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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利益分析 

孙克 

（嘉兴学院 商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 

【摘 要】通过实证方法，对浙江省中小企业国际化利益进行了分析比较，得知:浙江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收

获诸多利益，包括拓展海外市场、获得海外经营的经验、提升管理和营销技能以及接触市场信息等。但中小企业所

获得的利益是有限的，尤其是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的作用相当不明显，也没有获得技术进出口的益处，仍然被锁定

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因此，必须开发先进的生产要素，实现生产的专门化;政府必须帮助中小企业接触新的、多

元化的市场及市场趋势信息，获得并掌握新技术和新技能，提高其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的能力;全融机构需开发新

的全融产品，以更好地适应中小企业的技术相关项目;行业协会应积极进行调整以更适宜中小企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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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化的利益是有据可查的，大量证据表明，通过加强竞争和创新，能更多地接触新思路和新技术。国

际化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并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国际贸易活动使企业实现增长和规模经济。人们不断发现许多出口企业

超越了非出口企业。许多企业倾向于进入国际市场，是因为持续的出口贸易能进一步提升业绩。此外，国际化与创新和生产率

增长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国际化能拓展市场，用足生产能力，同时还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通过经历国际贸易环境更大的竞

争压力，能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的活力。浙江省的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以及其

他因素的促进，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向海外拓展业务。那么，在国际化过程中，浙江中小企业是获得了国际化的诸多利益，

还是仅获得有限利益，值得探讨。 

一、样本选取及基本情况分析 

（一）样本分布情况 

对于中小企业的定义没有一个一致的界定。在经合组织 （OECD）国家中，有各种界定方法，雇员数量不是唯一的一个界定

标准。通常把中小企业看作是非附属的独立企业，雇佣少于既定数量员工的企业，即称为中小企业，但这种界定各国都不相同。

最常用的中小企业员工人数上限是 250 人。但是，有一些成员经济体将上限设定为 200 人，而美国则认为少于 500 个员工的企

业都是中小企业。不过，有一点较为一致，即大多认为小型企业是员工人数少于 50 人的企业。依据我国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规定》（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工业中小企业的具体标准为：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

上为小型企业。本文依据此标准对样本企业进行划分，有效样本总计 78个，按企业性质进行划分，样本企业分布情况如图 1所

示。由此可见，从总体来看，民企占比最大，其次是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国企占比最小。从样本情况来看，可以发现对

于中型企业而言，除国企占比非常小外，其他三种类型的企业占比相差并不是很多，相对而言，以外商独资形式存在的企业比

例更大，民企占比最小；对于小型企业，特点更为鲜明，民企占比远大于以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形式存在的企业。  

(二)产值和利润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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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处理过程中发现，部分企业认为产值和利润率数据是企业机密，不愿意公开这些数据，使得问卷的部分数据缺失，

这是一点小小的遗憾。但绝大多数数据完整并且有效(超过 90 %)，据此可以得出样本平均情况，如表 1和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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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出现萎缩，再加上贸易摩擦加剧，企业遭受各种各样的技术壁垒，直接造成了出口贸易

量的下降。2009年，中型和小型企业出口交货值都分别较最近三年均值降低 26. 86%和 16.10%，中型企业 2009年的总产值也下

降了 18.17%。再看企业利润率，中型企业 2009年国外利润率较最近三年均值降低 1.7个百分点，而国内利润率有所上升，升值

幅度达 0.05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小型企业虽然出口交货值下降，但 2009 年的总产值却高出近三年均值 5.38 %，国外利润率

也高出近三年均值 0.85个百分点，值得进一步分析。从总体来看，小型企业无论从总产值、出口交货值和国内外利润率上都低

于中型企业，但相对而言，小型企业在出口方而比内销具有比较优势。 

二、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利益分析与比较 

（一）显著利益分析 

本研究对浙江中小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进行了调研，从多个角度调查各类型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获益

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果参见图 2和图 3。 

 

据此可以对几种企业所得利益进行排序。 

1）中小企业总体获得利益排序。H．开拓了海外市场＞B．获得海外经营经验＞C．提高了管理水平和营销技术＞E．获得市

场信息＞I．结交了战略伙伴＞L．提高了产品创新能力＞G．重要的利润来源＞A．获得国际先进技术＞D．财务管理与国际接轨

＞K．培养了大量管理人才＞F．技术进出口的重要渠道＞J．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 

