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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为最有活力的经济细胞，亚

太区中小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中

小企业为亚太地区贡献了超过 50%的经济

总量和 60%的就业机会。国际金融危机发

生以来，全球需求急剧萎缩，融资困难，一大

批中小企业陷入了困境。

在中国，中小企业贡献了 60%以上的国

内生产总值，50%以上的税收，并创造了 80%

的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促进经济

增长、扩大就业、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的 不 可 或 缺 的 力

量。然而，当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却令

广大中小企业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少

企业举步维艰，甚至倒闭。

黄金时代已成记忆

2008 年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

期，几乎没有遇到大风大浪，这应该归功于

以下几点：

第一，稳定的社会环境，大力支持的国家政

策。在中国历史、甚至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

现过这么长期稳定、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

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改革开放最

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企

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自由的环境，让有

能力的个人或企业放开拳脚施展被长期压抑

的各种能量。在国家政策上，国家为企业的发

展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设立了很多经济特

区，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环境。

第二，巨大持续增长的市场空间。过去

30 年，对于我国中小企业，在市场方面，可

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主要体现在 3 个方

面：一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改革开放后，我国

居民的消费需求得到了释放，国内市场一下

子得到爆发；二是巨大的国际市场，短短的

20 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我国的中

小企业分享到了巨大的蛋糕；三是在巨大的

国内外市场面前，我国的供应方，即工厂，却

几乎是空白，这为我国中小企业从无有到

有、从创立到成熟，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第三，巨大的人口红利。大量的农民工

进城为很多中小企业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和运营成本。

第四，低廉的环境资源成本。改革开放后

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以巨大的环境破坏为代价

的。即使到目前，占用或者破坏资源所支付的

成本也还是非常低的。近几年，中国政府已

经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提高了对企业的环

保要求，可绝大部分政策仍难以得到落实。

第五，稳定的经营环境。这不仅仅表现

在持续增长的市场空间，为中小企业的不断

发展提供可能，还表现在企业不需要考虑汇

率的波动、没有原材料大幅度的涨跌、员工

思想的单一、工人的吃苦耐劳等等方面，这

都为企业集中精力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小企业如何走出困局

中小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充分认识与利用自己“小”的特点，利用

“大”企业的弱势，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一、因为企业小，业主或高管还没有形

成官僚架构，可以比大企业更贴近消费者，

更好地了解消费者，更快地对市场做出反

应。这一点，在我国以后的市场竞争中非常

重要。中小企业可以迅速发现或者挖掘还

没有被满足的细分市场。如果等到大企业

也投入到这个市场，那么，小企业因为其资

源与能力的局限性，是无法与其竞争的。

二、敢于坚持“小”，在特定的领域或范围

愿意更深入地坚持研究，比大企业更专业，更

具创新性。目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也包括

利润空间有限，中小企业对于创新敬而远之。

而这，恰恰应该是中小企业最大的优势。大企

业决策速度慢，机构官僚，而中小企业，一般都

是企业主直接领导，核心人员与企业的关系非

常密切，应该比大企业更着力创新。

三、因为企业小，更适合也更容易在一

些细分市场站稳脚跟，深入发展。大企业一

般都是由职业经理人掌握，不得不面对每年

不断增长的业绩压力。在这个压力之下，很

多大企业不愿意在规模容量较小的部分细

分市场投入过多资源与力量，这恰恰把机会

留给了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应该集中聚焦

在自己的细分市场，不断扎实根基，获得长

期发展的机会。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在实践中遇到的实

际情况，笔者对破解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困惑

的主要建议有 3 条：

第一，要重视培养核心人才。一个企业

的 80%贡献来自于 20%的人，而这 20%的人

能否发挥贡献，还取决于他们中的 20%，即

企业中 4%的人才。作为中小企业，在人才

培养方面，其弱势就是资源有限，可是，其优

点是能够更好地关注极小部分人才，用最灵

活的方式吸引、培养、留住这部分人才。中

国人构成的是一个以家庭利益为基础的社

会，这导致了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比西方

社会更难遵守。这个因素会制约我国大企

业的发展与稳定，而恰恰给予了我国中小企

业发展机会。美国著名的管理权威吉姆科

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就提出了著

名的“先人后事”的观点。其研究结果发现，

实现跨越的公司领导人不是先从建立一套

新构想、新策略入手，而是首先选定合适的

人选，分离出不合适的人选，并令合适的人

选各就其位，然后才考虑下一步怎么走。目

前，我国很多中小企业面临转型或者处于第

一代、第二代交接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尤其

要重视“先人后事”的观点。特别是在快速

变化的今天，如果企业的核心人员跟不上时

代的步伐，企业股东更应该敢于用更灵活的

方式物色合适的小部分人才。通过小部分

人才的转换，挽救企业，寻求发展机会。

第二，要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放弃短而

快的利益追求习惯。关于这一点，可以用一

个中国人与以色列人开加油站的故事来说

明。如果一个中国人在一个空阔的未开发

地区开了一个加油站，第二个中国人来到这

里，他马上会开第二个加油站，因为不用创

新、不用调查，也不用思考，照抄是最简单、

最安全的。第三个中国人来到这里，还是按

照这个思路，开第三个加油站，第四个、第五

个也如此，势必形成恶性竞争，直到一起消

亡。而如果是第一个以色列人来到一个未

开发的地区开了第一个加油站，第二个以色

列人经过考察之后，会开一个便利店，利用

来加油的人群赚钱。第三个以色列人来到

这里，会开一个餐厅。第四个会开一个汽车

维修店。第五个、第六个也都开不同的店，

其相同的思路就是共同吸引更多的人群来

到这个地区，形成互补性，直到形成一个非

常发达的新兴市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

我国目前很多中小企业的影子。要破解我

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困惑，应该学习以色列人

的思维习惯，具备更长远的眼光，共同来创

造市场，而不是来一起毁灭市场。

第三，要放弃盲目追求做大，而应该追

求做强、做专、做出自己的特色。中小企业

应该把眼光放在一些有特点的细分市场，耐

得住寂寞，认真用心发展。在某些细分市

场，还没有很好的品牌，特别是在中国，这么

大的市场中，存在着非常多的空白细分市

场，存在着大量还没有被满足的细分市场消

费者。如果我国的中小企业放弃追求大而

全的思路，接近消费者，可以挖掘很大的发

展空间。在追求做专的同时，还要敢于在细

分市场的技术与品牌上投入。如果是这样，

就可以在集中化与标准化的趋势下，找到自

己的发展空间，获得长远发展的机会。

（鑫 华）

黄金时代已过 中小企业如何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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