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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要点
1. 市场表现有所提升（若能够进入中国市场）

• 销售业绩与前一年相比有所提升：75％的受访公司预计今年的收入
将会增长（去年该比例为62％）；9％的受访公司预计今年的收入将
会下滑（较之前的17％有所下降）。

•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放缓，各受访公司整体的销售增速
也随之放缓，但去年仍有40％的受访公司取得了两位数的销售增长
业绩。

• 64％的受访公司表示去年在华业务的利润有所增长。就边际利润而
言，受访公司在华业务与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业务相比表现不一：三
分之一表示其在华业务比在其他市场的业务盈利高，另三分之一表示
其在华业务盈利不及其他市场，余下的三分之一表示两者差异不大。

• 对公司盈利最大的限制性因素是什么？第一是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竞
争，这个因素六年来一直居于首位；第二是政府政策和法规；第三是
不断上涨的成本。

• 与三年前相比，36％的受访公司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 20％的受访
公司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

• 近90％的受访公司对不断上涨的成本表示担忧，其中人力资源成本
增长最为明显。

• 48％的受访公司正在扩大其在中国的投资；仅有8％的受访公司正在
收缩其在中国的投资。但投资的重点是扩建现有的设施，扩大其商业
版图，以及增加员工人数，而不是投资新的设施。

• 值得注意的是：68％的受访公司表示其在中国的增长前景好于全球
其他市场；仅9%的受访公司认为其在中国的增长前景不及全球其他
市场。

• 但关键的问题是：公司能进入中国市场吗？

2. 政策环境不确定性明显，监管壁垒仍未改善

• 与三年前相比，40%的受访公司表示对商业环境的乐观程度下降，仅
有11％的受访公司表示乐观程度有所提升。

• 主要原因：中国的政策环境。 57％的受访公司认为尚未看到四年前
宣布的经济改革对目前的政策环境产生的影响。

• 要求技术转让以获得市场准入对相关受访公司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
过去三年中，有近20％的受访公司被要求进行技术转让。中国对合
资公司的规定和政府审批是中国要求技术转让的手段。

• 94％的受访公司仍旧对知识产权保护表示担忧。

• 82％的受访公司担心中国对网络及数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会影响公司
的业务运营。

• 与中国签订一项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将会有效地解决上述前五大问
题。

与本土公司的竞争

前十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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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与审批

投资壁垒

执法标准不一致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网络安全

成本上涨

美中关系

数据流动壁垒

外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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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
多年来，与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一直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会员公司最为关注的问题。

竞争问题一直是会员公司面临的前十大挑战之一，并在
2004年、2010年，以及2014年以来的历年均位居首位。
与竞争有关的问题包括许可与审批，投资壁垒及执法标准
不一致等问题也一直位列前十位。

竞争问题并不仅限于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大多数企业
除了与国有企业竞争之外，还与私营、非国有企业（以及
其他外资企业）竞争。

国有企业享有外资企业无法获得的优待，但有一半的受访
公司表示，与他们竞争的私营企业也享有他们无法获得的
优待。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员公司希望能与所有的中国企业公
平竞争，不仅限于国有企业。

中国的竞争对手
是否获得了切实

的优惠？

60% 
怀疑但不确定40% 

是

26% 
是 19% 

否

55% 
怀疑但不确定

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非国有企业

政府优惠融资

优先许可和审批

优先获得政府合同

税收优惠

土地成本比外国公司低

其他政府补助

水电气成本更低

政策执行上的优待

其他

国企竞争者享有的各类优惠

58%

53%

45%

40%

30%

28%

25%

3%

63%

贵公司在华主要竞争对手是？

美国或其他外国
公司

中国非国有和私营
企业

中国国有企业

89%
9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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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环境
由于消费支出仍保持强劲态势，政府的“微刺激”对工业
产品及日用产品起到了利好的作用，公司的经营表现与一
年前相比有所改善。 75％的受访公司预计今年的收入将会
有所增长，该比例在2016年为62％。仅有9％的受访公司
预计其收入将会下降，该比例在2016年为17％。

