增加，但却占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第“页。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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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消耗了大R 的能源和物资材料等。
据统计，我国运输业职工数占全国职工总数的7% , 铁路、水
路、公路、航空和管道等五种运输方式的固定资产约占全5
国营企业总资产的 18% 。这还不包括数以千 计的汽车 制 造
厂、机车车辆厂、船厂和修理企业以 及占 87% 的非交通 部
门的运输人数和资产。乙运输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加 到
产品价值上的比重，一般 约占20- -58%。商业部门的储
设运施，占整个商业 设 施 的 19. 400。在商品流通中，仅运
输费用就占商品流通费用的四分之一左右0 马克思指 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
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二运 输 的距 离成 正
比。”①因此，在商品运输工作中，要力求 提高运输 工 作效
率，减少运输环节，尽可能缩短运输距离，避免一切不合理
运输。同时，要加强费用管理，注重经济效益，降低商品流

，通费用。
    (五) 商品运输在空间上，具有较大的分散性、不 平衡

一性和复杂性。
    商品运输具有点多、面广、运距长、业务复杂、环节多

等特点。商业运输在商品流通中处于中间环节，不仅要与国
一营、集体、个体商业的购销业务紧密联系，而且也 要与 铁
路 、交通运输部门紧密配合; 不仅要按照铁路、交通运输部
f] 的规章、管理办法进行组织管理，而且也要结合商业运输
的特点制订出适合商品运输的一套规章、管理办法，来协调
一商业运输各环节与铁路、交通运输部门之间的衔接。商品运
输 不仅要受到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运输路线、运输工具、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第169页.



运输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限制，而且也要受到工业生产
和市场销售变化的影响。作为铁路、交通运输部门运力的继
续和延伸，商业部门自备了一部分铁路专用线、站台库、码
头、仓库、车、船和各种装卸起重设备等; 既有集中办运输
的商业综合储运部门，又有分散办运输的专业部门。这就使
得商业办理运输的单位，既是承运部门，又是托运部门。它
既要了解和掌握铁路、交通运输部门各个时期运力的变化情
况，又要了解和掌握业务购销和市场变化情况，做好自身的
计划、组织、调度、运送等管理工作，其业务过程较之其它
部门更为复杂和广泛。这就决定了商品运输在空间上具有较
大的分散性、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因此，必须加强与铁路、
交通运输部门和购销业务部门以及商业储运部门之间的紧密
联系，经常沟通信息，对商业运输的全过程进行科学管理，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使商品运输合理化。

    三、商业运输的地位与作用
    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商品运输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

个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商品运输是联
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纽带，是沟通城乡、促进
生产、搞活流通、繁荣经济的重要环节。也就是说，商品运
输是连接商品收购、储存与销售的纽带和桥梁。它一头联结商
品从生产领域进人流通领域的收购环节，另一头联结商品从
流通领域转人消费领域的销售环节。同时，在流通范围内，
又把商品的购销和调存紧紧地联结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商
业组织商品流通的基本职能。如果没有商品运输，就不可能完
成商品流通的全过程，也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商业的基本
一职能。随着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商
业运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商业运输在商品流通中的重要地



位，决定了它在实现社会主义商业的基本职能及其在国民经
挤中的作用。

    商业运输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
以下几点:

    (一) 通过组织商品运输，把商品从生产地运达消费地，
对于实现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促进社会再生产的发展起
着重要作用。商品运输是组织商品经营活动和实现购销任务
的必要条件。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
费四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环节组成的对
立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内，商品总是从生产开始，经过分
配、交换，最后进入消费。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经过运输把
商品从生产地运到消费地才能实现。商业运输的作用，就是
要做好商品运输的组织工作，把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以
及产、供、销之间联系起来，及时发运商品，加 速 商 品流
转，以实现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促进城乡商 品 经 济的
发展。

    (二) 通过商品运输，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商业新时 期 的
总任务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指导下，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社会主义商业作为联结工
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特别是
商品流通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多条流通渠道、
少环节的体制，. 要通过组织商品运输，及时地把商品从生
产地运送到消费地，发挥国营商业在市场的主导作用。做好
商品运输工作，对于繁荣市场，稳定物价，满足生产和人民
生活的需要具有重要作用。

    (三) 通过商品运输，对改善企业经营管理，降低流辽



费用，提高经济效益起着重要作用。商业物资运输每年有/L
亿吨，需要使用大量的运输工具，支付运杂费几十亿元，约
占商品流通费用的2500; 在途商品占用资金通常达 几 十 亿
元。因此，做好商业运输工作，加速商品调运，减少商品待
运时间和在途时间，对促进购销业务的发展，减 少 资 金 占
压，降低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益等 有 着 十分 重 要 的 作
用。

    ( 四) 通过商品运输，对于加强地区之间、国民经 济 各
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搞活流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有
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各个地区的生产
和消费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商业网点遍布全国各个角落，
要依靠商品运输来联结。做好商品运输组织工作，把大量的
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及时运到消费地，就能促进各地区、各
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搞好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国民经济的
发 展.

