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研究．

论国产手表的市场疲软及消费萎缩

张 冠 煜

我国手表工业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光辉历程， 现
在却处千市场疲软、产品积压、资金短缺、 效益滑
坡的观难困境， 而且生产经营的深层次矛盾还在进
一步暴露和恶化， 不能不呼吁 “救一救民族手 表工
\Iv.了！ “ 木文试图从近两年国产手表的市场疲软入
手， 剖析其消费萎缩的程度、 厮因， 并提出若干对
策措施， 以供有识之 一 十借鉴和领导部门决策。

一、 国产表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疲软市场

闱产表（通常指我国轻丁系统手表生产企业的
产品）现有6000万只生产能力。 80年代， 我国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以后， 国产表从计划经济、 统购包销
的模式下推向了市场。 然而， 它走进的是 “买方市
场 ” ， 不是 “卖方市场” ， 因此先后经历过四次周
朗性的销售滑坡和市场疲软。 1989年下半年起， 国
产表再次处于疲软市场。 前几次疲软一般在一年左
右的时间， 且通过调价、 调整货面结构等办法尚可
维拧较长的畅销期， 而此次疲软持续了两年多， 至
今末见转旺的迹象， 其范围和深度也都超过了前Jl
次。 突出地表现存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国内手表销售量不断下降。
1989年手表销量比1988年下降了17 ％左右 ；

1990年又环比下降13 ％左右 ； 进入 “八五规划” 的
头一年即1991年， 手表销售继续下滑， 一季度与去
年同期相比仍下降10％左右。 据观察， 1988年八月
份以来， 国内手表总的销势没能按正常的销售季节
旺起来， “ 旺季不旺， 淡季更淡， 季季滑坡” 。 以
1990年与1988年国内每月销量数据为例：同是最旺
月份， 1990年比1988年减销28%；同时最淡月份，
1990年比1988年减销25%。

其次， 工商库存急剧增加。
1987年国产表第四次降价后， 尽管价格与价值

相背离的矛盾有所缓和， 销售有所好转，但工商肘
存一直居商不下。 据统计， 1987年手表库存3564万
只， 1988年3113万只， 1989年3144万只， 至1990年
底又达3500万只。 若加发出商品， 1990年实际社会
库存巳突破4000万只。 换言之， 这么庞大的社会库

存戳足以使轻丁系统个部牛产企＼Iv.停产半年至9个

月。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市场疲软所造成的工业库
存篮急剧J:升， 比以往任何 一次市场疲 软都要严
王。 据保守的统计数据， 1990年底围积于生产企业
仓库内的手表达1354万只， 比1987年降价前的工寸V
忤存丙出78%， 若加发出商品， 实际达2100万只，
同比相较， 实际芹存上升一倍。 同时， 商＼Iv.大批发
个＼II'.的商品梗塞现象相当严孚。 据钟表公司商悄
信息网对手表批发企＼W的抽样调查分析， 其1990年
团产表库存比1988年底平均增加1.4倍， 已经到了
难以国积和 “ 岔水 ” 的地步。

再次， 严重的货款拖欠现象是国产表以

往销售滑坡所未有的。
生产企业大蜇的贷款无法回笼。 1989年底， 轻

工系统手表企业应收贷款达1.24亿元 ， 至 1990 年
底， 全行业应收贷款高达2.23亿余元， 又比1989年

增加80% (1987年底介业应收货款额仅 3478万元，
坰加5倍之强），庞大的实物资金和货币资金被占
用和沉淀， 造成了1-t产介业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滑
坡， 1990年， 手表行＼W利润比1989年下降53%， 介
\Iv亏损面高达50% （仅指帐面亏损）。 令人担忧的
旯， 1991年应收贷款有增无减， 上询四家主要手表
厂一季度应收税又比去年年底增加34% 。 如此下
去， 企业不仅仅是效益滑坡的问题， 甚至会影响到
生产的正常运转。 另外， 贷款被拖欠也导致了 “ 商
业欠工业， 工业欠财政 ” 的局面， 1990年底手表生
产企＼Ir.欠缴税金额比1989年增加33%。

