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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我国连锁商业的法律调控

蒋 鹏 苏志强

随着商业体制改革的深化
,

我国商业企业组织结

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在股份制企业
、

企业果团方兴

未艾之时
,

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 连锁商店也被

一些地区采用
。

连锁经营已成为商业企业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一个焦点
.

它对我国传统的百货业提出了挑

战
,

必将对我国的商业改革起到积极作用
.

但是
,

我国 目前的连锁商业还面临种种困难和间

题
,

一是现存体制的制约
,

连锁经营跨区难
、

统一难 ,二

是资金短缺
,

网点少
,

规棋经营跟不上 卜三是缺乏规范
,

管理水平不到位 ; 四是手段落后
,

现代化水平低
。

凡此

种种
,

都制约着连锁商业的发展
。

另外
,

我国商业零售业还未实行自由化政策
,

许多

海外大型商业连锁集团 已凭借合资
、

合作等方式
,

把触

角伸入大陆
。

中国稚嫩的连谈业如何应战经验丰富
、

资

金雄厚的竞争对手
,

如何解决面临的难题
,

无疑关系到

未来中国的商业格局
。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

我国必须以

法律对连锁商业进行调控
,

规范其运作
.

在已有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
、

《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基础上
,

制定

我国的《连锁商业经营法 》
,

使其更好地发挥主渠道作

用
.

为此
,

以法律对连锁业进行调控时
,

可以确定如下

内容
。

一
、

连锁商业必须把中等收人的工薪阶层作为墓

本顾客
,

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藉求为经营宗旨
,

本

着
“

方便
、

放心
、

价廉
、

创效
”

的目标
,

发挥更大的作用
.

当前
,

我国消费收入水平总体上还 比较低
,

购买力

比较弱
,

追求价廉物美仍是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主导

心理
,

而连锁商店的长处在于商号的好名声以及商品

集散能力
,

它追求的是分布上的均衡和赢利上的累

积
。

① 价廉
、

方便
、

信誉好的连锁商店
,

会吸引消费者前

往购买
。

所以
,

此经营宗旨的确立
,

与我国现阶段的经

济生活水平相适宜
。

二
、

在当今条件下
.

只能先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

地区发展连锁商业
,

要注意打破部门和地区分割的不

恰当的行政干涉
。

连锁商店
,

是 由若干零售商店共同组织起来
、

共同

拥有所有权并实行集中经营和管理的零售集团和商业

企业组织形式
。

这些零售商店
,

是整个连锁商店的分

店
,

像锁链一样
,

分布在各地
,

在经营
、

管理等方面具有

相同的特征
.

这也就表明
,

连锁商业的发展
,

须以运输

业
、

通信业的同步发展为前提
,

我国的大中城市和经济

发达地区恰恰能顺应这一要求
.

如果在文通
、

通信不便

的地区开展连锁业
,

势必增加其商品的销售成本
.

并

且
,

在这些地区
,

顾客夜盖面窄
,

需求欠旺
,

不利于商品

销售额的扩大
。

因此
,

在选定网点上
,

既要考虑销售能

力
,

又要考虑配送 能力
,

建立一套包括测算客流 t
、

消

费能力以及大环境商情等为内容的科学管理方法
。

另外
,

由于现存体制的制约
,

部门和地 区分割严

重
,

加之不恰当的地方干涉
,

致使连锁经营跨区难
、

统

一难
.

因此
,

必须以法律形式来打破过去计划经济各自

为政的格局
,

充分发挥联合优势
,

在相互文流经验中共

同前进
,

在彼此竞争中共同发展
.

三
、

注意规范化管理
,

努力同国际惯例接轨
.

① 参见《论国 有商王改革 ) 一 丈
,

成《对径问砚研充 ) 1 9 9 5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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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锁经营在国 外有 13 0多年的历史
,

已成 为与传

统销售方式并驾齐驱的行销方式
,

其特点集中表现为

八个
“

统一
” ,

即统一进货
、

统一组织物流
、

统一库存
、

统

一进帐
、

统一向银行贷款与还款
、

统一计划
、

统一广告
、

统一经营 (包括商号
、

商标
、

店铺设计
、

商品陈列
、

经营

业务
、

价格
、

营业时间
、

食业员服饰等的一致性 )
。

因此
,

规范化管理应作为我国连锁经营的核心内容
,

力求同

国际惯例接执
,

走出国门
,

拓展商业经营的海外市场
。

四
、

采取国家扶助和企业自我发展相结合
,

孟视培

养连锁商业的专门人才
。

近期
,

我国商业体制改革的措施规定
,

要把发展连

锁经营
“

作为探化流通改革的重要措施来抓
” , “

要搞像

样的
、

现代化的
、

高水平
、

高起点的
” .

