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经济研究

安徽笔

摘要：安徽省民营≤

市场变化作适应性调整的

已具备从事国际化的必要

诸多影响企业国际化的问

徽省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

自身的情况，加强自身建。

化模式。

关键词：民营企业；国

operated enterprise of Anhu

result of doing adaptability

the market．The privately

Anhui has already possesse

gaged in the internationaliz{

of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

think that promotes the pri

prise of Anhui to enter the

the privately operated enl

one’s own situation，str(

Keywords：Privately

安徽省民营企业i

快的发展，但从总体上

大，比重不高，实力不疆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浙

到GDP的70％以上，福

安徽省只有30％左右。

上，安徽省仅是江苏省

1／4。安徽省民营企业

张亨明

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安徽合肥 230051)

对落后，但民营企业国际化步伐呈加快的

趋势。民营企业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涌

现出一大批外向型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

争。截至2005年底，安徽省获得外贸经营

资格的民营企业有2794家。以民营企业

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年出口额达1500万

美元以下)出口继续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

势，在2004年增长40％的基础上，2005

年出口19．3亿元，增长45．6％，高于全省

平均增幅13．8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农产

品出口异军突起，成为安徽省外向经济发

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安徽省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可行性

分析

安徽民营企业国际化，特别是对于从

事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民营企业

来说，很多人持反对的意见。认为安徽属

于欠发达地区，与国内经济发展较高的沿

海地区相比，似乎都处于劣势，从事国际

化经营很难取得成功。其实，安徽民营企

业已经具备了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一定条

件，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丰富资源

优势

安徽的区位功能优势是十分明显，安

徽临江近海、紧邻长三角，是长三角经济

区的纵深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

的桥梁作用。安徽境内交通便利，铁路、公

路、港口码头等四通八达，资源丰富，煤

炭、铁矿、农副产品等在全国均居前列。特

别是安徽的劳动力资源，安徽是全国有名

的劳务输出大省。拥有大量熟练的技术人

员，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良条件。安徽民营企业具有丰富的自然

104 特区经济Special Zone Economy 2007年8月

资源和灵活快捷的企业机制，生产的很多

产品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又是高技术密

集型产品。这种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复合

型产品，工业发达国家劳动力太贵，不愿

意做；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低，又做不

了。这是我省民营企业的特殊优势。紧紧

抓住这些特殊优势，充分运用发挥这些优

势，安徽民营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

上将大有所为。

2．国内良好的经济环境为民营企业

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条件

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国内

生产总值有较大提高，2006年我国实现工

业增加值9035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47％，出口总额9691亿美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27．2％；外汇储备达10663亿美

元。这对我国企业的发展是一个有利因

素，对安徽企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利因

素，企业在国内的稳步发展，是向国际进

军的基础和保障。

3．发达的沿海地区民营企业的跨国

经营为安徽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了宝

贵经验

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的

民营企业早已走出国门，并对国际化经营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安徽民营企业在国际

化过程中可以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吸取

其失败教训，避免其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

少走弯路。

4．已．形成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和

集群化明显地区

2005年安徽营业收入总额超亿元民

营企业达251家，比2004年增加47家。

其中，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亚夏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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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均超过20亿元；华安进出口有

限公司、天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江

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华泰食品有限公

司、宁国中鼎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建筑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收入均超过10亿

