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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后工业发展面临的竞争环境分析 

谢德禄 

(重庆社会科学院 企业研究所 ，重庆 400020) 

摘要：中国入世在即，入世后国内竞争环境的变化及相互作用将对我国工业发展产生全面、深刻、持久的影响。本文对入 

世后我 国工业发 展将 面临的 内外环境做 了科 学、客观的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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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o be Confronted with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fter China’S Admission to W To 

XIE De—l“ 

(Chongqing Academy ofSocial Sciences，Chongqing 400020，China) 

Abstract：China will soon be admitted to WTO．After the admission to WTO，changes and actions of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will cause all round deep going and luting influ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of our country．This pape r offers a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o be confronted with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fter China’S 

admission to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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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中国加入 WTO后 ，我国和重庆工业发展将面临 

新的国际国内竞争环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内 

经济国际化的双重背景下，国内外竞争环境的变化 

及相互作用将对重庆市工业发展产生全面、深刻、持 

久的影响。 

二、国际竞争环境 

人世后的 21世纪 ，和平与发展仍将是世界政治 

经济发展的主流，也是世界政治 、经济、社会结构剧 

烈变迁和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中 

国加入 WTO，将是我国和重庆工业在 2l世纪初叶面 

临的最重要和不可回避 的国际大环境 ，并将对我工 

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各个国家(地区)充分利 

用和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融 

合与发展。“经济全球化”有两方面的含义：(1)作为 
一 种结果和最终状态的经 济全球化 ，指各个 国家经 

济发展融合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国家边界不再将 

产品、服务和要素市场分割开，产业(企业)将其活动 

范围扩展到世界，各国政府也不再是唯一独立制定 

经济政策的主体；(2)作为一种过程和变动方向的经 

济全球化，指跨越国境的经济联系和交易不断增多， 

各贸易组织的建立、区域集团化进展加快，都突破了 

国界对市场的限制，使商品、技术资本、人才的流动 

趋向自由，推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进一步发 

展 。各国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增强 ，但 因为缺乏“世界 

级政府”，国家政府和区域共同体仍可适当干预对这 

种联系和影响的范围及方式。如北美 、欧盟、亚太等 

共同体和区域市场一体化趋势，及区域经济集团化 

趋势加快 ，正不断地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 ，形成 了世 

界统一大市场。 目前 ，作为一个过程 的经济 全球 化 

远未结束，从实践看，要在加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过 

程中，争取更多的比较优势和有利的竞争条件，是当 

前世界诸多国家、利益集团和跨国公司共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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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向。 

目前，应当高度重视国际经济的三大动问：一是 

全球 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二是世界科技发展 

迅速；三是跨 国公司的作用 日益增 强。三大动 向反 

映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 势。此外 ，与经济全球化 

相关 的动 向有 ：(1)促使 国际贸易量 日益增大的趋 

势；(2)导致金融市场 日益一体化 ，大量资本跨 国流 

动；(3)国际问直接投资增 速加快 ，投资环境将是决 

定国际竞争的基本条件 ；(4)全球市场的基础设施形 

成网络 ，使 国内市场 国际化 ，跨国交易的信息成本和 

经营成本正在极大地降低 ；(5)国际经济组织 、规则 

和标准不断增多 ，构成了全球性市场的“上层建筑”。 

如 WTO目前已有 135个成员国，号称“经济联合国”，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并称为 当今世界经 

贸的“三大支柱”，主宰着世界经贸命脉。因此，经济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全世界范 围内进行产业重 

