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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业务中 需要

明 确含义的 几组名 词

胡少先

在涉外业务工作中，有些名词含义不清， 相 互混

用。笔者认 为有必要加以明确。本文拟就 以 下几组常

见常用的名词的含义.加以 浅析，略 作对比。

1.外国企业与外资企业

外国企业，是指 在中 华 人民共和 国境内设立机

构、独立 经营，或是同中国的企业合作生产 、合作经

营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从 法律上说，

外国企业不是中国的法人，而是外国 的法人。在中国

境内的外国企业，其生产 经营所得和其 他 所得，按照

《 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缴纳所得税。外国公 司、企业

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 构而 有来源

于中国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 使 用费和其他所

得，应当缴纳20% 的所得税。

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有关法 律 在中国境内设

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商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不 包括外国

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即不

包括外国企业）.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 关 于法人条

件规定的，可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从目前全国的

二三百个外资企业来看，都具备下 列四 项条件：（1）
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 财产或经费；（3）有自

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 场所；（4）能够 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显然，外资企业与外国企业的 法律地 位是不

同的。

2.三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1983年 8 月 公 布 《 对侨资企

业，外资企业、中 外 合 资 经营企 业 外汇管理施行细

则》，把外商投资企业分为侨资企业、外资 企业和中

外合资企业三种，后人们沿用并将之 简化统称 为“ 三

资”企业。侨资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 注册登记，独

立经营或者同国内企业合作生产、合作经营的华 侨或

港澳同胞资本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 济 组织；外资企

业，是指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独立经营 或者同中国

企业合作生产、合作经营的外国资 本的 公司、企业和

其他经济组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指 华侨或港澳同

胞资本的或外国资本的公司、企业和其 他经 济组织或

个人，在中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 其他 经济组

织共同举办、合资经营的企业。这种区 分是不够科学

的。广 义上说，侨资企业属于外资企 业的 范畴，因为

外商投资者在法律上的含义包括以 下五 类人：外国人

（如外国的资本家和商人）、华侨、 港澳同胞、台湾

同胞、外籍华 裔。因此，从严 格意义上 说，把侨资企

业从外资企业中分离是欠正 确 的。

1986年10月国务院 发布《 关于鼓 励外资投资的规

定》 ，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外合资 经 营企业和外

资企业统称 为外商投资企业。这扬弃 了三资企业的习

惯称谓，明确了外商投资企 业 的外资。

3.合营企业与合资企业、合作企业。

中外合营企业 包括 两种：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和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人们把合资企业与合营 企业混用是

不 准确的。中外合营企业，指外国公司、企业 和其他

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 国政府

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 的公 司、企业

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的联营企 业。合资企业，也

称股权式合营企业，是中国的法人，其 法定组 织形式

是有限责任公司。其基本特征是：共同投 资、共同经

营、共担风险、共 负盈亏。合资者按投 资比例分享利

润、分担亏损；合资者只能从合资企业中取得利润分

成，而不能提前抽回资本。合作企业也 称合同式合营

企业，它可以 组成中国的法人，也可以不组成中国的

法人，其基本特征是：经营方式、管理方 式、盈亏分

成方式和比例，都由合同规定。合作者 可以提前抽回

资本，合同中可以 保证一方的利润率。不 计算股份

不按 股份多少来分配利润，而是建立在合同基础上来

处理，这正是合作企业与合资企业根本区别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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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经工作与外贸工作

对外经济工作简称外经工作，就是我国 与外国、

国外地区所进行的经济往 来工作。外经 工作，涉及到

对外关 系，政策性强，它首先要维 护国家主权，要求

在统一计划、统一政策和联合对 外的前提下，发挥地

方、部门和企业开展对外经济活动 的积 极性，同时反

对任何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为。外经工作的范畴

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利用外资；二是对外 贸易：三

是对外经济援助；四 是对 外投资；五是买卖性质或是

用贸易方式进行的经济技 术交 流。

对外贸易是外经工作的一个方面。指 的是一国或

一个地 区与他国或另一个地区之间 的 商品 买 卖活动，

即国际间的商品 交换。对外贸易是由进口 和 出口 两个

部分组成，故也称进出口 贸易。我国的对外贸 易是在

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与 世界各国发展

正常贸易关系，以 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和满足 人民日益

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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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有企业

涨价收入的合理分配

马晓华  吴 群

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

涨过快，我国国有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一种额

外的涨价收入。这种涨价收入有的是国家：价格政策调

整所形成的，有的是靠乱涨价得来的。在治理整顿深

入发展的今天，对国有企业涨价收入已经到了非进行

综合治理不可的时候了。

一

首先，必须对企业涨价收入的不合理性以及它对

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近年来，国家

大面积推广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根本目的，是

想促使企业转变经 营机制（即 逐 步 成为具有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约束能力的商品生产者），

依靠企业真正提高经济效益来实现国家多收、企业多

留、个人多得这一新的分配格局。然而，伴随着这两

年来推行承包制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却与其初衷有较

大出入。很多实行承包经营的国有企业并没有把主要

精力放到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实行科学管理、提高经

济效益上，而是乘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之机把着

眼点放到捞个“低基数”和提高 “价格效益”上面去

了。这可以从近年来我国国营商业企业一方面销售收

入、实现利润大幅度递增，但另一方面每百元销售收

入上交利税率和毛利率大 幅度降 低的反差中得到佐

证。1988年全国国营 商业企业商品纯销售额2 444.94
亿元，比1987年增加699.49亿元，增长40.1%；全国

国营商业盈利企业实现利 润达118.8亿元，比1987年增

加36亿元，增长43.5%。但以所得税和调节税形式上

交国家财政的收入为44.83亿元，仅比1987年增加9.5
亿元，增长26.9%.上交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低

于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幅度。企业多收，国 家财政不

能相应多得。据统计，1986年以来，我国国营商业企

业每百元销售收入上交财政利税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1986年为3.06元，1987年下降到2.62元，到1988年已

下降到2.48元。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多收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由于真正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主要是靠涨价得

来的。以每百元商品纯销售毛利率为例，商业企业经

济效益呈下降趋势。1986年，国营商业企 业每百元商

品纯销售毛利率为14.83% ，1987年下降到13.74% ，

到1988年又下降到12.9% ，几乎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

分点。可见，额外的数额可观的涨价收入的获得，从

指标完成情况较好的表面上看，支撑住了近年来承包

制的逐步推行与发展，但从它掩盖的经济效益下降这

一实质内容来讲，它必将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整

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

当然，在充分揭示企业涨价收入 的不合理性和危

害性之后，我们也应当看到，只要在国家政策和法规

法纪许可的范围内，企业并不是完全不可以获得一部

分涨价收入，如果在国家调整价格政策中企业能获取

一部分涨价收入，应当说这是合理的，且对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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