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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中小企业如何捕捉商机 

王坤玲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7) 

【摘 要】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外贸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来自国

内和国外的竞争压力。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功地捕捉商机,成了我国中小企业在外贸方面发力的关键点。据

此,分析了重庆中小企业的供给和重庆的市场需求,指出应从跨境融合、降低物流成本、企业信息化3个方面着手提

高捕捉外贸商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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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小企业高速发展,其总量已达全国企业总数的

99.8％,其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近70％。重庆市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2014年年末中小企业累计达到48.7万户,增

加值达到5306.7亿元,比上年增长11.2％,全市GDP占比达到37.2％,对全市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3％,拉动全市经济增长5.3

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截至2015年11月,尽管重庆连续7个季度以10％左右的速度蝉联GDP增速全国第一,全市出口总额较2014

年同期却下降了2.98个百分点。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重庆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连接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Y”字形大通道的交汇点上,起到了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作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

支点、长江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的产业腹地。重庆拥有如此优越的区位优势,并且GDP增速连续七个季度蝉联

国内首位,但仍面临出口下降的现实。本文着重分析重庆中小企业应如何结合自身优势,把握一带一路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从

而扩大重庆出口贸易,发挥中小企业对重庆经济的拉动作用。 

2 重庆中小企业的现状 

2.1 重庆是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从供给方面看,重庆是我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已经形成集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综合化工、材料、能源和消费

品制造于一体的千亿级产业群。2014年全市实现工业增加值5175.80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36.3％。工业总产值21520.41

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18722.51亿元。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282.5％；实现利税总额

2112.19亿元；实现利润1169.87亿元;总资产贡献率15.2％；产品销售率97.9％。2015年1 - 10月重庆市出口30强企业中有21家

是电子产业和汽摩产业,并且近年来,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笔记本电脑一直是重庆的主要出口商品。 

2.2 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市场需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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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方面看,重庆是中国最大的直辖市,位于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8.24万平方公里,人口3022.8万,居民需求旺盛。但由于

它是一个山地城市,70％被山地覆盖,农业欠发达,矿产资源也不是十分丰富.一带一路所经的亚非欧地区,地域辽阔,气候类型丰

富,物资各具特色。比如中亚的畜牧产品,南亚的旅游产品,东盟的热带作物,如泰国的橡胶国际市场占有率高达80％。西亚的能

源矿产丰富,也给中小企业开发国内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再比如中东欧精良的装备制造产品,都给重庆中小企业提供了良好的

贸易条件。 

3 企业捕捉商机的建议 

3.1 跨界融合,使企业融入跨境B2B和B2C 

跨界的本质:是整合、是融合.随着技术不断革新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产业融合现象日益普遍,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边界变得

模糊,跨界产业体系逐渐成长起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供求信息的流通达到空前的释放,需求与供应在不断的被丰富。

大数据时代,跨境B2B成为企业捕捉商机的核心。为更好把握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商机,帮助重庆中小企业更好地出口,中小企业应

以大数据的角度解读一带一路沿线买家购买趋势,看准出口风向标.比如中小企业参加行业国内外展会和线上平台相结合能够有

效帮助他们有效收集行业内变化的信息,进而及时有效的捕捉到商机,寻求新的营收增长突破点。 

根据埃森哲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全球跨境B2C电商发展形势报告,未来几年内全球B2C电商市场将保

持接近15％的年均增速,预计到2020年,全球跨境B2C电商交易额将达到9940亿美元,惠及9.43亿全球消费者。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普及,顾客与商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这是一个大趋势,重庆中小企业产业结构相对合理,顺应这一趋势,打造跨境B2C,搭载一

带一路低成本物流快车,将是中小企业的必然选择.目前在一些互联网平台,已经积累起了一批相关的宝贵数据,通过这些数据,

可以确定某些商品的出口地分布,甚至哪个国家哪些人群喜欢什么样的产品等等数据。重庆中小企业如果对这些数据加以分析利

用,将可以从结构上调整产品的生产方向、数量以及渠道等等,为完善出口产业链。 

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机制实现跨界融合:第一,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要素,丰富企业知识池(knowledge pool),为企业突

破技术瓶颈提供基础.第二,加强新知识与原有知识、原有知识间的创造性组合。第三,转变传统的认知结构和因果信念,开发新

的技术领域。 

3.2 市场细分化,在供求差异中寻找商机 

根据温德尔� 史密斯(Wendell R．Smith)的市场细分概念,不同的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欲望、购买行为和购买习惯是有区别

的,由此整个市场划分为多个消费者群体,这些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就是不同的细分市场。在不同的细分市场之间,消费者的需求、

购买行为以及购买习惯区别较明显,对此加以区分,企业就可以从中确定自己的目标市场进行经营活动.这得益于大企业在市场

上留下的市场空缺,这种市场空缺表现在大企业一般把精力放在较大的市场上,无暇顾及低利润、小规模的亚市场,从而形成市场

空缺。这样的市场空缺给中小企业提供了生存余地,通过市场细分,中小企业便可以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空缺,占领这一市场,不

断发展,做行业内的隐形冠军。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和地区众多,各国间文化差异较大,了解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及现实和潜在的需

求,综合分析企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的环境状况,并据此选择出适合自己企业的特定市场并结合自身优势,开拓目标市场.正在积

极规划中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城镇化和工业化亟待发展。重庆中小企业在优势产

业转移和开拓市场的过程中,可着眼于中小型投资和承保项目。 

3.3 利用政策优势,提高借贷能力,降低信用风险 

重庆市已出台一些措施降低小贷行业贷款成本,包括加强贷款利率监管.组织开展小贷公司贷款利率和资金来源现场检查,

掌握我市小贷公司的贷款利率情况,查处个别公司利率违规问题；降低资金来源成本。支持小贷公司创新资产证券化、资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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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新三板挂牌定增等直接融资渠道.前10个月,小贷行业新增贷款平均月利率17‰,同比降低2个百分点；重庆市应加强

对信贷公司的培训、宣传,引导小贷公司转变经营理念,降低利率,规避高风险。推动中小企业开展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充分利用

信保费资助政策杠杆,加强与专业化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协作,鼓励中小企业运用出口信用保险规避出口风险,增强出口信心。例

如,2015年1 - 6月,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直接推动企业出口17.3亿美元,同比增长7.2％,服务客户数504家,占全市有出口贸易

企业的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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