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台灣經驗看大陸中小企業的發展前景 

吳明蕙∗

摘     要 

大陸加入 WTO 後，將面臨的最大挑戰是失業人口增加對社會穩

定的威脅。由於大陸中小企業過去幾年在促進出口及創造就業

方面有不容忽視的貢獻，故近來大陸當局陸續推出一些措施，

希望能透過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更多就業機會，以疏解失業

的壓力。本文即對大陸中小企業的發展現況、困境，以及大陸

有關中小企業的輔導措施作一介紹，並試圖從過去台灣中小企

業的發展經驗看大陸中小企業的發展前景。 

 

壹、前    言 

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小企業在促進出口及創造就業上

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而這些貢獻不僅促進了台灣經濟成長，

亦有助於所得分配及城鄉發展均衡。在中國大陸，從中小企業

過去幾年的表現同樣顯示出其有著不可忽視的地位。本文試圖

對大陸中小企業的發展現況、困境，以及大陸有關中小企業的

輔導措施作一介紹，並試圖從過去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經驗看

大陸中小企業的發展前景。 

貳、大陸發展中小企業的源起與動機 

在大陸推行經濟改革開放之前，政策上一向只重視大型企業

的發展，以致於私營經濟、中小企業完全沒有生存的空間。直

到1987年大陸第十三次「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第一次出現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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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經濟的文字，1999年3月大陸修改憲法，其中一個修改重點是

不再認為非國有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補充」，而是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即承認私營企業與國

有企業地位平等，以私營經濟為主的中小企業遂得以找到立足

空間。最近幾年，大陸鑒於台灣發展中小企業的成功經驗，遂

開始大力推動發展中小企業，一則為了創造更多的就業機會，

再則可創造經濟活力。 

一、 增加就業機會 

大陸加入WTO後，將面臨的最大挑戰是失業人口增加

所帶來壓力。根據美國國際貿易總署估計，大陸加入WTO

將導致農業失業人口增加960萬人，再加上現存農村高達

1.5億的隱藏性失業人口，顯示失業問題十分嚴重
1
。由於

中小企業資金需求有限且多從事於勞力密集型產業，因此

發展中小企業遂成為創造就業機會的策略之一。 

根據大陸方面的統計，大陸自1979年實施改革開放以
來，從農業部門移轉出來的2.3億勞動力主要在中小企業就

業2；1979-1999年工業及服務業部門新增的2.5億勞動力，

85％在中小企業找到工作；1998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
610萬人，其中有68.5％在非國有企業再就業3，這些數據

在在顯示中小企業創造就業機會的潛力。 

相對地，國有企業的就業人數自1995年起呈現下降的

趨勢，而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私營企業與個體企業，就業人

數卻持續增加中。1991-1999年國有企業約減少2,000萬個
就業機會，然而同期間私營企業與個體企業反而增加了

                                                 
1 林祖嘉，中國大陸加入WTO後市場開放所面臨的挑戰，大陸經濟發展研討

會，2001 年。 
2 王西榮，論對中小企業的金融支持，2000 年 3月。 
3 中國資訊行，200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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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萬個就業機會(表一)。2000年私營企業與個體企業就
安置了下崗職工250萬人，約占下崗職工再就業人數的70
％，其創造就業機會的效果至為明顯。 

此外，若以大陸發展較為快速的上海市為例，2000
年上海

單位：萬人 

就業人數 國有企業 私營企業 

小企業约占企業總数的91%，截止2000年底，上海
小企業從業人員已達610萬人，占全市從業人數的80%以
上，亦可看出小企業對促進地方繁勞的重要性。 

表一  不同經濟單位之就業情況 

個體企業 
1991 10,664 184 2,308 
1992 10,889 232 2,468 
1993 10,920 373 2,940 
1994 11,214 648 4,111 
1995 11,261 956 4,614 
1996 11,244 1,171 5,017 
1997 11,044 1,350 5,441 
1998 9,058 1,710 6,114 
1999 8,572 2,022 6,241 