36％的受访公司表示其市场份额较3年前有所增加； 20％
的受访公司表示其市场份额较三年前有所下降。

95%的受访公司在中国仍然保持盈利（这与前几年的情况
一致）。就边际利润而言，受访公司在华业务与其在世界
其他地区的业务相比表现不一：三分之一表示其在华业务
比在其他市场的业务盈利高，另三分之一表示其在华业务
盈利不及其他市场，余下的三分之一表示两者差异不大。

对公司盈利最大的限制性因素是什么？

• 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该因素连续六年被列入十大挑
战之一

• 政府政策和法规

• 不断上涨的成本

1	   2	   3	   4	  

2017年在中国的收入
预期

75% 
增长

16% 
保持不变

9% 
减少

影响在华业务利润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来自中国本土公司
的竞争

中国政府政策法规 成本上涨

26%
2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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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及公用设施

员工个人所 
得税/社会保险费

通货膨胀预期

原材料

税务负担

环保合规压力

土地购买或租金

产品/业务合规

人力资源成本

最关心的成本问题

10%

11%

18%

21%

22%

25%

33%

43%

93%

下一年公司员工人数预测

47% 
增加 33% 

保持不变

20% 
缩减

2017年预估工资上涨
幅度

73% 
上涨5%-10%

18% 
上涨少于5%

3% 

工资未
上涨

3%
 

2%

上涨超过
15%

上涨 
10%-15%

不断上涨的成本
近90％的受访公司对不断上涨的成本表示关切，其中人力
资源成本增长最为明显。

员工工资每年持续大幅增加：

• 2016年，73%的受访公司员工工资涨幅为5%-10%，
另有5%的受访公司员工工资涨幅超过10%。

• 自2012年以来，会员公司就反映了类似的增长，这意
味着在过去的六年里，大多数受访公司员工工资涨幅
为每年至少5％——劳动力成本累计增长34％。

尽管成本不断上涨，仍有约一半的受访公司计划明年在中
国扩招员工，这也反映了中国市场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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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大多数的受访公司表示将在明年维持或加速其对中国
市场的资源投入。少数受访公司减少或停止了其对中
国的投资。

那些加速在华投资的受访公司计划扩大其商业版图，
增加员工人数，扩大现有业务，或引进新的产品或服
务。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中国投资新设施。

有些受访公司确实减少了其在中国的投资，这
其中有很多原因：

• 资本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减少

• 市场准入限制增加

• 在其他市场拥有更好的业务前
景

• 与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

未来一年对中
国的资源投入

将加快投资

将保持不变

将削减投资

44%

48%

8%

全球范围的资本投
资减少

市场准入限制增多

在其他市场有更好
的业务前景

来自中国本土企业
的竞争

过去一年在中国减少或停止计划投资的原因

31%

23%

23%

23%

贵公司在去年是否减少或停
止了对中国的计划投资？

是
17%

否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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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市场的展望
近90％的受访公司表示，中国仍然是全球五大重点投资市
场之一，但他们对中国市场预期的信心持续减弱。

虽然84%的受访公司对在华未来五年的市场前景仍然持乐
观或比较乐观的态度，但是有近一半的受访公司对其商业
环境的乐观程度已不如三年前，只有11%的公司表示比三
年前持更加乐观的态度。

对商业环境的态度与三年前比较

中国市场增长预期与其他
新兴市场相比

更好
73%

更差
10%

相同
17%

更乐观 不如以前乐观 没有变化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6%

39%

32%

30%

26%

45%

23%

35%

22%

40%

16%

46%

14%

39%

12%

40%

35% 38% 29% 42% 38% 38% 47% 48%

政策和监管环境

国内市场增长

竞争性环境

在华业务的可盈利性

成本

其他

影响未来五年展望的因素

72%

64%

58%

48%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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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是否已从中国政
府推进的经济改革中获

益？

2017

2016

2015

43% 
是

57% 
否

政策不确定性正在挫
伤企业信心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政策环境并不比其他新兴市场好
（相同或是更差）。 被列为保护主义的政策性问题
包括，外商投资壁垒、创新政策、标准制定以及安
全可控的技术要求等。

• 57％的受访公司尚未看到四年前宣布的经
济改革所带来的影响。

• 24%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的政策和法规是
影响利润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57% 

