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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实中的小企业是否拥有战略，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到战略的制定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议的话题。文章着 

重研究小企业战略的战略发展蓝图和战略性计划，把影响小企业战略的因素分为业主属性和企业属性两个 

维度。通过对25家独立性小企业业主的现场访谈，并采用关联度量指标 入来度量有关变量的相关程度，得 

出如下结论：小企业业主属性对业主是否拥有小企业的战略发展蓝图，对小企业是否制定有书面的战略性计 

划并不产生影响；小企业的企业属性对业主是否拥有企业的战略发展蓝图，对企业是否制定有书面的战略性 

计划并不产生影响；绝大多数小企业拥有企业的战略发展蓝图，并且没有制定书面的战略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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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小 企业 战略是 一个 众说 纷纭 ，经 常 引起 争议 的话 题 。现 实 中有 不少 小 企业 

家 有这样 一种 说法 ：战略 是 大企 业 的事 情 ，与 小 企 业 没 有 什 么 关 系 。美 国学 者 

Stevenson和 Grousbeek⋯认为 ：很多小企业业 主都是行 动先 于战略的制定与分 

析 。这 些业 主通常 将行 动 和战略 的制 定 与分 析 结合 起 来 ，并 且 准备 随 时根 据 动 

态 的环境 来 改变进 程 ；在表 面上经 常看 不到任 何正 式 的战略 的制 定与分 析 ，虽 然 

有些业主在使用它们。作者认为 ，当努力去搜集数据 ，制定战略计划后才行动， 

则 延误 了及 时进入 市场 ；并 且 ，详 细的 研究 还 产生 了许 多 负面 意 见 ，反 而扼 杀 了 

创 意 。他 们认 为 以下 因素会影 响 战略 的制定 与分 析 ：企 业是 否需要 大量 的 资本 ； 

创 新 的程 度 ；运 营 和开发 任务 是否 复杂 等 。Amar Bhide(阿玛 尔 -毕 海德 ) 认 

为 成功 的创业 者通 常采 用速 度快 、成本 低 的实用方 法 ，而非深 度分 析 。因为 他们 

几 乎没 有多少 时 间来进 行调 查 和分 析 。 

Kuratko 认 为一 些小 企业 由 于没 时 间 ，缺乏 制 定 创 业 战 略 的 知 识 和 技 能 ， 

缺 乏对员 工 的信任 ，担 心有太 高 的花 费等 原 因 而不 做 战略 计 划 。美 国一 位 学 者 

的研究 表 明 ，只 有 约 30％ 的 家族 企业 制 定 有 书 面 的战 略 计 划 。颜 光 华 等 学 

者 认 为 ，小企业 战 略通常 是 突发 形成 ，而不 是事 先 设 计制 订 的 ，它 常 常 属 于直 

觉 或者经 验 型战略 ，受企 业家 的个性 、价值 观 和 志 向等 的影 响 ，战略 计 划通 常 是 

非 正式 的 。当这些 小企业 业 主需要 获 得贷 款 、吸 引 投 资人 或需 要 建 立信 任 关 系 

时 ，他们认 为需 要一 个 战略 性 的计 划 (特别 是 一 个 书 面 的 )。·但 是 ，一 旦 他 们 获 

得 了贷款 、吸 引到 了投 资人或 建立好 了信 任关 系后 ，他们 就会认 为 战略计 划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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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么价 值 了 。 

美 国著 名未 来学 家托 夫勒 曾说 ：“对 没有 战 略 的 

企业来说 ，就像在险恶的气候 中飞行 的飞机 ，始终 在 

气流 中颠簸 ，在暴 雨 穿行 ，最后 很 可能 迷 失方 向。”有 

些研 究 表 明 ，小 企 业 的 战 略管 理 远 不 像 大 企业 那 样 

正规 ，但 是 采 用 战 略 管 理 的小 企 业 在 经 营绩 效 上 的 

确要超 过那 些不 采用 战 略管 理 的 小企 业 。Lyles。。 的 

研究 认 为 ：有 正 式 计划 的小 企 业 比没 有 正 式计 划 的 

小企业 的销 售增 长率 高一 倍 。 

那 么现 实 中 的 中 国小 企 业 是 不 是需 要 战 略 ，它 

们 是不 是制 定战 略 ，哪些 因素 影 响到 战 略 的制 定 呢? 