資料來 中國統計 歷年。

二、 亞洲金融風暴中韓國經驗的警惕 

百大企業中，韓國公司

占了十

源：「 年鑒」，  

1997年富比士雜誌公布全球五
二個，此成就令大陸領導人十分羨慕。因此當國有

企業改革加速進行時，大陸領導人即表明要學習「韓國模

式」，明確提出要在廿世紀末、廿一世紀初「抓」出幾個

大企業擠進全球五百大，主要是參考「韓國模式」的大企

業集團戰略，以破產、兼併、發行股票等方式重整經營不

善的國有企業，計畫建設約500個大型企業集團。但亞洲
金融風暴之後，韓國大企業集團負債累累甚至破產的窘

境，對大陸當局可說是當頭棒喝，並突顯了台灣「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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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模式」的相對靈活與有彈性，因此儘管大陸並未放棄培

植大型企業，但卻也同時注意到發展中小企業的必要性，

進而正視中小企業發展所面臨的問題。 

參、大陸中小企業的定義 

世界各國常因輔導中小企業的政策需要，各自有各自的定義
4
，

聯合

，沒

有包

                                                

而員工這個變數由於單位較為齊一，所以很多國家以員工所

為中小企業的劃分標準。大陸目前是以生產量及資產額劃分中

小企業，正在檢討中的新標準則以銷售收入和資產總額作為劃

分標準，是否會再加入員工人數當作另一參考指標，尚不確定。 

大陸目前的中小企業劃分標準，係根據1988年大陸有關部門

發布的「大中小工業企業劃分標準」
5
。依照這個標準，企

業規模分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等四類。企業規模的劃

分標準主要有二：第一，產品單一的企業按照產量劃分；第二，

生產多種產品的企業主要依據生產能力和固定資產原值劃分，不

同行業有不同的劃分方式。以鋼鐵業為例，企業年生產能力在100

萬噸以上的為大型企業，10-100萬噸者為中型企業，10萬噸以下

者為小型企業。若以固定資產原值作為劃分標準，則固定資產原

值在2,000萬人民幣以上的為大型企業，800-2,000萬人民幣者為
中型企業，800萬人民幣以下者為小型企業。 

由於目前的「大中小工業企業劃分標準」主要針對工業

括其它行業，已經不能適應大陸的經濟發展需求。因此，有

關部門正在研究制定新的中小企業劃分標準，據報導新的標準將

統一參考銷售收入和資產總額劃分企業，年銷售收入和資產總額

均在5,000萬人民幣以下的是小型企業，5,000萬─5億人民幣的

為中型企業，5億─50億人民幣的是大型企業，50億人民幣以上

 
4 例如小型企業的定義美國為 500人以下、香港 50人以下、韓國為製造業 300
人以下、服務業 100人以下。 
5 華聲報，200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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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特大型企業。 

據大陸方面估計，大陸工業企業家數按照新的劃分標準歸類

後，

企業的發展現況 

一、 大陸的 面統計
7
，中小

二、 中小企業
10
，因此亦可透過非

                                                

大中型企業合計為10,177家，比原標準的24,120家減少了

13,943家，減少57.8％。 

肆、大陸中小

中小企業主要在工業部門
6
，據大陸方

企業超過800萬家，約占全部企業總數的98％以上。

1995-1999年，中小企業平約約占工業總產值的60％(表

二)、占工業部門實現利稅
8
的40％(表三)，並提供了75％

的城鎮就業機會及68％的出口
9
，出口商品主要集中於紡

織、服裝、玩具、五金等。 

由於非國有經濟中有90％屬於

國有經濟的表現(表四)了解中小企業的重要性逐年增加。

1990年非國有經濟占工業總產值的45.4％，1999年提高至

71.8％；1990非國有經濟占消費品零售總額的54.7％，1998

年提高至79.3％。 

 
6 台灣的中小企業主要分布於製造業與商業。 
7 韓平、席酋民，我國中小企業貸款現狀及融資保證審制設計，統計研究

2000:3，頁 25；中國資訊行，1999/04/19。 
8 包括利潤、增值稅、產品銷售稅及附加。 
9 香港中國通訊社，2000/10/10。 
10 國有企業 80％屬於中小企業，資料來源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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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型企業占工業總產值*之比重 
單位：％ 

