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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综合商社有利于发展我国对外贸易

汪 晾

综 合商社最早起源于 世纪后半期的
日本

,

是一种 民 间外贸组织形式
。

经过一百
年来的发展

,

它不仅成 为 日 本对外出 口 的主
导 力 量

,

而且 为韩 国
、

土耳其等 国家创造 了

巨额贸易顺差
。

在近十年世界贸易萧条的情
况 下

,

综合商社仍保持 了 强劲 的增 长 势头
,

从而受到 了更多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重现
。

国际市场上有两种贸 易体制 官方贸 易

组织和 民 间贸易组织
。

资本主义世界一般以

民 间贸 易组织 为主体 中 国则 以政府组织贸
易 为主体

,

民 间贸 易组织极少
,

这与 国 际 贸
易组织形式不相协调

,

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
了 中 国对外贸 易的发展

。

因 此
,

很有必要学
习 外国组建综合商社的经验

,

把官方和 民 间

的贸易组织溶 合起来
,

把单项贸易组成多功
能

、

内 容丰富的综合贸 易
,

从而 比现有的 贸
易组织具有更多的优越性

。

本文除介绍国外
的综合商社外

,

专 门 探讨 中 国如何组建综合
商社

。

综合商社有两种模式 自然发展模式和
政府推进模式

。

日本综合商社经过一百多年 的发展
,

逐
步形成 了 自然发展的标准模式 即 以 贸 易 为

主 体
,

集贸 易
、

金融
、

信息
、

综 合化组织和 综
合化服务功能为一体的跨国公司

。

在
、

年代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

综合商社在 日本得到 了迅速发展
,

并成 为 日

本 “ 贸易立 国 ”的支柱
,

日本 大综合商社的

总 销 售 额 相 当 于 日 本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的
,

出 口 额 占 日 本 出 口 总额的 拍
,

进 口 总额占 日本进 口 总额的
。

与 日本综 合商社 的 自然演进过程不同
,

韩国商社是靠政府 年法令人 为推动 产
生的

。

实践证明
,

韩 国 移植综 合商社的政府
推进模式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

。

韩国 家综合

商 社 出 口 占 有 韩 国 出 口 总 额 的 百分 比 从

年 的 迅 速 上 升 到 年 的
,

实现 出 口 翻两番仅用 了 年时间
。

韩国综合商社是产生于一定经济背景之
下的

。

因 为 自 年代以来
,

韩国执行了 出 口

导 向 的经济发展战略
。

政府采取了 刺激出 口

政策 以支持高速经济增长
,

但出 口 扩张是建
立在金融

、

税收和汇率补贴和支持之上
。

这
使 得小规模 出 口 商剧增

,

出 口 成本上升
,

出
口 规模经济效益下降

,

形成海外出 口 市场的

过度竞争
,

使外贸发展势头下降
。

韩 国政府
组建 自己 的综合商社

,

通过组织的大型化在
国 际市场上获得了规模经济效益

,

组织的专
业化在国际竞争中扩大了 出 口

。

而且少数几
家大型综合商社成为政府控制成千上万的中

小出 口 商的传导点
。

中 国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 国家之一
。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

国

际贸易特别是 出 口 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 用 已

越来越强
。

出 口 增长快慢 已成为影响中国经
济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

而中 国要取得
出 口 持续增 长

,

就 必 须进 一步 深 化对 外开
放

,

改变现存的贸易制度与外贸 宏观管理和
外贸发展不合理的状况

。

开发多种贸易组织
和多种贸易渠道

,

促进贸易迅速发展
。

组建中国绘合商社的必要性

①组建中 国综合商社能适应当 今国际市
场竞争

。

当 今世界经济伴随着科技革命 已得到了

飞跃和扩展
,

从而加速 了世界市场一体化的
进程

。

世界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区域化
、

集
团 化的趋势

,

国际市场竞争实际上就是各个
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

。

至 年全世界 已有
万家跨 国公司

,

拥有 刁 万家子公 司
,

年销售额达 往 万亿美元
。

而中 国的外贸企业经营组织现状是 结
构小型化

、

分散化
、

规模经济效益低下
。

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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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最大的贸易企业 中
,

