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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自相竞争的分析 瞿辜馨
发匀于 年的外贸体制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

改革经过艰巨的努力
,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

但随

着外贸放开经营和众多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

由此而

引发的外贸企业之间的 自相竞争或曰
“

大战
’

的问

题
,

使得
“

放开经营 和
“

联合统一对外
”

两项原

则之间的摩擦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

许多人都

认识到
,

这两项原则在实践中并不是容易统一起来

的
,

对此问题的看法和对策也不一致 本文试图对此

问题进行分析
,

为寻求解决办法作出一些探索
。

沂 一
、

宽争带来的橄荣与困枕
户

实行改革
、

开放以前的中国外贸体制的主要特

点是实行外贸统制
,

高度集中
,

统一管理
,

统一经

营
,

全部进出口业务长期由外贸部所属的国营专业

进出口公司集中控制
。

适应于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

这种体制
,

利于保证统一政策
、

统一计划
、

统一对

外
,

粉碎国际反华势力的
‘

封锁
” 、 “

禁运
, ,

顶

住外来的经济压力
,

配合外交斗争
。

但这种产品经

济下外贸体制因其统得过死
、

产销 脱 节
、

统包 盈

亏 贵权利不统一而使外贸企业在一个半封闭的经

济环境中失去了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

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要求发展社会主

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在实行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

经济的方针指导下
,

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迈出的第一

步就是要在集中计划体制中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
。

而市场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企业之间能够形成足够的

竟争关系
。

建立竞争机制就要求打破垄断
、

放开经

营
, 以便有足够数量的独立经济实体来构成竞争关

系
。

适应这种必然的逻辑关系的自 年以来的外

贸体制改革
,

在搞活外贸
,

服务四化的总目标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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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

基本上是围绕着简政放权
、

政企分开
、

新辟口岸和

进出口渠道
、

打破外贸经营中的
‘

大 锅 饭
’

进行

的
。

竞争机制的引入
,

突破了外贸独家经营
、

一

统得

过死的局面
,

外贸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及对于

人才
、

信贷
、

投资
、

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竞争带

来了人所共知的外贸繁荣 各地方
、

各部海关心和

参与对外贸易的热情和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 , 企业

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加强
,

加快了信息传递
、

产品更

新和结构调整 , 扩大了出口商品货源
,

出口渠道增

多
,

经营环节减少 , 企业在竞争中改进了经营思想

和作风
,

提高了工作效串和管理水平
。

然而
,

来自

竞争的繁荣的另一面是竞争机制
,

特别是不正当竞

争行为给我们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困扰
。

其中
,

外贸

行业面临的一个明显困扰是 ‘ 自相竟争
”

问题
,

通

常被描述为
“

对内竟 相 拾价收购
,

对外竟相削价
抛售

,

肥水流入外人田 ’ 。

仿佛一夜之间膨胀出笼

的众多外贸经营实体在强烈的出口创汇意识的软便

下
,

在国内 收购市场 和国际 销售市场 两个

市场上演出了一幕幕
‘

大战
’ ,

招至上下内外一片

怨声
,

成为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共同关注的一个
“

热点
”

和制约外贸发展的一个
‘

瓶颈
。

细加分

析
,

近几年外贸企业的
‘

自相竟争 有如下特点

广泛性
。

一是表现为涉及的商 品 种 类

众多
,

几平囊括我国每一类出口商品
,

诸如纺织
、

粮油
、

五金
、

化工
、

机电
、

医药
、

土畜产
,

劳务
、

工艺品等 , 二是参与竞争的部门和行业众多
,

除了

原外贸系统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及所属分
、

支公司

以外
,

各省 市
、

自治区 地方外贸公司
,

, 些部

委的外贸公司
,

计划单列市
、

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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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外贸公司以及陆续兴办的工贸
、