年 大型企業 

(2) 

中小型企業 

(3) 

1995 39.7 60.3 
1996 39.4 60.6 
1997 39.6 60.4 
1998 41.3 58.7 
1999 43.4 56.6 
平均 40.7 59.3 

*全部國有工業企業及年銷售額500萬元人民幣

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 

資料來源：「中國統計年鑒」，歷年。 

 

 

表三    各型企業占工業部門利稅總額*比重 

單位：％ 

年 大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 

1995 60.8 39.2  
1996 61.1 38.9  
1997 60.8 39.2  
1998 58.8 41.2  
1999 61.4 38.6  
平均 60.6 39.4 

*利稅總額包括：產品銷售稅金及附加、增

值稅、利潤總額。 

資料來源：「中國統計年鑒」，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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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非國有經濟占工業總產值/消費品零售總額比重 

單位：％ 

年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非國有經濟/

工業總產值 
43.8 48.5 53.1 62.7 60.7 66.9 69.5 71.8 71.8 

非國有經濟/

消費品零售

總額 

54.1 53.2 62.5 68.1 70.2 72.8 76.7 79.3 ─ 

資料來源：「中國統計年鑒」，歷年。
     

 
三、 由於大陸有關中小企業的統計主要是工業部門，並未包括

其他行業，因此較難以比較兩岸中小企業經濟地位的差

異。但儘管大陸有關中小企業的統計範圍較為狹窄，但從

中小企業家數、就業人數及出口占全部企業的比重觀察，

大陸中小企業在總體經濟的重要絕不遜於台灣。 

伍、大陸中小企業發展所面臨的問題 

根據大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選擇廣東、遼寧、湖北、雲

南4省所進行的問卷調查
11
，顯示中小企業所面臨的問題主要如下： 

一、 離職退休、下崗人員比重增加：在企業的職工總數中，“在

崗職工＂的比重從1995年到1998年逐年下降，這意味著

企業所承受的離職退休和下崗職工的負擔越來越重。 

二、 產品銷售率降低：1998年，產品銷售率在90％以下的企業

占25.6％，產銷率在80％以下的企業也超過10％。這些數

字與1999年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平均

97.2％的產銷率相比，受調查的中小企業產品銷售率相對

                                                 
11 經濟日報，200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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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 

三、 設備落後：超過半數的企業其50％以上的設備屬於70-80

年代技術水準，超過20％的企業其50％以上的設備屬於70

年代以前的技術水平。相較於中外合資企業有80％以上的

設備屬於90年代技術水準，更突顯出中小企業設備落後。 

四、 資金不足：66.9％的企業將資金不足列為首要問題，而銀

行較不願意於貸款給中小企業的主要因素為：中小企業的

資產少、競爭力弱、經營狀況不穩定，致風險較高。 

五、 經營環境不夠理想:問卷將經營環境細分為法制環境、資

金環境、市場環境、信用環境和社會環境四 類，問卷結

果顯示，企業認為經營環境尚不夠理想，其中以資金環境

和信用環境最需要改善。 

六、 大多數企業缺乏與國外市場的聯繫管道：只有37.8 ％的

企業有管道接觸和利用國外市場。 

七、 企業間相互拖欠現象仍然嚴重：對企業經濟活動情況的調

查中，包括了應收帳款和拖欠其它企業款兩項內容，調查

結果顯示，1998年企業應收帳款和拖欠其它企業款占營業

收入的比重分別達到25.6％和8.9％。一些企業在回答資

金來源中“其他＂的具體內容時，也註明是靠拖欠其他企

業款來維持資金周轉。顯示企業間的相互拖欠現象仍然嚴

重，企業間的信用秩序並不理想。 

八、 競爭手段偏重於價格競爭：對於「面對競爭優先採取何種
措施」這一問題，在降低產品價格、改進技術、降低生產

成本、改進產品質量、改進營銷、改進包裝、開發新產品

等項選擇中，40.9％的企業選擇「改進技術，降低生產成

本」，占最多數， 28.7％的企業選擇「降低產品價格」，

次之。由於這兩項手段都屬於價格競爭的範疇，顯示大部

分中小企業由於其技術和經營條件的限制，在面對競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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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向於選擇最單純的競爭方式。 

