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国商界而言，2013 年是转

型开启之年，新的领导层上任、人

们新的期盼、以及与过去的决别。

虽然基本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

的动荡，但是中国已经清楚地认识

到，目前的经济模式已走到了尽头，

国家领导者现在必须把国家引上新

的征程。今年的商务环境调查反映

的是当前在中国运营的现实，和与

其相关的不确定性，而且还涉及中

国美国商会会员对于中国未来的乐

观和信心，即中国的领导层致力于

改革，外企在中国的未来仍将发挥

重要作用。

不论对于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

业，经济形势都正在发生着急速的

变化，遭遇收入和利润增长下滑的

当然不仅仅是我们的会员企业。今

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只是外国企业

众多投资优选地之一，这一点同样

适用于正在海外不断增加投资的中

国企业。即便如此，这并不是断崖

险境。目前对中国商务环境的态度

过 5%，并且我们超过四分之三的会

员对未来两年持乐观态度。

对于过去几年来关注商务环境

调查的任何一位读者来说，中国商

务环境的最大挑战并不陌生。发现

并留住人才以及与此有关的成本问

题仍旧是会员首要关注的。为了反

映这类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持久性，

我们今年加大了调查深度，并专门

用一个部分来公布调查结果。

然而，人力资源只是在中国有

广泛影响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成

本上升、难以获得可靠的数据、以

及国有企业的影响力，都左右着所

有的私营企业。还有一些问题则凸

显于外资企业。证照申请和知识产

权保护仍然是我们会员所面临的重

要问题。当然，即使是在知识产权

领域，也取得了进步，有 40% 的受

访者表示，过去五年来中国的知识

是过去几年来发展趋势的延续，或

者说是对未来预期的一种合理再评

估。2013 年，外国对华投资增长超

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进步。

今年新增设的问题同样值得关

注。双边投资协定和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代表着新的改革举措，其针

对的问题与我们的会员企业密切相

关。虽然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调查结果反映出，广大会员相

信，中国的领导者已了解这些挑战，

而上述举措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虽然今年的商务环境调查揭示

了在华外资企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但它同时显示了这样的乐观态度，

即：2013 年显示的转型仅仅是中国

发展新纪元的开始。中国仍然有许

多艰难的决定要做，但最困难的决

定已经做出，这便是——锐意改革。

（本文是中国美国商会《2014

年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会长致辞，

标题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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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谭相洛杉矶报道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