这对连锁业而言
,

无疑是催征的号角
.

为此
,

政府必须对其予以积极的指

导
,

在政策上给以扶持
,

并推进和实施规划和优惠政

策
.

上海市政府在这点上做得较为出色
,

除了对规划内

容作出具体布置外
,

还对新开设超市所需资金
,

企业自

筹不足部分由工商银行贷款
,

并按基准利率计息; 市
、

区两级政府对新建超市用于装修和添置设备的资金进

行部分贴息 ,新开设的超市投入营运后
,

经营蔬菜和副

食品达到规定标准的
,

可享受副食品及新村地区开设

商业网点的税收优惠政策 ,实行连锁经营的超市公司

可优先享受这些优惠政卿
,

等等
.

此外
,

各地政府要在

权限范围内
,

加强领导
,

依靠政策
,

通过兼并
、

承包
、

租

货等带动中小商业企业走
.

上连锁道路
。

与此同时
,

发展连锁商业的当务之急
,

是建立一支

高素质的管理队伍
,

有效 管理进货
、

销售
、

人员培训
、

广

告及公关宣传
,

实现经憧r标准化
、

规范化
,

使连锁业形

成统一文化的象征
,

体现整体价值优势
。

五
、

正确处理规模与效益的关系
,

克服某些地区出

现的追求高
、

大
、

洋的倾向
。

连锁经营讲究的就是规模效应
。

要达到产业规模

效益的连锁店数
,

就得有较大的资金投入
.

资金投入与

效益回收在一定程度
.

上是成正 比的
,

但若不正确处理

规模与效益的关系
,

盲 目追求连锁业的广泛化发展
,

甚

至把连锁店纯粹办成专卖店
,

一味地以高档化
、

名牌化

和贵族化为目标
,

这就会失去连锁业的积极意义
,

造成

规模与效益的严重脱钩
.

不但自身得不到利润
,

反而对

该地区物价上扬起着催化作用
,

在一定范围内会造成

通货膨胀的恶果
。

所以
,

要以法律来规范连锁业的规模

与效益之间的关系
,

由政府部门
、

银行
、

行业工会等对

其进行监督管理
。

六
、

允许进行连锁商店中外合资
、

合作试点
,

努力

引进资金
、

人才和管理技术
.

国际商业 已进入现代化连锁商业时代
,

发达国家

和地区 已有了成熟的经验
,

这正是中国发展连锁商业

所需借鉴的
,

尤其是香港和台湾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及

文化背景与大陆的相同性
,

会使合作更富成效
.

中外合

资
、

合作双方可在以下几方面谋求发展
:

(一 )资金的投

入
.

我国当前发展连锁商业的阻力
,

主要是受资金短缺

的困扰
,

故应争取从多种渠道吸引外资进入我国连锁

商业
.

(二 )适合连锁经营的商品开发
、

商品生产技术与

商品包装技术
,

以及相应的生产设施
、

装备设施
。

(三 )

连锁店的现代化管理技术和手段
。

合作的重点是 代 ) S

系统 电脑信息技术的推广运用
.

尤其在软件设计上的

合作
。

在管理方面的合作还包括连锁商业总部管理和

分店管理制度的设计和营运规划设计
,

营销策划
.

(四 )

连锁商业经营技术的培训
。

连锁店的经营完全不同于

传统商业
,

它要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间题
.

合资
、

合作有

利于管理人才的培养
.

自 1 9 8 7 年至今
,

我国 巳建立了上百家连锁企业
,

发展出 1 0 0 0 多家加盟店和 直营店
,

年销售额达 30 亿

元
。

按国家商业连锁经营发展规划
,

到 2 0 0 。 年
,

连锁企

业要达 1 5。。 家
,

店铺 2
.

5 万个
,

年梢售额达 5 00 亿元
,

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2另~ 3 %
.

为实现这一目标
,

从

以上各方面 内容入手
,

对我国连锁商业的法律调控就

显得十分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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