陸、大陸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相關政策措施 

大陸於1998年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即是要在三年的時

間內，使大多數國有大中型企業擺脫經營困境。其中的改革措

施之一為全力進行「抓大放小」工作：一方面對具備條件的國

有大中型企業依「公司法」進行改制，以培育實力雄厚、競爭

力強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另一方面加快國有小型企業的改

革。「放小」的主要內涵為，採取改組、聯合、兼併、租賃、

承包經營、股份合作制及出售等方式，活絡國有小企業，但常

被誤解為放任國有小企業自生自滅，而民營小企業更因受歧視

(因為非國有)，而面臨融資困難等一系列難題。 

然而隨著世界經濟成長減緩對大陸出口的影響日趨明顯，以

及國有企業改革的加速進行，中小企業在擴大出口、吸收國有企

業下崗職工，以及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功能益發重要。因此，大陸

當局對中小企業的重視和扶持也達到了前所未有的地步，政策上

已從1998年的「抓大放小」，到2000年的「抓大扶小相結合」、

「堅持發展大企業、大集團與扶持中小企業並舉」。 

大陸於2000年公布的「關於鼓勵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若干

政策意見」，為實施改革開放20年來第一個鼓勵和促進中小企業

發展的文件，明確提出了發展大企業、大集團與扶持中小企業並

舉的方針，並表明「扶小」不分所有制，即不論國有或民營經濟

在內的中小企業將可以與大企業、大集團享有同等待遇，此充分

表明大陸當局日益重視中小企業。以下則從貸款措施、設立中小

企業專責機構、設立創新基金，以及「關於鼓勵和促進中小企業

發展的若干政策意見」、「中小企業促進法」等方面，討論大陸

當局對中小企業的輔導措施。 

一、 貸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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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來，大陸國有大型企業一直是銀行的寵兒，

相反的，中小企業所能獲得的貸款相當有限，這現象直到

九０年代中期以後才有所改善。「中國人民銀行」自1997
年以來先後發布了「關於進一步改善中小企業金融服務的

意見」和「關於加強和改進對小企業金融服務的指導意

見」，以改善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目前各國有商業

銀行根據中國人民銀行的要求，都設了中小企業信貸部，

這使得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非國有經濟所獲貸款金額逐年

增加，1996年金融機構對非國有企業的貸款占總貸款的

38.9％，2000年該比率為47.7％，2001年年中
12
，該比率已

提高至51％。此外，若按企業規模劃分，2001年年中，金

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貸款比例已達50％，顯示，數量眾多的

中小企業與大企業所獲得的貸款金額相當。 

二、 設立中小企業司 

大陸當局除了致力於改善對中小企業的融資外，

1998年7月「國家經濟貿易委員會」增設「中小企業司」，

這是大陸所設立第一個專門負責中小企業的政府機構，其

主要工作則是制定中小企業的發展政策，並著重於協助高

新技術的中小企業，具體作法如下： 

1. 協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困難，目前正籌劃建立中小企業擔

保基金。 

2. 協助中小企業加強產品開發能力，規劃建立技術服務中

心，以提高中小企業產品的技術水準，向小而精、小而專、

小而特的方向發展。 

3. 對中小企業經營者、管理人員進行培訓，將選擇現有的經

濟管理幹部學院和培訓中心作為培訓基地。 

                                                 
12 證券時報，20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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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企業建立資訊溝通網絡，計劃建立於「經濟貿易委員

