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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问题研究 

胡 溶 

（浙江工商大学） 

【摘 要】中小企业是浙江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主力军,是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力量但是,浙江的中小企业却存

在着利润微薄、生存环境恶化、国际化经营经验不足等问题建议通过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方面的努力,共同促

进浙江中小企业健康稳定的开展国际经营。 

【关键词】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贸易总额也在逐年增加。世界各

国都被卷入到了国际化的大分工体系之中,依照各自的优势,生产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或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在这样的背

景的下召开的,随后中国的经济也快速的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当前,我国已跻身世界贸易前三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

位日益提升。 

由于浙江便利的海运享赋,丰富的海外人脉资源,以及浙江企业家优越的开拓精神,使得浙江经济在起步阶段就具备了国际

化的特色。浙江企业从一开始的出口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半成品,到贴牌生产,为国际名牌打工,再到自创品牌,海外投资,经历了

一个有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爬升的艰苦过程,这个过程现在依然在继续。1980 年浙江出口额为 2.43 亿美元,到 2008 年此数

值已经叙升到 1542.67 亿美元。截至 2007 年 6 月,浙江注册的对外投资企业和机构达到 2809 家,投资总额 16.4 亿美元,境内主

体数和境外机构数居全国第一,而中小企业占比达到 68%,是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坚力量。 

虽然浙江对外贸易起步早、规模大,但是由于浙江企业大多属于规模较小、风险抵抗力差的中小企业,使得浙江企业国际化

之路更为波折。近年来,针对浙江企业事故频发,如西班牙的烧鞋事件,俄罗斯大市场事件,以及阿根廷的反华事件等等,这些事件

的涉及企业都会受到重创,有些甚至会破产、倒闭。因此,本文通过对浙江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剖析,期望提出促

进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现状 

1.中小企业的界定。 

为了更为精确的对中小企业国际化问题进行研究,我们首先要对中小企业的范围进行界定。由于各个行业具体情况不同,我

国相关行政部门对于各行业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也不尽相同。据《中小企标准暂行规定,工业领域,凡员工在 2000 人以下,抑或

销售额在 3亿元人民币以下,或总资产不高于 4亿元,都称之为中小企业。而销售行业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则是职工人数小于 500

人,销售额不超过 15亿元人民币的企业。此外,金融类,通讯类以及交通服务类行业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都不相同。事实上,不仅

各个行业有所不同,不同的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也不相同。往往在中国成为中型的企业在欧洲杯认为是大型企业。学术界

一般意义上会将中小企业的定义界定为所有权、经营权和决策权独立享有,自营资本和雇佣员工都多,在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具备

支配地位的法人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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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小企业国际化界定 

既然本文研究中小企业国际化问题,那么也有必要对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进行界定。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按照国际分工,积极

主动的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实现国际化经营的一个过程。按照国际化的内在含义,国际化包括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方式。所谓内

向型是指,企业通过从国外引进技术、人才、原材料、设备等生产资源,开展生产,甚至利用自用品牌,让国外厂商贴牌生产,参与

国际分工的过程。外向型的国际化是指企业主动地将自由的资源应用到国外市场进行生产,主动地编织分工体系,直接面对国外

消费者,实现国际化经营的一个过程。本文所指的中小企业国际化包括这两个方向的国际化。 

3.浙江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浙江经济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能够快速发展,就是因为浙江有着大量活跃的中小企业的存在。表 1表明近几年浙江中小企业

的发展状况。 

 

表中数据显示,虽然近年来浙江省大型企业在规模以上企业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小企业在规上企业中所占比重一

直都占有举对优势。2008年浙江中小企业总数达到 58622家,是大型企业 194家的 300倍。从企业产值看,2008年中小企业产值

占规模上工业产值 82%（见图 1）,也大大高出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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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现状 

由于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而中小企业大多属于私营企业。出口产值占比可以再一定程度上体现各类型企业

的国际化状况。我们用私营企业代替中小企业在浙江总出口中所占比重。见图 2 所示。从 2001 年开始,国有和三资企业在浙江

出口产值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积极和私营企业在浙江总出口中所占比重确实逐年增长的。其中私营企业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

从 2001年的 5%左右,增长到 2007年了 40%以上,增长了 8倍。 

 

二、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虽然浙江中小企业在出口中的地位逐年提高,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固有的问题,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还存在如下问题。 