为 了解 上 述 现实 问题 ，并 探 讨 影 响 小 企业 战 略 的 因 

素 ，笔者 特 开展 了这项 研究 。 

在 这里 ，笔者 着 重研 究 小 企 业 战 略 的 战 略 发 展 

蓝 图和 战 略性 计 划 。小 企 业 的战 略发 展 蓝 图 是指 小 

企业 未来 较 长时期 大 的发 展 方 向及 总 体 目标 。 战 略 

发 展蓝 图可 以使人 们 的精 神从 单 调 的 日常 操作 中得 

到升华 ，并 不 断受 到激 励 。它 往 往 与 企业 业 主 的 个 

人抱负、商业哲学 和伦理信条 紧密联 系在 一起 。小 

企业 的 战略性 计划 是指 应用 于整个 小 企 业 的 为企 业 

未来 较长 时期 设 立 ，并 寻 求 企业 在 竞 争 环 境 下 地 位 

的计 划 ；在这里 ，笔 者 以是否 拥有 书面 的 正式 战 略 性 

计划来 测 量 。正式 战略性 计 划必 须 和 战 略发 展 蓝 图 

匹配 ，这样才 能保证 战略 的有效 实施 和成 功 。 

+ 一 笔者 把影 响小企 业 战 略的 因素 分 为业 主 属 性 和 

企业 属性 两 个 维度 。业 主 属 性 是 指业 主 的 性 别 、学 

历 、年 龄 ；企 业 属 性 是 指 企业 的 创 建 年 限 、企 业 规 模 

(员工数 目)、企业 所 在地 区 、企业 所处 行 业 。 

根 据上 述分 析 ，笔 者 提 出 以 下 理论 构 架 和 研 究 

假设 ： 

HI：小 企业 业 主 属性 (性 别 、学 历 、年龄 )对业 主 

是否拥 有企业 的 战略发 展 蓝 图产 生影 响 。 

H2：小 企业 业 主属性 (性别 、学 历 、年龄 )对小 企 

业 是否 制定有 书 面的 战略性 计划 产生 影 响。 

H3：小企业 的 企 业 属 性 (创 建 年 限、企 业 规 模 、 

企业 所在地 区、所处行 业 )对业 主是 否 拥 有企 业 的战 

略发 展蓝 图产 生影 响。 

企业属性 (创建年 

限、企业规模、企 蓄略 业所在地区、所处 
行 业 ) 

H4：小 企业 的 企业 属 性 (创 建 年 限、企 业 规 模 、 

企业 所在 地 区 、所处 行业 )对 小企 业是 否 制定 有 书面 

的 战略性 计划 产 生影 响 。 

企业属性 (创建年 

限、企业规模 、企 面的 

业所在地区、所处 

行业 ) 

二 、研 究 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现场访谈法来进行。笔者在杭 

州 、宁波 和温州 三地 采用 判断抽 样 法 (Judgment Sam— 

pling)对 25家独立性小企业业主进行 了访谈 。样本 

小 企业 的员512数 目 5—40名 计 13家 ，占 52％ ；40— 

100名计 4家 ，占 16％ ；100—200名 计 5家 ，占 20％ ； 

200—400名计 3家 ，占 12％。被访谈的小企业男性 

业 主 21名 ，占 84％ ；女性 业 主 4名 ，占 16％ 。所处 的 

行 业 主要 涉及 机 械部 件 制 造 以及 餐 馆 、宾 馆 。笔 者 

采 用 了关联 度量 指标 (基 于误 差消 减 比例 的 指标 ) 

来 度量 有关 变量 的相 关程 度 。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 于笔者针对 25家传统 

行业的独立性小企业业主进行 的现场访谈 ，因此本 

研究 结果 也 许不 能代 表 中国大 陆 的所 有小 企 业 或其 

他行 业小 企 业 。尽 管 如 此 ，本研 究 所 得 出 的结 论 仍 

然 为更好 地 了解 中 国现实 中的 小企 业 的 战 略应用 情 

况 以及影 响小 企业 战 略的 因素提 供 了实证依 据 。 

三 、研 究 结果 与分 析 

(一 )业 主属性 对战 略发展 蓝 图的影响 

业 主 属性 是指业 主 的性 别 、学 历 、年龄 。本次 研 

究 中的 25名业 主 中有男性 业 主 21名 ，占 84％ ；女 性 

业 主 4名 ，占 16％ 。 

下 面采 用关 联 度 量 指标  ̈来 度 量业 主性 别 变 

量 与业 主是 否拥 有企 业 的战 略发 展 蓝 图变 量 的相 关 

程 度 。在这 里 ， 是 基 于误 差 消减 比例 的指 标 (Pro— 

portional reduction of elTor)。 

根 据表 1的分析 知道 ： =(1—0—1)／1=0 

表 1 业主性别变量与战略发展蓝图变量的相关表 

所 以 ，业 主性 别 变 量 与 业 主 是否 拥 有 企业 的 战 

略 发展 蓝 图变 量 是 相互 独 立 的 ，即业 主 性 别 对业 主 

是否 拥有 企业 的 战略发 展蓝 图并不 产 生影 响 。 

关于本次研究中业主的学历，大专学历为 3位 ； 

中学 或 中等学 历为 12位 ；小 学 学历 为 5位 。采 用 关 

联 度量 指标 分析 后 表 明 ，业 主学 历 对 业 主 是 否 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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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 的战 略发展蓝 图并 不产 生影 响 。25名业 主 的 