會」，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訊息。 

三、 「關於鼓勵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若干政策意見」 

大陸「經濟貿易委員會」於2000年7月6日發布「關

於鼓勵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若干政策意見」(表五)，主

要目的是要加強對中小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類中小企業

的協助，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針對在創辦中小企業過程

中，資金、人才、資訊不足和融資、貸款擔保難的問題，

提出了加強在財稅、金融政策方面的協助，建立健全信用

擔保體系，並動員和組織社會中介機構建立中小企業社會

化服務體系。 

在信用擔保體系方面，由於中小企業貨款難主要難

在缺少足夠的資產去抵押貸款。針對此，大陸有關部門極

力推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截至今年8月底止，已有

28個省、自治區、直轄市開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試點，其

中有80多個城市建立了擔保機構，其中18個省已辦理再擔

保業務
13
。截至2000年9月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超過

226家，能為中小企業提供500-800億元人民幣擔保貸款。

此外，大陸方面正在擬定「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管理暫

行規定」、「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貸款管理辦法」。 

在財政政策的扶持方面，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

術改造項目的國產設備投資按40%的比例抵免企業所得

稅；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創辦中小企業的，可按國家規定享

受減免稅收優惠政策；對納入全國試點範圍的非營利性中

小企業信用擔保和再擔保機構，其業務收入3年內免徵營

業稅。 

                                                 
13 經濟日報，200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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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關於鼓勵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若干政策意見」 

項目 內容 

推動結構調整 1. 政策扶持的重點是，科技型、就業型、資源綜合
利用型、農副產品加工型、出口創匯型及區服務

型等中小企業。對於技術落後、污染環境、浪費

資源及不符合安全條件的中小企業，堅決予以關

閉。 

2. 簡化中小企業的審批程序，並研究建立中小企業

破產與清算的簡易程序。 

3. 緊持發展大企業大集團與扶持中小企業並舉的
方針。 

4. 加強對中西部地區中小企業的扶持。 
鼓勵技術創新 1. 採取設立風險投資基金等必要措施，對科技型中

小企業予以有效扶持。 

2. 鼓勵投資者以技術等生產要素投資創辦中小企

業，其作價金額可占註冊資本的35％。 

財政政策的扶

持 

1. 政府提供資金用於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和創業

資助、科技成果產業化、技術改造項目貼息等。

2. 中小企業投資符合國家政策的改造項目，可按規
定抵免所得稅。 

3. 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創辦中小企業，可按規定享有
減免稅優惠。 

增加融資管道 1. 鼓勵和支持股份制銀行、城市商業銀行和城鄉合

作金融機構等，以中小企業為主服務對象。 

2. 擴大中小企業貸款利率的浮動幅度。 

3. 放寬中小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上市融資和
發行債券的條件。 

4. 研究建立中小企業風險投資公司。 

建立信用擔保

體系 

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須加速建立以科技型中小企

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信用擔保體系，並推動企業互

相擔保。 

健全社會化服1. 推動建立以資金融通、信用擔保、技術支持、管

 12



項目 內容 

務體系 理諮詢、信息服務、市場開拓和人才培訓等為主

要內容的中小企業服務體系，並給予必要的資金

及政策支持。 

2. 鼓勵和支持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等機構，為中小

企業提供技術創新和科技產業化方面的服務。 

3. 透過網路系統的建立，讓中小企業容易獲取政

策、技術、市場及人才等資訊。 

創造公平競爭

的外部環境 

1. 檢討不利於中小企業發展的行政法規和政策規

定，制定有利於各類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 

2. 嚴格執行1997年發布之「關於治理向企業亂收

費、亂罰款和各種擔派等問題的決定」，確實減

輕中小企業的負擔。 

3. 鼓勵和支持中小企業開展自營進出口業務，出口

高新技術產品的中小企業可享受「關於進一步採

取措施鼓勵擴大外貿出口意見的通知」(1999)的

有關優惠政策，並鼓勵外商獨資或參股創辦中小

企業。 

加強組織領導 各級政府必須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並成立推動中

小企業發展工作領導小組。 
資料來源：大陸「國務院公報」，2000年11月10日。 

 

