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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2021_2022__E6_88_91_E5

_9B_BD_E5_88_B6_E9_c27_29269.htm 日前，美国公开提出在

世贸组织成员间实行鞋类贸易零关税的提议。业内人士对实

行贸易零关税对我制鞋产业是利是弊，观点不一。 2002年9月

初，美国零售批发商协会提出在世贸组织成员间鞋类贸易实

行零关税政策。2002年11月底，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取消鞋

类产品进口关税的建议，正式征询中国的意见，举行第二次

官方会谈，并拟将此方案在2003年召开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

谈判中提请讨论通过。 从长远看，鞋类贸易实行零关税是多

边贸易发展的必然，对中国鞋业有利；从短期来看，零关税

政策对中国的制鞋产业则是弊大于利。因此，政府部门一直

举棋不定，业界对此也是观点不一。2003年10月以来，中国

皮革工业协会为此已连续举行数次会议，专门就鞋类贸易实

行零关税政策，多次征询行业和企业的意见，其目的是为了

给我国政府将来的谈判提供依据。据业内人士介绍，康奈、

吉尔达、东芝、巨一、日泰、杰豪等国内众多知名制鞋企业

均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以温州鞋革协会为代表的地方鞋革协

会也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鞋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取消鞋类进口关税可以为中国

鞋产品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但也会由此引发国外鞋类产

品涌入中国市场的局面。在零关税的外贸环境下，进口鞋价

格必然大幅度下降，对国内品牌会造成强大冲击。 基于这样

的考虑，国内制鞋企业对鞋类贸易实行零关税政策的讨论，

明显分成两派。以康奈鞋业为代表的走内销路子的企业，对



零关税政策基本持否定态度。康奈集团总裁表示，从长远角

度看，零关税对本土产品出口打品牌应该比较有利，但在我

们的品牌还比较弱、目前国内消费观念还不成熟的条件下，

外来品牌的涌入将会使本土产品丢失一部分份额。鞋类贸易

实行零关税政策，对世界名牌产品提高销售量和收益量有好

处，而拥有众多世界名牌鞋的美国经销商将是零关税的最大

获利者。 深圳“百丽”、南京“万时”等国内制鞋企业的人

士认为，零关税短期内对处于品牌成长期的我国制鞋业不利

，但打开通道对企业进行国际合作交流和提升本土品牌却是

有利的。还有不少企业家认为，国外许多品牌都已在我国注

册定牌生产，没必要担忧国外品牌对本土品牌的冲击，不利

是短期的，有利是长远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鞋类

贸易实行零关税政策是迟早的事，中国面对零关税政策，应

该考虑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利弊问题。温州鞋革协会表示，我

们更需要提防的是零关税后的反倾销和变相出口转内销的变

数。 据有关部门统计，全世界鞋产品年产量目前达到120多亿

双，其中40%进入国际交易市场，贸易额达300亿美元，而欧

美等许多国家的鞋进口量要占国内市场需求量的70%～80%，

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进口国，年进口量超过12亿双，进口额

为100多亿美元。中国皮革工业协会承认中国制鞋业现在仅仅

是一个数量上的大国而已。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中国的鞋产

品在国外市场并不乐观。以美国市场为例，中国制造的鞋根

本进不了社会群体最大、购买力最强的美国中产阶级这一主

流消费群，而是基本上徘徊在边缘、低端市场。温州鞋革协

会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鞋类贸易是否实行

零关税，对中国的鞋产品出口没有太大意义。 做强品牌、提



高竞争力和品牌含金量，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制鞋业界人士应

对国际市场竞争的共识。广州某知名制鞋企业董事长说，美

国向来强调输出营销模式和品牌意识，比如，“耐克”一直

在朝“中国化”努力，这样的品牌具有地缘优势。而我们的

企业基本上是“闭门造车”，没有从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和文

化背景上着手开发产品。其实，康奈、森达等一批在国内具

有相当知名度的制鞋企业，其产品从样式到质量都已具有国

际水准，但在国际市场上却得不到消费者和国际同行的认可

。 温州鞋革协会表示，鞋类贸易实行零关税并不是简单的贸

易问题，而是一项综合的投资战略问题。即使鞋类贸易实行

零关税也需要一个谈判的过程，国内制鞋企业要充分利用这

段时间找准自身定位，做强自己，以主动迎接市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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