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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中小企业成长力研究 

安强身 

(济南大学 管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企业是一个具有生物特性和社会属性的开放的复杂系统，中小企业成长研究应纳入非线性演化的复

杂系统新范式中。本文对复杂经济系统中影响企业成长的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并利用熵、

耗散结构等理论探讨中小企业成长机理，构建了中小企业成长动力机制模型。文章认为要通过增强企业开

放性以获取成长负熵以及重视内部非线性交互作用、促进企业系统不断创新与优化来提升中小企业成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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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成长是企业永恒的主题。研究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探求企业成长机理，推动企业不断

成长，是企业管理者与研究者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小企业作为一国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在

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突出，但同时各国中小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又共同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

问题，诸如规模小、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等。中小企业的成长研究也自然成为近

几十年来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经久不衰的热点，从最早的亚当• 斯密“规模+分工”理论到

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再到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竞争优势理论，及至近

期如 Besnik A. Krasniqi（2006）的“环境论”、许晓明（2007）的“制度安排论”等等，

研究非常丰富，对于指导中小企业成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认为，中小企

业的成长是一个复杂、动态过程，企业内部组织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小企业成长有着直接

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市场环境的变化给企业带来了无数成长机会，

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便是一个典型例证。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看到，在传统

的有关企业成长研究中，无论是彭罗斯的企业成长论还是爱迪斯的企业生命周期论，基本上

都是在线性、均衡、简单还原的传统范式下展开的，但事实上中小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内外部

不同因素相互适应、作用，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或消亡）的非线性运行过程。均衡经济

学忽视了市场的不稳定性与经济的复杂性，而企业系统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下产生非均衡态

是一种必然。因此，应用复杂性科学理论对中小企业经济系统内外环境复杂性与相应的中小

企业成长动力机制进行研究，从而把中小企业成长研究纳入非线性、演化的、复杂系统新范

式中，是当前企业成长研究的一个方向与趋势。同时，将中小企业成长从系统演化、自组织

等角度来考察，研究其成长规律以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成长动力机制，以及促进企业成长

需要的必要条件，对企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理论综述 

复杂性科学是以还原论、经验论及“纯科学”为基础的经典科学吸收系统论、理性论和

人文精神而发展形成，以研究自然、社会的复杂性和复杂系统为核心的“21世纪的科学”
[1]
。

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40年代，但系统化、规模化的复杂性科学研究则是从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其中突出的是以成立于 1984年的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lnstitute，

简称 SFI）中以盖尔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进行的研究。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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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现今已形成了混沌学派、结构复杂性学派、系统动力学派、复杂适应系统学派等多个学

派，出现了自组织理论（其中包括协同学、耗散结构论、突变论等）、混沌理论、超循环论

等不同的分支理论。这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科学的出现，出现后就引起了一批世界级科

学大师的关注和多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兴趣，也很快被国内外经济学家关注、重视并引入到经

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学家司徒泽（Michael J．Stutzer，1980）及德依（Day，1982）、贝

哈鲍比（Benhabib）、谢菲（Shafer）、沃尔夫（Wolff）等学者将混沌理论、非规则增长

周期理论等应用于经济学，从而使复杂性科学理论与经济学融合，成为新的学科——复杂性

经济学。这一新学科的研究认为经济现象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的个体在不稳定的状况下保持不

断调整关系的结果。复杂性经济学对组织管理系统的研究在非线性认识、组织与变革演化模

式认识上都有了质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对企业成长理论与模式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基础性、指

导性作用
［2］

。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国内外研究者不断运用复杂性经济理论，探讨企业系统

内部各要素以及企业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复杂的非线性特征，并进而研究企业的成长过程与

复杂性机理。在国外，Perry PascareIla（1987）指出现有“牛顿”型的组织必将为“混沌”

型组织所代替，20 世纪 90 年代的管理将逐渐从控制走向混沌
[3]
；Nonaka Ikujiro（1988）

通过对日本企业演变历史的深入分析，用混沌理论解释了企业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复杂性现