四、 鼓勵中小企業科技創新 

為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資金短缺的問題，大陸「國

務院」出資10億人民幣，於1999年6月25日設立「國家科

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金」，通過貸款貼息、無償資助

和資本金投入三種方式，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該基金的

貸款對象為有創新能力、技術水準高、市場前景好及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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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強的研發項目、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截至2000年底，共

批准1,961項科技項目，貸款14.8億人民幣。 

另外，為鼓勵中小企業科技創新，大陸還建立了中

小企業技術創新服務中心40家，生產力促進中心500多

家，大學科學園30多家，留學生創業園20多家。 

五、 中小企業促進法草案 

大陸正在草擬之「中小企業促進法草案」(表六)正

處於徵求意見階段，最遲將於2002年初提交「全國人大常

委會」進行審議，預計2002年應可以正式公布。草案擬設

立中小企業發展銀行，鼓勵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上市融

資，採取稅收優惠等措施鼓勵各類風險投資基金向中小企

業投資，並將從資金支持、技術創新、市場開拓、社會服

務等幾方面對中小企業進行扶持。該法亦將規範中小企業

的發展，防止在競爭中出現無序竞争、仿冒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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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中小企業促進法草案」主要內容 

扶持重點 措施 

資金籌措 1. 在財政預算中安排中小企業專項資金，用於設立並

補充中小企業發展基金，為中小企業銀行提供資本

金、設立國家中小企業信用保險機構等。 

2. 設立中小企業發展基金，用於中小企業的創業資

助、技術創新、技術開發和新產品研製、信用擔保

資助與貸款貼息等事項。 

3. 組建中小企業發展銀行，利用現有商業銀行網絡，

為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等金融服務。同時規定其

他政策性銀行和商業銀行積極為中小企業提供金

融服務，鼓勵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上市融資，採取

稅收優惠等措施鼓勵各類風險投資基金向中小企

業投資。 

4. 建立地方和中央信用擔保機構，解決中小企業信用

度低、貸款難的問題。 

市場開拓 1. 鼓勵合作、並購。草案提出支持大企業與中小企業

建立穩定的協作關係，鼓勵中小企業通過合併、收

購等多種產權交易方式，優化資源配置。 

2. 政府採購，即政府採購計劃應確定一定比例向中小

企業定貨或接受服務。 

3. 鼓勵產品出口和對外投資合作。鼓勵中小企業創辦

中外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鼓勵中小企業到境

外投資和從事境外加工貿易。 

技術創新 1. 鼓勵以工業產權或非專利技術投資創辦中小企業。

2. 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及技術改造項目可享受貼息貸
款。 

3. 建立中小企業產品研製、技術開發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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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重點 措施 

4. 鼓勵中小企業與科研院所合作。 

社會服務 設立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成立中小企業協會，以及各

類中介組織在投融資、創業輔導等方面服務。 

資料來源：證券時報，2001/2/28。 

柒、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 

台灣在1950年至1980年間採取「出口導向發展策略」，而這

三十年間正是台灣中小企業的黃金時代，因為加工出口業不需

具備大規模經濟，又高度要求靈活性與彈性，正是中小企業的

特色。根據吳惠林、周添城(1988)的研究，儘管中小企業不具

備製造階段的規模經濟，卻又能在出口市場蓬勃發展，主要係

因中小企業與跨國商社及外國進口商在行銷階段合作，進行緊

密的國際分工，而達到國際行銷階段的規模經濟。也就是說，

中小企業只需專心從事製造生產，找到足夠的勞力在一定期間

內完成生產工作即可，行銷則由國外業者負責
14
。至於台灣中小

企業為何能在生產製造這一階段擁有競爭力？根據陳介玄
15
的

研究，企業之間所形成的彈性化協力組合，亦即，企業之間可

以依個別的需要和其他企業在技術、資金及行銷方面形成協力

網路關係，則是中小企業在生產製造方面可以擁有極大競爭優

勢的主要原因。 

回顧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主要得力於四個重要因素。第一，

發展勞力密集型產業：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濟尚未發

展，就業機會不多，因此大量的農村人口及低廉的工資，有利

                                                 
14 吳惠林，周添城(1988)，試揭台灣地區中小企業之謎，企銀季刊，11(3)，頁
60-71。 
15陳介玄(1994)，協力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北：