元。其规模、实力都基本具备参与国际竞

争的条件，它们完全有可能独自或联合起

来对外投资，在世界各地进行生产经营。

另外，安徽已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民营企业

的集群发展。像天长秦栏的电子电器、桐

城的编织袋、当涂博望的刃具和巢湖的鱼

网等等。在这些地区逐渐形成自己的特

色，同时也打响了自己的品牌，在国际市

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

5．民营企业素质的提高，为企业外

向型和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安徽民营企业

逐步发展壮大，实力不断增强，已具备了

从国内向国际转化的条件，一批有远见的

民营企业家早已把目光转移到国外，进行

国际化经营和生产。同时随着民营企业的

发展以及民众对就业观念的转变，一大批

拥有外贸经验和跨国经营经验的人才也

流向民营企业，使民营企业的素质得以提

高。

二、安徽省民营企业国际化内部建设

存在的问题

虽然民营经济在安徽省经济中已占

有较重的份额，但其自身发展存在一些问

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安徽民营企业国

际化的发展。文章试图从企业内部层次分

析安徽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层次

看，安徽省民营企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问

题，作者将另文讨论。安徽民营企业起

步较早，但发展十分缓慢，规模偏小，实力

较弱。具体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民营企业的管理制度已不能适应

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安徽省大多民营企业是在乡镇企业

基础上，凭着企业家的胆识，借着改革开

放的有利时机创业起家的，现在这些企业

仍然实行着家族式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对

企业初期的稳定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已

不能适应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经验的不足

成为安徽省民营企业国际经营的约束。由

于没有公司制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难以

形成科学、民主和高效的决策及监督机

制，企业在国际化中，其管理不规范的缺

陷便很容易暴露出来。有的项目甚至不做

境外市场考察就编制可行性报告，导致项

目上马后问题很多，经济效益不佳，甚至

亏损。不少中小民营企业在境外机构设立

之后，缺乏对境外机构管理和控制的经

验，导致了海外投资效益的低下。

2．对国际化经营信息缺乏

民营企业对信息的渴求十分迫切，但

多数企业的信息化工作还非常薄弱，相当

多的企业仍然在依靠原始的方法获取信

息，市场触角有限。信息来源主要是客户、

同行、报刊、广播电视及市场调查，信息比

较闭塞。由于安徽民营企业规模小，大多

不愿意投资建设网络信息系统，这实际上

放弃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开展国际经

营的机会。致使民营企业对外国市场的了

解非常有限，对国外有关法律、政策、投资

环境等方面的认识不足。在当前我国国际

化经营咨询服务系统欠缺的情况下，民营

企业难以得到国际经营所需的信息和知

识，从而阻碍了其国际化进程。

3．民营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低

阻碍了英国际化的发展

虽然安徽省有部分民营企业的技术

水准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如在中文语音合

成方面的科大讯飞公司，其产品已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并垄断中文语音合成市场

90％的份额。然而，安徽省大多数民营企

业由于资金、人才缺乏，导致技术积累的

不足，技术水准不高，进而创新能力有限，

这无疑减缓了中小民营企业国际化的脚

步。

4．融资难

安徽省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

问题，且企业规模越小，资金融通越困

难。一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普遍存在对民营

企业惜贷现象，尽管金融业制定了一系列

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法规和政策，

但银行认为安徽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复杂，

信贷风险过大，直接获利较小，因而不愿

意贷款给安徽民营企业；二是安徽企业自

身条件欠缺。不少安徽民营企业处于创业

阶段，在短时间内难以树立或表现自己的

信誉，加之因个别民营企业失信，影响了

整个安徽民营企业群体的信誉。同时，不

少安徽民营企业财务管理也比较混乱，可

供抵(质)押的资产不多，缺乏进行融资的

基本条件；三是担保机构不健全和实力有

限。很难为安徽民营企业提供有效的担保

服务。

5．人才匾乏

企业进行国际化发展，需要一批技术

水准高、经验丰富且精通国际投资和国际

贸易法律法规的高级专门人才。然而安徽

民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数是高中以下

文化程度，技术水平低、素质差、从事生产

经营的效率不高，严重缺乏熟悉跨国经营

复合型人才。阻碍了安徽民营企业对外投

资和跨国经营的顺利开展。如果安徽民营

企业欲实施国际化经营，急待引进与培养

一批了解同行业国际技术前沿动态、精通

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熟悉国际规则等知

识的专门人才。

三、安徽省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企业

应采取的策略选择

影响安徽民营企业国际化因素很多，

但安徽民营企业国际化能否成功主要取

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企业自身因

素。在所有因素中，安徽企业自身的创新

能力最为重要，是安徽民营企业国际化成

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政府的支

持程度。本部分将从安徽民营企业自身方

面出发提出促进安徽民营企业策略选择，

为安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有益的

参考。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国

内市场日趋国际化，国外跨国公司不断的

进入，与我国企业争夺市场、人才和资本，

对我国企业形成巨大的压力。安徽民营企

业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安徽民营企业必

须发挥自身优势，借鉴沿海发达地区企业

国际化的成功经验，积极开展国际化经

营。结合当前安徽民营企业自身情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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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取以下策略：