技贸结合的

外贸公司均参与竞争的行列万 这其巾
,

外览企业与

外贸企业
、

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
、

外贸企业与国外

用户的竞争又互相交织
,

即使同地区
、

同系统
、

同

行业的外贸企业之间
,

也各自为政
,

互相竞争
。

这

表明外贸企业自相竞争不是局部的现象
,

而是一个

具有普通性和广泛性的问题
。

手段 多样性
。

基本可分为价格竞争 和

非价格竞争
。

外贸企业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
,

一方

面要以价格手段取得竞争优势
,

即在国内市场上抬

价争夺出口货源 , 在出口时低价竞销以便和本国企

业争夺海外销售市场
、

另一方面
,

在产品质量
、

花

色品种
、

外观装磺
、

技术服务方面争取用户
,

扩大

销路
。

也有不少新成立的外贸企业在缺乏销售渠道

的情况下
,

不愿意或不懂得利用我驻外商务机构和

专业公司在国外的贸易机构
,

而是通过各种关系找

同乡
、

同学
、

亲戚
、

朋友
、

海外侨胞
、

留学生等兜

俗生意
。

其主要的竞争手段是价格竞争
,

不少外贸

企业主要不是靠发展生产
、

提高产品质量
、

开发新

品种来扩大出口
,

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流通领域
,

看到什么产品好销就一哄而上
,

走抢购货源
、

争相

出口的捷径
。

如冻兔肉是我对法国出 口 的传 统 商

品
,

过去由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统一成交
,

八家

在西欧注册的工厂供货
、

卖给西欧几家大的专业进

口商
,

不仅省价高
,

而且垄断了西欧市场
,

占法国

年进口量的舫务以上
,

最高的一年达到 万多吨
,

占 肠以上
。

但从 台 年外贸经营权下放到地方公

司后
,

直接对外成交冻兔肉的公司多达数十家
,

象

广州
、

深圳等不产兔肉的地方公司也到产地竞相争

购
,

低价竞销
。

法国经营我冻兔肉的客户也由四家

一下增加到十多家
。

使得大
、

中级冻兔肉价格下跌

肠左右
,

对法出口 由加年代上半期的每年一万

多吨
,

减少到六千多吨
,

在法国的进口比重下降到

帕左右
。

①即使在广交会上
,

低价竞销也屡有出

现
。

某商品由某公司开价后
,

其他公司以各种理由

采取佣金
、
折扣等手法 ,

争先抢客户成交
,

使开价

者陷于被动 有些公司为达成交易
,

佣金之外再加

高额回扣
,

这种大廉价竟销
,

严重打乱了市场
。

盲 目性
。

许多企业在国际
一

市 场 中
,

只

求把货物卖出去 , 事先不进行任何市场调查
、

可行

性分析
, 不了解有关的出口政策

、

市场容最
,

主观

行本 看目竞角
,

如新强特产哈密瓜
,

自 年试

销香港以来
,

每年销量维持三千余吨
,

经营良好
,

、

价格称定 , 每年收汇 , 百多万美元
,

拍 ‘年秋后
,

夏
尸 一 艺 左

。 二

有的外贺单位见有利可图 ,

不履钧家供港鲜活商品

配额管理
,

不了解市场容量
,

通过深圳特区一下子

运去几百吨
, 以低于外贸出口正常价格 一 务的

价格抛售
,

迫使代理商行不得不降低售价
。

②盲目

性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企业在自相竞争 中
,

不 了 解

国际市场行情
,

对各级市场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不清

楚
,

产品更新常常落后于市场的变化
,

时过境迁弘

成了昨日黄花
。

如有的企业煞费苦心地把一些高档

的大红大紫的丝绸运到美国
,

殊不知美国却在流行

一种黑色的水洗沙磨丝绸
。

有的公司把精心生产的

浮雕工艺花瓶运销美国市场后发现十分粗糙的仿古

陶瓷反能卖得更高价钱
。

此外
,

出口商品不适应国

际上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者对商品包装
、

品质
、

价

格的要求
,

也使企业竞销受到挫折
。

如我销往美国

的草帽
,

原料优良
,

但装饰粗糙
,

销瞥呆滞
。

美国

客商以每顶 美分的价格买进后
,

经过加压定型
,

再

加上一条花布帽带
,

在零瞥市场上竟卖出 美元
,

价格高出 倍
。

我国有家羊毛衫厂
,

产品曾获省优

称号
,

但在外贸出口定样会上却无人问津
,

原因是

外商看到价廉
,

认为便宜无好货
,

对商品质量不放

合
。

香港商人把产品买去后
,

把价格提到与国际市

场同类产品同等的价格水平
,

反而销售旺盛
。

特续性
。

外贸放开经营以 来
,

我 国 企

业对外发生的自相竞争
,

在宏观总 体 上
,

时 起 时