1.出口附加值小,企业利润单薄。长期以来,由于浙江中小企业所从事的大多数形式的活动,大多数处于国际价值链和产业链

的低端,在国际贸易中几乎没有话语权。虽然每年有大量的货物出口和原料进口,但是由于浙江中小企业所利用的只是中国丰富

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年上升和国际采购商的压价,使得浙江中小企业利润空间日益被压缩,企业生存难度

空前增加。 

2.同业竞争激烈,生存环境堪忧。由于浙江中小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大多都属于技术含量不高的鞋袜、服装和小五金等行业,

而这类行业的进入门槛通常较低,沉没成本也较小,转型方便,浙江各地经常会出现一窝蜂式的生产状况。由于产品的差异性几乎

不存在,质量差别也不大,为了获得国外订单,这些企业往往会采取竞相压价的策略,大打价格战的后果就是恶性竞争,其结果是

整个区域的生产环境被破坏,国外采购商赚得盆满钵满,而本地企业却因为自相残杀而倒闭破产。 

3.融资困难,进一步发展乏力。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财务不规范,固定资产少,可用于抵押的优质资产更少,盈利无保障等自

身问题。以及银行业风险最小化的策略规定,支持国有企业的隐性规则。使得中小企业在资金苦难是难以及时从金融机构获得帮

助,使得一些企业在具有扩大生产规模可能性时不能及时扩大生产,在缺乏流动性是难以融得救命资金。结果是中小企业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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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缓慢,抑或是一些中小企业因为短暂的流动性缺乏而倒闭。 

4.技术水平偏低,创新能力不足。虽然经过多年的积累浙江的一些中小企业所拥有的技术能力已经可以和国际顶尖厂商媲美,

但是,大多数中小企业还是处于低水平的均衡之中。从出口产品类别看,虽然近年来机电产品在浙江出口产品中所占比重一直稳

居首位,但是其他出口产品中,纺织服装等低端的产品出口值总和依然超过机电产品,况且,机电产品中出口的也都是比较低端的

电风扇、组装的电脑,真正自由的高新技术产品还是偏少。从纺织服装品以及工艺品的出口看,虽然这些产品都有着新颖的外观

和多样的功能,但是,其核心的产品功能却往往不能保证。例如风扇的持续运转能力,鞋子的耐磨性、开胶问题等等。没有富有竞

争力的技术使得浙江的中小企业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润,我们只能从事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为区区的加工

费而奋斗。 

5.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由于浙江企业总体开展国际化经营只有几十年而已。国际化经验相对不足。由于不懂得本地化经

营,浙江企业经受了西班牙烧鞋、俄罗斯大市场,阿根廷的反华等一些列时间的冲击。由于不熟悉国际市场游戏规则,使得浙江企

业多次受到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或市场的反倾销调查。往往丧失的是一个成熟的市场。 

6.管理者和员工素养不够。任何形式竞争的实质都是人才的竞争。而浙江的中小企业多数都是民营经济起步,其领导人往往

没有充实的知识储备,在开展国内经营时还可以利用相关经验运筹帷握,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就会因为相关知识缺乏而吃苦头。另

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财务能力有限,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加盟,使得企业在具体开展国际经营时经常困难重重。 

三、中小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1984年,浙江万向集团得到美国舍勒公司的订单,将万向节出口到美国,开始了浙江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新纪元。进入新

世纪,特别是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浙江的中小企业国际化更是如日中天。加入 WTO 后短短的五年时间,浙江外贸出口平均

每年增长,居全国之首。五年累计出口总额达到三千亿美元。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浙江大量的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的迅速扩不无关

系。 

1.依据国际化速度,分为渐进式国际化和快速国际化 

渐进式国际化,实际是由于企业不熟悉国外环境,采取“干中学”的方式,一步步稳定的进入到国际市场。针对国际化遇到的

困难,不回避,不胆怯,而是扎扎实实的解决问题。对于国际市场的进入方式则是采取由地理位置临近到地理位置较远,由文化属

性相近到文化属性差别较大的地区进入国际化,随着企业国际化经验的日益丰富,逐步扩大的国际化规模。最终实现全球化的经

营,当然,其过程将会很缓慢,但根基却很稳固。因为企业是逐步的进入国际市场,所以在面临各种风险或困难时可以较为轻松地

化解。 

快速国际化,是因为随着浙江整体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规模的扩大,拥有国际化运营经验的人才的增加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区

域经济一体化去世的推进,加之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能够在成立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可以迅速的实现国际

化。这种国际化的方式不受地理位置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企业只跟从利润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2.依据国际化开展方式,可分为 OEM、代理销售、直接销售和海外直接投资 

