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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为何难以做强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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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营资本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大潮中

的弄潮儿，成为民众和媒体瞩目的焦点。国家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做强做大，这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以往由于国

家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是渐进的，这就决定了民营企业在早期商业模式上先天就不具备做强做大的条件。因为，那时民营企业要做大项

目，不是被垄断了，就是根本就投资不起，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准入限制。那么，除了外部因素外，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内部制约也很明

显。  

    从客观上分析，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企业领导人的领袖素质不够，没有达到一种统合能力，即不具备做大企业和统领大批优秀人才

领袖素质，包括把握市场的能力和内部政治的能力；二是，这么些年来，很多民营企业家“下海”之后，每一个合伙人普遍存在一种领袖

欲——都想当老大，都想表现自己的领袖才华，所以民营企业总是一做大就分家；三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是在中国式的市场环境中成长起

来的，缺乏那种敢于和善于与世界市场接轨的能力和水平。   

    企业一旦做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结构就一定能够放大，何况我们有的企业内部的组织和管理结构等等都还不是合

理的，所以经不起放大是很自然的。  

    就一个企业来讲，限制其做大的因素，实际上还有它内部的合作秩序问题。某种合作秩序可能在企业规模小的时候，显得很有效率，但

是，它能不能成为一种扩展的秩序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企业就是因为合作秩序不能扩展而长不大。很多民营企业一扩张就失败，一

办分公司就瓦解，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企业没有建立这样一种合作的秩序。当然，这样一种合作的秩序既包括内部的秩序，也包括国

家的法制的环境。这种能扩展的合作秩序，是需要长时间的积淀的，是理性演进的结果，是人们在博弈中习得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做大，是一个急不得的过程。  

    我们的民营企业做不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制度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经济学家指出：人类

合作的最本质的成本就是交易成本。这个交易成本其中就包括人与人建立互相信任的成本。如果没有信任，就没有合作，事情就做不大，

但是，当你真把自己的底牌交给对方，完全信任对方的时候，你就处在了一个弱势群体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你信任对方要冒的最大风险

是什么？是对方背叛你。这就是经济学讲的囚犯悖论。如果你跟他合作，而他要背叛你，那么，你就肯定倒霉。两个人合作就像两个人在

博弈——谁敢玩黑的，谁就占上风，往往是讲道德的搞不过不讲道德的，守信用的搞不过不守信用的。于是，在合作中，作为企业家来

讲，最重要的是要有防范的能力，而不是挣钱的能力。也就是说，你除了要有挣钱的能力外，还要有不被人家把钱骗走的能力。当你要把

心思放在防范上的时候，你在企业的发展上就要受到影响，你至少在精力上不能全身心地去发展企业了。另外，任何监督都是要成本的，

你要建立部门、建立制度等等这些东西都要消耗你的财力，消耗你的物力。当你做得越大，那么，你投入的这种监督的成本、防范背叛的

成本就迅速增长。 

    所以，我们有多少企业家能够在自己的企业里面建立起一种能够承受扩张风险的制度呢？因为，扩张是一种风险，并不是做大就一定带

来利润，做大往往带来的是风险。并不是规模一定带来效益，规模效益是要有一定基础的，它需要一种制度保障作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

个制度保障基础，扩张必败。事实不像有些民营企业家认为的那样：“大者不死”。所以企业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平衡扩张与防范风险的

问题，也就是说怎么使自己的企业在扩张中使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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