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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简介

2014年加拿大在华商务调查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三十年来一直站在加拿大
与亚洲关系研究分析的前沿。基金会的任务
是针对加国的企业、政府和个人探索可具体
落实的构想，机会。基金会通过健全的研究
与分析，提供明确可行的政策建议。亚太基

金会目前的研究重点放在：贸易与投资、能
源与环境，以及国际教育。通过研究和研讨
会，基金会与加拿大和亚太地区的政策制定
者、商业领袖、学者专家和意见领袖建立了
密切的关系。

关于«加拿大在华商务调查»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APF Canada）自2010年
起开始就加拿大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商务活动
进行每两年一次的调查。«加拿大在华商务
调查»深入探寻积极参与到中国这一增长市
场的加国企业所具有的经验与观念。此调查
凸显出这些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及其扩张计
划，并指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最佳实践做
法。

此调查的设计征求了多个有关部门和机构的
意见和看法。加中贸易理事会（CCBC）-�加
中双边贸易与投资的推动者、促进者和倡导
者，自2010年来一直担任此调查项目的重要
合作方角色，并为调查的规划和传播提供了
诸多宝贵意见与协助。另外，今年的调查准
备过程中我们也广泛征求了加拿大工业部

（Industry Canada）的意见，因为双方正在进
行一项加拿大在华企业知识产权（IPR）保
护情况的联合研究项目。以往的调查表明，
IPR一直是加拿大企业的一个主要担忧问
题。2014年的调查新增了一些问题，帮助识
别IPR侵权的感知成本、IPR风险来源以及保
护IPR的最佳策略。调查结果为应对中国IPR

挑战提供了新的佐证，并为围绕如何为在华
加拿大企业提供支持展开的政策讨论提供了
依据。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特别感谢中国国际航空
（加拿大）公司为此次调查慷慨赠送温哥华
与北京往返商务舱机票一张，作为对参与调
查者的鼓励。

调查方法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于2014年6月9日至30日
在互联网上进行了加拿大在华商务调查。
APF和CCBC将调查邀请直接发给相关企业。
此外，加拿大政府有关合作伙伴通过各自的
社交媒体对该调查进行了宣传。至调查结
束，一共有229家同中国市场有密切业务往

来或打算进入中国市场的加拿大企业完成了
该调查。

鉴于调查方法的特殊性，请注意该调查对象
并非等同于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加国企业代
表性样本。大部分参与调查企业均为APF和
CCBC的会员，因此该样本反映出这些机构
的地理位置和现有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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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拿大企业对中国经济放缓以及愈加激烈的竞争表示担忧。 

关键调查结果

中国经济放缓在媒体中有广泛报导，而2014

年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企业对这一经济发展
趋势持担忧态度。超过五分之二（43%）的
受访企业指出不断增加的经济放缓风险是过
去一年来中国商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之
一。大型企业（500+员工）比中小型企业
（少于500员工）对经济放缓更为担忧。半
数以上（52%）的大型企业指出经济放缓风
险有所增加，然而只有38%的中小企企业
（SME）持相同观点。

受访企业还对来自其它企业的竞争表示担
忧。五分之二以上（42%）的企业认为其他
外国（即非中国）企业竞争对手在华实力逐
渐增强。与之相似比例（40%）的企业认为
中国竞争对手更加强大。同样，对该问题的
担忧也与企业规模有一定关联。只有34%的
中小企业认为外国竞争对手实力增强，而
53%的大型企业持此观点。

2. 加拿大企业有盈利并希望扩大同中国业务。 
尽管对经济放缓和激烈竞争充满担忧，大部
分同中国有业务往来（例如，在中国开展业
务、出口中国或从中国进口）的加拿大企业
报告称其业务最近持盈利状态。超过五分之
三（64%）的受访企业表示其同中国业务在
过去一年中“盈利”或“非常盈利”。其余
企业当中，将近四分之一（24%）报告其同
中国业务盈亏平衡。只有1%的企业报告称
有“巨大亏损”。

同中国进行业务时间最久的企业也是更有可
能报告收入盈利的企业。在华业务十年以上
的企业当中，超过五分之四（81%）报告其
业务盈利。在华业务十年及不到十年的企业
中，将近一半（48%）报告盈利。�这些数据

并不能表明企业是否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限才
会盈利，或者不盈利的企业会停止在中国的
业务。但是，同中国有多年业务史的企业似
乎掌握了获得盈利所需的市场知识。

报告中国业务盈利的企业当中，许多都对其
市场地位表示担忧。其中48%表达了对外国
竞争对手的担忧，然而这一比例在未盈利企
业中只有26%。虽然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大
多数（83%）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企业计划
在近期内扩大其中国业务。半数（50%）企
业计划进行大举扩张。拥有扩张计划的企业
既包括盈利企业也包括未盈利企业、既有同
中国十年业务经验的企业也有新进入中国的
企业。

