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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非公有制经济敞开大门，民营企业作为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支柱，成

为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主体，占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半壁江山。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不稳定因素增加，

主体资源供应链话语权失衡，全球化经济发展急剧收缩，中国正在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国内外形式变化，国际市场版图的波动与外部政策收紧等冲击使

得我国民营企业的现实困境尽数显现，诸如运营模式陈旧粗放，产品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等现实问题。

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现状，针对其存在的主要困境，尝试提出合理建议，以

期助力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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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pened 
the door to the non-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As an important pillar for stimulating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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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ity and enhancing economic efficiency,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the largest subjec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occupying half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
crease of unstable factors globally, the imbalance of discourse power in the main resource supply 
chain, and the sharp contraction of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is accelerat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with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stay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to cope with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inter-
national situations. Fluctu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landscape and the tightening of ex-
ternal policies have exposed the re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such as out-
dated and extensive operation modes, and the urgent need for structural reforms in produc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in foreign 
trade, aims at the main difficulties they face, and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foreign trade. 

 
Keywords 
Private Enterprise, Foreign Trade, Realistic Dilemma,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民营企业 

在不同的国家、经济地区、民营企业的划分标准都不尽相同，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且学术界对于民

营企业的概念意见不一。若立足于经济学概念，民营企业是作为民间私人投资、经营、享受投资收益并

承担经营风险的法人经济实体。若立足于所有制形式，民营企业分为国有民营和私有民营两种类型，其

中实行国有民营企业的产权归国家所有。基于此，本文将所讨论的民营企业界定为广义概念上的，在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与国有独资企业相对，没有国家注资与国有控股的非公有制企业，这些

民企大多是自行组建筹资，自给自足，自负盈亏的经营形式，且一般来说规模较小，处于长期发展中，

在对外贸易经济中属于高活跃的成长型企业，其组建形式客观来说分为三种，一是个体户起家，在不断

积累中发展的家族式企业；二是由例如朋友同事等参股合资开办的合伙企业；三是通过买断转型的一些

集体企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企业股份不断分散化、社会化，且企业所有权归一个或少数投资者所有，

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经营灵活等特点。 

1.2. 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也称“国外贸易”或“进出口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商

品和劳务的交换，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对外贸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开始产生和发展，到资

本主义社会规模空前扩大，运进商品和劳务的国家或地区作为买方或进口方，运出商品或劳务的国家或

地区便是卖方、出口方。对外贸易对于不同的社会制度而言，性质和作用也有所不同，一般分为四种形

式：对等贸易、展卖、加工贸易和补偿贸易。 
对外贸易首先把商品生产程度较高的国家互相联系起来，其次通过进出口将生产发展水平低的国家

和地区也加入到交换领域中。随着国际支付与结算手段日渐丰富，国际信用保障逐步稳定，国际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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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交换互通有无，调剂余缺。通过对外贸易，世界各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吸收和引进当代世界先

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持续进行本国企业技术更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加速社会扩大

再生产的实现。党的二十大会议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和目标，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始终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态度，并行实行多种贸易政策，包括进口替代政策、出口导向政策、市场多

元化政策、贸易救济措施等应对新形势和新挑战。 

2. 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2.1. 发展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型民营企业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飞速发展。1966
年国家提出了“坚持多种经济活动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共同发展”的方针，民营企业出现井喷式增长，

数量达到十万多家。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民营企业伴随着我国的乡镇

个体经济飞速发展迅速崛起，同时间的外贸展会，订货会与日俱增，成为连接我国民企与国际贸易的桥

梁。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世贸组织后，传统商贸和直接投资的经济手段逐渐下沉，国际分工渗透到各

行各业。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进出口贸易总值在 400 亿美元上下波动。进入到 21 世纪后，我国民营企

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其经济价值在全国市场份额中占比已超过 60%，打破了以前由国家垄断

对外贸易的局面。目前，国家市场管理体制不断完善，鼓励扩大出口，减少逆差，极大的促进了社会就

业的发展。除了目前作为国有经济和法人控股的个体经济，非公有制个体经济已至少占到了我国工业总

产值的 65%，显而易见，民营企业已发展成为我国制造业和对外投资的大军。 
民营经济是国家外贸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

民营企业逐渐从个体户发展为以亲情纽带主导的家族企业。在最初阶段，东南沿海地域的小微企业背靠

改革开放建立的经济特区因而发展较早，规模大，数量多，而中西部地区走相对落后，发展进程缓慢。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一带一路”的北线在西安开通后，我国中西部的民营企业才打开了面向北