年进 出 口 额超
过 亿美元的只有不到 家

。

出 口 结构雷
同

,

出 口 市场狭窄
,

各 自为战
,

互不协调
。

这
些都与当 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相悖

。

如果不

改变现状
,

不建立起能迎接 国外垄断商业集
团竞争的大型化

、

国际化
、

功能化
、

综合化的

流通企业组织形式
,

中 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是
极其困难的

,

对整个国 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
用也难以 实验

。

②组建中 国综合商社能规范贸易经营秩
序

。

一般而言
,

政府制 定取得综合商社资格
的标准是规范和严格的

,

它 要求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按公正

、

公平
、

竞争
、

择优的运作原则
经营

。

目前我国 出 口 商品结构呈 个层次 国

营专业贸易公司
、

工贸公司
、

生产企业
、

三资
企业

、

乡镇企业
。

在外贸经营权普遍下放后
,

相应的约束机制还未产生
,

必然 出现外贸混
乱的局面

。

比如高价抬购
、

低价竞销现象 日

益 严重
,

人 为地造成换汇成本过高
、

国 内 资
源流失

、

外汇流失
、

丢失 国外市场
,

经营环境
恶化

。

这种内战局面非常类似 年 以前韩
国的外贸混乱局面

。

正因为如此
,

才迫切需要建立起实力 雄
厚

、

能按公正
、

公平
、

竞争
、

择优原则运做的

综合商社
。

同 时
,

由于具有较强开拓海外市
场能力

、

组织协调能力
。

综合商社能发挥对
外贸易规模效益

,

推进我国 出 口 增长
。

③组建中国综合商社能适应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需要

。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

,

提出要在今后 年 内初步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系

,

这就要求我国经济体制 改
革必须加快步伐

。

目前
,

随着商 口 流通体制

改革
,

逐步打破了商品 流通条块分割 的计划
经济体制

,

我国商品 流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活跃景象

。

但是
,

地区封锁
、

部门分割还没有
彻 底打破

,

市场建设还没有形成体 系
,

流通
企业还没有形成规模效益

,

国外贸 易还缺乏
多渠道

、

多种组织形式和超大规模的贸易组
织

。

因此
,

建立跨地区
、

跨行业
、

跨所有制 中

国式的综合商贸企业集团
,

能够打破地方割
据

、

各 自多战的 内耗 局面
,

更好地适应复杂
多变的国际市场

。

我国组建综合商社的可 能性
目前 已经具备了组建综合商社的最基本

条件 一是改革开放 年
,

我国 国 民生产总

值成倍翻番
,

发展速度很快
,

为规模 巨大的

流通企业组织形式创立打下了物质基础 二
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

就是转换企业

经营机制
,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
业制度

,

这就为组建综 合商社奠定了体制基
础 三是我国 已 发展了 一批在大型外贸企业
集 团

、

大型物 资企业集 团
、

大型商业企业集
团

,

它们完全有条件成为组建综合商社的依
托条件

。

组建中国综合商社的模式选择
组建和发展 中 国式 的综合商社

,

既要从
我 国的实际情况 出发

,

又要按国 际惯例坚持
高标准

、

规范化
。

它应是一种跨地 区
、

跨 所有制
、

跨行业
部 门

、

多功能
、

以 连锁经营 为基本经营形
式和按现 代企业制度组建的综 合商社式的

大型现代商贸企业组织
。

因此
,

它的 目标模
式 是 在所有制上 以 国 有制 为主体

,

多种所
有 制并存

,

大力发展 民 间 综 合商社 在企业
组 织形式上

,

实行股份制 在基本功能和经
营 范 围上

,

具有综 合商社的特征 在经营形
式上

,

以连锁经营为基本形式
。

组建中国综合商社的政策条件
政府要组建大型化

、

综 合化
、

国 际化 的

综 合商社
,

并使其成 为 引 导
、

协调众多 中 小
贸 易企业行为

,

政府宏观调控 的传导点
,

必
须给予相应的政策条件

。

首先
,

在 贸 易政策方面
,

应赋予综 合商
社进出 口 权和海外投资权

。

简化在海外投资

办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繁锁手续
。

赋于商社作
为政府定货的指定代理商

,

大宗重要的原材
料进 口 代理商等特许经营权 赋予商社出 口

许可证和配额等特惠
。

其次
,

在金融政策方面
,

应赋予商社 参
与非银行的各类金融机构

,

构建 自己 的金融
机构的特权

。

允许商社社会融资与海外投资
。

进出 口 银行应优先安排商社的买方和卖方信
贷

、

海外担保和优惠贴现
。

再次
,

在 产业政策上
,

允许商社参与重
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

促进这些产业
的 产品 出 口

,

可以在财税和企业金融方面获
取 优惠

,

如减税和特种支持贷款等
,

在 基础
设施投资如 电力

、

交通
、

港 口
、

通迅等方面投
资给予资金和税收支持

。

最后
,

在流通政策上
。

综合商社在国 内

流通领域经营应不受限制
,

鼓励商社广泛参
与服务业经营和服务业贸易

。

总之
,

综合商社对市场经济有着 巨大的
适应能力

。

中国应抓紧时机形成产权制度清
晰

、

经营机制灵活
,

有较大经营规模
、

功能多
元化

、

以及具有较强的组织和有协调功能的

外贸企业经营组织形式 —综 合商社
,

从而
扩大对外贸易

,

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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