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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战略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正向效应 

——来自常州市的例证 

孙卫东 吴志才 

早在 1911年，“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就在其著作中指出：“只有其劳动生产率比竞争对手高，才能比竞争对手赢得更多的利

润，财富最大化只能是生产率最大化的结果。”与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机器设备、生产技术等内生性生产要素出发研究提高

劳动生产率不同，本文拟从外生性生产要素视角探究“专精特新”战略对于中小微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向效应，从而使得企业

的内在能力在有利的外部条件下得以充分施展和发挥。 

一、中小微企业的作用及其劳动生产率 

中小微企业作为中国经济中最具创新活力的经济单位，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小微企

业数量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 99%以上。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经济新常态下，中小微企业正逐步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

力，未来中小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真正决定中国在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大幅波动，以及我国经济进入以“转型升级、增长放缓”为特征的新常态，中小微企业由于存在着

一些先天性的缺陷而遇到极大的困难。有些中小微企业先于大企业出现经营业绩下滑、企业寿命缩短的现象。根据不完全统计，

在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中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已经从 5.7 年下降到 2.9 年。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中小微企业劳动生

产率踯躅不前从而导致竞争力下降是重要因素。一旦出现经济下行，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就会败下阵来，因为当行业利润摊薄

到企业成本之下时，企业是不可能支撑太久的，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本来积累就少，底子就薄。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中小微

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基业长青的重要条件，是经济领域的一项紧迫任务。 

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劳动投入所形成的产出数量，用公式表示就是：劳动生产率＝生产量或净产值/劳动者数量或劳动时间。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关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劳动生产率的分母出发，即研究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

的要素投入质量、技术进步、内部资源整合等企业内生因素。这些因素无疑对保持现阶段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具有不容

忽视的重要作用。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企业外生因素进行考虑。因为缺少一定的外部条件，再好的企业内部条件也

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四十年来，正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多少优秀企业家因摆脱旧体制约束而放开手脚、一展鸿鹄之志；而在

市场经济大潮面前，又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家因为决策错误而彻底改变了企业命运。所以，企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除了需要强

身健体、增强内在能力，充分考虑可以控制或者影响的内在因素，包括人力资本、财务资本、生产工具、技术、信息外，还必

须把视角扩展到企业外部，密切跟踪企业无法控制或者影响的外在因素，包括市场变化、制度变迁、贸易壁垒等，并由此做出

明智的应对策略。 

二、“专精特新”战略对于中小微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一）中小微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应对策略 

1.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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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外部环境分析可以采用 PEST 分析法，即对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科技

（Technological）等因素进行分析。 

（1）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企业影响具有不可预测性。譬如当前，随着美方实行“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中美

之间贸易纠纷的不确定性，出口到美国的中小微企业就需要考虑是否还能够忍受美国的高关税，是否需要改变目标市场，或改

变产品线路。内向性的中小微企业也需要考虑贸易摩擦可能给国内市场带来的冲击。 

（2）经济环境。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正处于不断调整中，因此，中小微企业寻求的产业类型就要顺势而为，

尽可能地符合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趋向，才能受益于国家的宏观支持政策。例如，国家对于绿能、清洁、环保等产业的倡导和

支持，就很值得中小微企业响应。 

（3）社会文化环境。中小微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必须考虑当地社会文化因素，不能主观臆断或者根据自身社会文化和风俗习

惯行事。比如，工作加班在国内是常事，但是在国外，工作以外的时间则完全属于员工自己，老板不能不经员工同意、随意安

排工作加班，或者要求员工电话 24小时保持畅通，等等。 

（4）技术环境。除了要考察与企业所处领域的活动直接相关的技术手段的发展变化外，中小微企业还应及时了解国家对科

技开发的投资和支持重点、该领域技术发展动态和研究开发费用总额、技术转移和技术商品化速度、专利及其保护情况，等等。 

2.应对外部环境的策略 

中小微企业的最大优势是机制灵活、“船小好调头”，而最大劣势就是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融资能力弱、管理不够规范