二、 国产表市场疲软的实质是消费萎缩

诚然， 就我同的日用品市场而言， 1989年下半
年起普遍存在疲软问题。 于是， 有人便认为， 国产
表的市场疲软不过是于百类疲软商品里的一种，
带有普遍性， 不必大惊小怪。 笔者认为： 应当从其
酱遍性中寻找国产表市场疲软的特殊性， 而特殊性
非别， 在千国产表的消费萎缩， 市场疲软则是消费

萎缩的表现形式。 请看以下这两方面的数据：
社会拥有拱。 按全国总人口计算， 1986年手表

平均拥有率为39%， 其中， 城镇 76.5 %， 乡村
i9.8%; 1987年为42.8%，城镇78% ， 乡村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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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为47%， 城镇80.7%， 乡村 38.4%; 1989 

年为50%， 城镇82.4%， 乡村42.3%。 我国城镇若
按10岁以上适龄人口计算， 1989年的手表拥有羊巳
达100.7%， 乡村苏按15 岁主60岁适龄人口计算，
手农拥有率也达56.1%。 因此， 从普及们以米台，
饱和状态十分明显。

社会购头拭。 首先表现为仕会总巾费呈的逐年
下降， 1985年全囚手表消费礼量6231为只， 1989年
4989万只， 四年间平均钧年下降15%:ti::右。 具次农
现为实际购表虽的减少， 1987年找国城铅屈民铅万
人购－义786只手表， 至1939年降为512只， 平均递减
19%1 1987年乡村居民知万人购买337只手表， 至
1989年降丿Jl85只， 平均的年递减26%。 手表的社
会消费曲水日益萎缩。

」述两方面的数据说明了三个回赻： 一 足国内
消费的阶段性。 我国手表的社会消费可分为三个阶
段。 80年代之前， 社会拥有率极低， 手表的将及伽
水吐盛， 硝费处于 “饥饿期 ” ， 生）＇ ） ＇豕少， 内销
市场必然供不应求。 80年代上半叶处十普及型消费
的 “鼎盛期 ” ， 而国产表70年代人和80年代初的大
规模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广品生命恰屈成熟期， 国
内市场供求平衡， 畅中见俏， 1982年、 1985年还出
现过酌个消费热潮， 以至使1985年的手表消费总她
的达6231Jj只， 超过了当年的生产总址。 1986 年
起， 国产表便步入 “衰退期 ” , 1987年降价曾打了
一支 “ 强心针 ” ， 再加上仕会 “抢购风 ” ， 钠售回
升了讷年， 但并未亦不可能改变消费下滑的趋势。
二是消费土体的层次性。 从1986年升始， 因内手表
市场实际已从单一的普及硝费转向十多层次硝费。
多层次消费的主体在哪里？ 是在城乡钻合部。
据 1986 全 1989 年三年同的消费数据分析， 千农
的城镇消费波动不大， 年购天她一般孔1300~1500

万只， 泊费拭平均下降仅2.3%，而衣村消货址三年
半均下降15.4%。 农村消费1986年起走下坡路。
1989年的衣村消费星较1985年锐减1100多刀只， 从
农民平均购头的情况米石， 山旬 100 人购人 5 只
千表降至釭 100 人只购天 1.8 只于农。 可见， 现有
的困产衣品种结构在农村市场并扑 “无限之大” ,
朵种恋义上说， 农村也趋饱和。 三是购头动向的随
意性。 国产表经过多次降价， 早已从的档耐用消费
品跌为非必需的一般日用消费品， 因此， 在拥有堡
扩大、计时性使用价值得到基本满足（包括落后地
区农村的消费观念存在着 “有钟便不买表” )的悄
况下， 人们对手表的添置欲减弱， 仅凭目前的应市
品种， 门 ” X X年期间还有X X X万只丁衣们叩更