象
[4]
。在国内，柯昌英（2006）利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分析企业成长的动力机制，认为企业

在不同力的作用会具有一定动态弹性，当外力超过企业动态弹性，企业会产生再生或聚变
［5］

；

刘洪应用混沌理论对企业系统的演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分析了企业系统演化的模式和

原理
［6］

；王钦（2008）对影响企业成长力的两个维度与四个要素进行了设计并对不同维度

及要素下的指标进行了测度。其他学者如黎志成（2003）、杨淑娥（2006）、陶秋燕（2008）、

刘拓（2008）等也应用复杂性科学理论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不同研究，这些研究对企业成

长的机理从复杂性科学角度作出了宝贵的解释，为我们的研究打开了窗口。本文力求进一步

从复杂性经济学角度，利用复杂性科学中的熵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对中小企业成长力进行

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中小企业成长机理、探索中小企业成长路径，真正促进中小企业快速、

健康成长。 

 

三、 中小企业成长的复杂性分析 

在我国，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同时部分权威调查与统计研究表明，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 2.9年
[7]
，中小企业死亡

率较高。研究表明，中小企业的成长并不具有确定的、线性的投入产出关系，不是简单线性

累积叠加的过程
［8］

，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自身及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特征对于其成

长具有极强的影响与制约作用。 

作为一个复杂性适应系统（简称 CAS），任何一个企业的成长都是一个自组织与自适应

的过程，中小企业也不例外。其自身的内部组织与控制的复杂性、系统的开放性与动态性是

最为明显的复杂性特征。如图 1所示，在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多元化、

动态性等特征对中小企业经济系统的运行构成了不同影响。 

（一）中小企业成长外部环境复杂性 

同其他类型企业相同，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系统面临着一个多维、多元、多层次的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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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系统，其主要包括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人口环境、法制环境、科

技环境、市场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等
i
。中小企业所面向的系统外部环境具有较大企业更

为明显的复杂性和开放性特征。上述各种外部环境因素的复杂多变、不可控呈现鲜明的非线

性特征，同时对于不具备规模、技术、融资及政策等优势的中小企业而言，又具有极强的约

束性，对中小企业运营、发展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另外，如图 1所示，在上述宏观环境因

素之外，还存在着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及公众等对企业成长影响更为直接的中观环境因素，

由于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的天然劣势，这些中观环境因素主体往往具有更强的“议价”能

力，使中小企业成长更为困难。 

此外，中小企业运行具有本质的开放性，企业系统与外部环境需要不断进行物质、能量、

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从而实现自身成长。企业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以

及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这种交流与交换同时、连续进行，彼此间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中

小企业的成长不仅要使得内部能量、物质、信息有序交流，也必须增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实现内外能量、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与交流。 

（二）中小企业成长的内部组织复杂性 

对中小企业成长复杂性的认知，除了多变、多层次的外部环境外，系统内部各要素及各

子系统间基于任务、职能、结构而致的相互作用、制约与影响也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具

有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多功能与多层级的企业内部组织在耦合状态下相互影响并与外部环境

发生着交互作用，呈现极强的动态性，市场发展、技术创新引导着企业战略与决策目标变化

以及企业组织结构的变迁与创新。在这个有序——无序——有序（消亡）运行过程中，企业

成长与系统的非平衡相伴相随，企业系统通过自组织的“涨落”达到有序，进一步形成耗散

结构
［9］

。 

同时，如图 1所示，中小企业成长过程同时也是和提供机会与约束的外部环境不断适应、

交流、交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小企业从外部环境感知、吸收、获取各种信息、能量

理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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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复杂经济系统中的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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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源再进行内部处理，然后再向外部环境输出能量、物质与信息等（如图 2）。企业系统