欧的经济合作关系的大门。由于其资源与规模有限，传统的自主经营、自给自足的体制已经满足不了国

际化的需求，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对外贸易融资，产品方向，企业管理模式和人才队伍及信息平台建

设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总而言之，民营企业历经早期个体户的转变，一步步提升到合伙、集体

等，再一步提升到宪法上认可的私人企业，再一步提升到公司制企业，然后逐步走上了资本经营的国际

化道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民营企业中大多数为中小微企业，平均寿命不足三年，生命周期

愈来愈短，难以进入高速成长期，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2.2. 近年进出口现状 

近几年，我国民营企业充分利用外资和国内成熟产业链加工，开拓成品国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并与国际市场规则不断适应，总体来说稳中有增。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8 年，我国民营企业固定资

产投入同比增长了25.3%，增速与去年相比有所提高，这其中，中小型民营企业占8.7%，增长幅度为2.7%。

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 4.2 个百分点。截至 2019 年底，民营企业的税收累计总额已达 96,465.52 亿元，比

上年增加 17.6%，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 56.80%，我国民营企业人数超过 7200 万，中小型民营企业人数超

过 3000 万，注册资金达成 200 多万亿元。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为 8.49 万亿元，

比 2019 年增加了 11.2%，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42.2%。据海关总署三年数据统计，2020 年至今，我国登

记在册民营企业超 5200 万户，企业数量占比达到 86.2%，其贸易总额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 53.5%，

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 3.2 个百分点，目前来说，民营企业连续 5 年稳居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一般

贸易延续增势，自主品牌份额逐渐提升，占比达到 66.4%，消费品进出口占比 68.1%，并在肉类、食用水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614


顾瑞 
 

 

DOI: 10.12677/ecl.2024.133614 4990 电子商务评论 
 

产品、蔬菜、水果等进口中均占据主导地位，瞩目的是，“四新经济”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光

伏和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同比增长态势强劲。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9.2%，对欧盟、美

国等传统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 2.3%、2% [1]，并出现大量出口订单回流的势头，由于其不可持续性，因

而部分民营企业出现因产能规模扩大导致投资过剩的情况。 

3. 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规模有限，持续发展受限制 

就内部环境而言，一方面，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与国际接轨迟滞，没有完整的内贸转外

贸经验，且由于海内外存在信息差，国内外产品需求大相径庭，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大多为小微企业，大

多以技术含量不高的二次加工为主，或是通过经营跨境平台，如阿里巴巴、ebay 等[2]，因此与国内工厂

建立订单联系的外贸中间商较多，大多民营企业的目标仍以短期效益为主；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前身

多数是小型工厂、家族式企业，成立后往往规模有限，且由亲缘关系决定高层管理的任职，这种具有一

定差序格局色彩的任职形式导致很多民营企业贸易形式守旧，高层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不高，对产品

的淘汰也不够及时[3]，在产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情况下，原始产权主体不够明晰，企业的决策几乎是

一锤定音。企业自身便处于难以维持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就外部环境而言，我国对外贸易的管控政策着

力点在于辅助，除了对进出口关税进行把关外，不再参与民营企业的经营生产，给予民营企业尤其是中

小型民企更多发挥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各种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不平等的现象，民营企

业行业发展得不到强力规范[4]，行业内部标准参差不齐，就目前而言，在各地政府出台的帮扶政策少有

匹配民营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抓住对外贸易本质的条款，即使有减免税收等政策支持，缺乏完整指导依

旧使得民营企业难以稳扎稳打的找到正确发展方向。 

3.2. 融资困难，企业存续能力弱 

从事国际贸易需要企业在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包括外语人才，民企的财务负担较重，从企业

本身来说，一些民营企业没有依据本身对资源的整合能力来实现低成本高利润的目标，抗风险能力较弱，

民营企业大多成立时间比较短，通常是小型股份公司，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5]，合伙人所能

带来的投资有限。据抽样调查，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 3.7 年，而银行对借款企业的最低要求是

成立三年以上且最近两年保持盈利，资本积累微薄，面对风险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鉴于此，民营企业

告贷困难重重，往往取决于民营企业合伙人的社会影响力。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江苏省

Z 公司是一家研发及销售物流仓储智能分拣系统、智能货到人拣货系统的小型民营企业，这家公司在 19
年由内贸转战外贸，但由于相关资金链难以回笼，在对外融资时陷入瓶颈，厂现有生产能力仅为 1200 吨，