新” 之类的观念米测算市场容妞， 显然起缺乏依据
的。

三、 导致国产表市场疲软及消费萎缩的
主要因素

“冰妳 尺l卜 － H4寒 ＂ 。 国产表消费萎缩的
因素（民多。 钉些因素众所周知， 有些因素且相关
联， 有的因素生产企业有所察觉但又无力解决。 史
主要的是， 孔导致国产表消费萎缩的话因素中还须
寻根问妳， 以引起反思。因而即使是 “老调玉弹 ” ,
也有必要将主要因素罗列一备：

（ 一 ）企业盲目增产， 连年产大于销，
宏观上失去调控能力， 投放总量元法得以抑

制。
这娑从两方面米分析。 首先是社会总投放叭E

几句始终个平衡。 1985年社会消费一 阵热潮之后，
生产尸蛉山1985年的5431万只猛增至1990年的8000

万只， 整个 “七五期间 ” 以平均钧年30 ％的幅度坰
长， 并出现了年年产大千销的局面。 其次， 因产表
本身的产哥即轻工系统的手表生产昼亦以年半均
12 ％的幅度增产， 而产销结合率却每况愈下。 按和
场规律， 手表产销率起码要维持在92 ％以上（必须
在贷款、作价、库存等正常的前提下）， 但找们却衱
1987年降价和1988年 8 月份 “抢购风 ” 所产生的非
正常市场效应而迷惑（当年国产表产销 率竞的达
96%) ， 乃令：－味增产， 致使1990年的产销半队土
83%。 显而易见， 企业连年增产是迷成国产衣市场
萎缩的主要原因。 国产表迕年增产的驱动力有二：
第 一，生产企业坰产，处建筑千 “农村市场是国产衣
的广阔天地” 这一观点，再加上接受了1988年市场扭
曲了的信归导向， 以丿J 国内市场将会出现类似1985

年那种旺销转机， 臼目增产。 第二， 许多企业的领
导虽然慾识到产大十销的尖锐矛盾， 但谁也才、愿总
土动地放弃市场， 都以 “屋” 来争挤市场， 加速了
消费萎缩。 第三， 她方财政包干， 继纹将囚产表石
成 “摇钺树 ” ，压产·址，要速度；压利制， 要财趴
使企业的盲目增产成为一种不得己的打为， 曲川豕
又缺乏宏观调控能力。

（二）大量留销于国内的组装表， 严重

冲击了民族手表业， 不仅干扰了普及市场的

扩展， 而且遏制了史新市场的发育。
对组装表的留销问题， 有识之士呼吁再三。 面

对国产表市场的恶化， 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了。 我
们应节汴，宫于1}芯杆一个市守： ？B.， 近几叮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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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国产表生产量确也控制在5000万只之内，全国
手表总噩的增加， 主要是组装表的留销噩扩大， 从
1986年起，每年进入国内市场的组装表都在2000万
只以上，至1990年超过了3000万只，从 “氮” 的角
度来看与国产表势均力敌。第二， 组装表以指针式
石英表为主， 并因品种多、款式新、 市场应变快，
如攸利地进入以中高档产品为特征的更新市场，阻
碍了囚产农的发展和市场进入。 第三， 组装表实价
高，在营销措施上具有相当的优势，商业单位图其
盈利（据上海钟表零售店统计， 经营一只组装表的
毛利相当于卖8至10只国产表）， 经营组装表的积
极性大大高于国产表，在大巾城市的钟表零售柜台
里早装表琳琅满目， 国产表即使国产名表仅挤于小
小一角。组装表的留销势头还在发展，留给国产表
的市场将越米越小。

（三）国产表品种结构长期来 “ 老品

种 “ , “旧款式” , “低档次” ， 在市场适

应性方面只有 “应付能力” 而元 “ 应变能

力 ” ， 实质是一种自我荽缩。
固产表消费萎缩不等千没有市场。我因 ～1亿多

人口，消费沿力有待挖掘，更新市场有待开发，问
题是款式、品种、产品更新换代上不去。 第一， 国
产表的产品低档化， 使用价值单一化，使其只能局
限和满足于普及市场仅有的计时消费，而这个市场
只会缩小不会扩大。 第二，我们调整产品结构的着