伏
,

在管理上抓得紧一些
,

这种现象就收敛一些
,

管得松一些
,

又严重起来 单个产品企业之间的自相

竞争也是如此
。

如我对伊朗传统出口商品 —锁
,

放开经营后
,

许多厂家竞相生产
,

竞相在伊朗市场

抛售
,

使价格越降越低
。

市场行情低落之后
,

大家

又鸣金收兵
,

一段时间后行情上涨
,

又纷纷一哄而

上
,

使我国走俏伊朗市场的这种产品始终卖不出好

价
。

在劳务出口方面也是如此
,

我国纺织
、

建筑行

业的劳务出口近几年由于众多外贸企业 的 自相竞

争
,

曾时涨时落
、

时严时宽
、

此消彼长
。

总的 来

说
,

这种自相竞争断断续续
、

反反复复未曾消失
,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

至今依然存在
。

损失产重性
。

我国企业对外自相竞 争

的上述特点
,

决定了这种竞争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

使得我国在经济上
、

政治上均遭受严重的损失
,

而

被广泛地庭斥为
‘

恶性竞争
’ 。

、

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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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汇成 本上升
、

出 口 效益下降

出口商品在多头交叉经营和内部
“

恶性
”

竞争

机制的作用下
,

对同一类产品甚至是同一企业的同

一种产品
,

经常是多渠道
、

多口岸压价竞销
,

即使

是国际市场紧俏商品
,

也对外造成存货积压过多
,

急于推销的假象
,

国外进口商则利用我多头对外
,

急于求售的心理
,

狠刹价格
,

造成我不少商品售价

越卖越低
,

尽管某些商品从数量上看出 口 大 幅 增

加
,

但单位商品出口创汇率锐减
,

出口创汇的整体

效益下降
。

如我国对法国出口的麻底鞋
,

据法国海

关统计
,

年我向法出口 万双
,

每双出口

价
‘

法郎
,

当年出口收汇 万法郎
。

到

年
,

出口数量增加到 万双
,

增加 肠 ,

单

价却下跌了 肠 ,

为每双 法郎
,

出口收汇减

少了 肠
,

为 万法郎
,

据法国制鞋协会透

露
,

仅为法国同类产品出厂价的
,

是国际市场原

料成本价的 务
。

③另外
,

一些地方和企业利用经

济特区两种汇率的特殊政策
,

低价出口后
, 以高汇

率兑换人民币
,

在国外赔了钱
,

通过两种汇率从特

区捞回来
,

即所谓
“

堤外损失堤内补
” ,

在国内市

场大做文章
,

使国家蒙受很大损失
。

传统市场和悄售 桑道受到破坏

一些新成立的外贸公司
,

不注意
、

不了解我国

对外贸易的国别
、

客户
、

价格政策和商品销售原则

而盲目竞争
,

使我国多年经营建立起来的经销商
、

代理商受到冲击
,

货源无保证
,

价格大幅涨落
、

经

营亏损
,

使他们丧失了经营信心
。

经常可以看到这

样的情况 某家企业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

打开销

路有了一定声誉后
,

国内不同企业
、

不同牌号的同

类产品便蜂拥而至
,

乱拉客户
,

压价销售
,

使得售

价越卖越低
,

无法继续经营
,

市场被葬送
。

如法国

友和公司从 年开始是我金星牌玫瑰露酒
、

龙口

粉丝等 个商品在法国市场的独家代理经销商
。

多

年来
,

该公司为扩大我食品在法国市场的销售做了

大 工作
,

使中国的金星牌玫瑰露酒
、

龙口粉丝等

种商品先后在法国获得国际食品展览会金奖
。

但

是
,

香港商人从国内低价购进这些商品再向西欧市

场倾销
,

使得该公司不得不以微利或亏本销售
,

严

重挫伤了我传统客户经营中国商品的信心
。

在 一

一 。年代一直经营我出口商品的永 兴 洋 行
、

帮 比

拉
、

塞戈巴和英佩斯贸易公司等老客户巳大大减少

了经营中国货的品种和数里
,

另一些公 司如松 鹤

公司等已完全停止经营中国商品
,

现

仍经营中国粮油食品的老客户只有 年代的 ④
经 营作风 恶劣

,

严重损 害我国声番

在我国的医药保健品出口 中
,

不 少 假 药
、

劣

药
、

伪冒名牌药品
、

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药品
、

甚至

掺入杂物
、

毒物的药品通过各种渠道流 入 国 际 市

场
,

严重影响我国声誉
。

对此问题
,

海外经销商反

映强烈
。

香港药商抱怨近年来因中国中药材出口管

理有漏洞
,

除国家规定的中药出口单位 经 营 出 口

外
,

一些单位以为中药材出口有利可图
,

一窝蜂地

大做中药出口生意
,

而且
‘

水货
”

