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企业经营困难之我见 

文/马艳华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按照法律规定，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
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研究制订了《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于2003年2月19日实施，对中小企业
在职工人数、销售额、资产总额等指标上作了具体规定。中小企业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改革的大潮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不仅在就业、社会财富的创造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而且在参与市场竞争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
业的生存和发展的确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诸多问题，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很多小企业已步履为艰。纵
观小企业的经营困难，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模小，成本高，经济实力不足以和大中型企业抗衡。小企业的从业人员一般不超过600
人，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下，资产总额在4000万元以下。单从这三项指标看，远远低于大中型企
业。小企业生产规模小、专业化生产水平不高，产品技术含量低，无论从经营成本还是管理成本
看，单位成本会居高不下，整体经济效益无法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地
位，经营风险大。 

 二、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理念陈旧。小企业的经营风格往往是由创始人或经理决定的。多
数小企业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会计制度比较混乱，人事激励制度模糊。即使有制度，也不按制度
操作，形同摆设，大事小事老板、经理拍板说了算，谈不上民主，而且老板、经理的管理素质和管
理水平较低，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因此，在管理企业过程中往往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引起职工不
满的现象普遍存在，职工“炒老板”的情况时有发生，人员流动性和解聘率高，人力成本加大，很
难培养出忠诚度高的员工，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三、诚信度不高，资金运作难。很多小企业信奉船小好掉头的经营思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为了压低成本，就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搞假冒伪劣。产品没有自己的品牌，更无精品。小企业
的商业信用低下，在贷款担保机制未健全的情况下，得不到银行的信贷支持，政府又没有相应的扶
持政策，融资困难，于是高利息私下融资，这更增加了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小企业即使有好的项
目，也会因为资金问题不好解决而宣告流产。 

 四、职工文化层次低，素质较差。小企业吸收的职工学历普遍偏低，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
少之又少，知识老化，继续教育跟  不上，职工的创造力缺乏，企业发展短期行为，后劲不
足。企业没有有效的用人机制，怕花钱，不在职工身上下工夫，不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职工与企
业的关系松散，企业缺乏凝聚力，职工工作热情不高，积极向上的尽头不足。 
五、社会环境的不公平待遇。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金融制度、会计制度以及其他有关经济制
度和法律，往往存在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不能共同享有相应的权利的现象。新出台的《小企业会
计制度》虽然对小企业的会计核算单独作了规定，并不能真正体现财务、会计制度公平的原则。金
融制度更是存在待遇不公的情况，特别是在贷款融资方面表现的更加突出，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
款，因此小企业资金的瓶颈不解决，会严重制约小企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小企业经营困难重重，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造成的，如何解决小企业的困
难，单靠小企业自己恐怕显得力量单薄了些，要从内外因入手，找出小企业经营困难的症结所在，
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能收到效果。 

 一、建立健全金融管理制度，放开对小企业信贷的限制。2005年银监会成立了推进小企业
贷款业务的专门领导小组，并制定发布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督促银行转变观
念，重组流程，创新机制。据银监会最新统计资料，截至去年9月份，全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
（包括4家国家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余额2.7万亿元，占全部
贷款的17%。小企业资金紧张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二、加强企业内部制度建设，提高管理者和员工的素质。首先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 
严格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杜绝老板、经理一支笔现象。其次从人力资源制度入手，建立奖
励、激励机制。把职工看作“资源”，而非当成“成本”，加大对职工的培训力度，杜绝从职工身
上降低成本的思想。其他各项制度也要像大中型企业一样加以完善做到有章可循。 

 三、重视商业信用，树立品牌意识，关注企业形象。小企业不一定做大，但要做强、做
久。多元化经营不一定适合小企业的发展，应立足自身的优势，先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小
而精，照样能成为百年企业，不愁再做大。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做强是根本，只有根基扎实，才
能处于领先，做大不过是结果，做“百年老店”应该是企业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应该成为企业追求

 



的目标。 
 总之，小企业要走出困境，不仅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需要小企业自身内功的提升。 
 市场是无情的，不会因为你弱小而得到施舍，小企业更要有危机意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

争，小企业的市场定位非常重要。加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管理者的素质不容忽视。小企业也要
向大中型企业一样，在制度、人员素质、激励机制等各方面下工夫，才能走出经营的困境。 

（作者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相关链接    

 

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 
我国乡镇企业改革存在的问题浅析 
中小企业成长中的现金流战略 
小企业经营困难之我见 
虚拟经营与我国中小企业持续生存力研究 
石家庄市民营科技企业成长模式与发展趋势分析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