48% 52% 

43% 

中国政策环境与其他新兴
市场相比

更好
26%

更差
36%

相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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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
虽然大多数受访公司并没有面临被直接要求技术转让的问
题，但是对那些被直接要求技术转让的公司来说，这是一
个棘手的问题。

对于那些直接被要求转让技术的公司来说：

• 技术转让的要求大多数来自中方合作伙伴，而不是中
国政府。虽然这些技术转让要求在某些案例中是商业
谈判的正常组成部分，但在许多案例中，中国政府是
这些技术转让要求背后的推手。

• 公司有时可以通过保持技术控制或是获取尚可接受的
许可费用来缓和技术转让要求。在其他情况下，公司
可以仅转让部分技术。

• 在有些情况下，被要求转让技术的公司既不能获得尚
可接受的许可费用，也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缓和技术转
让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选择退出拟定的
交易，或者不得不转让技术，尽管这不是他们愿意接
受的。

哪一方提出技术转让要求

33% 
中央政府 25% 

地方政府

67% 
公司在谈判过
程中

19%
的公司表示他们曾被直接要求将技术转让到中国

不可接受，并退出计划业务交易

不可接受，但为继续 
业务不得已服从

不可接受，设法降低请求， 
但仍转让部分技术

可以接受，并进行了技术转让

公司是如何回应技术转让要求的？

10%

10%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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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
绝大多数受访公司对在中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表示担
忧。

这些担忧使企业决定限制其在中国销售的产品类型以及在
中国进行的研发活动，以减少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正在缓慢地改善，但是它仍然是
受访公司第五大关注的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对盗版行为采取更加强硬的威慑性措施，如
对商业规模的盗版案件进行刑事处罚，那么中国的知识产
权保护状况将会得到改善。

最关心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22% 
专利

28% 
商业秘密

28% 
商标

16% 
版权

6% 
其他

过去一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
护情况

40% 
略有改善

5% 
明显改善

52% 
没有变化

略有恶化3%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对公
司在华业务决策的影响

2017 2016

公司减少在华研
发活动

公司减少在华制
造的产品

公司减少在华
代加工或许可

的产品

公司减少在华销
售的产品

37%

42%

37%

41%

32%

39% 38%

30%

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担忧程度

60% 
一定程度担忧

34% 
非常担忧

6% 
不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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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网络入侵给工厂及工人带来的安全
风险

因国家安全、保护主义 
造成的在华销售下降

美中政治紧张局势

中国VPN限制对正常商业经营产生的影
响

知识产权盗窃

中国境内网络服务（速度、性能、境外
网站的链接性能）

公司数据或消费者数据盗窃

在中国无法使用全球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或非中国的云服务应用。

中国法规中有关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

17%
有关网络问题的担忧

31%

45%

46%

51%

53%

53%

55%

65%

对数据流动和网络
安全的担忧情况

37% 
非常担忧

45% 
比较担忧

4% 
中立

14% 
不太担忧

网络安全以及信息技术问题
绝大多数受访公司（82％）对中国的数据流动和技术安全政策表示出一定
程度的担忧。55％的受访公司表示，中国的互联网法规和虚拟专用网络
（VPN）限制性规定对公司正常开展业务造成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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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 省级政府 市县区政府 开发区官员

行政许可问题发生的
层级

80%

38% 34%

8%

 行政许可
大多数受访公司（65％）在中国
获得行政许可和审批过程中遇到
了挑战。

80%的受访公司表示目前这些问
题出现在中央政府层面。

近四分之三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
的行政许可改革迄今没有带来任
何改变。

贵公司是否经历
过在华行政许可
方面的问题？

65% 35% 

否 是

2015

2014

2013

2016

2017

55% 45% 

57% 43% 

57% 43% 

69% 31% 

中国行政许可改革的影响

23% 
积极影响

67% 
目前无影响

10% 
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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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地域分布

受访公司分布情况
• 结合中美两地观点

• 涉及各行业领域

• 经验丰富—80%在中国有十年以上的经验

53% 
中国

40% 
美国

7% 
其他

在华经营时间

66% 
超过20年

15% 
11-20年

15% 
5-10年

3% 

少于5年

在华业务领域

47% 46% 

6% 
制造业 服务业 第一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