3. 加拿大企业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视为重大担忧，但极少数企业最近经历过侵权问题。 
无论对于与中国有业务往来还是打算进入中
国市场的加拿大企业来说，保护知识产权
（IPR）仍然是一项重要担忧。超过四分之
三（76%）的受访企业指出IPR对其总体业务
十分重要，因此保护知识产权仍旧是重中之
重。

知识产权规则与实践被列为在华开展业务的
最主要障碍之一。将近三分之一（31%）的
受访加国企业将中国IPR实践列为开展业务
的主要障碍（最大值为7的程度表中，选择
6或7）。在所有二十项对华业务障碍清单
中，IPR实践在2014年位列第四。虽然IPR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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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调查结果

是加拿大企业所担忧的问题，但与2012年相
比有所缓解。2012年，超过半数（51%）的
受访企业将“中国的知识产权规则与实践”
列为在中国开展业务最主要的障碍。

大部分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加拿大企业报告
称在过去五年中并未经历知识产权侵权。所
有回答了侵权问题的149家企业中，将近四
分之三（72%）报告称最近没有经历侵权问
题。只有11%回答称有IPR侵权。报告的侵权
事件主要集中在某些行业，尤其是制造业。
受访的制造业企业中有28%报告称经历过IPR

侵权，而非制造业企业这一比例仅为8%。与
此相一致的调查结果为：最常见的侵权行为

是工业设计盗窃，在制造业尤为突出。

经历过IPR侵权的加拿大企业将侵权视为严
重问题。五分之三（60%）经历过侵权的受
访企业指出侵权对其业务产生了“非常严重
影响”或“比较严重影响”。但是知识产权
侵权对盈利并无大碍。约五分之三（63%）
的受影响企业指出为解决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而采取的行动只造成微小开支或没有开支，
只有17%的企业报告产生巨大开支。而且，
IPR侵权与企业所报告的盈利并无关联。然
而，IPR侵权造成的损害可能并不体现在弥
补行动产生的开支中。

4. 解决IPR问题所青睐的策略根据企业在华经验及其规模大小而有所不同。 
知识产权问题对于加拿大企业来说是一项挑
战，但与其限制其中国业务，这些企业更倾
向于采取管理该风险的策略。例如，调查结
果显示报告的IPR侵权与企业扩张中国业务
的计划之间并无关联。虽然有超过五分之一
（22%）的受访企业认为IPR问题是业务扩张
的一个障碍，但对此问题的担忧要小于其它
障碍如监管障碍（38%）和语言/文化障碍
（31%）。

加拿大企业制定出多种应对中国IPR问题的
策略。最常见策略为注册知识产权（40%）
和签署保密协议与合同（38%）。但是，最
可能应用这些策略的企业也往往是与中国业
务往来不久的企业。在与中国业务历史十年
或十年以下的企业中，一半以上（52%）倾
向于注册知识产权，45%倾向于选择“保密
协议与合同”。与中国业务历史十年以上的

企业中，只有25%选择注册知识产权，而
29%选择“保密协议与合同”。在中国时间
最长的企业对于用法律手段保护IPR持怀疑
态度。

企业所青睐的策略也与其规模大小有关。应
对IPR问题的两个常用策略为员工培训（被
21%的企业所采纳）和知识限制与避免文件
编制（19%）。后者是员工少于500人的中
小企业所青睐的策略。超过四分之一
（27%）的中小企业将信息限制和避免文件
编制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而只有7%的
大型企业选择此策略。然而，34%的大型企
业将“员工培训”作为最佳策略，这一比例
在中小企业中只有13%。调查清楚地表明企
业规模大小影响并限制其策略的选择，而且
最佳策略需要与企业的结构和规模相匹配。

5. 影响与结论
加拿大企业在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但也看到
巨大的经济机遇。就此而言，加拿大企业与

其它国家在华企业并无差异。上海美国商会
的2013-2014年度中国商业报告指出74%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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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调查结果

员企业称其中国业务有盈利，与本调查的结
果（64%）有一定可比性。与加拿大企业类
似，美国企业同样也认为中国不清晰和不一
致的监管环境是在华开展业务的一项重要挑
战。

本次2014年调查为所有在华企业共同面临的
一个问题，即知识产权侵权与保护提供了重
要的新的佐证。知识产权仍是与中国有业务
往来的企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而且
IPR侵权往往被认为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成功
运营。2014年调查也显示出企业正在采取有
效策略保护其知识产权。企业尤其认为法律
机制是有效策略，如注册知识产权、签署保
密协议与合同。这意味着近期中国在此方面
进行的改革正在发挥作用，而且如果企业采

取防范措施，将能一定程度上缓解IPR侵权
风险。

然而在中国，除保护商标之外还需要保护品
牌。将近五分之三（57%）的企业认为被标
榜为“加拿大企业”对其在华业务发展发挥
“非常重要作用”或“重要作用”。这一共
同的企业身份使加拿大企业凝聚在一起，这
应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培养与发展。

调查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大小影响其对于所面
临挑战以及应对挑战最佳策略的看法。为实
现加拿大中小企业全球市场出口翻一番的目
标，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实施将这些差异考
虑在内的便利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