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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苦销》评介

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正在日
益加强，在新形势下，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将
由以对外商品贸易为主，转向外贸、外经和外
资相结合，转向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
易相结合，转向商品、资金、技术和劳务相结
合的“大经贸＂的新格局。针对这一新情况，我
国的企业面临着一 个崭新的课题：如何积极
地、主动地、科学地开展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营
销活动，从而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最近由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系的资深
学者龚维新教授主编、中南财经大学博士生
导师彭星闾教授副主编的《现代国际营销》一

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正是作者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开展”大经贸"
战略需要而撰写的一部教材。

《现代国际营销》约24万字，分别论述了
国际营销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国际市场营
销环境，国际市场营销信息与调研，国际市场
营销战略和策略，国际产品策略，国际市场营
销价格策略，国际分销渠道策略，国际促销策
略，国际营销组织、计划与控制等系统性内
容。 书末还附有案例分析 10篇，分别介绍了
丰田汽车公司对国外市场的调研和开拓；澳
大利亚Westpec银行如何在美国定位；硅谷
银行的营销战略和策略；麦当劳公司的营销
诀窍；精工表誉满全球的奥妙—－ 公关策略
与资料，内容具体、扎实。

综观《现代国际营销》全书，其主要特色
是内容新颖，现代感强。作者着眼千当今世界
上 “大经贸“新格局的发展，同时也着眼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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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目前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的新情况和新
发展，从而在本书中注入大量新观点、新知识
和新的学术内容。 书中关千国际市场营销的
经济环境、国际市场营销信息管理、国际市场
商情预测、国际市场营销战略规划、国际分销
渠道策略、国际营业推广和国际营销计划与
控制等等的阐述，均贯穿许多新鲜概念和沛
及到许多新领域，读来很能启发人们的新思
路，受益匪浅。

本书的另 一个主要特色是密切结合我国
的国情和实际。众所周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深入，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我国
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将逐步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
市场竞争的主体。当前，我国企业在面临国际
和国内新经济形势下，正遇到严重的挑战。企
业要生存、求发展，必然要积极投身千国内、
国际两大市场的竞争，而其重要关键恰恰是
在千企业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营机制和经营
方式，树立科学的市场营销观念，真正学会善
千依据市场的需求和自身的实力，认真地、高
效地开展国内和国际市场营销活动。《现代国
际营销》一书的作者正是从上述方面对广大
读者进行了循循善诱，因而在全书撰述的过
程中，时时处处紧扣我国企业的实际需要，联
系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
本书在分析企业从国内营销走向国际营销
时，就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论述了企业从事
国际市场营销的动因和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
各个阶段，其内容实实在在，切合实用。又如，



书中在阐明国际市场商情预测的内容和范围
时，无论是关千企业销售潜批和企业销售批
预测，还是关于商品行情预测，都紧紧地结合
我国企业的实情，很有利于读者的掌握和操

作。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还有一个主要特色：
注重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 本书作者并不
满足千一般地介绍 “国际营销＂的业务知识，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开展 ｀大经贸'
战略的需要，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
市场竞争提供必要的基本理论”。这一点实际
上已体现在 本书各章各节之中，特别是第 一

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等章节则尤为明显。作者

从市场营销学、营销战略学和市场管理学等
各领域，从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开拓，达到了

相当的理论深度。 而本书的理论性特色又是
与实践性相结合的。 这也正是本书撰述的成
功之处。

而是注重从理论高度进行研究和探索。 正如
书中“前言 ”部分所提出的： “ 本书的编写就是

（上接笫 13 页）的又一 投资工具。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国债市场运作良好，甚至可把国债发行利

率调低到银行存款利率以下。
（二）通过财税改革，迁步提高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慢和比重过低是迫使债务规模扩大的最重要原因。 1995 年我国的财
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巳下降到 10. 7%，整个 “八五 ”期间财政收入的弹性仅为 o. 61，如果不制
止这种下滑趋势，到 2000 年这一比重将继续下降到 7. 9%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把债务依存

度控制在现有的 13 ％的水平上，那么到 2000 年我国的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将会下降到
8. 7 ％的水平。显然，如果“ 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弹性没有明显的提高，那么我们只能扩大债务

乌 发行规模、增加债务负担或者收缩财政职能、继续压缩财政支出。 所以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制
止这种下滑趋势，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并争取财政收入
的增长速度略快于 GDP 的增长速度，那么，到 2000 年我国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可维持在
12％的水平，与“八五”末期的水平相当。

（三）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控制财政赤宇规模

“九五”期间，我国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在“ 存量调整 “机制
尚未建立，只能依靠“增量调节 ”来进行的情况下，如果过分紧缩财政支出，将会影响到产业结
构的调整，反而会制约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把财政赤字的规模控制在 GDP 的 1 ％的水

平上将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在这个水平上，不仅债务的规模能得到控制，财政的支出也将会有

更多的余地，在这个前提下，要结合分税制改革，通过财权事权的划分，建立合理的财政支出制
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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