多
,

致使香港一

些中药价格暴跌
。

招致贫易壁全
、

蒙受政治损失

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压价抛售
,

往往授人以柄
,

经常被某些国家指责为低价倾销
,

给一些发达国家

对我实行反倾销提供了口实
。

前述对法 麻 底 鞋 出

口 ,

因我出口价仅为国际市场原料成本价的 肠
,

法国
、

西班牙的制鞋厂家联合向欧共体当局起诉
,

要求对中国出口的麻底鞋进行反倾销调查
。

我国

年代以来已有 多种商品被欧共体实行反倾销
。

如

年欧共体对我出口草酸征收 务的反倾销税
,

使我草酸对欧洲出口价格比正常价格高出 美元
,

市场完全丧失
。

年
,

美国对我出口的的确良布

征收 帕的反倾销税
,

也使我无法再向美出口这种

产品
。

更有甚者
,

自相竞争使少数企业无视国家利

益
,

自行其事
,

公开对外泄露我国机密 的 经 济 情

报
。

年
,

某单位两名代表在欧共体啤酒花协会

召开的会议上发布了我国新疆年产啤酒 花 一 万 余

吨
,

可供出 口九千吨和与苏联签订了每年出口三千

吨的长期协议的消息 实际上并未与苏联签订长期

协议
。

在西欧啤酒花市场引起强烈反响
,

严重地

影响了我国的啤酒花出口的部署
。

⑥

二
、

竟争秩序混乱的根派及对策思考

作为对垄断经营
,

集中控制旧体制的 一种否定

的放开经营
,

鼓励竞争机制
,

其初衷是在于通过市

场这只
‘

看不见的手
,

来促使企业加弧经济核算
,

改善经营管理
,

提高经济效益
,

实现优胜劣汰
,

推

动外贸事业的发展
。

然而
,

几年的实践下来
,

却引

出了前述的人们未曾料及更非愿望的种种恶果
。

一

时间
,

外贸企业的竞争成了人神共愤的 怪物
’ ,

许多人呼唤要刻不容缓 地 管 住 这 只
“

潘 朵 拉 盒

子
” 。

然而
,

现实的困难和选择远不如此简单
,

过去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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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一管就死
,

一放即乱
”

的循环人们记忆犹新 ,

既然我们巳下定决心要转向有计划的市 场 经 济 模

式
,

必然的逻辑选择要求我们只能在对放开经营
、

允许竞争的环节进行协调 , 使他们能够
“

联合统一

对外
”

方面寻求最佳出路
。

但是 , 放开经营和联合

统一对外两项原则的统一是个十分困难的课题
。

要
一

找到正确的出路
,

需要冷静分析究竟在哪些环节上

使竞争秩序出现混乱 , 究竟是在改革过渡时期由于

竞争环境不完善造成的
,

还是竞争机制 本 身 的 原

因
。

笔者认为主要是前者
。

首先
,

竞争条件的不平等
。

要放开经 营
,

允许竞争
,

就必须有平等的竞争条件厂倘若企业在

市场经济环境中竞争条件是平等的
,

那么
,

外贸公

司在竞相收购或出口时
,

价格竞争到了某一水平就

无法再继续下去
,

取胜的差别就取决于服务质量等

非价格因素
。

这个价格水平在理论上就 是 均 衡价

格七 但是
,

目前的实际是我们在许多政策上采取不

平等对待的办法
,

在外汇留成
、

换汇成本包干标准

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地区差异 , 在协定贸易的出口任

务量
、

配额分配量
、

计划及超计划商品分配量等方

面也存在不平等因素 , 在地方政府大包 千 的 体制

下
,

一

地方政府割据市场或
‘

吃小灶
”