2）中型企业获得利益排序。H．开拓了海外市场＞B．获得海外经营经验＞C．提高了管理水平和营销技术＞E．获得市场信

息＞I．结交了战略伙伴＞A．获得国际先进技术＞L．提高了产品创新能力＞G．重要的利润来源＞D．财务管理与国际接轨＞K．培

养了大量管理人才＞F．技术进出口的重要渠道＞J．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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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型企业获得利益排序。E．获得市场信息＞C．提高了管理水平和营销技术＞H．开拓了海外市场＞B．获得海外经营经

验、I．结交了战略伙伴＞L．提高了产品创新能力＞G．重要的利润来源＞A．获得国际先进技术＞D．财务管理与国际接轨＞F．技

术进出口的重要渠道＞K．培养了大量管理人才＞J．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 

由上可知，国际化经营带来了诸多益处，其中对中小企业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开拓了海外市场、获得海外经

营经验、提高了管理水平和营销技术及获得市场信息。而相对来看，小型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益处要更为广泛些，还包括结

交战略伙伴、提高产品创新能力以及开辟重要的利润来源等。这里更应引起注意的是提高产品的创新能力。从上述数据来看，

小型企业 2009年虽然出口交货值下降了，但国外利润率高出近三年均值 0.85个百分点，而小型企业绝大多数产出都面向出口，

这说明小型企业在参与国际化过程中收获了诸多益处，从而提高了利润率。 

（二）有限利益分析 

在分析益处的同时，也应看到国际化对企业各方面的提升表现欠佳的方面。由最差开始，选取入选率低于 30％的方面可以

发现，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中小企业也有提高不明显的地方，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技术进出口渠道、

培养管理人才和财务管理与国际接轨。可见，国际化对浙江中小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作用相当不明显，也没有获得技术进出口

的益处，在管理方面的进步也不大。相比之下，中型企业似乎对于国际化经营的要求更高，因此，认为国际化对产品创新能力

方面的提升不是很大，而小型企业认为在国际化中较少获得国际先进技术。这可能与企业的性质有关，小企业多是以民企的形

式存在，而中型企业多是以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的形式存在，因此，中型企业较易获得技术外溢的益处，而小型企业在这方面

获得的益处较少。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小企业没能从国际化中获得这些益处呢，这是值得思考的。施振荣为 “再造宏基”提出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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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 “微笑曲线”理论，根据全球价值链的三个环节 （技术环节、生产环节、营销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考察各个

环节的增值能力，发现这三个环节呈现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 U字母形状。在价值增值链的 “微笑曲线”上，研发与服务处于高

附加值水平，一般加工制造处于低附加值水平，处于中间水平的是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和销售，因此，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和

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而生产环节中又可区分为上游的关键零部件生产与设计和下游的加工

生产，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因其与技术研究的相关性强，从而增值能力越强，反之亦然。根据施振荣的理论，考察浙江中小

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价值链环节，由图 4可见，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处于一般加工制造的位置，即在价值增值链的 “微笑曲线”

上处于低附加值水平，其中中型企业占 81.48％，小型企业占 73.91％。因此，浙江中小企业总体上还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

被发达国家低端锁定。要想提高增值能力，获得更多的国际化利益，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价值链升级，由生产制造环节向

研发和营销环节转移。 

三、结论与建议 

总体而言，浙江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确实获得了诸多益处，对两种类型企业而言都比较典型地包括开拓了海外市场、

获得了海外经营经验、提高了管理水平和营销技术及获得市场信息四个方面。而小型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则 获 益 更 多。与 此 

同 时，也必须认识到，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所获利益是有限的，尤其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的作用相当不明显，也没有获得

技术进出口的益处，浙江中小企业总体上仍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需要进行价值链升级来增强其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能

力。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的协同努力，共同为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竞争创造有利

条件。 

 

首先，中国本土企业普遍对研发方面的投入不足，为了实现技术升级，浙江中小企业必须开发先进的生产要素，实现生产

的专门化。同时，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逐步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

并适时地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渗透，逐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价值创造能力。 

其次，政府必须明确浙江的哪些部门具有区域比较优势，并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吸引跨国公司帮助中小企业发展这些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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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提高浙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认识和参与度，帮助中小企业接触新的、多元化的市场及市场趋势信息，获得并掌握

新技术和新技能，为价值链升级打下良好基础。 

再次，金融机构需要在促进和增强中小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针对中小企业融资业务进行创新型改变，将

中小企业发展服务和融资相结合，开发新的更灵活的金融产品，以更好地适应中小企业的技术相关项目，帮助中小企业进行价

值链升级。 

最后，浙江的行业协会应积极进行调整以更适宜中小企业的需求，如发展供应商、客户、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

织之间的网络，促进跨国公司和当地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