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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追大的结果，会使其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之中。看到误

区，并走出误区，对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及知识经济革命的

深入，各国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管理学家都把中小企业的

发展问题提升到战略高度并给予重视。然而，在我国中小企

业的存在与发展问题上，还存在着认识上和经营上的误区，

这些误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走出

认识和经营的误区，已经迫在眉睫。 一、认识上的误区及矫

正 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现代社会中有其生存的基础

，企业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走出“中小企业都要发展成为大

企业”的误区。 目前，对中小企业的认识上，普遍存在着一

种错误的倾向，认为企业的发展就意味着规模的扩大化和经

营的多元化。殊不知，在盲目贪大、贪全、贪高之下，中小

企业只能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中，既无大企业那般的实力和

资源，又不能向过去那样进行专业化生产，结果画虎不成反

类犬。 纵观整个20世纪，经济发达国家经历了好几次企业兼

并浪潮，确实出现了一些巨大的企业与企业集团。但是，另

一方面广大中小企业不仅数量上没有减少，而且对国民经济

的贡献依然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即使经济上高度发达国家

也没有出现某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种情况，中小企业不但

没有萎缩，相反却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与大企业一起共

同组成发达的社会经济。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



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使中小企业有了蓬勃发

展的机遇和空间。经过80"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

洗礼，毫无疑义，中小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事实证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一样，都是现代经济中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小企业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走出

“中小企业都要发展成为大企业”的误区。中小企业之所以

能够存在在于现代社会中有其生存的基础，主要表现为： 分

散的地方性资源为中小企业生存提供了广阔的地域空间大企

业由于生产规模巨大，采用多层次集中控制的办法对生产实

施管理，一般有利于使用大宗资源，对量少、分散的资源不

易有效利用，或者造成运输或管理成本过高，所以中小规模

的企业就近原料产地经营更经济。就我国而言，幅员辽阔，

国情复杂，发展很不平衡，适合中小企业开发、利用的资源

很多，因此，中小企业可依托当地资源办出自己的特色、优

势来。 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为中小企业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市

场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

来越追求适合自己个性化的生活。千篇一律的大批量生产与

服务，逐步为具有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所替代。按顾客需求

进行定制或提供个性化服务能更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

众多中小企业可以其各具特色的产品和灵活机动的经营方式

占据一定的市场。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造力使其更能应对当今

多变的环境 中小企业由于管理层次少，不拘形式，官僚气息

较淡，每个员工觉得他们的行动很重要而会考虑行动的意义

，这会有利于调动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之开发人员知

识的广泛化(大公司里的研究开发人员是专业化的，而中小企

业里则有更多的通才)使其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以美国



为例，据统计，美国中小企业创造的技术创新成果在数量上

占到全国的55%以上，一些20世纪的重大技术创新成果，如个

人电脑、录音机、速冻食品、光扫描器等都是由中小企业发

明的。因而，中小企业可利用其技术创造能力更好地应对多

变的环境。 经济活动中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即小规模

经济比大规模经济更有效 例如，在传统的手工制品业，生产

方法以手工为主，多为艺术或精密产品，规模经济并不重要

。许多服务业，大规模经营难以对从业人员进行有效的控制

与监督，或者因管理成本过高而无法实施。因此，并非人多

就效率高，在这些领域里中小企业更具有优势。另一方面研

究表明，技术进步可以降低生产的最小有效规模要求，使中

小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成为可能。传统的理论往往把规模经济

与大企业的出现和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强者联系在一起。卡尔

松(Carlsson)注意到，随着技术的进步，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会

向左移动，与以往相比，中小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可能会大

大增加。 专业分工的精细化使得中小企业具有产业聚合功能

据福岛久一解释，具有产业组织聚合功能的中小企业主要是

指为城市大工业配套的中小企业。从电气革命到电子革命到

信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深化与专业

分工的精细化，为中小企业开辟了新的发展舞台。在产业革

命的过程中，广大中小企业填补了市场空隙，完成了产业结

构价值链的连接。例如，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外部协作的零部

件60年代为30%，1980年达到70%。福特汽车公司在国内外的

协作厂商有4万家，供应2千种汽车配件和工作机具，每年用

于外购协作件的款项达200亿美元。可以看出，在技术革命的

推动下，专业化分工的程度愈来愈精细，大企业不可能涉及



自身产品的各个方面。如果全部零部件都由大企业自己生产

，就需要大量投资，购置大批设备，而且有些零部件的需求

量不大，设备自然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这对大企业是很不经

济的。中小企业利用其在某一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开发经验，

填补大企业的空白，或承接大企业零配件的生产，成为大企

业产品生产的一个枝节，与大企业形成一种互惠共生关系。 

中小企业具有释放就业压力的巨大能力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增加收入、使生活富裕起来，是各国政府的最终目的。研

究表明，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吸收劳动力、降低失业

率方面作用巨大。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中小企业以

其特有的适应性吸纳大量大企业分流的劳动力。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中小企业既有生存的必要，也有其生存的合适位置

。因此，不要盲目把注意力放在“大”上做文章，而是应该

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在市场上找准位置，在“精、深、专

、优”上下功夫。 二、经营上的误区与矫正 中小企业在经营

过程中，现金流、企业信誉、核心竞争力、领导者意旨与个

人情感等因素，无形中影响并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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