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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后，我们调研组就赴浙

江杭州、义乌、温州以及阿里巴巴等

企业进行了调研，与北京市政府、政

协及相关部门进行座谈并到京东作

了实地考察。我们调研的内容是电

子商务与实体经济，调研中发现诸

多成功经验和做法，也发现网购商

品投诉占比高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加强电子商务监管与振兴

实体经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

是：电子商务存在的制售成本较低

的假冒伪劣商品问题不解决，制售

成本较高的货真价实产品的企业就

很难生存，实体经济也就难以振兴。

我们的调研是带着三个问号展

开的。

第一个问号是：网购商品投诉

最高是何原因？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

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受理消费者

网购投诉占全部投诉的43.74%，同

比增长87.3%。在投诉的前十大热

点问题中，网络售假依然位居榜首。

消费者投诉最多的原因，是伪

劣商品占比最高。伪劣商品占比最

高的原因是什么？调查显示，问题

出在两个方面：一个原因是伪劣商

品制售系统。有些生产企业恣意制

造伪劣产品；有些店铺只为赚钱，不

管产品好坏就拿来销售；有些电商

平台急于扩大规模，导致店铺鱼龙

混杂。另一方面是监管系统监管不

力。主要表现在“四个不严”上，即

政府有关部门对电商平台监管不

严，电商平台选择店铺把关不严，店

铺选择生产企业产品把关不严，政

府部门对电商平台、店铺尤其是生

产企业制售伪劣商品惩处不严。

另一个原因是：老百姓图便宜、

图方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缺

少对电子商务监管的法律法规、缺

少实施统一有效监管的体制机制。

第二个问号是：整治伪劣商品

应从哪里入手？

实体经济萎缩固然有税费较

多、融资成本较高、部分产能过剩等

原因，而山寨击垮品牌更是一个突

出原因。要振兴实体经济，不能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该像良币痛治

劣币一样，实体经济要痛治制售伪

劣产品的企业。

从商品追溯情况看，制售伪劣

商品的祸根在山寨企业。因此，振

兴实体经济，必须从打击制售伪劣

产品的企业入手。

从店铺和电商平台抽查情况

看，制售伪劣产品企业的强大推手，

不是生产企业本身，而是店铺和电

商平台。因此，整治伪劣商品，应对

店铺和电商平台实施更加严格的监

管。

第三个问号：谁来主导伪劣商

品整治？

电商系统存在的制售伪劣商品

问题，不是市场自身能够解决的，而

是政府应管之事，政府主导整治伪

劣商品责无旁贷。

政府主导伪劣商品整治，怎样

整治？从北京市、浙江省的做法看，

需要“抓两头、带中间”。“两头”是指

生产伪劣产品的企业和政府的相关

部门。对生产伪劣产品的企业应该

采取监管、打击并举的办法，监管即

深入开展经常性监督；打击即是对

经检查证明举报属实的企业，采取

严厉打击措施。

“中间”是指店铺和电商平台。

对店铺的监管要靠“两手”，一手是

电商平台提高进入门槛、实行动态

监管和严格奖惩制度，对其中销售

伪劣商品的，应视严重情况给予经

济惩罚，直至淘汰出局。另一手是

政府部门对店铺依法依规监管，对

违法违规店铺予以严厉惩处。

前述的“抓两头、带中间”，按环

节排列即是：政府监管电商平台、店

铺尤其是提供产品的企业；电商平

台在接受政府监管的同时，监管店

铺；店铺在接受政府监管的同时，监

管提供产品的企业；提供产品企业

在接受政府监管的同时，接受店铺

的监管。

加强对电子商务的监管，既关

系到千家万户的根本利益，又关系

到实体经济的振兴，还关系到我国

在世界上的形象，应该而且必须严

格监管。但是，加强监管的目的不

是将其管死，而是促其健康发展。

过去先发展、后规范；现在是边发

展、边规范；下一步，应是以规范促

发展，进而实现实体经济振兴。

（本文根据石军在第十四届中

国企业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

经本人核实，有删节）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

伪劣商品不治实体经济难兴

石军

季晓南

国务院国资委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

内外并举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首先，我国实体经济当前面临

很多突出问题，原因比较复杂。

从影响实体经济效益的主要

因素看，成本上升是制约部分行

业和企业效益提升的一个突出问