年 龄分 布在 24—65岁 之 间 ，而 选择 没 有企 业 的战 略 

发展蓝 图 的业 主 的年 龄 为 34岁 ；同样 的分 析 表 明 ， 

业 主年 龄对业 主是 否拥有 企业 的 战略 发展 蓝 图并 不 

产 生影 响 。 

(二 )业主属 性 对 小企 业是 否制 定有 书面 的战略 

性 计划 的影响 

业 主的性别 对是 否制定 有 书面 的 战略 性计 划 的 

影 响见表 2。 

表2 业主性别变量与书面的战略性计划变量的相关表 

同样采 用关联 度量 指标 来 度量业 主 性别 变量 

与业 主是 否 制 定 有 书 面 的 战 略 性 计 划 变 量 的相 关 

程度 。 

根 据表 2知道 ： =(2—2—0)／2=0 

所 以 ，业 主性 别 变 量 与业 主是 否 制定 有 书 面 的 

战略 性计 划 变 量 是相 互 独 立 的 ，即业 主性 别 对 业 主 

是 否制定 有 书面 的战略性 计划 并不产 生影 响 。 

同样 的分 析 表 明 ，业 主 学历 及 业 主年 龄 对 业 主 

是 否制定 有 书面 的战略性 计划 并不产 生影 响 。 

(三)企业 属性 对企 业的战略 发展 蓝 图的影 响 

本研 究 的企业 属性 是指 企 业 的创 建 年 限、企 业 

规模 (员31数 目)、企业 所在 地 区、企业 所处行 业 。 

企业 的创 建年 限对是 否拥 有企 业 的 战 略发展 蓝 

图的相互关 联情 况见 表 3。 

采用关 联 度量指 标 来 度量 企 业 的创 建 年 限 Y 

变量 与 是 否拥 有 企 业 的 战 略 发 展 蓝 图 变 量 的相 关 

程 度 。 

表 3 企业的创建年限Y与战略发展蓝图变量的相关表 

根据表 3计算 知 道 ： =(1—1—0—0)／1=0 

所 以 ，企业 的 创建 年 限变 量 与 是 否 拥 有 企 业 的 

战 略发 展 蓝 图 变量 是 相 互 独立 的 ，即企 业 的创 建 年 

限对 是否拥 有企 业 的战 略发展 蓝图并 不产 生影 响 。 

本研究 的企业 规模 主要 由企业 的员工 数 目来 衡 

量 ：笔者对本次的被调研小企业 的规模按 4个等级 

进 行 了划分 。企业 规模 对是 否 拥有 企业 的战 略 发展 

蓝 图的相互 关联情 况见 表 4。 

根据表 4计算知道 ： =(1—1—0—0)／1=0 

所 以 ，企 业规 模 变 量 与是 否 拥 有 企 业 的战 略 发 

展 蓝 图变 量 是相 互 独 立 的 ，即企 业规 模 对 是 否拥 有 

企 业 的战 略发展 蓝 图并 不 产生影 响 。 

本 次研 究 中 的企 业 所 在 地 区 的 分 布情 况 为 ：杭 

州 4家 ，占 16％ ；宁 波 5家 ，占 20％ ；温 州 19家 ，占 

64％ 。企业 所 处 行 业 情 况 为 ：机 械 部 件 制 造 类 15 

家 ，占 60％ ；餐 馆 宾 馆 类 10家 ，占 40％ 。 同 样 分 析 

表 明 ：企 业 所 在地 区变 量 及企 业 所 处 行业 变 量 对 是 

否拥 有 企业 的战 略发展 蓝 图都 不产 生影 响 。 

表4 企业规模 N与是否拥有企业的战略发展蓝图的相关表 

(四 )企业属 性 对 小企 业是 否制 定有 书 面的战 略 

性计 划 的影响 

企业 的创建 年 限 Y对是 否制定 有 书面 的 战略性 

计划 的相互 关联 情况 见表 5。 

采 用关 联度 量指标 来 度量 企 业 的创 建 年 限 Y 

变量 与是 否 制 定 有 书 面 的 战 略 性 计 划 变 量 的相 关 

程度 。 

根据表 5计算 知道 ： =(2—0—1—1)／2=0 

所 以 ，企业 的 创 建年 限 变量 与是 否 制 定 有 书 面 

的战 略性计 划变量 是相 互 独立 的。 即企业 的创 建年 

限对 是否制 定 有书面 的战 略性计 划并 不产 生影 响 。 

表5 企业的创建年限 Y与战略发展蓝图变量的相关表 

企业规模对 是否制定有 书面的战略性 计划 的相互 

关联情况见表 6： 

表6 企业规模 N与是否拥有企业的战略发展蓝图的相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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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表 6计 算 知道 ： =(2—0—1—1)／2=0 

所 以 ，企 业规 模 变 量 与 是 否 拥 有 制 定 有 书 面 的 

战略性计 划变 量是 相互 独立 的 。即企 业 规模 x,-j是 否 

制定 有书 面 的战略性 计划 并不 产生 影 响 。 

