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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业务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议对策

基于上市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

未来发展前景，为不断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本文提出以

下几点建议：

1、国家和政府要鼓励并引导民营企业改革创新

加速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持续健康发展。重振民营

企业家持续经营和技术创新的热情与信心，主动为民营

企业寻求新的“发力”突破点，让政策逐步推动民营企

业的发展。此外，要确保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

全部落地，持续营造良好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实行公

正统一的市场监管，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完善金融

机构服务民营企业规则制度，着力提高服务质量，让民

营企业继续扮演好市场经济体制下支柱性力量角色，助

推国内经济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总量、科技创新、国

民生产总值、财政税收等作出更大的贡献。

2、民营企业要不断优化销售渠道

民营企业需要提升销售渠道的专业化和集中化，从

而大大降低销售成本，减少增值效果较差且成本较高的

外包业务，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源和宣传媒介，开辟出新

的专属于企业自身的销售渠道和路径，强化民营企业的

行业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从而稳步扩大市场份额。在

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民营企业还要加强对销售费用的

监管力度，严格依据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销售费用，避

免因内部监管不力导致销售费用支出超过预算甚至违反

规定。

3、民营企业要不断加强对财务费用的监管

民 营 企 业 为 了 维 持 生 产 经 营 和 进 一 步 扩 大 生 产 ，

对外部的资金支持有较大的需求，每年支付借用资金的

利息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而当前部分民营企业对该项支

出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因此，民营企业一方面要加速资

金周转，不但要提高企业短期偿还债务的能力，还要有

效降低利息支出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避免

盲目为了发展使得企业背负沉重的利息负担，反而增加

了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同时，民营企业要加强自身对现

金流的管控，不断改进现金流的存储和调用的条件与制

度。在内部持有一定比例的现金流应对日常生产经营需

要，同时要根据企业资金状况对外部的投资机会做出科

学 的 判 断 ， 果 断 地 选 择 合 适 的 投 资 项 目 和 领 域 进 行 投

资，实现资金收益最大化，避免因资金闲置导致企业损

失应得的利益。

4、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当前的民营企业在国内技术创新成果的贡献不少于

七成，在此良好的基础上，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加大技术

创新力度，让技术创新成为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不

竭动力。技术创新上的投入主要分为两部分：研发支出

和内部研发人员数量。因此，民营企业推动新技术逐步

适应日常的生产经营，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成本上获

取新的、独立的优势，保有并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不

断扩大本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并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

力来引领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定期组织研发人员甚

至是全体员工系统培训，逐步形成一支专业水平过硬、

技术攻关能力强且具有企业特色的创新团队。同时，要

调动更多员工参与到技术创新行列中，为企业经营发展

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5、民营企业要加强管理费用方面的优化

综合考虑内外部的机遇和挑战、优势与不足，加大

企业内部管理改革力度，制定管理制度，使日常生产经

营和管理在制度条款下有序进行。民营企业要引进国内

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教程，建立并不断完善内部管

理培训和考核制度，进一步加强全体员工的业务学习，

保障每名管理人员能够胜任岗位的职责和要求，每名员

工能够高效完成日常生产经营计划，进而推动民营企业

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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