的作法
,

也使

竟争条件趋于不平等 , 外贸企业还可以通过各种合

理或不合理的理由争取到国家的财政补贴
。

这些不

平等因素使各个企业的竞争静力不同
,

对那些众人

竟争的产品
,

收购价格、直会抬到竞争能力最强
、

享受优惠条件最多的企业所能承受的水平
。

其次
,

竟争中抉乏财 务约束
。

企业 是 否

自负盈亏
,

是否吃
‘

大锅饭
” ,

直接决定了竞争中

有没有财务约束及约束硬度
。

财务约束硬度相近似

的企业在一起开展竞争将会是比较合理的
,

否则就

会出现无原则的竞争
。

目前外贸企业还未成为具有

自主经营权力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厂对各级政府

的依赖关系还没有斩断
,

盈利上交
,

亏损由国家补

贴
,

企业只负盈不负亏
。

由这些不实行自负盈亏的

企业来竞争
,

自然会出现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
。

一

再次
,

企业经管 目标 的矛质化
。

外 贸领

域中
,

很多外贸企业都负担了某种政府性的义务
,

而使其经营目标矛盾化。 最突出的表现是根据国家

指令性计划而下达给企业的出日创汇任务
。

计划任

务使企业的经营目标复杂化
,

企业究竟是追求计划

任务的完成还是追求利润成了企业经常面擂的一个

相互矛盾的选择
,

当不同的目标分别充当主要矛盾

时
,

企业的竞争力是不同的
。

在外贸体制政 企 不

分
,

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的情况下
,

出口换汇

指标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指标
,

造成了企业往在不是

从经济效益出发
,

而是从追求出口换汇数量出发来

组织出口 ,

这使得外贸企业主要地不是以较低的收

购价和较高的外销价来提高经济效益
,

增加出口 ,

扩大创汇
,

而总是试图以抬价抢购和压价外销来完

成出口创汇计划
。

此外
,

大型国营外贸企业常有义

务对生产企业的利润进行抽肥补瘦
,

有义务完成某

种政治援助性的出口 ,

甚至有义务去平 抑 市 场 物

价
。

这种经营目标复杂化的企业自然无法与只追求

利润的企业展开竞争
。

在企业的经营月标中还有一

个奇怪的向题是
,

有些企业把安排出国机会挤进了

贸易的目的
,

而间接地出现在企业的出口行为和争

取外贸经营权的动机之中
。

总之
,

企业经营目标的

矛盾化
,

也给竞争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混乱
。

最后
,

政府宏观调控
、

指 导不 力
。

外
一

贸

放开经营不意味着对外贸管理指导权力的放弃
,

相
反更需要政府运用一系列的宏观管理和间接管理的

手段来加以协调
,

‘

以避免竞争秩序的混乱、
一

由于放

开经营中的不加甄别
,

许多经营范围无所不包
、

名

实不符
、

有权无责
、

管理混乱的企业挤进了外贸经

营的行列 ,

违法乱纪冲击市场 , 价格改革的滞后
,

过度的价格扭曲使得各个地方和企业产生了争抢初

级产品的竞争动机
,

使得经营不同商品的各类企业

处于不平等状态 , 汇率的不合理和不统一使得进行

不良竞争的企业能左右逢源 , 大宗初级产品的出口

未设置有效控制
,

而导致交叉经营过度竞争
。

这种

宏观控制的失调
,

使得新的外贸市场体系被无序化

自相竞争冲击而招致种种混乱的困扰
。

从上述对恶性竞争原因的分析看出
,

外贸中自

相竞争的种种恶劣表现并不来自竟争机制本身
,

而

是来自其他因素
。

从体制的角度来说
,

解决竞争秩

序混乱的着眼点应往重从竞争的环境着手
,

而不应

简单地说
‘

公司太多了
’

‘
、 ‘

竟争过度了
‘

,

更不

应简单地回复到过去的统斜贸易
。

要使竞争机制正

常发挥作用
,

必须俏除各种璋碍
,

为竞争创造正常

环境
,

逐步实行既有竞争又有协调的新机制了似实

现放开经营与联合统一对外两项原则的统一‘ 一

第一
,

使竟争条件趋向平等化‘ 平等竞
争的政策环境使得经营范围相同的企业之间具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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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衡量自身利益的准则
,

