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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如何应对外资进入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4-7-4 14:12:24 

    按照入世的承诺，我国最迟要在2004年12月11日前取消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利税、股权、数量限制，取消对特许经营、定点销售等的

限制。因此，外商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的商业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对此有关专家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商业经济方面的专家万典武认为：对外开放必须有“度”，这个“度”主要是开放的成本和效益的比较。我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设计

“准入”条件和管理办法，不能让外企完全自由地出入。关于度的开放原则应是采取梯度推进的办法；开放行业应是分阶段的进行。另

外，开放 规模应是逐步放大的。万典武还认为：没有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一说经济全球化就没有国界了，这不行。要有民族气节，民

族商业要提倡“四名”，即：卖名牌商品、开名店、建名街、建名城。要建立起民族的自豪和信誉，把民族商业企业办好。他强调：要加

强商业网点布局的规划和立法。 

    人民大学马龙龙教授也认为当前开放的程度已经过度了。他说；零售业不应对外开放，这在国际上没有先例。但是现在没法撤回了。首

先，对外开放不等于经济全面开放。美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从未超过15%。而我国近十年最低到25%，现在已达到40%。这么高的依存度，

作为大国风险是很大的。到关键时候会受制于人。另外，经济的开放不等于市场开放。中国是大国，具有经济总量大、发展不平衡、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等特点。大国好的方面是有大量的吸纳生产的能力和大量的内部消化的能力，开放度比较低也不见得是坏事，所以开放要有

度。其次，流通开放不等于零售业开放。流通开放有广义和狭义的。广义的流通开放包括服务、物流运输等等。狭义的开放就是零售业开

放。我国零售业本身很幼稚、不成熟，一被冲击就有问题。零售业处于整个经济的终端，地位特殊，谁掌握了这个终端谁就能控制生产，

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开放零售业应很慎重。零售业的开放不等于零售业无限制地开放。国外有的开放也是有步骤的，有很多保

护民族企业的政策的、法律的行政的措施，决不是无限制的开放。还有就是：审批权归谁？如果归地方，政府就要给给地方一个额度或指

导。他建议在2004年10月保护期结束过后在条例中要表明逐步开放。另外，开放的一些具体细则要、办法要明确。什么店到什么程度，总

店有多少面积，可以开多少家分店，总店多少不上税，分店多少不上税，都要有规定。马龙龙建议：要建立听证会制度；加快立法；民族

企业不一定都联起来，不是片面做大就好，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付主任王耀博士分析认为；外资进入我国商业领域后会带来的问题有：1、入世时规定的保护期被突破了，我们

的零售业没有时间过渡，在竞争面前很难再发挥优势。超市越开越多，对我们的批发市场很不利。2、政府还没有很好地考虑布局问题，

外资已经在布点，而他们布了点，我们的店就很难再开进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便利店不远就是超市，超市不远就是大卖场，最后都办不

好。3、一些大的房地产商和外资企业捆绑起来进军商业是个新动向。另外，对外资商业进入我国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有人认为外资商业

进入我国会给我们带来资金。实际上，外资商业到我国开店费用很低，一方面在地租上享受远比国内企业优惠的待遇，另一方面向供应厂

商收取高额的进场费。所以并没有带来很多资金。还有人认为；外商的进入有利于我们解决就业问题。实际上，外资进来开店，会挤垮我

们的店，使很多人失业。有人说；外资是我们吸引来的。实际上，是外资企业分析全球的政治经济诸因素的一种必然选择。外资看到有钱

可赚，他必然要进来。他还认为；民族企业，应该享受与外企一样的政策和待遇。要尽快占领有利地形。要尽快建立听证制度。多听取群

众意见。 

    中国商业经济研究中心余厚康研究员说；我国要组建大型商业企业，应对外资企业的进入。这是提高我国商业企业经济效益的必由之

路。也是调整我国商业企业规模结构的战略举措。大中小结合，金字塔型的商业企业规模结构和比例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规律。组建大

型商业企业是贯彻我国对外开放政策重要内容。入世后，外国商业企业对我国商业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2004年末我国零售市场将全面

放开，外资对内资零售业的威胁更大。我国零售企业必须做大做强。我国是有条件组建大型商业企业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企业都

是经历了多次兼并才达到现在的规模。资产重组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通过大企业之间的并购一些企业成为超强企业。中国零售业必须

与外国竞争者变得一样强大才能坚守住阵地。他认为；中国的百货店和大众零售商现在都处于防守地位，为了应对外国零售巨头带来的威

胁，中国公司一方面走联合和道路，与国外竞争者抗衡；另一方面在丢失了东部城市市场后，又采取了防御性的战术，向内地农村转移，

以期求得补偿。他认为这不是长久之策。他建议：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挑选欧美等地的二流零售商作为伙伴，占领当地巨头尚未占领的市

场空隙；或者同欧美巨头合作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必须学会在海外取胜，然后才能在国内取胜。他说：同时，要解决观念、体制和整

合上的难点。1、首先要落实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权力是组建大企业的基础。2、要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作为资产管理所

有者代表，对国有资产重组是所有者权力范围的事。所有者为了整合国有资产从整体上盘活国有资产，提高企业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不仅有权而且有必要对资产进行重组，采取资产划拨方式组建大型企业是合理合法的。3、经营要素的优化、整合是组建大企业成败的关

键。进行资产重组组建大型企业，不止于做大，更重要的是做强。 

    侯善魁教授认为：我国对外开放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在开放零售市场问题上存在认识的若干误区。我国商业立法滞后，无法可依，给外

资商业可乘之机。对商业、尤其是零售业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造成经济安全隐患。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战略思路，只顾眼前利益，为了政

绩盲目引进外资商业，将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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