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破发展困局：给中小型企

业的六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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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一批企业家以追逐宏观市场趋势和政府政策为生，趋势和

政策利好时，他们纷纷开办企业，谋取利润；一旦风向发生变化，利润摊

薄，他们就关门大吉，退出市场，转而追逐下一波市场趋势和政府政策。

但还有一批企业家，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某种独特的价值主张或商业模式，

于是创办企业。他们热衷于自身的产品、服务及行业，能在变化的市场周

期中求生存、求发展。但这批企业家如今多数已迈入花甲之年，即将退休，

他们殷切地期盼，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能在自己离任后也能获得长远发展。

可说易行难，面临重重挑战，他们该如何突破困局？ 

据 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截至 2017 年末，中小型企业[1]

贡献了中国 60%的工业产出，创造了 80%的就业岗位。但是，众多中小型

企业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能坚持走过 20 年。对于这些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

企业来说，它们必有某项或多项独特的竞争优势，确保它们在经济下行时

仍能保持增长，屹立不倒。据我们在全球及中国服务中小型企业的经验，

我们发现，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的中小型企业具有一些共

性： 

1）组织架构敏捷。它们对市场变化反应迅速，短短几周便可实现新产

品从构思(ideation)到上市，产品设计也随市场反应快速迭代，不断满足客

户需求。敏捷架构同时也是众多大型或跨国企业努力追求的目标。 

2）强大的核心竞争力。譬如，产品质量远超竞争对手，退货及客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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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政策灵活等。这类竞争力往往在企业建立初期就已经确立。即使公司规

模不断扩大，或产品（服务）品类发生变化，企业创始人也仍会坚持自身

的管理理念，几乎不会改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3）高层管理人员的忠诚度极高。他们多数从企业创立之初就已经开始

追随企业创始人了，不仅执行效率高，而且愿意走出自己的工作职责范围

去承担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其他任务。 

这些共性同时也是它们的优势所在，是它们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必须继续保持。但随着公司运营规模不断扩大，它们也会面临发展瓶颈，

尤其是在技术快速发展，消费者个性日益凸显的今天。根据我们的经验与

观察，传统中小型企业可能会面临以下问题： 

此外，企业的众多数据往往处于闲置状态，未被用于管理，原因有二：

一是管理层习惯于凭多年经验做出商业判断和决定，对数据的要求较低；

二是系统中的数据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数据架构，未能建成集中的数据

分析能力。 

面对此情此景，中小型企业该如何顺势发力，变挑战为能力，快速突

破困局？我们认为，企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系统化的流程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种常见模式。我们认为中小企

业不应该照搬“最佳实践”流程，而应在对标最佳流程的同时，将公司创

始人的管理思维固化到流程层面，打造适合公司实际情况的管理方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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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产品上市的决策通常由创始人做出，创始人凭借自己的思维模式进

行决策和管理，其他人则只是简单地执行命令。将创始人的“管理思维”

系统化，家族企业才更有可能在创始人离任之后继续成长壮大。 

放权很难一蹴而就，通常管理层人员习惯于做公司创始人的追随者，

习惯于执行。即使他们获得下放权利也不会施展拳脚，放权或成一纸空文。

我们建议企业循序渐进，在鼓励放权和管理层人员做决策的同时，寻求元

老级管理层与新引进人才之间的平衡，然后实施新一代“接班人”计划。

“接班人”并不是指所指定的某一位继任 CEO，而是一个有担当的领导者

团队，他们对公司的业绩与改革愿景负有直接责任。 

企业的持续良性发展是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根本所在。企业应想法

设法寻找增长点，保持企业活力，例如增加市场份额、扩大业务的地域覆

盖范围、开发新的产品/服务系列等。企业既要雄心勃勃，寻求扩张，又要

小心谨慎，规避不必要的风险，从而维持企业持续、健康的增长势头，以

吸引和留住更多优秀人才。 

一流的产品和人才是企业的生命线。一般而言，企业会在市场营销方

面投入巨大精力，不遗余力地推广自身的产品。同理，企业也必须投入精

力清楚地向人才市场传递自身的人才价值主张。除了金钱与物质奖励之外，

雇员如何获得成长，获得新技能，企业文化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等等，都

是现代雇员所关心的问题，企业应投入更多精力清晰地向人才市场传递自

己的人才价值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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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企业也应规划清晰的职业升迁路径。一般企业都会对标市场行

情，确保每个职位对应的薪水水平、保险及其他福利符合市场预期。合理

的入职薪水是吸引人才的第一步，但优秀人才往往更加关注入职以后的培

训机会及可预见的职业升迁机会。而职业升迁的可衡量性、透明性及能否

实现也十分重要。 

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信息技术的获取越来越容易，众多公司纷纷开

展数字化转型，竞争日益激烈化。中小型企业首先应明确 IT 部门的定位，

然后根据定位建设 IT 能力。例如，对于一家以非科技因素驱动的软件公司

而言，商业分析与项目管理能力可能远远重于程序开发。而对于一家在线

零售销售公司，IT 部门在整合从上游供应商到下游消费者的整个供应链中

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小型企业一般都积累了大量业务数据，但是数据十分分散，且比较

原始。梳理业务数据，建成数据库及相应的分析能力，既能大大提升企业

的业务决策能力，帮助公司从以经验为标杆的决策文化转变为以实时数据

为标杆的决策文化，又能减少对企业创始人的依懒性，真正做到权力下放。

但是这一过程十分漫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企业首先应制定中长期规划，

循序渐进；其次，按照轻重缓急有节奏地进行数字化，可依照二八原则，

挑选出最重要的 20%的流程进行数字化，支撑管理层决策；再次，调整组

织架构，获得高管层的支持，确保数据流程能够顺畅且持续地推动。 

在这个快速变化且复杂性不断增加的时代里，中小型企业既存在机会，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3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