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 ，结构调整又必然带来一 

些国家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和某些产业(企业)甚至世 

界性的大动荡，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 

如冲击国内市场和导致失业及企业破产的阵痛。目 

前 ，美 国正试 图在经济全球化过程 中保 留自己的相 

对优势，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优势，导致全球经济 

出现更加不公平的格局。 

伴随亚洲经济从金融危机 中的复苏 ，世界经济 

形势正在趋好 ，预计 21世纪初叶，世界经济有可能 

保持正常的发展态势和相对稳定的增长，这将有利 

于形成世界多级化格局，有利于缩小 国与国和地 区 

间的贫富差距 ，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应该说 ，世界 

经济全球化和 中国人世 ，正悄然改变着世界 ，也改变 

着中国、重庆。从发展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 

加入 WTO，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人 

世后 ，我 国工业发展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中国人世后 ，世界大跨 国公 司的投 资、产品、服 

务大量进入 中国市场 ，将对我 国和重庆工业产生最 

重要 的影 响。从项 目数 量看 ，世界 500强中的 日本 

公司在我国投资的企业有 838家，占 500强在我国投 

资企业数 的 71％，投资 169．3亿美元 ，占世界 500强 

在我 国投 资规模 的 56％；500强 中的美 国公 司在我 

国投资企业有 220家 ，占世界 500强在我国投资企业 

数的 18％，投资规模为 65．22亿美元 ，占 500强在华 

投资规模 的 21％；欧盟公司在我国投资有 109家 ，占 

500强在华投资企业总数的9％，投资为 61．83亿美 

元，占500强投资规模的20％；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在 

我国的投资规模小，只有 9．36亿美元，占500强在华 

投资规模 的 3％。跨 国公司抢滩 中国和重庆市场 的 

主要领域是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生产和经销 、 

化工医药 、电子信息等十多个产业。世界 500强 中 

有 51家从事汽车(摩托车)产业 ，并全部在 中国建立 

了 100家(整车企业 23家 ：零部件 77家)合(独)资汽 

车企业，投资总额高达 127．5亿美元，占汽车行业外 

商投资总额的 62．6％。仅在重庆市的 26家 500强企 

业中，外方注册资本 占 53．1％(实际远大于此数)，中 

方占46．9％。外商控股企 业多，几乎垄 断了我 国和 

重庆 的汽车(技术 )市场。 

中国人世和跨国公司进入国内市场 ，有利有弊。 

从积极影响看 ，有利于我提升产业结构 ，改善资产质 

量；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创新开发能力；优化组织结 

构 ，形成合理布局；改善经营管理 ，增强国际竞争力。 

从不利影响看，世界 500强极具竞争力 ，将会 冲击国 

内市场 ，压制我 国部分幼稚产业 的成长，将增强我国 

产业 对外依附性 ，对我 国和重庆工业发展产生负面 

影响。在这种 国际背景下 ，将迫使我工业加快对外 

开放步伐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 ， 

强化经营管理 ，加大投入和技术开发 ，以增强工业国 

际竞争力。 

三、国内竞争环境 

人世后 ，我 国和重庆工业 面临 的国内环 境可作 

如下判断： 

第一 ，“十五”计划期 间和到 2010年，是我 国人 

世后 向国际经济接轨的重要时期和国内产业加速参 

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时期。此 间，不论是对全 国还是 

对重 庆工业的发展 ，都处于相当敏感和严峻挑战的 

时期 。此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 ，利弊得失 同在 ，但 总 

体上还是机遇大于挑战 ，希望多于 困难。成 败的关 

键则在于 自身的努力，以及发展观念和经济体制与 

企业机制及增长方式的转变程度和应变力大小。 

第二 ，人世后 ，随着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 济融合度 

的提高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和 

产业竞争的加剧 ，关税的下调，产品价格逐步与 国际 

接轨 ，按 照国际惯 例和 WTO运作 规则调整 国内政 

策、规范市场和改革管理体制及转变政府职能后，将 

使产业(企业 、产品)失去高关税和非关税保护，国内 

和重庆市某些产业可能出现六大 问题 ：一是人世后 

的部分好处(如纺织 品出口)，东部沿海 因区位优势 

和开放度高，要领先于内陆和重庆而首先受益 。二 

是一大批质次价高、科技含量低、经营不善的行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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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产品将受到强烈冲击 。三是一些重复建设严重 

