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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 前，中 国 的 电 子 商 务 产 业 还 处

于萌芽阶段，10 年后，中国电子商务的发

展 已 经 改 变 了 人 们 的 生 活 方 式，企 业 之

间的交流合作也越来越重视第三方交易

平台的运用。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推动中

国 经 济 结 构 调 整 的 重 要 形 式 。 然 而，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近年来，中国的

电 子 商 务 企 业 在 飞 速 发 展 的 同 时，也 暴

露出许多问题。

近日，由商务部批准、国际商报社主

办的入世 10 年——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

展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商务部副部长

蒋耀平等出席了会议，与来自行业内的专

家学者、企业届精英共同探讨了中国电子

商务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电子商务联通全球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市场不断

开放、贸易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以及信

息技术快速发展，中国的电子商务产业经

历了跨越式发展。”蒋耀平表示，入世 10 年

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和对外

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电子商务产业

高速发展，取得了不少成绩。

据统计，截至 2010 年，中国电子商务

信 息 、交 易 和 技 术 服 务 企 业 达 到 2.5 万

家，第三方支付额达到 1.01 万亿元，社会

物流总额达到 125.4 万亿元，全国规模以

上 快 递 服 务 企 业 业 务 量 达 23.4 亿 件，电

子签名认证证书持有量超过 1530 万张。

电 子 商 务 在 提 高 社 会 资 源 配 置 效 率、提

升企业竞争力、优化商业物流运营模式、

促进就业和推动创新等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互联网是用一根网线把全世

界连接起来的话，那么，电子商务就是用

这根网线缩短了全球商业活动的距离。”

蒋耀平说。

“中国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人

们的消费方式，也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

换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荆

林波说。

业内专家指出，近年来，传统企业“触

电”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借助电子商务联通

全球的优势，传统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提

升。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虚拟

业务，如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等的出现，传统

制造业的路径依赖限制将逐步被打破，这

也将进一步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诚信与创新成电商发展基石

一些电子商务领域的专家也对近年

来产业发展的状况表示了担心。

“在眼球经济、资本追逐、投机炒作等

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投资者普遍看好中国

电子商务企业的未来发展。然而，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产业的泡沫。”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智新说。

不 过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的 多 位 专 家 认

为，这并不会影响中国电子商务产业未来

持续发展的大趋势。经过一段时间的调

整以及行业洗牌，更多优秀的电子商务企

业将继续踏上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

在座谈会上，蒋耀平强调，电子商务

发展正面临重大历史机遇。按照国务院

的部署和“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要求，商务

部在今年 10 月发布了《“十二五”电子商务

发展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到 2015

年，中国将基本完成电子商务法规标准体

系建设。规模以上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比

率将达到 80%以上，应用电子商务完成进

出口贸易额将占中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

额的 10%以上，网络零售额也将相当于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9%以上。

回顾过去 10 年的发展历史，参加会议

的电商企业代表普遍认为，诚信和创新是

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发展的两大基石。随

着政府大力加强电子商务法制建设，不断

推动电商企业规范化经营，帮助企业逐步

提升国际竞争力，未来 5 年，中国将会出现

更多世界级的电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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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

很多投资者总是只看见眼前一寸的地

方，总是纠缠于“松不松，救不救，搞不搞”，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个快速的答案，那我告诉

你：松！救！搞！因为明年 2 月意大利危机

会总爆发，这会倒逼决策者加快联合行动，

特别是那些需要业绩谋求连任的参赛者。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把眼光放得稍微长一

点，看到泡沫逻辑的终结，看到人民币汇率的

双向波动，看到房地产价格的历史性拐点，看

到移民和资本外流潮，看到目前市场低迷根本

源于对传统增长模式的信心丧失。我们也可以

把范围看得广一点，其实各个国家都一样，都在

危机第二波中，都有新老政治周期中症候群的

表现，这个周期肯定会经历3个阶段——全球

救援、衰退的痛楚和中国力图再脱钩的努力。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当下面临

的全球性大危机，正是变革的最佳时间窗

口。我们乐观地深信中国增长的故事不会戛

然而止。我们预期在明年以及整个“十二五”