在开放条件下的能动适应表现在对内部组织、战略、经营行为的调整、变迁，从而产生新的

能量，形成新的有序运行状态。企业之所以能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与发展则正是取

决于其对环境做出的反应与适应。新的管理模式诸如柔性管理、扁平化管理的出现则正是企

业对于环境变化所做出能动适应与反应的表现。 

 

 

 

 

 

 

 

 

 

 

 

 

 

 

 

四、 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中小企业成长动力机制 

企业系统演化是指企业在创立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简单到复杂直至消亡的发展变

化过程
［10］

，是企业与外部社会经济系统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经济系统中具有自

主判断与行为能力的主体，中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不断通过与其他环境主体交换物质、信息

与能量，并对环境做出能动的适应与应变，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性经济适应系统。依据复杂

性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正是因为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通过与环境进行物质与能

量交换成为耗散结构，偏离系统平衡的涨落促进了内外交换，实现了系统的有序
［11］

。同时，

中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决定了其成长必然是一个复杂的成长与演化

过程，在这种演化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反应，内外部力量共同作用，构成了中小

企业的成长机制。但是，中小企业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又决定了其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发展

模式的不稳定性。因此，推动中小企业成长，应从影响其成长的动力因素入手，分析影响其

成长的内外部关键因素，探寻成长的动力机制。 

（一）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熵的因素与熵增规律 

企业成长是从无序、无组织到有序、有组织，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由于企业经济

系统的复杂性、非线性以及环境的复杂性，使企业成长中充满了不确定和混沌，本文中我们

引入成长熵的概念来对影响中小企业成长力因素进行分析。“熵”由鲁道夫·克劳修斯

（Rudolf Clausius）提出，最初是应用于热力学中，后来逐步在控制论、概率论、数论、

天体物理、生命科学、系统科学、管理科学等领域都有重要应用，其主要是描述、表征体系

混乱度的函数。由于企业经济系统运动过程受若干不确定性、又相互影响的变量要素控制，

企业内部系统 

转换过程 

经营机制 

物质 

 

信息 

 

能量 

市场及其他外

部环境主体 

信息反馈 

感知、适应 机会、约束 

输

出 

外部环境 

图 2 企业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关系示意图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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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明显的复杂性、混沌特征，我们在本文中将这一思想引入，提出企业成长熵的概念。

企业成长熵是指企业成长能力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运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效率、能量逐步

降低的不可逆过程。成长熵增加意味着“成长力效能”不断减少、不断消耗。这也正符合克

劳修斯所提出的熵定律（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能量只能不可逆地沿着衰减方向转化
［12］

）。结

合前人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我们对中小企业在一个相对封闭、自运动状态下成

长熵增的规律进行分析。 

1. 组织、制度因素： 

中小企业的成长伴随着内部组织结构的发展变化，内部各层级间相互作用，并在与外部

环境非线性作用下不断演化，组织结构演化过程往往是产生——发展——成熟——膨胀——

老化，当然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竞争力与生存力较弱，有的中小企业根本未建立起成熟的组织

结构就已经被淘汰，也有的在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形态不断运动、转化。正常的中小企业组

织结构应该是层次有序、权力分布均衡、岗位职责设置科学，但由于中小企业大多是私人企

业、家族企业，其机构设计与流程存在大量不合理、不清晰、不规范的现象，从而使得中小

企业成长熵值增大。 

从制度角度考虑，不论是产权制度还是经营管理制度，大多数中小企业距离现代企业管

理制度所要求的科学、明晰、规范还相差甚远，这也制约了其他内部要素资源的效力与竞争

力发挥，增加了中小企业成长熵值。 

2. 信息、信用因素：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中小企业内部信息渠道不畅由于技术、管理、及文化等因素而在企

业中较为普遍呈现，而伴随企业规模扩大及复杂化，相应的信息节点增多、信息渠道延伸又

使得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衰弱和失真，必然会影响中小企业决策执行力与企业成长力，造成成