19 年就接单 1500 吨[6]，还有 500 吨的订单正在排队签单。这个问题症结就在于流动资金难以收回，同

时缺乏足够资金储备。当企业的品牌效应还未形成时，银行、证券公司所能提供的资金流有限，在资金

和债务的压力下，一些小规模民企不惜向民间高利借贷，签订对赌协议，借款风险远远高于投资报酬率，

加上借款期限短，筹资风险加大，让本就难以募集资金的局面雪上加霜，难以与具有全球化资源配置能

力和雄厚资金保障能力的国际大企业竞争，给民营企业的外贸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 

3.3. 缺乏创新，产品技术缺乏竞争力 

民营企业产品同质化竞争相当激烈，我国民营企业超过一半的都是中小型民企，面临的最大挑战往

往是缺少长期战略性布局，大多墨守成规，只涉及较低端的服装，餐饮等第一产业的零售，以及建筑工

业的成品采买加工等传统制造业的领域。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一是体制，大多数民企已经在确定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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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下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在业务情况非常成熟的条件下，企业内部已固化的技术和人力资源阻碍着产

品改革的发展，这使得企业更难进入到垄断性行业竞争，尤其是在近两年的全球经济形式收紧的情况下。

二是重复建设，简单的成品加工使得国内企业内部竞争严重，企业无法集中注意力由技术含量低的第一

产业去向重型工业过渡，且第二产业技术难以有效进行大规模创新改造，这使得企业边际效益低下[7]，
除此之外，由于政府依权管理民营企业的模式趋同一致，因此在对待不同类型的企业在财政和优惠政策

上存在差异，导致许多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的限制下受到影响，在许多经济关系中被限制，进退维谷。

这也是民营企业在创立之初不能避免因产品级别较低，盲目扩张以及产品在投资立项上的设计缺乏特色，

同时消费群体也不稳固的原因。 

3.4. 人才流失，缺乏有效组织管理 

我国的民营企业很多是白手起家的个体经营户，熟人之间的合伙等等，生存环境险峻，企业所有权

和经营权高度统一，缺乏民主，甚至有不少家庭式的小作坊。部分民企在踏入国际贸易之前大多专注于

内贸，缺乏对产品的技术创新的意识，对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接受程度较低。一方面，中低层民企占据我

国民营企业的半壁江山，而这其中大多为个体私营家族式企业，亲缘关系为主导的公司权利结构往往严

重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落后，员工薪酬模式单一且处于市场中下

游水平[8]，在员工需求量巨大的同时缺少实用型外贸人才的情况下，一般采用保守和被动的应付方式。

因此绝大数高级人才在民企只是做短暂的停留，因而科研产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发展过

程中，资金的来源多为合伙人线下募集而来，使得企业容易出现缺乏预算管理的问题，且很大一部分民

企没有建立绩效考核体系[9]，长期以往，内部组织关系极容易不稳定，一旦合伙人管理层次产生混乱，

民营企业的发展就不能良性循环，始终停留在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 

3.5. 缺少品牌理念，国际竞争力不强 

近两年全球化经济遭遇逆流，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保护主义[10]，单边主义上升，国

际贸易以及投资融资都大幅度萎缩，全球供应链发生转变，但这也同时加速了经济贸易数字化，现在跨

境电商的线上贸易平台愈来愈多，诸如阿里巴巴，亚马逊等，一部分民营企业依势而行，快速换挡，放

弃工贸一体转型去做中间贸易商，进入到结构转型阶段。从经营内容看，民营企业对大宗商品制造加工

依赖性极强，尚未完成转型的民营企业仍然以这类产品作为企业的主营产品，缺乏自身品牌文化，科技

含量低，可替代性强，这会加重劳动生产力需求，导致企业长期专注于下沉市场，专注于薄利多销，打

价格战，恶性循环，囿于成本上升和国内恶性竞争的问题，久而久之，企业在国际市场长期处于低端地

位，不是长远发展之道。 

4. 促进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建议 

4.1. 提高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首先，政府应该加快配套政策出台，建立民营企业股权至上治理观与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相结合的

全新混合治理模式，企业的价值观也多半在最高权力者更替的过程中被严重稀释，因此改变股东至上的

单边治理模式，建立混合治理体系显得极为重要。相关部门应该放宽市场准入，打破行业垄断，制定相

应法律措施，来创造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二是要发挥政府宏观导向作用。加强行业管理，号召民间商

会发挥市场经济中介作用，使之成为开展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的帮手。三是政府职能的干预，加大服务力

度，使行政管理人员成为一个公共服务的提供商。同时，要加快财政金融制度改革，把金融资源和市场

运营结合起来，解决民营企业资金困难问题，制定民营企业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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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企业技术创新 

民营企业做国际贸易首先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整个商业模式发生变化，由内贸转向外贸，与此