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风险抵抗能力较差,可控制资源数目有限,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选择

国际化的实现方式。 

如果企业对国外市场一无所知,难么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代理商将产品销售到国外市场,这样做的优点就是企业不用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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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外市场,如果出现什么风险完全由代理商承担。企业只负责生产。 

如果企业的生产能力优异,但不愿意直接面对国外市场,企业可以选择为已有的大型跨国企业贴牌生产,赚取加工费。企业不

用承担销售责任,但从中获取的利益也会相对较小。 

如果企业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希望从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多的收益,企业可以选择直接在国外建立销售机构,销售自己生产

的产品。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如果国外市场发生变化,企业会直接遭受冲击。 

如果企业已经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希望规避各种关税和技术壁垒,企业可以选择在消费地投资建厂,直接从事生产,这样企

业就可以获得该地区消费者的一手消费信息,降低关税成本,获取更多的收益。但是,如果投资国政策或市场需求有变,企业的投

资可能化为乌有,血本无归。 

四、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案例分析 

1.西班牙焚鞋事件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企业便开始大规模的进军国际市场。浙江中小企业也不示弱,加入了这些行列。由于宗

亲关系,一些浙江商人便开始利用加入世贸后的关税便利,大举进入了西班牙市场,并在其东部城市埃尔切形成一定规模的集聚。

西班牙虽属传统强国,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层次依然不高,传统的造鞋业在埃尔切依然地位仍然很重要。而温州鞋商的

大量进入,因其低价的产品和超长时间的经营,迅速占领了当地的鞋类市场。为了维护本地协商利益,维持本地商业秩序,在当地

鞋商的鼓动下,酿造了暴动,示威者纵火焚烧货柜,仓库和门店。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万欧元,还不算因此所导致的商业形象间接损

失。 

2.启示 

这种悲剧的发生,根源在于温州的商人在当地经营却不尊重当地的商业风俗。他们、24时营业、在食品店里卖鞋子等行为违

法了当地的商业风俗,加之温州鞋子本身质量不硬,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所以,当中小企业试图进入异国市场时,一定要深入

的了解当地商业风俗和文化积淀,尊重当地的消费习惯。 

五、促进浙江中小企业健康稳定国际化经营的对策建议 

国际化不只是企业单方面的事情。如果出口企业出口减少,外贸企业经常受到国外打击,那么其在本国的生产会受影响,进而,

其雇佣的劳动力就会减少,从而为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要想促进浙江中小企业稳定健康的国际化,应该从政府、行业协会

和企业三个层面入手,解决问题。 

1.政府层面 

（1）积极主动的与其他经济体沟通,建立稳定的双边和多变关系,签订贸易协定,尽最大努力减少企业出口产品的税收成本

和政策克服成本。当前,中国与东南亚、新西兰、韩国等国签订的 FTA,必会大大降低浙江中小企业进入这些市场的成本。 

（2）建立宽松的金融环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由于浙江企业所生产的众多产品诸如袜子、服装、鞋类、机电产品等

在估计市场上都是有较强的竞争力。但苦于资金融通困难,一些优秀的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本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因此,政府

应当鼓励金融机构对那些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力争形成制度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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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立创新资助基金和企业创新奖励奖金。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但由于创新过程投入大发,风险大,周期长,

很多企业都不愿深入。这就需要国家一方面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对那些取得创新成果的企业给予相应奖励,

从而调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2.行业层面 

（1）维持市场正常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行业协会应当监控行业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于那些不按照商业规则办事

的企业,要给予警告,必要时引进惩罚机制,保护合法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2）及时发布国际市场行业信息,引导企业健康成长。行业协会应当时刻关注国际市场变动状况,将出口目的地国际的政策

变化、市场需求而变化以及经营环境变化的种种信息,及时传递到生产企业手中,方面企业做出正确的选择。 

3.企业层面 

（1）提高企业领导者个人素养,积极招募国际化人才。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源泉,为了在国际化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应

当大力引进具有国际化经营的人才,,不应当怜惜为此付出的巨额投资,应当认识到这样的投资产生的效益将是巨大的。另外,企

业领导者也应当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以便在风云变化的国际市场中作出正确的决策。 

（2）适应目标市场商业环境,开展本地化经营。作为出口企业,或者在国外市场投资的企业,应当认真学习目标市场的商业

习俗和文化习惯。从而最大程度的赢得目标市场消费者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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