应通过对各种既得利益

的调整
,

打破市场割据
、

封锁
,

取消对落后者的财

政补贴及区域性差别政策等手段来消除差别待遇的

不平等政策
,

使各级
、

各类
、

各地的外贸企业拥有

基本相当的竞争条件
,

处于相同的起跑线上
,

从而

使企业主要依赖于自身的努力来参与竞争
。

第二
,

转 变机制
。

以自主经营
、

自负 盈 亏

机制取代补贴机制
。

通过政企完全分开
,

让外贸企

业真正以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的身份参与竞争
,

取

得计划
、

财务
、

营销等经济活动的 决 策 权
、

支 配

权
、

管理权
,

独立核算
,

自负盈亏
,

实行责权利的

统一
,

提高企业财务约束硬度
,

使企业由价格竞争

转向主要依靠效益竞争
,

靠提高产品质量
、

降低成

本
、

改进销售服务
、

提高经营水平来扩 大 出 口 创

汇
。

同时
,

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
,

完善工贸结合
、

户销挂钩的体制
,

使产品在国际市场适销对路
。

第三
,

使企业经 营 目标走向单一 化
、

规

范化
。

外贸发展与否
,

并不取决于外贸计 划 的大

小
,

它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
,

如果计划的制定违反

客观规律
,

怎么定都是没有意义的
,

甚至会造成虚

假现象
。

保证国家外汇收入应在提高出口收汇效益

和进口用汇效益上下功夫
,

而不能只在外汇分配领

域中兜圈子
。

应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

逐步

建立一种弹性计划体制
,

使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

中主要以追求利润为经营动机
。

因此
,

企业的经营

目标要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来规范
,

企业的经营

活动要按照国际市场竟争的要求来统一
。

适应国际

市场需要
,

适应用户需要
。

企业要根据不同国家
、

地区的市场特点
,

以及客户对产品的各项 具 体 要

乳 不断调整和改进产品的性能
、

品种
、

结构和各

项经济技术指标
,

以适销为原则
、

以市场为导向
。

顺应国际消费潮流
,

潜心研究不同地区
、

不同消费

者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消费心理动态变化信息
,

让

产品更新跟上国际市场的步伐
,

实现适销对路
,

畅

销热销
。

相应的
,

为了保证竞争机制的充分性和平

等性
,

对外贸企业就不应增加额外的责任义务
。

第四
,

充分发挥行业协调组 织 的作用
。

当前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

关税壁垒
、

限额配

额和进口许可证制度更加森严
,

这种情况下
,

同一

种商品由多口岸
、

多公司交叉经营
,

在国际市场上

同室操戈
,

在剧烈的竞争中就无法立足
。

如我对泰

国出口的柴油机
,

过去由广东一家公司经营
,

后来

另外二家公司参与竞销
,

由于交叉经营商品没有统

一价格
,

三家公司的柴油机在泰国市场上打乱仗
,

以致泰国政府停发进 口许可证
,

使我们丢掉了这一

传统市场
。

⑥国际经验显示
,

商会主持下的自愿互

利的竞争协调机制是一种稳定而有成效的贸易协调

机制
。

近几年
,

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各大类进出口商

品的商会和商品分会
,

要发挥商会在协调会员企业

联合统一对外
,

扩大出口方面的积极作用
。

商会负

责国际市场的商情调研
,

及时沟通商品信息
,

定期

进行协调工作
,

共同商定对外成交方案 和 价格 幅

度
,

或由协会统一对外签约成交
,

各有关公司分别

按分配额度执行 , 也可由各有关公司按照协会商定

的价格幅度
,

分别对外成交
。

协会成员之间
,

既要

互相帮助
,

又要互相监督
,

遵守统一对外的原则
。

商会对不服从协调的会员
,

有权提出批评
、

警告
,

直至建议外贸行政管理部门取消其进出口权
。

第五
,

实行必要 的宏观控制和管理
。

当

前我国的改革还处于过渡阶段
,

充分实现竞争机制

的环境条件还不可能一麟而就
,

需要国 家 利 用 政

策
、

法律
、

经济等间接调控手段来保证国家利益
。

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而言
,

要维持必要的竞

争秩序
,

有必要从经营能力和资格上审查一个企业

是否具有经营外贸的基本条件 , 对 大 宗 的
、

初 级

的
、

国际垄断性强的商品运用出口许可证制度及配

额管理实行统一经营
。

以往的经验表明
,

凡设置了

出口配额并有效管理的商品
,

未出现过度竞争的问

题 通过加强外贸立法
,

明确规定外贸 发 展 的 规

划
、

方向
、

速度
、

作价原则
、

国别
、

地区政策和各

户政策
、

外贸企业的职责
、

权力和义务
,

外贸活动

的基本原则
,

管理和监督方式 , 改革
、

运用合理的

外汇留存制
、

外贸收购制
、

直接进出口 制 和 代 理

制
,

及加速价格
、

财政
、

税收体制配套改革等经济

手段
,

弓】导和影响外员企业
,

使之恰当地支配资金

及劳务
,

沿着依赖提高经济效益
,

增加竞争能力
,

扩大出口创汇的方向良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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