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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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需大量資金與高度技術的中小企業發展勞力密集型產業，

加上生產線採三班制有利降低成本提高競爭力；第二，形成高

效率的產業網路核心：以中衛體系為例，該體系係以中心工廠

為核心所形成的網路，而中小企業扮演衛星單位的角色，與中

心廠共存共榮。 因為中心工廠(一般為大企業)對零組件及材料

之需求種類繁多，既不適合全部自行生產，亦不具備規模經濟，

通常以技術輔導的方式，外包給其他中小企業，使得中小企業

成為大型企業的衛星工廠、分包廠、協力廠、供應商
16
；第三，

改進生產技術：由於中小企業的研發資源非常稀少，無法自行

創新，但在針對現有產品略加改良或變化，以吸引顧客方面卻

有良好的表現；第四，進退靈活：中小企業所需的資本不多，

加工層次不高，因此在市場上較進退靈活，盈虧的風險較低，

有較大的彈性因應市場的變化。 

另外，台灣中小企業由於人力不足，缺乏管理與專業知識；

無適當擔保品，資金取得困難；技術層次不高等各方面的限制，

而不易建立自己的品牌形象與市場通路，並始終面臨行銷通路

建立困難及商情資訊不足的問題。因此這些企業多半以生產成

本、製程效率、彈性調度和交期準確等因素為其主要的競爭優

勢，然而隨著國際網際網路的建立，中小企業可以透過跨國企

業的行銷網路銷售產品，並可透過網際網路分享先進國家的產

品、商情及技術的資訊，此將有利於中小企業突破規模、資金

及人力的限制，以較低成本將產品行銷世界。 

隨著知識經濟的發展，中小企業在人才、技術、資金的迫切

                                                 
16 魏啟林(1994)指出，產業網路核心有六種，包括隱性脊椎核心(如家族企業)、
顯性脊椎核心(如策略聯盟)、經濟單位核心(如中心廠)、鬆散型集團核心(如產
業公會)、緊密型聚集核心(如工業區)、緊密型集團核心(如集團企業、控股公
司)等，台灣中小企業之所以具備高度競爭力，可能是中小企業在多方配合及

努力下，身處在一個具有高度效率的核心裡，這種核心展現出規模經濟、低交

易成本的高效率，而非個別企業具有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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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更加突顯，而政府在這些方面的輔導不遺餘力
17
。在人才培

育方面，除了分別設置北(政治大學)、中(東海大學)、南(中山

大學)三區中小企業研訓中心之外，並持續推動終身學習護照。

在技術方面，除了生產技術輔導體系外，育成中心提供新創事

業發展的空間。在資金融通方面，中小企業發展基金提供提高

競爭能力專案貸款、配合政令遷廠貸款、經濟變故、衰退期間

產銷週轉金貸款、重大天然災害復舊貸款、互助合作專案貸款、

輸出貸款、海外投資及海外營建工程貸款等專案貸款之外，中

小企業信保基金、中小企業互保基金亦提供保證服務，以協助

擔保品不足的中小企業順利取得資金。 

此外，政府亦致力輔導中小企業提升經營管理與產品品質，

以及強化中小企業資訊應用能力，以因應資訊科技的快速發

展。另，政府為了協助區域性中小企業的發展，特別開辦地方

特色產業及社區中小企業的輔導。區域性中小企業的最大特

色，就是其經營所需的各項資源，如原材料、中間產品、勞工

與技術等，大多由當地供給，此對於創造就業機會、協助地方

經濟發展有相當貢獻。 

捌、大陸中小企業的發展前景 

由於大陸中小企業在資金籌措、資訊蒐集、技術創新、產品

開發、經營管理方面的能力較為欠缺，且人力素質相對落後，

加入WTO後，隨著關稅的降低，配額、許可證等非關稅壁壘的逐

漸取消，中小企業將面臨國際大型企業集團，以及大量進口產

品的強大競爭。 

儘管如此，大陸仍不無發展中小企業的前景，如大陸勞動力

充沛且價格低廉，即很適合仿台灣經驗，在大型企業的夾縫中

發展進出容易且靈活度高的勞力密集型中小企業。根據司徒達

賢(1994)的研究，外商對台灣中小企業的協助，主要在於訂單

                                                 
17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白皮書，第十章：中小企業輔導政策之展望，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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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行銷功能的提供，以及管理與技術的移轉。因此外資特別是