期间，在减速过弯，以质量换速度的前提下，

中国将逐渐换装新的“三驾马车”发动机。

一是以深度城市化替代传统城市化，

扬弃而不是抛弃 GDP 锦标赛，以超级城市

群（及其现代化立体交通系统）的建设为抓

手，解决困扰多时的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

巨型城市运营管理问题；实现产业升级、合

理转移下的全面城市化和区域均衡增长。

二是以大消费和消费升级替换消费不足。

未来5年，居民消费率有望从现在的35%提高到

50%，从而形成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随着中

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

加，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再加上政府对消费

服务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政策鼓励，未来较长

的一段时间都将是消费行业的黄金时代。

三是以人民币国际化替换一般贸易出

口，即在人民币国际化方向下，在巨额外汇

储备的保驾护航下，向亚太和其他地区输

入工程、服务、商品、资本和货币。

在更新了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

车”的基础上重启系统，中国经济将拥有一

个中长期可持续的向上趋势。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策略师）

告别喧嚣年代 启动新“三驾马车”

企业“触电”电子商务飞跃黄金10年

中国会议业市场

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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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任志强上演

地产界最佳"双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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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车销量剧增

汽车后市场现“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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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峰会打造“欧洲财政部”

近 日 ，喧 嚣 中 落 幕 的 欧 盟 首 脑

峰 会 最 终 决 定 在 10 日 内 向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提 供 2000 亿 欧 元，用 以

应 对 意 大 利 和 西 班 牙 的 不 时 之

需 。 同 时，欧 盟 中 有 23 个 成 员 国 同

意 参 与 修 改《里 斯 本 条 约》，建 立 财

政 政 策 和 经 济 政 策 更 加 紧 密 的“ 财

政 联 盟”。

鄂尔多斯推出救市全面计划

日 前 ，鄂 尔 多 斯 市 政 府 紧 急 召

开金融界支持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对

接 会，当 地 1200 多 家 企 业 将 享 受 来

自 全 国 17 家 银 行 金 融 机 构 的 信 贷

支 持 ，其 总 额 或 将 超 过 200 亿 元 人

民币。

雀巢成功收购徐福记

近日，中式糖果龙头企业徐福记

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公告称，商务部

已经批准了雀巢公司以 17 亿美元收

购 其 60% 股 权 的 交 易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近 3 年有 9 个外资收购国内食品餐

饮品牌的案例，其中 8 个已获批，仅可

口可乐收购汇源被禁止。

国内钢铁市场已成“一潭死水”

据钢铁现货交易平台“西本新干

线”提供的最新报告，弱市已致钢产

量 连 续 5 个 月 环 比 回 落 。 分 析 师 认

为，钢铁市场已成“一潭死水”，部分

钢厂年底组织订单的压力在加大，后

期不排除钢厂出台进一步优惠政策

的可能。

粤酒店用品出口逆市增长

欧 债 危 机 让 国 内 出 口 行 业 哀 鸿

遍 野 ，但 仍 有 部 分 行 业 逆 市 取 得 增

长。广东酒店用品行业协会日前公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广东

省 酒 店 用 品 内 销 产 值 达 352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 ；出 口 额 近 250 亿 美

元，增幅达 19.8%。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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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宇

■ 本报记者 杨 颖

本报讯 12 月 12 日，中国社科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

2012 年《产业蓝皮书》显示，中国已成为中

上等收入国家，目前经济发展面临“中等收

入陷阱”。

根据 2011 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

的水平，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与菲律宾和

马来西亚相当。很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

国家之后，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困

扰，即一个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

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水

平难以提高。中国是否也会面临这一问

题？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可能正面临落入

“陷阱”的挑战。

蓝皮书认为，中国虽然被划入中上等

收入国家行列，但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结

构并没有转到中高技术产业占主导的阶

段。中国目前的产业竞争力结构存在明显

缺陷：中国竞争力仍然以低技术产业为主

导，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主

要是由外资企业带动；服务业的国际市场

占有率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但市场开

拓难度加大、贸易竞争力弱；创意型产业总

体素质不高。

蓝皮书担心中国产业竞争力增长乏

力。对此，专家建议实行战略转型，由出口

导向转为进口替代。 （李 莉）

社科院：

中国成中上等收入国家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临近，来自决策层的信号也日渐明

晰。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明年经济方针将迎来怎样的调整，

促民生都将成为纵贯本次会议始末的“源代码”。民生年年谈，但

民生工作在各阶段面临的形势却迥然有异。以当下为例，具体层

面如楼市调控，已接近一个“心跳时刻”，调控政策进一步未必全

胜，退一步则必败无疑。 （辛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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