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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irection of Chinaʾ s
Third-Party Logistics

Ouyang Qiang guo　Cheng X iaobing　Wang Daop i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party logistics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 It is not e-
nough just to depend on logistics enterprisesʾ ow n efforts；it also requires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to promote and regulate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thus create a favora-
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party logistics∙ The emergence of
fourth-party logistics has indicated the direction for our countryʾ s modern logistics∙Fourth-
party logistics is not only able to manage a specific logistics services�but also provides a
complete solution for the entire logistics process and integrates this whole process through
technical means∙ Like third-party logistics�fourth-party logistics�as a st rategic business
partner�can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rea-l time sharing of data concerning customerʾ s
manufacturing�marketing�dist ribution�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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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产品质量法中产品范围的界定
郝培培　刘献涛

兰州商学院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郝培培、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刘献涛认为：产品是产品质量法体
系中的基本概念�产品的定义及范围直接影响着产品质量法的适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 《产品质量法》出现产
品范围过于狭窄的不足。

产品范围的科学界定是一国制定 《产品质量法》、 《产品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产品范
围的科学界定�则无法想象一国的上述相关法律规范是否会科学完备。产品范围的科学界定有助于对消费者权益的
保护�使其更容易获得法律的救济�追究问题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责任。

我国 《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
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
法规定。” 第73条规定：“军工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因核设施、核产品造
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条文释义第2条中规定�本法调整的产品范围包括：“以销售为目的�通过工业加工、手工制作等生产方式
所获得的具有特定使用性能的物品。未经加工的天然形成的产品�如原矿、原煤、石油、天然气等；以及初级农产
品�如农、林、牧、渔等产品�不适用本法规定。‘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是指建筑物、工程等不动产不适用本
法规定。不动产中的动产适用本法。” 根据我国 《产品质量法》规定�不动产、初级农产品、电、气、热等无形产
品、书籍等智力产品、军工产品以及服务�都被排除于产品范围之外�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些产品应该纳入
我国 《产品质量法》的产品范围之内�以更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针对我国 《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范围存在的问题�建议修改 《产品质量法》时�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对产品范围给予宽泛地界定�将下列产品纳入产品范围内：1∙血液及血液制品。2∙煤气、天然气、热等无形产品。3∙
特定的智力产品 （主要是指书籍等出版物、计算机软件、建筑设计图、成文信息材料等）。4∙初级农产品。5∙电。6∙
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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