的地区、行业 、产品和素质低下的企业 (如小造纸、小 

水泥 、小化肥 、小钢铁等)，生存 空间迅速缩小 ，甚至 

难 以生存 ，可能导致一批企业破产 和职工失业。四 

是原有仿制品和侵权生 产的产品(企业)，如医药业 

和高科技产业等将面临知识产权投诉的危机。五是 

部分低价倾销商品(企业)将面临国际反倾销制裁， 

而给重庆工业带来不利影响。六是随着 国内开发区 

及特区现有的“超 国 民待 遇”的取消 ，部份地 区的政 

策优势将不复存在，靠优惠政策引资的空间缩小。 

第三，从人世到 2010年，正值我国和重庆经济 

社会发展转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 目标的转型 

期。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经济增长 由量 的积 累转 向 

质的提升。第二步战略 目标实现，小康 向富裕转化 ， 

市场供求关 系、产业层 次、城市化水平、地 区发展格 

局等将呈现新的态势。二是经济体制正在全面转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增强 ，要素市 场发育更加 完善 ，政府宏 观调控力提 

高。三是对外开 放将纳入全球 贸易体 系，国内市场 

将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准入 、金 

融接轨、国民待遇实施，国内市场和产业更容易受到 

国际市场的波动影响。四是社会发展将进入新阶 

段 ，发展中存在的结构失衡 、效率失衡 、区域失衡 、分 

配失衡、教育失衡、人口老龄化和人才与生态环境失 

衡等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将进一步显露，使工业调 

整发展的成本升高 ，难度加 大。这些都 给我 国和重 

庆工业未来发展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导致产业结构 

调整和实施国企改革攻坚及区县乡镇工业第二次创 

业的困难增大 ，特别 是军工企业和 国有企业改革发 

展的环境将更加严峻。 

第四，西部大开发是 21世纪发展的重大事件 ， 

是党 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 ，对缩小地 区差距 、国家安 

全、民族团结 、边疆 的繁荣巩固具有划时代意义。在 

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加 

大对西部投入，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环境治 

理、经济结构调整 、实施科教兴区从而拉动经济增 长 

中 ，必然会给 国内和重庆工业发展带来有利的市 场 

需求并使工业经济出现重大转机。重庆工业必须积 

极响应和主动配合，规划一批成熟度较高 的项 目，争 

取纳入 国家和市参与西部大开发规划 ，在西部大开 

发和重庆大发展中，求得重庆工业新 的进步 ，把重庆 

工业发展推上快车道 ，实现新 的振兴。 

第五，经过改革开放 22年体制初步转轨和经济 

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和重庆工业已初步具备参与 

国际竞争的条件，人世后我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 

整及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在现有基础上 出现突 

破性的进展。在这一背景下 ，工业增长的总体环境 

和内在机制将呈现以下突出特点：(1)从工业增长因 

素分析，买方市场供求状况 的持续和优化供给结构 

将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2)从工业增长结 

构看，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将成为工业经济新 

增长点，但 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仍是当务之急和推 

动我工业发展的主要源泉；(3)从工业增 长主体看 ，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有经济 的战略性调整 

逐步到位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的基础性功能更为强 

化，国有经济在优化布局和相对稳定 中，增强其竞争 

力和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力 ，国有及 国有控股经济对 

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将明显上升 ；(4)从工业增长 

的区域格局看，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 

进程的推进，人世后将在加速推进我城市工业结构 

调整升级和重点产业发展的同时 ，广大农村工业 (包 

括区县工业 、乡镇企业 、私有企业 )将在优势领域 拓 

展新的空间 ；(5)从工业增长方式判 断，在资源 、资 

金、效益约束和环保压力下，将会促使我工业发展逐 

步走上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特别是像我市生态环境 

极度脆弱的三峡库 区的工业发展 ，必须坚持走清洁 

工业 、绿色工业和生态工业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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