等。所以，为了应对外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小微企业应该集中企业的有限资源开展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型的经营

活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劳动生产率，形成局部竞争优势，积累中小微企业赢得市场的能量。而如果将有限的资源分散

到多个项目（尤其是那些关联度低的经营项目），采用粗放式的管理方式和低成本的竞争手段，以及实施毫无创新的管理策略，

那么，这样的企业即使拥有一定的优质资源和一定的核心能力，也会因为战略出错而产出低效，甚至无效。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看，不少中小微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存在着资源少、人才缺乏、技术基础薄弱、管理经验缺乏等

问题，甚至部分企业长期在“生存边缘挣扎”。这些特点也决定了中小微企业必须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专业化的业务或相对较小

的细分市场上，或专注于提升产品性能或技术的特性，或按精益化生产要求精心设计、制造用户满意的产品，或提供具有独特

性能的服务等方式，来形成局部的竞争优势，并逐步走上自我驱动的发展轨道。从市场需求看，随着用户层次日趋复杂化，人

们在消费心理上“求异”或“自我满足追求”，在消费行为上表现追求个性化产品、服务的专属性甚至唯一性的趋势愈加明显，

这就为实施“专精特新”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市场。 

（二）“专精特新”战略与中小微企业劳动生产率 

1.“专精特新”战略的涵义 

“专”就是“专业化”，专做一个行业、专做几个产品、专门服务一类客户、专心开拓一些地区等。突出“专业化”发展，

必须做到定位专一精准。要具有识别市场机会的前瞻性，在客户、产品线、地区等方面根据自身的优势做专做细，在产业细分

领域勇于打破国际垄断，取得所属专业领域的领先地位。“精”就是“精细管理”：精良的产品或服务品质、精简高效的管理制

度和流程；注重内部制度建设的科学、有序，包括客户服务、业务管理、人员管理、财务管理等按规则运转，给客户良好的体

验。“特”就是“独有或更好”。包括有特色的产品、服务、功能、技术等等。特色化的形成要求注重商标品牌建设，运用好企

业这一重要的无形资产，充分体现产品和企业的核心价值。“新”就是“创新”。即实现以创新为支点的企业发展，以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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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新款式、新包装等，不断满足客户的新需求；主导产品从设计、研制、生产、销售等在同行业中技术水平均处于领先

地位，部分企业技术研发和创新基本锁定在“市场空白”领域，以具有自主专利技术成果转化成产业为目标，致力于提升综合

创新能力；技术创新不一定都是原创性的，也可根据自身条件进行低成本的快速灵活的创新，尤其是使用现有技术进行组合型

创新，如对产品外观、款式、功能、服务方式等方面创新，包括探索新业态或经营新模式。 

2.“专精特新”战略对于中小微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1）坚持“专业化”，收获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小微企业因为自身的劣势，在市场中应该尽量避免与大企业形成直接竞

争，而应与大企业形成市场互补关系，因此更应当关注市场上被大企业忽略的某些部分，在夹缝中独创自我发展的空间。但是，

中小微企业能否被市场认可，能否被消费者接受，关键是能否为消费者提供合适的产品或者服务，包括性能、价格、款式、耐

用性、操作简便性、安全性、售后服务、物流、维修甚至回收等等，而这些事项，没有完整的专业化经营，不仅难以完成，而

且其效率一定是比较低的。长期专注本业并在本行业中摸爬滚打的企业，不仅在持续追求完美，而且因为长期的经验积累，使

得它更容易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果，而新入行的企业，必然需要经过一段摸索和熟悉过程，因此，开始阶段其生产效率

会是比较低的，其所谓的后发优势也是相对的，仅限于开始阶段，而且因为与长期专业化的企业有巨大差距，它也不可能在短

期内超越专业化的企业。 

（2）精细化管理是能带来较高劳动生产率的间接手段。精细化管理是对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空间等资源的高

效管理，虽然管理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活动，不直接产生利润与劳动生产率，但因为精细化管理要求每一项生产活动都必须

产生价值，不允许存在不产生附加值的人或岗位、物料、资金，实现人（岗位）满负荷、零库存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精细

