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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并建立 了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空 间结构模型和动态过程模型
,

同时就中小企业

经营系统的优化问题进行 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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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 【l] 的研究中
,

探讨了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空间结构及动态过程的特质
.

本文

继续沿用文献 【l] 的条件规定
,

进一步探讨并建立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空间结构模型和动

态过程模型
,

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优化
.

1 空间结构模型

由若干相对集 中于某一地域的从事相同或相近产品以及提供生产性服务的中小企业组

成的中小企业经营系统 (亦即文献 【l] 中定义的地域中小企业企业间经营系统 )
,

与一般企

业经营系统相似
,

可分解为决策系统
、

执行系统
、

保证系统和信息系统 4 个子系统 〔”
.

该

经营系统具有 以下特 点
.

l) 系统结构为一种松散性结构
.

该系统的构成 主要基于地域内各中小企 业为追求各

自最大经济效益而进行的生产经营合作 (或协作 )
,

由于各企业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
,

拥

有独立的决策权
,

这就决定了该经营系统结构的松散性
.

2) 协调是维系该系统

存在和正常运行的唯一有效

手段
.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各

要素企业的独立性决定了决

策职能企 业无法通过指挥
、

命令
、

控制等手段而只能通

过协调的手段来维系
、

运行

该经营系统
.

中小企业经营

系统的空间结构模型如 图 l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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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空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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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态过程模型

从系统的动态发展的全过程来考查
,

具有相对支配地位的决策职能企业是不断更迭的
.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中各企业的职能地位的确立是 由各 自企业拥有的经营资源决定的
,

经营

资源优势是取得该经营系统决策地位的唯一条件
.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内部成员间经营资源的

任何变动
,

都会影响到各 自相对地位的变动
,

即表现为决策职能企业的不断更迭 [ ’ 1
.

中小

企业经营系统动态过程模型如图 2 示
.

图 2 表明
:

l) 时刻 t , ,
t Z是中小企业经营系

统 寿命周期 内的考 查 阶段 的两点
,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空 间结构状 态

1 (以下简称状 态 l) 和 中小企 业经营

系统空间结构状态 2( 以下 简称状 态

2) 对应于该考查阶段的时刻 t , ,

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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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动态过程模型

2) 状态 1 和状态 2 是 中小企 业经营系统动态过程 中的相对静止
、

相对稳定的状态
,

称为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平衡状态
.

从状态 1到状态 2 的过程是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运动

过程
,

是 旧平衡状态的破坏和新平衡状态的建立过程
.

3) 从状态 l 到状态 2 这一运动过程的驱动力是中小企业经营系统内部的矛盾运动
,

亦即伴随经营资源优势转移所进行 的支配地位
、

决策职能地位的再确立的矛盾运动
.

外界

环境的影响是这一运动过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

4) 状态 2 是状态 1的高级阶段
,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运动过程是不断从低级阶段向

高级阶段运动的过程
,

这一运动过程称作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发展
.

在中小企业经营系统内部矛盾运动的驱使下
,

不断 由低级阶段 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

贯穿于中小企业经营系统寿命周期的全过程
.

3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优化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优化是要求其空间结构在整个寿命周期 内达到最佳
,

在制定中小

企业经营系统的经营战略过程 中具体表现为组成经营战略的各 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合理组

合
,

使中小企业经营系统整体经济效益最优化
.

设 G = { gl
,

9 2 ,

… }为在确定系统结构阶段的可行 目标集 ; S = { sl
, : 2 ,

… }为实现可

行 目标的可行方案集
; 尸 { p . ,

p Z ,

… }为体现可行方案的可行计划集
,

作这 3 个集的笛卡儿

积 oD
,

则 oD = G x s x 尸可能在每一个可行坐标集中的点可行
,

但在乘积集中的任意点 d
。

= 【gsP 〕` D
。

则不一定可行
.

将 D
。

中所有可行的点组成的集 D c D
。

构成设计阶段可行系统

结构集
.

最优系统结构集是在 D 中选取 d
’

= 〔g
` , ’

p
’

]
,

从设计角度考虑使系统结构最优
.

设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组织战略实施的某一阶段 t
,

在其可调范围内所有运行策略的

集合为 K ( O
,

则该集合内的每一个元素 k ( t ) 〔 K ( t )为 t 阶段的某一运行策略
.

设系统寿

命为 n( 通常
n 为年 )

,

则运行阶段的组织战略可表示为系统运行策略的一个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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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k ( l )
,

k ( 2 )
,

…
,

k ( n ) ]

“ = ` K ( l ) X K ( 2 ) X … K ( n ) = K
n

设 C
,

= f [ k ( t ) 」表示在阶段对应于策略 k ( t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总效益和总费用之差

C 二 R
,
一 C

式中
,

尺为 t阶段实施某项策略的总收人
; C为 t 阶段调整某项策略的总费用

.

对应系统运行阶段的时间序列汀 ` 戊
: ,

企业的总收人与总费用之差
,

即 目标函数为
:

兰+(1
月

艺间一一C

式中 i 为贴现率
.

中小企业经营系统优化的实际意义在于从整体上使经营 目标最优
,

使中小企业经营系

统的整体经济效益最优
.

因此选取
,

兀
`

〔 K
” ,

使得

C ( 兀
’

) = M ax C ( 汀 )

至此
,

完成了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优化
.

4 结束语

本文给出了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空间结构模型和动态过程模型
,

该模型描述了中小企业经营

系统的特质
,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中小企业经营系统的优化问题进行了讨论
,

给出了优化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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