最近发布了《2014 年商务环境调查

报告》。报告显示，劳动力成本和

法规模糊不清、成本优势继续减弱、

偏向国企的产业政策、互联网审查、

企业并购难以获得可靠数据、企业

本身数据安全以及在价格和商业反

腐败专项行动中成为突出目标等构

成制约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六大

要素。

今年是中国美国商会开展年度

商务环境调查的第十五年。2013 年

的调查以中国美国商会的 325 家会

员企业的反馈情况为基础，这些会

员企业来自北京以及本商会的东北

地区（大连）、天津以及华中地区（武

汉）分支机构。《报告》包括会长致辞、

转型中的中国、商务环境、人力资源、

证照申请和知识产权与前景展望等

六个部分，反映了会员企业的担忧，

并显示商务环境长期内的改善以及

存在困难的领域。

报告指出，在多年的快速增长

之后，商会会员企业对中国经济及

其整体商务环境的评估逐渐趋于冷

静。今年的调查显示，许多会员企

业在中国仍然赢利。然而，成本在

上升，收入和利润率增长下降，让

会员企业对未来投资变得日益谨慎，

但企业对短期的商业前景相当乐观。

面对经济放缓、市场准入限制、对

政府政策的担忧、以及感觉外资企

业受欢迎程度不如从前，一部分企

业的扩展计划在压缩。

统计结果表明，超过 70% 的受

访者表示去年的收入有所增长或显

著增长，但连续第三年，声称收入

大幅增长的企业更少了，而多数企

业的收入略为增长或略为下降。全

球金融危机后实施的激励措施所带

来的影响显然已经逐渐消失，更多

会员企业开始相应缩小其在中国的

扩展计划。第一次出现大多数受访

企业计划 2014 年在中国的投资增长

为 10% 或以下的情况，而没有增资

计划的公司所占比例大幅上升。大

多数会员企业仍然保持赢利，但利

润幅度收窄，与上一年相比利润增

长没变化的企业明显增加。报告营

业利润率增长的企业数量超过了报

告营业利润率下降的企业，两者的

比例差不多为 2:1。接近半数的受访

者仍将中国作为投资地前三甲。七

年前，中国是中国美国商会大多数

会员企业的首选投资地。如今，这

一比例已经下降到 20%。更多受访

企业把中国列为其众多境外投资地

之一。

报告认为，随着企业对今后中

国经济机会的乐观程度下降，商业

挑战日趋明显。劳动力成本连续第

二年被受访者列为其面临的头号商

业挑战，加上法规解释相互矛盾和

法律不明确，以及合格劳动力的短

缺，成为前三大挑战。加上管理人

才的短缺和对证照申请的担忧，共

同构成了企业的五项最大担忧。

人力资源问题是中国美国商会

会员企业面临的一项持久挑战，因

此今年的《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

新设立了一个部分关注这一领域。

数据显示，招聘并留住员工，尤其

是管理人员，是外资企业的一个主

要挑战。这就导致劳动力成本不可

避免地增长。报告强调，劳动力成

本不仅对企业运营而且对中国的整

体竞争力都是一个主要风险。此外，

新的签证法规和空气质量问题都显

示出在吸引并留住人才方面日益增

加的难度。

报告指出，中国的成本优势继

续减弱。连续三年来，企业均感觉

中国正在丧失其竞争力。今年超过

80% 的会员企业认为由于成本不断

增长，中国正在某种程度或很大程

度上丧失其竞争力。过去几年来，

国有企业提高了对经济基本面的控

制，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被压

倒性地选作最负面的产业政策，其

比率超过了其它所有选项之和。

调查结果显示，互联网审查继

续阻碍业务发展。认为互联网审查

阻碍公司运营的企业数量继续呈上

升趋势。67% 的受访者指出封闭搜

索引擎对公司业务造成了负面影响

或有些负面影响。

过去两年来进行过合并或收购

的受访者中，49% 完成了整合过程。

今年的调查显示，无法获得可靠的

数据是并购交易的主要障碍，其次

是多部门审批、法律程序、及程序

透明度等问题。同时，企业也对自

己的数据安全表示担忧。这种担忧

在讨论云计算时最为明显，几近一

半的受访者把数据安全列为其在中

国进行云计算时最担忧的问题。

2013 年，许多企业遭遇政府调

查，引起了媒体的大量关注。尽管

调查对象也经常包括中资企业，但

是 40% 的受访者感觉在价格和商业

反腐败专项行动中，外资企业成为

突出目标。

此外，外资企业还面临其他尖

锐的问题。其中包括外资企业能否

获得在华业务运营许可的问题，有

受访者暗示情况在恶化。会员企业

还对其知识产权保护表示担忧，尽

管此领域的改善已有目共睹，但是

知识产权仍旧能够通过技术转让要

求被获取或直接被盗取。

调查结果表明，证照申请被认

为是针对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工

具。与以往相比，认为证照申请获

批对内外资企业公平一致的受访者

数量达到新低。会员企业认为证照

审批是影响其进入中国市场及在华

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很多会员企

业认为证照申请条件的最大影响就

是减缓了其在中国市场的扩展和投

资，使他们在国内竞争中处于不利

地位。

大多数受访者仍然把中国的知

识产权执法描述为无效或完全无效。

随着更多企业开始了解中国的知识

产权执法，他们愈发认为这方面的

行动无效。虽然认为中国长期知识

产权保护环境有所改善的受访者比

例下降，但仍有 40% 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过去五年来的知识产权执法有

了进步，认为其恶化的不到 10%，

认为没有变化的比例则大幅上升。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 葛国瑞

外企在中国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美国商会《2014 年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

六大要素制约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