眼点始终剢千 “人” 、 “中 ” 、 “小” 、 “金 ” 、
“钦"、 “ 白 ” 这八个力面的大类品种， 市场信且

的 “寒辑表” 也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如一季度大中
型手表库存多了，二季度就增产女表，压缩大中型
表， 等等，疲于应付， 经受个住市场大波动的考
验。第三， 国产表品种结构缺乏市场庙变能力的根
本问题是生产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大流水，
调头慢。

（四）国产表各生产厂家为争挤国内市

场而采取的一 些营销办法， 缩短了自身的生

命周期，加剧了消费的萎缩程度。

这方面的问题举不胜举。国产表各牌号产品争
跻在低档次的消费市场， 为保证自己产品的满产满
销， 必然在营钜上各自奔命并施出种种手段。 比
灿竞相扩扣，有的低于出厂价向商业供货，至于
铺底代销、 延期结算等办法， 巳司空见惯， 甚至连
过去忌讳的 “发放宣传费” 也逐渐在国产表的生产
厂家荽延开来， 而且宣传费的金额越发越高， 降低
了国产表的身价。又如， 各厂见缝插针地找市场，

纷纷奔向资金力媪较厚、 动销相对快一些的零售商

店， 使钟表专业批发商失去了下伸基础， 反过来影

响了向工业进货和 “ 蓄水” ， 使经营状况更加恶

化。再如，沪、津等地名牌国产表还受到返销表的

冲击， “假出口 ” 的名牌国产表倒流到国内市场，

同类品种价格都大大低千内销作价， 破坏了国产农

的正常沈通。目前 “假出口” 的返销农经苦已渗透
到了中南、西南等国产表的基础市场。

（五）我国 “八五期间 “ 深化改革而引

出的新的消费导向， 不利于手表购买力的增

长。
改革10年来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平均每年以

16.5％的速度递增， 但手表商品的零售额却波动于
30一40亿元之间， 埴长极其缓慢。据统计， 1980年

全国手表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1.7%, 1!}89

年下降到0.54%， 这与手表普及消费增长而出现的
拥有率不断促汕形成f鲜明的反差。 因此， 不要
指望千表的社会购买力会有大的增长。 即便如此，
倒也仵罢。问题是， 我国 “八五期间” 许多改革措
施的出台和到位， 可能把人们用于包括手表在内的
日用消费品上的十分微弱的购买力， 引导到更急需
的新时消费方面。 比如，住房制度改革，提高了房
租， 又要购买住房建设侦券， 而住房分配后还要支
出一笔较大的装修费用。又如， 今年起全国性粮汕
调价，又扩大了人们用于食品的日常开支。 据上询
抽区有头部门对部分家）廷抽杆调查， 仅 “吃” 、

“仕“ 两项消费， 就要占到全部消费的70％左右。

四、 冲出市场疲软的应急措施和制止消
费萎缩的根本出路

为冲出市场疲软，摆脱困境，特别应从制止萎
缩入手来斛决巾场疲软。笔者在此提出十二条措
施：

（ 一）扩大国产表的机心出口， 减少内销儿
力，并为企业创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 近几
年，机芯大尽出口， 较大程度地缓冲了国内市场的
产销矛盾。 1990年如果不是1300多月只机芯出口，
国产表的产销率不是88％面是76%。作为应急措
施，机芯出口的势头仍应保持并扩大， 但要防止组
装返销， 防止出现效益滑坡的新的矛盾。

（二）制定完整的市场细分化策略， 千方百计
地为自己产品寻技国内市场。根据10年来企业自销
的实践和经验，手表和场细分化策略可考虑四个因
热： 一是把握基础市场。如 “ 钻石” 牌的华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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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 ” 牌的北方市场， 其他户地表的当地市场。
二是抢占空缺市场。是指同类产品没有插足或问津
较少的市场，如西北省份的市场。三是抓住机遇市
场。有季节机遇、政策机遇、礼品相遇等等，往往
见效于 一次性的大批讯销售。四足开发更新市场。