第二节  有业运输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原则

    一、商业k 输工作的基本任务
    商业运输是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

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的实际承担者。商业运输工
作的基本任务必须服务于商业工作的基本任务，并为其创造
存利条件。

    社会主义新时期商业工作的基本任务是: 促 进 商 品 生
产，发展商品流通，繁荣城乡经济，为人民日益增一民的物质
文化需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围绕着商业工作的基
本任务，商业运输工作的基本任务是: 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



提下，加速商品运输，提高运输质量，千方百计为购销业务服
务。这个基本任务是根据商业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商业运输工
作 的地位与作用所决定的。就其具体内容来说 ，主要是，

    ( 一) 提高经济效益。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统 一，效
益与速度的统一，是搞好运输工作的核心和目的。提高运输
的经济效益，就是在组织商品运输时，要从全局出发，兼顾
各方的利益，不仅要计算运费的多少，还要将待运期和在途
时间的长短、装卸搬运次数的多少、运输损耗的大小、包装
整理费用的高低等方面的数据，加以综合计算，并以综合效
益的大小来确定最佳运输方案。只有这样，才能使提高经济
效益收到实效。

    ( 二) 加速商品运输。加速商品运输是指在商品发 运 中
要突出一个“快”字。这是购销业务经营活动取得经济效益的
关键。加速商品运输，就是按照商品流通的客观要求，·从市
场出发，协作各方，既要加强与铁路、交通运输 部 门 的紧
密联系，又要加强与购销业务部门的紧密配合，还要加强与
其他储运部门之间的协作，把流通过程的各个环节联结成一
个有机的统一体，狠抓商品快发快运，快装快卸，采取多种运
输方式，多条运输路线，多种运输工具，多点发运和各种经
济合理的运输形式，减少中间环节，疏通运输渠道，缩短商
品待运和在途时间，以适应购销业务发展的需要。

    (三) 提高运输质量。提高运输质量，是指在运输过 程
中要保证商品完好无损。这是提高运输质量的出 发点 和归
宿。提高运输质量，要求把商品从生产地优质、安全、准确
地运达目的地。要提高运输质量，必须把好商品发、收、转
的质量关，选择好适合商品性质的车、船，做到合理组配，
推确无误地把商品运到目的地。



    ( 四) 千方百计为购销业务服务。这是指从事商品 运辘
业的单位要把着限点放在为购销业务服务上。服务质量的好
差，这是关系到商业运输部门的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千方
百计为购销业务服务，必须明确服务方向，牢固地树立为购
销业务服务的思想，把商品运输与购销业务紧密结合起来，
想业务部门之所想，急业务部门之所急，方便购销，服务购
销，促进购销，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商品运输任务。

    二、商品运输工作的原则
    为了多快好省地完成商品运输任务，适应商品流通体$It

改革和贸易中心，批发市场的需要，商业运输工作必须遵循
“及时、准确、安全、经济”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基本 精神
是，组织商 品 运输 应 力求 以 最 快 的 时 间、最短 的 里.
程、最少的环节、最小的损耗、最省的费用，把商品从生产
地按时保质保量地运送到消费地。

    所谓及时，是指按照商品产、供、运、销的流通规律，
根据市场的需要，做好商品及时发运和车、船、货的衔接，
尽量缩短商品待运和在途时间，加速商品和资金周转，满足
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所谓谁确，是指商品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切实防止各种
差错事故的发生，做到不错、不乱、不差，手续交接清楚，
责任明确，准确无误地完成商品运输任务。

    所谓安全，是指商品在从起运点到目的地的运输过程中，
不发生霉烂、残损、丢失、污染、渗漏、爆炸和 燃 烧 等 事
故，保证人身、商品、设备的安全。

    所谓经济，是指在商品运输过程中，要以综合效益来选
择运输方式、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充分利用一 切 运 输 设
备，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流通费用，努力提高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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