长熵增现象。 

从信用角度分析，由于先天的比较劣势，中小企业往往存在融资信用低下、商业信用及

财务信用缺失等问题，勿论其形成的原因是体制还是法制或是担保体系不健全、自身信用管

理机制不完善，这种信用低下及缺失都必然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竞争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

使得企业成长熵增大。 

3. 技术、知识因素： 

英国学者雷克鲁夫特(Robert W. Rycroft)和卡什(Don E. Kash)认为技术同样具有复杂

性，技术创新面临非线性、协同竞争、动态进化和社会合作等复杂性难题
[13]

。相对于大企业，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很大的动态性、不可确定性，囿于资金、人才、企业家及文化等诸

多因素限制，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大，而且自身对这种风险的承担能力比较差。虽然技

术创新极为重要，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却往往是柄“双刃剑”。因此，许多中小企业不愿意

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技术创新，从而造成企业成长力不足，成长熵增加。 

从知识角度分析，企业知识及其知识运用能力是企业成长力的重要指标，不同企业知识

力差别背后是由于知识积累及运用能力不同形成的。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种积累及运用能

力是明显不足的，同时，如果中小企业不主动去组织学习，在一个封闭、平衡态结构下，知

识会逐渐地减少、消耗掉，诸如企业结构的膨胀、老化等不同要素会从不同层面使企业的知

识创新效率逐渐递减，从而稳定地出现这种由于知识创新效率递减而带来的成长熵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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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员工因素： 

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于正确指导企业决策、凝聚员工思想、提升企业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是构成企业成长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对企业文化建设重视不

足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使有所重视也往往是流于形式，口号化、标语化，在某些中小企业

尤其是私人企业中存在着一些与现代企业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与价值观念，这种非线性、混

沌的企业文化系统随着内部及外部因素的改变而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而带来企业员工思想及

行为的非一致性，导致企业成长熵增。 

另外，从员工角度分析，中小企业员工流动性强是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其他诸如素质、

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管理难度大等也是普遍的现状，而企业成长力及效率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管理者与执行者的能力、素质与道德，如果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及文化与员工认知

不合，由此而致的成长熵增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当然，对于上述因素影响中小企业成长力的权重各不相同，而且还有其他诸如企业家等

其他因素同样会对中小企业成长力构成影响。为了更为全面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用一

个成长熵的数学模型来表示。假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运动企业经济系统中，企业较少与外

界环境发生信息、能力与物质交换，由此企业成长熵可以表示为： 

 

 

 

其中 i为影响企业成长力的各种因素， IS 为企业成长熵， iK 为影响企业成长力的各种

因素的权重， iS 为各种影响因素的熵值。 

（二）中小企业复杂经济系统的成长力递增规律——基于耗散结构理论 

如前文所述，中小企业作为一个复杂经济系统，本质具有系统的开放性，与外部环境中

能量与物质、信息的交换是其作为市场主体发展的客观需求，因此客观上就会必然打破企业

成长熵定律的前提条件，当外部其他因素或资源、服务等通过交易或交换流入企业，出现所

谓的管理耗散
ii
时，负熵会逐步增加并推动企业成长。如果没有这种开放、交换与吸收，企

业成长熵增的结果就只能是企业的落后、倒闭与死亡。1944 年，著名的物理学家、量子力

学的奠基人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薛定锷（E. Schrodinger）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提

出了“生物赖负熵为生”的名言，这与企业成长力因负熵引入而递增的规律极其吻合。 

前人的大量研究表明，作为复杂开放经济运行系统的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呈现典型的

耗散结构特征。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耗散组织应具备几个基本条件：(1)系统处于远离

平衡态；(2)系统的开放性；(3)系统内不同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机制。(4)组织内部同环境

不断地进行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从而使组织的总熵为负。这与我们讨论的企业复杂经

济系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普里高津(I.Prigogine)在研究开放系统的耗散结构时，认为在

开放系统中，由于负熵的流入可以补偿系统内熵的增加
［14］

。一个复杂、非线性的开放系统

会通过与环境不断地交换能量、物质和信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自组织现象，即由无序到有

