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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营企业，不断经历着政策调整和市场风雨，一次次尝试

，一次次危局，一次次跌落，一次次爬起。国家经贸委

于2001年对我国1000多家民营中小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我

国民营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为5.7年。记者综合多种关于中小民

营企业生存周期的报道得到的数据是，中国大集团公司平均

寿命在7-8年，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在2.95年。 企业家创

业的过程难免挫折和无奈。有人形容，商界在某种程度上与

娱乐界相似：一批明星隐没，另一批明星升起。乔赢、周作

亮、李忠文、姜伟、吴炳新，这些创业者昔日曾经光芒四射

，但今天的创业者也许已经不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他们的功

成败退也成了教材中的经典失败案例。 北京经济报对以往和

目前发生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总结，探究这些企业和企业家的

失败时不难发现个中原因：一个企业失败往往不是一种原因

造成的，而是其中几种，而且这几种原因或互为因果，或并

列，使本来可以走得更远的企业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令

人感叹不已。 “死穴”之一无米下锅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好产品是企业获利的源泉，此“产品”是一个广泛

的概念，例如，咨询公司提供的完善服务也是一种产品。企

业没有产品投放市场，就像过日子无米下锅，巧妇亦难维系

。 好产品首先应该适合市场需要，拥有固定的消费人群，定

位准确，在相同产品中具有市场差异性、无可替代性，同时

一定要有合理利润。这是看似普通的“铁理”。没有产品就



好像水煮鱼、麻辣小龙虾没有鲜鱼、活虾，没有鲜鱼、活虾

，扔再多的料也不管用。如果大家都有活鱼活虾，那么辣子

、川椒就要以正宗够味取胜；如果都用辣子、川椒，那么火

候、配料及至投料时间就要取胜，这也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

的地方。 “器”不“利”是大多数企业做不大的原因。当市

场被同类产品不断蚕食，获利空间逐渐缩小，那么处于劣势

地位的产品便退出流通。还是拿餐饮业来说，北京市场每个

月约有2000家餐馆关张，关张的是那些只能提供味寡色淡、

降低食欲的“产品”的餐馆，而拥有“秘制”水煮鱼的沸腾

鱼乡、蟹老宋却正在谋划开新店。榜样：拥有“秘制”水煮

鱼的沸腾鱼乡、蟹老宋“死穴”之二资金洞穿 问：您觉得企

业在经营过程中最大的压力来自哪里？答：资金不足。这是

在采访中最常听到的对白之一。资金问题就是企业的死穴之

一，一旦点中，不死也伤。很多不利因素的最终结果就是导

致资金周转困难，企业无以为继。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比国

企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资金缺乏的苦楚，他们无法涉足一些先

期投入大的项目，错失发展机会；企业加速扩张时，往往因

为遭遇资金瓶颈，一口气喘不匀，影响整个企业协作；或者

企业拥有融资渠道，热衷做项目铺张无度，资金绷的像一条

橡皮筋，一旦一个地方断裂，不但无从补救，而且往往殃及

整个企业。这样的典型案例比比皆是。 2001年，号称中国第

一家专业连锁店的温州百信鞋业，在未得到银行支持的情况

下，大量开店，最多时全国有100多家连锁百信鞋城，资金被

连锁店消耗殆尽，资金链终于断裂，创始人因拖欠货款、涉

嫌偷漏税而逮捕，百信随之倒闭。原鞋城已卖掉，但仍然难

偿其巨额货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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