1．增强民营企业自身实力，提高企

业国际化竞争力

与发达省份的企业相比，，安徽民营

企业实力普遍比较弱，为了增强企业实

力：一通过并购、联合扩大企业规模。尽管

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不完全取

决于企业规模，但如果企业的规模不够

大，一般只能在对外贸易层次开展国际

化，难以跨入对外投资领域。安徽民营企

业应利用并购、联合手段，实现企业实力

的快速扩展。当然，我们要求的并购、联合

并不是简单的“1+1=2”，仅仅是规模的

扩大，而是“1+1>2”实现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提高。二实施国际化品牌战略。品牌

是一个企业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国

际市场的竞争其实是企业品牌的竞争，一

个著名的，被国际市场熟悉的品牌，比较

容易得到国外客户的认可。因此，安徽民

营企业应制定并实施国际化的品牌战略，

利用品牌强化企业的竞争力。三加强安徽

民营企业信息化步伐。计算机技术、网络

技术、通信技术的高度发展推动人类进入

信息化时代，构建安徽民营企业信息化成

为当务之急。一是观念信息化，只有民营

企业家、管理阶层及职员对信息的重要性

有充分认识的前提下，才能发展企业的信

息化，并广泛利用信息化的功能开发信息

资源，推动企业的科技创新工作。二是决

策信息化。市场竞争情报的获取与研究是

企业信息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安徽民营企

业应充分运用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和先进

的信息技术手段来及时、准确、全面并有

针对性地收集信息，并用发展和创新的思

维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度的加工处理和开

发，提高市场发展动态、产品创新与需求

预测、技术发展趋势、新技术新成果等重

要决策因子，从而进行合理的科技创新决

策。三是组织管理信息化。安徽民营企业

应运用网络、通讯、数据库技术及智能信

息工具来加强企业的组织与管理，实现企

业信息网络化，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电子商

务。

2．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

业管理

我国民营企业大多数实行的是家族

式管理，并且经营权与所有权高度耦合。

家族制在民营企业发展之初起到了关键

作用，但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发展其弊端也

日益显现。在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家族制

度，事实上国际上很多跨国公司不少著名

公司就是跨国公司，如沃尔玛公司。但是

家族公司既可以采用经营权与所有权一

体的管理方式，也可采用两者分离的管理

方式。实践证明后一种方式在国际化中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为适应复杂而残酷的国

际市场竞争，安徽民营企业在企业管理的

方方面面必须贯彻科学的管理理念，实行

管理制度化，建立和健全企业的现代管理

制度。

3．加强企业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我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很多企业

缺乏对国际市场信息的了解，往往以国内

眼光去处理国际化问题，出现许多错误，

安徽民营企业对国际市场信息更是匮

乏。加强企业信息收集和处理势在必行。

一通过有选择地参加国内的出口商品交

易会以及专业展销会、国际博览会，力求

建立相对稳定的客户群和出口渠道，获取

相关的国际市场信息；二运用国内外网络

交流，收集各种政策动态和业务信息。比

如参加外经贸部中国电子商务中心主办

的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和因特网上开办

的中国国际商品交易市场等。

4．加强企业自身创新能力，提高企

业技术水平

不仅要争取外部对其技术创新的资

金支持，如争取国家星火计划或国际风险

机构的支持，更要利用灵活的人事制度，

根据技术开发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需

要，相应调整创新人员的配置，提高综合

创新能力。另外，安徽民营企业可以加强

与技术实力强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合

作，聘用它们的兼职人员攻克高难度、高

强度的关键技术，充分利用他们的科研实

力做技术后盾，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5．重视国际化管理经营人才的引进

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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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竞争是一切竞争的基础，安徽民

营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就必须拥有一批

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系统掌握涉外

经营知识和经验的专门人才。对安徽民营

企业来说，严重缺乏具有国际管理和经营

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己成为其国际化的严

重障碍。因此对于安徽省民营企业来说，

必须改变思想，克服用人唯亲，盲目排外

的思想意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

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四、结语

目前安徽民营企业国际化道路还处

于起步阶段，与国内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国

际化相比较还存在巨大差距，但可喜的是

安徽的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近年明显

加快。虽然安徽民营企业规模较小，但是

并不妨碍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国内外不少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成功经验表明，尽管

中小企业与大的跨国公司相比，在规模和

资源上显得形单力薄，但可以利用自身的

独特优势开拓海外业务。相信随着安徽民

营企业实力的增强以及发展环境的优化，

安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道路必将取得成

功。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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