题，但影响我国企业经济效益的

主要因素不仅是成本上升过快，

不少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导致产品

价格和设备利用率大幅下降，企

业创新能力普遍不足，自主品牌

普遍缺乏等，也是影响实体经济

效益的重要因素，提升我国实体

经济竞争力，必须坚定不移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次，政府还要在降低实体经

济成本方面继续发力。党的十八

大以来，国家出台大量措施着力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2016 年，全年

取消了 13 项行政审批，指定地方

实施行政审批的取消了 152 项，职

业资格行政许可取消了 222 项，清

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事项 192 项，降低实体企业成

本约1万亿元。

从影响企业效益的主要成本

因素看，一些成本因素如人工成

本具有“刚性”，今后一段时间可

能继续上升。特别是 2014 年开始

人工成本增速与 GDP 增速出现分

化，人工成本呈现两位数增长。

利息支出占营业利润的比重持续

提高，严重影响企业效益，反映出

银 行 惜 贷 、融 资 渠 道 不 畅 等 问

题。还有物流成本，2015 年社会

物流总费用 10.8 万亿，占 GDP 比

率为 16.0%。所以，对于这些对企

业效益影响较大的成本因素，如

物流成本、能源成本、融资成本、

用地成本等，需要政府通过进一

步加大改革力度，帮助企业降低

成本。同时，要继续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在去产能、去

杠杆等方面要继续加大力度，进

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数据显示，自 2015 年开始，国

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销售费用、管

理费用增速由降转升，反映企业

经营的难度加大。同时，财务费

用增速下降，说明国家降低利息

和国企降低资产负债率等去杠杆

措施效果显现。另外，我国物流

成 本 占 生 产 成 本 的 比 例 高 达

30%—40%，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占

比只有 10%—15%，直接影响到中

国制造的竞争力。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国企业

经营成本上升过快，但我国在人

口红利、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

业配套、政府治理、政局稳定等方

面有着明显优势。加之政府大力

推动简政放权、减税降费、优化营

商环境，我国的市场还是很有竞

争力的，依然是外资最佳投资国

之一。

最后，企业应眼睛向内，在降

本增效方面下功夫。企业要强化

全员、全要素、全过程成本管控，

创新成本费用管控方式和机制，

确保营业成本增幅低于营业收入

增幅。实体企业降本增效的对策

包括：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大市

场开拓力度；提高技术创新强度；

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提高财务管

理水平；严控非生产型支出。

虽然企业这几年采取了很多

措施，但是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

业还有很大的空间，还有大量的

工作可做和要做。

2016 年我国三大石

油公司通过技术创

新和加强管理，桶

油操作成本平均降低 1.3 美元，不

要小看这 1.3 美元，2016 年全国三

大石油公司开采原油 19756 万吨，

如果一吨按 7 桶，每桶按 1.3 美元

计算，累计降低操作成本 18 亿美

元，折合人民币125亿元。

截至 2016 年底，国有企业资

产 负 债 率 为 66.4% ，民 营 企 业 为

51.0%，外资企业为 53%，如果能通

过提高资产证券化、市场化债转

股等措施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降到 60%以下，将可以大大减少国

有企业的财务费用。

虽然现在实体经济面临很多

困难，但是只要政府积极进取，共

同努力，在宏观和微观上一起做

工作，一定能够在降本增效方面

取得明显成果，为提高我国实体

经济的竞争力提供强劲的动力和

有力支撑。

（本文根据季晓南在第十四届

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整

理，未经本人核实，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