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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
改革开放30年，中小企业依靠国家的政策支持和灵活的运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约60％的工业
产值、40％的利税和60％的出口总额，提供了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的快速多变，中小企业原有的先发优势在逐渐减弱，在技术、管
理、资源、信息处理等方面的潜在问题正逐步凸显，其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迫切需要运
用先进的制造模式和制造技术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力量。
　　虚拟组织（virtual organization）是以跨企业的制造资源集成为特征、以计算机网络为工具、以快
速响应市场需求为目的而构建的企业联盟，这种联盟追求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它超越了传统的时空
概念，其生命周期随市场机遇而变化，其成员企业选择不受地域限制，被认为是21世纪先进制造的重
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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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五章，主要内容包括：区域经济下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策略；中小企业虚拟组
织实施模式；中小企业虚拟组织构建方法；中小企业虚拟组织生产管理等。
　　本书可以作为制造工程区域经济以及企业管理类专业研究生的教科书或参考书，也可以供该领域
中的经济工作者和政府部门管理者学习使用。
本书对参与集群经营活动的各类企业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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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产业集聚力大。
中小企业虽然个体规模小、自身实力较弱，但往往以产业、产品为纽带在某一区域内聚集，形成专业
化的区域企业集群。
集群中，企业之间从原材料供应到市场销售等环节的纵向集成空间较大，企业之间平行合作的横向集
成便利，使企业能够依靠群体的力量获得较强大的产业集聚力，产生区域比较优势，形成整体性的区
域品牌，从而提升中小企业集群的影响力和群体竞争力。
如浙江省宁波市现有大大小小的企业集群150多个，其中有6个集群已经发展成为年产值超过10亿元的
集群。
这其中除部分是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企业集群（如服装、塑料机械、汽车配件等）外，多数是以一县
一品、一镇一品为特色的产业集群，如余姚梁弄镇的灯具、陆埠镇的水暖阀门，慈溪市的小家电、轴
承，像山爵溪镇的针纺织品、宁海西店镇的手电筒等等。
这些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依靠集群的集聚力和区域品牌效应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个别企业已成长为
大型企业。
　　（5）运行管理机制灵活。
中小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简单，管理层次少，操作方便，内部消耗相对不多，管理的效率较高。
对于民营机制的中小企业，经营机制较灵活，善于捕捉市场机遇，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坚韧性和适应
性，但也因此使中小企业普遍侧重于短期行为而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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