同样 分析 表 明 ：企 业 所 在 地 区变 量 及 企 业 所 处 

行业 变量 x,-j是 否制定 有 书面 的战略性 计划 都 不 产 生 

影 响。 

(五 )小企 业 的战略发 展 蓝 图 

小 企业 的战略发 展蓝 图是 指 小企 业 未 来 较长 时 

期 大 的发展 方 向及 总体 目标 。在 这次 被 调 研 的小 企 

业 中 ，绝 大 多数企 业业 主 (96％ )告诉 笔者 ，他 们拥 有 

企 业 的战 略发展 蓝 图(虽 然 92％ 的小 企 业没 有 制 定 

书面 的战 略性计 划 )，正是 这一 发展 蓝 图 指导 着企 业 

的有效 发展 。 

不少 企 业 主认 为 企 业 的 战 略 发 展 蓝 图就 是 扩 

张 ，“扩大 市场 ，向国外发 展 ⋯ 总想 扩 大 规模 ⋯‘我 们 

都想 把企 业 做 大 ⋯‘稳 步 地 把 企 业 扩 大 一 点 ⋯‘想 花 

几 年时 间把企 业发 展成 连锁 的形 式 ⋯‘把原 来 的产 品 

搞好 一点 ，搞大 一点 ⋯‘企业 发 展 得更 大 一 点 ⋯‘去 其 

他市 县开设 更 多 的连 锁店 ⋯‘把 我们 公 司 的产 品销 往 

世界 每个 角落 ”。 

有 些企 业 主认 为企业 的战略 发 展蓝 图就 是 企业 

的地位 ，“5年 之 内 ，在 本 地 区 本 行 业 中达 到 领 先 地 

位”“10年 内进 入全 国前 10名 ，在 20年 内 ，进 入全 

国前 5名 ”。 

还 有些企 业 主认 为他们 的企 业 的战 略发 展 蓝 图 

就是 销售 业绩 ：“把 业务 打开 ，今 年 打算 做 到 6千 万 ， 

明年做到 8千万 ，后年做到 1亿。” 

四、结论 

通过 上述 实证分 析 笔者得 出以下结 论 ：(1)小 企 

业业 主属性 (性 别 、学 历 、年龄 )对业 主是 否拥 有 企 业 

的战略 发展 蓝 图并不 产 生 影 响。 (2)小企 业 业 主属 

性对 企 业是 否制定 有 书面 的 战略 性计 划并 不 产 生影 

响。 (3)小企 业 的企业 属性 (创建 年 限 、企业 规模 、企 

业所在地 区、所处行业)对业主是否拥有小企业的战 

略发 展蓝 图并 不产 生 影 响 。 (4)小企 业 的企 业 属 性 

对企 业是 否 制 定 有 书 面 的 战 略性 计 划 并 不 产 生 影 

响 。 (5)绝 大 多数 小 企业 (96％ )拥有 企 业 的 战 略发 

展蓝 图 ，而绝 大 多数 小 企 业 (92％ )没有 制 定 书面 的 

战略 性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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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s of Small Business Strategy 

LI Bao-ming 

(School ofManagement，Zhef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This research divides the influencing facts of the small business strategy into two parts：owner’s at- 

tribute and firm’S attribute．The authors interviewed 25 small business owners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 

tween the strategy and owner’S attribute or firm ’S attribute with the relationship measurement index入．The findings 

show that：Owner’S attributes do not influence whether the firm s have a vision and a written strategic plan．Firm ’S 

attribute do not influence whether the firms have a vision and a written strategic plan．Most small busineses have a 

vision but do not have a written strategic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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