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外贸形势下对加强行会作用的建议 

文/孙敬宜 刘巧云 

  行业协会在我国历史悠久，作为行业内业者共同合作的组织，由于体制原因其作用长期未得到
足够的重视。我国加入WTO后，由于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国际贸易的具体事务，政府的很多工作转移
到行业协会，行业协会由此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近几年贸易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争端和贸
易摩擦频频出现，各行业协会审时度势，团结合作，有很多上佳表现，得到业界称赞。但同时我们
还应该看到我国行业协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功能还远未发挥出来，在当前如何更好地发挥其
作用以促进经贸的发展，本人认为应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着眼长远，充当行业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巩固老市场并不断开拓新市场是每个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
路。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行业协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先行者和开拓者的责任。众所周知，开拓国
际市场是项长期的、风险极高的工作，特别是在与当地政府和用户协调中，许多工作单一企业难以
开展，而行业协会则更易被当地政府部门和协会所接受，这是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国外的行业协
会在这方面一直走在企业的前面，为企业铺路搭桥，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如上
述提到的美国大豆协会，其基本任务之一是向全世界推广其大豆产品。早在1982年，该协会就在中
国设立了办事处。20多年来他们通过举办研讨会，帮助农民种植大豆等各种方式开展工作，为美国
转基因大豆涌入中国市场不遗余力。又如，马来西亚棕榈油贸易促进会同样是在企业之前进入中
国。该协会适时地组织马来西亚的油脂公司与中国用户见面座谈，组织中国用户到马来西亚参观考
察，从棕榈园种植到棕榈油榨制，使中国用户了解了其产品的优良性能。通过该协会的一系列努
力，马来西亚的棕榈油最终以每年近千万吨的规模进入中国市场。 
  我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还未进入，国外的行业协会已率先抢滩登陆我国，几乎一夜之间，
几十个国外行业协会申请在我国注册。我国的行业协会对此应有紧迫感，不妨也借鉴一下发达国家
行业协会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综合看来通常都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聘请专家学者及行业内专
业人员，考察国际市场风险和机遇，研讨国际市场发展趋势，针对潜在的目标市场进行详细的调查
和准备；派驻精干人员在目标市场做宣传推广工作，向当地用户介绍我们的产品；组织相关部门和
当地行业协会举办产品推荐会、座谈会等形式的活动，参加当地公益活动，树立中国产品良好公众
形象。当然，在我国也有企业单独开拓国际市场并取得成功的个例，但这样做的成本是很高的，通
过行业协会开拓国际市场从整体看应是最省力最有效的途径。 
  二．强化行会权威，加强行业自律。 
  入世后我国许多企业拥有了自营进出口权，为我国对外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也出现了部
分行业恶性压价、无序竞争的现象，造成行业秩序的极度混乱。这不仅使行业平均利润水平大幅降
低，还极易引发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我国轻工产品的出口就为此吃尽了苦头，但时至今日这种无
序竞争的局面在某些行业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以对美出口玻璃为例，国内大小玻璃厂都对美出
口，有的工厂规模很小，产品质量很差，可以说是“垃圾玻璃”，但价格很低，这就严重扰乱了正
常的出口秩序。美国则不认为是“垃圾玻璃”，而认为中国玻璃在美国低价倾销，遂采取了对中国
玻璃的反倾销调查，严重损害了整个玻璃行业的利益。可见，没有行之有效的行业自律，就没有行
业的健康发展，这已经成为业界广泛的共识。当前形势下，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建设仍然是行业
协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行业经营秩序正常，才能保证行业长远健康地发展。 
  首先行业协会应统一各种行业技术标准，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完善公正的行规公约。力
求公平公正，这是行业协会要得到行业大多数会员认同和接受的基本前提。 
  其次，行业协会应注重自身凝聚力和权威的培养，提高全行业会员的素质。行业协会的领导大
多为同行业中素有威望的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在处理协会的日常事务时应出于公心，让中小企业确
实得到加入协会的好处，提高协会的公正性和影响力。只有企业得到了实惠，才会推崇协会，对协
会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否则行业自律只能是句空话。同样正因为行业协会能真正代表大多数会员的
利益，行业自律工作也就更容易开展。因为不受行业自律约束的企业将难以生存。 我国行业协会
也可借鉴国外一些有效做法，为政府承担一部分具体工作，争取得到政府某些授权，强化协会在行
业中的权威。行业协会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权威，行业自律才能奏效。 
  三. 主动维护行业经济安全和合法利益，引领行业的良性发展。 
  行业协会地位特殊，具有信息集中，专业性强的特点，在对外经贸活动中集协会集体的力量，
维护行业利益，成为企业利益的维护者和企业利益的代言人，并引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据《中国经济周刊》的统计，我国自1995年加入WTO至今，已经连续十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

 



的国家，每年约有400亿至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影响。我国产品频频遭遇反倾销调查，给企业
造成了很大损失，但企业单独应诉却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根据WTO公平竞争原则，政府不能
替代企业应诉，惯例是“官对官，民对民”。当事情发生在“民对民”层面时，“官代民”是不被
接受的。而由于我国在这一方面的薄弱和缺失，往往使我方处于不利和被动的境地。按WTO《反倾
销协定》规定，行业协会作为企业间合作组织也被该协定列为“利害关系方”，即行业协会可以作
为反倾销调查和应诉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由此可见，行业协会是行业进行反倾销应诉的合法代
表。而行业协会的领导者大都是行业内大型企业的领导，全面了解行业的整体情况，素有很高的威
望，因此行业协会在反倾销工作中担负起行业代言人的责任也是责无旁贷的。在此方面，国内已有
多家行业协会成功应诉的例子，如温州的纺织、鞋革、烟具、眼镜等行业协会在应对反倾销调查时
均发挥了很好的维权作用。但正如清华大学王名教授所说，我国行业协会的维权作用还不够主动，
只是在人家起诉了才站起来应诉，更甚者05年我们的泡菜被起诉了我们才想起建立我们的泡菜协
会。 
  鉴于此,我国行业协会应有超前意识、有危机感，争取主动地发挥作用，以保证业内经济安
全。一可通过游说和影响进口国用户和消费者组织，减少和防止贸易争端。行业协会可游说国外行
业组织，使其为利益而影响进口国与我方的谈判，防止贸易争端和摩擦恶化，为我国企业争取较好
的贸易条件。二加强协调组织，构建相应的预警机制，应对不正当竞争。行业协会可利用其收集的
反倾销信息，动态地监控市场、价格和流量情况，对反倾销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一旦市场异常，应
马上反馈相关信息，提醒业内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避免造成反倾销诉讼，将保护行业利益和保护
出口市场的工作前置化。 
  总之，我国行业协会在对外贸易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急待改善。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已列居
世界第三贸易大国，随着贸易总量的增长，行业协会的作用必将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展开。可以说，
历史为中国的行业协会撑起了一个新的舞台，行业协会应加快自身改革，适应新的经贸形势，将我
国的对外贸易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作者单位：烟台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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