化管理还追求“工匠精神”，激励员工精心制造、多出精品。因此，精细化管理能够促使企业资源在直接的生产活动中产生更高

的劳动生产率。 

（3）特色化是形成劳动生产率的保障。由于中小微企业自身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以及一些客观因素，很多中小微企业只

能进入一些投资少、见效快、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和领域，以至于形成随大溜、“你干啥我干啥、你赚钱就进入”、盲目跟风的局

面。这样的局面显然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极其有害的，长期模仿和跟风的结果只能是终将有一日被市场抛弃，使得企业在存续

期内的劳动生产率最终归于零。所以，中小微企业要想保证长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就一定不能在战略上出错。而特色化正是提

升中小微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保障。特色化的经营方式使中小微企业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不仅是可靠的物质享受，

还有温馨的贴心服务，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较高的利润和劳动生产率。没有销售和没有利润的经营结果，即使生产再多，其劳

动生产率也是零。 

（4）创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核心要素。创新能力建设是中小微企业走“专精特新”成长之路的核心所在。无论是专业化、

精细化，还是特色化，都需要融入创新精神。中小微企业要体现出专业化水准，必须不断创新技术，需要不断推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产品或专有新技术，方有可能“弯道超车”。中小微企业要实施精细化管理，就需要不断地否定自我，打破既有的、

过时的组织结构，重组新的业务流程，并通过制定和执行高效的企业制度不断提高组织运行效率。中小微企业要形成自己的特

色，也需要不断创新，特色本身就是卓而不群，敢于做到与众不同是需要勇气和创新精神的。可以说，创新必须伴随企业运作

的全过程。 

三、“专精特新”战略的常州例证 

上世纪 80 年代初，常州在全国 69 个同类城市中，人均产值第一，财政收入第一；1982 年，常州市职工人均工业总产值达

12009 元，仅次于上海；职工人均财政收入为 1580元，为全国第三；常州市用只占江苏省国土面积的 4%，创造了全省一半的生

产总值和税收收入。当时，“大城市学上海，中小城市学常州”的口号曾叫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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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常州市当年如此辉煌的经济业绩是怎么取得的呢？常州市中小微企业，包括民营的、个体的、集体的、国有的等各

类中小微企业，率先采用“专精特新”战略、从而达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关键。地处长三角的常州，从来就不是国家投

资的重点，但中小微企业出色地施展了“专精特新”战略的力量，形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常州工业的 9条龙，发展了 32个产业

集群，有的集群企业达 400 多家中小微企业，创造了一批名特优产品，如东风牌拖拉机曾经创下过连续使用 9 年不出故障的空

前记录；江苏老三集团的前身常州第四针织厂，是常州市针织总厂的一家配套企业，虽然针织服务行业受国际市场影响很大，

倒闭的、改行的企业很多，但该厂坚持在针织行业精耕细作，不断创新产品，密切配合上下游企业，现已成长为苏南针织服装

的龙头老大。目前，像江苏老三集团这样因为执着于企业最擅长的业务，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始终保持上游的中小微企业，在

常州市不可胜数，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中小微企业却往往在行业中独占鳌头。轨道交通业的今创、新誉，农机业的常发、亚美柯，

医疗器械业的千红制药，光伏产业的天合光能，家具行业的红星美凯龙，餐饮界的银丝面馆等等，一大批中小微企业，始终保

持着专业、精细、特色、创新等特点。实践证明，中小微企业实施“专精特新”经营策略，就能大大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

争力，这是中小微企业立足市场的制胜法宝。 

劳动生产率，既取决于投入效率，也取决于产出效率。因此，提升劳动生产率，不仅需要考虑人力、物力、财力等企业内

生的、可控的因素，以提升投入效率；同时，还需要考虑政治、经济、市场、制度等外生的、不可控的因素，从而制定相应战

略，才能保证产出效率。常州的实践证明，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专精特新”就是这样一种明智的提升产出效率的战略。 

（作者单位：孙卫东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吴志才常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