台資企業在大陸的投資，應可提供大陸廠商很好的示範及協

助，將有利於大陸中小企業學習不同的管理方式、增加人才培

育的機會，以及引進新的技術。 

此外，產業網路核心的形成是台灣中小企業得以成功的關鍵

因素，而大陸是否有可能形成類似台灣產業網路核心的現象？

初步看來，答案似乎有可能。不僅大陸當局早就計畫性的在推

動，產業供應鏈的現象亦已形成。以高科技產業為例，1986年

至1990年，隨著大陸經濟大幅成長，大陸當局陸續提出「863計

畫」及「火炬計畫」等高科技產業發展計畫，其中「863計畫」

是以高新科技研究為主，並以形成高科技產業為目標，而「火

炬計畫」則以興辦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及資助商品能夠商品化

為主，1991年以來已陸續成立50餘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

區、28個國家級創業服務中心，及一批軟體園區，而這些開發

區、園區的建立，有利於產業群聚效應的形成。另根據台北市

電腦公會、《數位周刊》的「二○○二年高科技台商赴大陸投資

調查」顯示，大陸的上下游供應鏈體系逐漸成形，目前台商在

大陸投資所需的原料、半成品及零組件仰賴台灣母公司提供的

比重已降低，多半由當地廠商或當地台商提供；台灣母公司扮

演的角色則為吃重的核心技術提供者角色
18
。另外，大陸方面亦

有研究建議大陸當局有計劃、分行業推動衛星工廠制，使大企

業與中小企業分工合作，以穩固產業發展
19
，這將有利於中小企

業的發展。 

兩岸中小企業皆在出口方面有相當大的貢獻，但大陸中小企

業卻有著另一項優勢，即廣大的內銷市場與廉價的勞力，這是

台灣中小企業所沒有的，也是台灣及全球各地廠商所垂涎的。

                                                 
18 聯合報，2002/03/05。 
19孫艷，配套型中小企業的競爭能力及實現方式，2002/01/04，「中國」國家
企業網，http://www.chinabb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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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陸幅員遼闊，各地方分具特色，發展區域性中小企業

將是其利基所在。 

事實上，大陸中小企業的所面臨的經營環境正逐漸改善中。

例如大陸有近三十個省建立了中小企業擔保機構，機構數目達

二百多家，且金融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比例已達50％，顯示

中小企業面臨的融資環境正逐漸在改善。 

此外，大陸已放寬對民營企業進出口經營權的限制
20
。「對外

貿易經濟合作部」分別於1999年1月1日和2000年1月1日起兩次

放寬對民營企業進出口經營資格的限制，先後有一千多家企業

獲得進出口經營資格；今年7月又取消進出口經營資格的審批制

度，改為登記和核准制，有利於中小企業自行經營進出口貿易。 

總而言之，大陸中小企業所面對的經營環境是有挑戰，也有

新的機會。未來中小企業如果能發掘自身的本土優勢，兼以中

小企業輕巧靈活，對本地的自然資源、顧客偏好、法令規章、

風俗民情較為瞭解，並學習在大型企業及外資企業的激烈競爭

中找出自己的市場定位，將有利於中小企業的發展。 

                                                 
20在市場的開放方面，大陸「國務院」相關部門考慮加快電訊、航空、銀行和

運輸等壟斷部門的改革速度，降低市場進入標準，允許民營經濟全面介入，

並在數年內建立一批面向中小企業的地區性民營銀行，以推動投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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