同时，企业的产品也需要更新换代，与国际接轨，适应世界市场的需求。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出口大多是

经历二次加工的低值易耗品[2]，或是作为中间商赚取的差价，没有独立的专利技术与品牌支撑，根基薄

弱。而未来的社会更偏向于科技创新驱动产品进步，此刻的民营企业要更开放，形成抱团互补，而不仅

仅在产品上只做出场景的微调而放弃其余的品牌价值、科技设计等高附加价润。国家“十四五”规划提

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1]。近年来，以大数据、AI、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技术迅

速崛起，与各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改变并与我国传统产业生态形成良好互动，民营企业站在这一数

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之上，首先要在生产端应加快生产供应链的智能化改造，进行各项设备的数字化

应用与升级。建立企业数字化生产标准，提升企业员工数字化生产意识，实现企业内部与外部的智能化

对接。其次，销售端对接大型国内外电商平台，改变传统运营思路，利用国际社交平台如 tiktok、直播平

台等实行线上线下贸易谈判与出口产品分销，这种运营形式不仅可以有效降低销售成本，同时能够借助

平台大数据了解境外消费者偏好，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产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促进企业供给

侧改革升级，开辟新的国际客户市场[12]。 

4.3.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我国民营企业从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低利润率到低消耗、低污染、高技术含量，高利润率升级换

代的趋势是必然的，贸易结构的升级最终构成仍然是企业产品的升级转型。首先，民营企业很大一部分

的投资收益倾向于短期效益，大多数局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些极大的限制了我国民企向高端制造

业的过渡，一方面，民企传统品牌可以通过借助新跨境电商等新技术平台的线上线下融合来向智慧品牌

的蜕变，同时升级整个产品的供应链。另一方面是要在短时间内打破垄断，在对口贸易中找到适合的货

品替代来延长生产，不要局限于单一的客户沟通渠道，而是多元化的增加利润来源，在升级产品的同时，

大力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只有在创新中打开自主知识产权出口的大门，才是我国民营企业长

久生存之道。 

4.4. 做好人才管理和培养 

我国民营企业人才流失率是相当高的。一方面，企业对于管理层对于下人才的权责划分与监督体系

需要对应到科学合理的长期激励制度，制定与岗位相适应的考核以及奖惩制度，来充分体现人才的岗位

价值，同时让普通员工也有合理的晋升通道，明确其标准设定。另一方面，我国民企需要制定全绩效模

式来管理企业员工，同时建立完整的利润管理机制，将薪酬、激励与考核进行全融合，来实现低成本高

效率的运作，最后，企业文化建设薄弱的也是当今我国民营企业的当务之急，良好的企业文化会催生员

工的使命感，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如此的良性循环，才能吸引高素质人才。 

4.5. 增强自主品牌建设 

目前，许多民营企业意识到了树立自主品牌的重要性，有抗风险能力的品牌，可以快速调整战略，

并继续俘获忠诚消费者，重返市场，而那些抗风险能力不足的品牌，不但营销无门，还有可能遭遇运营

和业绩上的滑铁卢，甚至再无翻身的余地。最直接的办法是降低负债率和提高现金流比率，提高企业的

现金流和应付账款，抗风险能力自然就提高。另外，民营企业要善于降低企业不必要的成本开支，可以

采取灵活用工的方式，在一些可以外包的工作岗位上，可以通过一些中介平台或劳务招聘公司，以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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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比雇佣非劳务工作者。这样一来，节省下来的成本，就可以用作企业的现金流储备，增加实施品牌战

略的预算。企业所塑造的形象将直接决定贸易的成功率，在进出口贸易的具体选择中，民营企业可以选

择进行国外的委托生产工作，成为国际品牌的代理商；在经营过程中，企业要把品牌建设放在首位，制

定企业文化，设立公平规则，并将国际贸易规则与企业本身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扬长避短。 

5. 结语 

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中要做到内外可持续发展，要首先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增强自主品牌

的建设。勇于探索产品自主创新道路和产业升级意识，要学会将企业自身的优势与世界市场的需求联合

起来，做好产品的更新换代，积极地去适应经济全球化规则。根据公司自身的能力和规模，应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制定合理的融资计划，避免大规模盲目扩张。一些根基薄弱的小微民营企业可以形成抱团互

补，在经营过程中，不要局限于短期利润，可以通过灵活的节省成本，加强现金流的储备，把钱花在“刀

刃上”。在企业管理问题上，要接受现代化的管理经营模式，做好长期发展规划，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

着重引进外贸人才培养，以质量求生存，以市场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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