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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借助市场多元化减小金融危机的影响。

3、明确企业是开拓国际市场的主体。市场多元化战

略要把侧重点从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转

向大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解决开拓国际市

场能力的问题。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国内有限的资源和

市场会制约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应利用一切机会，勇

于参与国际竞争，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寻求最佳效益。

4、主动出击，开展跨国收购。一些国外知名企业拥

有知名品牌和成熟强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具备较强的研

发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所缺乏的。如果我国出口

企业能够选择美国欧洲同行成功地并购，整合优质资源

为我们所用，会极大地促进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目

前，国内已有成功的收购案例，值得出口企业借鉴。

在对外关系上，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走外经贸和谐发展道路

1、进一步探索建立我国进口协调机制的可能性。建

立国际市场风险控制应急机制，在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制度创新，解决好国有粮食企业

进入期货市场交易和风险控制问题。鼓励具有国际贸易

经验的大中型粮食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直接掌握

国际粮源，建立稳定的国际粮食供应链，阻断跨国公司

的风险转移链条，保障国内粮食安全。

2、进一步探索建立和逐步完善出口协调机制，主要

是在国外容易引起贸易报复、贸易摩擦和冲突的产品。

进一步探索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多边和双边经贸关系协

调机制，尤其是双边协调机制，要以政府的名义，充分

利用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资源优势，开展积极的外交，

与贸易伙伴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开创一种双赢的局

面，在贸易伙伴当中争取更多的国家给予我国“市场经

济国家”的合理地位，大大提高反倾销胜诉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及海外华人华侨

的作用，通过各种民间式的渠道向相关国家政府、政要

积极展开游说或施压。

3、在出现重大贸易摩擦并有可能引发争端时，政

府部门应快速做出决策。行业组织全力配合，使应对工

作的各个环节如搜集情报与数据、总体应对预案策划、

多面交涉与游说、媒体宣传报道、司法准备与反制措施

等，都要有序而富有效率地进行，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

利益和产业经济安全。在面对国外反倾销中我们企业应

当积极应诉，建立企业行业协会，团结一致地应对外国

的无理诉讼，增强企业的自我保护意识。

4、提早考虑应对国际摩擦的对策，如设立敏感产

品的临时调节税。针对具体的敏感性商品，在可能遭遇

WTO成员的摩擦或对被WTO成员提出磋商的情况下，建

议采取临时出口调节税办法，抑制出口数量过快增长，

所征调节税完全用于建立该产品同业企业的创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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