以展览展销等形式将新产品、新，饮武重点投放千大
中城市，既扩大影响，又保证一定批卧的销售。

（三）积极改古经营， 协调工商关系， 采取
多种措施强化销售手段。首先婺有一支为数较多、
素质好的伯售队伍， 并以承包的办法奖惩挂
钩，充分调动其推销的积极性，而承包销售的核心
问题是 “实现销售， 保证货款” ， 对国产名牌手
表来说，还要转变经营作风，变 “坐诮 ” 为 “行
销 ” 。其次，要充分信任和依赖商业批 发的主渠
道，坚待把工业自诮的立足点放在批发环节上，而
不要直奔零售商店打乱仗， “签底抽薪 ＇＇ ，扢批发
商业的墙脚。要稳住供应作价，即使降扣作价，也
应让利于批发单位。再次，工业自销裳抓住一批能
量较大、长期义系比较密切的大批及单位，以 “工
商联销栠团 ” 、 “工商联合供货会 ” 等形式携手共
同推销，并应诚心诚意，不要见利忘义。

如果说上述三条措施是企业启动市场的内在措
施的话，那么，从外部环境来说也有三条相应措施；

（四）在全国范围内切实做好清理 “三角侦"
的工作，以有效的结笲办法盘活资金。要将清欠贞
任落坟到银行，使之制约欠债单位。

（五）制止返悄表，打击走私农、 假冒人。
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的栦械表降税措施已经出
台，这在制止返旬表经营方面，能有所收效。 同

肘， 工商部门还应严厉打击手农的走私、 假冒活
动， 尤其是在机心大盎出口的怕况下， 更应该注意

防止以假乱具。

（六）遏止组装表在国内市场的留销问题，
巳成为当前 的燃眉之急。国家有关部门务必研究和

制定综合治理的一整套办法。
笔者认为，启动市场不等于解决消费萎缩问

迎。因此，国家、企业以及有关方面应共同为国产
＆的生存、发展设计出路。可否从以下六个方面构
思；

（七）在现阶段和现有的产品结构的前提下，
严格控制生产总噩和国内市场投放量。近几年国产
表成品内销址不宜超过2000万只。

（八）提高产品档次，增加手表商品的附加价
值应提到议宇日程上来，尤其是国产机械表，在高
附加值的开发方面，机芯的功能和外观的款式要齐
头并举。

（九）扎扎实实地搞好国产石英表的市场开拓
上作。甘要的问题是质蜇、维修、组织经营网络以及
零部件国产化，使中、低档为主的国产石英表形成
完整的儿尸体系和市场基础，然后再来考虑国产石

英表提高档次的问题。
（十）轻工系统手表生产企业要毫不迟疑地发

展延伸产品和第二门类产品。我国手表生产规模如
此之大，不能死死抱住计时产品，要走一“主“ 多

“ 副” 、以 “ 副“ 养“主” 的道路。
（十一）企业的组织结构应随着市场的变化而

改单。既要发展企业集团， 增强群体优势，更要注
虫于形成多品种、小流水，具有市场应变能力的生

J'，结构。
（十二）国家对找团的民族可农1业要给政

策，为其创迅平等竞争的条件；要给投资，使其增强
发股的后劲。累计创造了近150亿元的民族手｀表工
业应列入国家的发展规划，有亟点地给予扶持，使
之得以振兴。

--、~^---－邑一～＾ 2^-夕～＾～～～＿＿－ 今一 了J~＿~----^

（上接封三）

视， 在教学内容上要更加注重其针对性和实

用性， 使之培养出更多、 更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

汤云为教授在工作中表现E 了高度的爱

国热情和自觉的奉献精神。1982年， 美国两

家会计公司拟以高薪聘请他去任职， 都被汤

教授婉言谢绝。在香港理工学院任教期间，有

些教师希望汤教授参加该院会计学系系主任

的竞选活动， 并认为他有望获得这一 重职，

并可得到高薪报酬， 但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

益的抉择中， 汤教授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国家

利益。

由于汤云为教授具有很高的学术造

诣， 扎实的科研能力和坚定正确的育人思

想， 今年上半年， 他荣获国家教委、 国家人

事部授予的 “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回国

留学人员 “ 光荣称号， 成为财政部部属院校

中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中青年学者。

（崔燮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