序、较低有序到较高有序并形成新的稳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流入的负熵因素（如融资支

持、社会服务、技术支持、优惠的政策等）成为企业成长力的“推手”，其不仅会给企业带

来必需的资源支持，也会推动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等，从而使企业取得发展。可

以说，企业只有在开放系统中不断吸取负熵，才能克服内部增熵，进一步达到有序性，实现

i

n

i

ii SK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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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长力递增。 

具体到中小企业来说，相对于大企业的资本、技术、人才、政策等诸多优势，中小企业

在成长过程中的发展资源极为缺乏，成长环境威胁更为严重，因此其更需要从外部获取成长

所需的负熵流。与上述企业成长熵对应，我们可以把这些负熵流称之为成长负熵，可以表示

为 

这样一个数学表达式，其中 j 为影响企业管理中产生负熵的

各种因素， jK 为企业导入的负熵中各影响因素所占的权重， jS 为各影响因素的负熵值。因

此，复杂开放的企业经济系统的熵方程可以表示为：S= IS + eS 。从理论看，要使得中小企

业成长力递增，则需要 S<0，也即 eS > IS 。根据上述熵增原理，任何企业经济系统在运营过

程中，都会伴随有效能量的逐步减少、熵值逐渐增加的情况，而根据耗散结构理论我们可以

认识到，作为开放系统的企业应该积极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信息等资源交换，将各种负熵

因素引入内部系统，实现总熵为负，达到成长目的。 

（一） 中小企业成长动力机制模型设计 

作为复杂经济适应系统，中小企业的成长是一个自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量”的

扩大或增长，也应包括“质”的提升与创新。从系统学角度看，企业经济系统的成长或发展

应取决于组织具有的动力与面临阻力的合力。成长动力又来自于内外两种动力，一是内生动

力，指来自于内部不同要素、子系统的运行与作用产生的内生成长力，诸如企业技术研发、

企业家才能、文化与制度创新等；二是外生动力，是指来自企业外部的环境因素作用于企业

所产生的成长力，诸如行业技术进步、政策因素、经济变革或社会服务等。同时，中小企业

在成长过程中还应克服成长面临的阻力，诸如规模扩大后劳动者和经营者努力程度及成果难

以分辨导致的激励机制弱化、信息传递与反馈中的衰弱和失真引起的“控制损失”
［15］

、内

部运作中形成的“成功惯性”
[16]

等内部阻力；也包括企业所处行业的发展演变、市场需求和

消费观念的转变、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国家政策与法规的限制等外部阻力
［17］

。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用下述模型（图 3）来表示中小企业成长动力与运行机制。 

 

 

 

 

 

 

 

 

 

 

 

 

 

 

 

 

成长熵 成长耗散结构 

成长阻力 成长动力 中小企业成长 

外部环境系

统 

内部阻力 内部动力 

技术研发 

企业家才能

制度创新 

„„ 

激励弱化 

控制损失 

成功惯性 

„„ 

 

 
外部阻力 外部动力 

政策限制 

行业演变 

需求衰退 

„„ 

 

政策支持 

需求旺盛 

经济变革 

„„ 

 

 

图 3.中小企业成长动力机制模型 

ｊ

ｎ

ｊ＝１
ｊｅ ＳＫ＝S



                                     http://www.sinoss.net 

 - 8 - 

从上述模型我们可以看出，中小企业成长力取决于成长动力与成长阻力强弱不同而致的

合力大小，可用如下数学式表达： 

F(t)=α （t）×f(t)，α （t）>0,t>0 

式中，F(t)为企业成长力，α （t）为企业成长力与合力间的函数关系，f(t)为企业合

力，即影响企业成长的动力（假设为 f1 (t)）与阻力（假设为 f2 (t)）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力下的矢量和。当 f1 (t)＞f2 (t)，也即 f(t)＞0时，F（t）＞0，企业成长力为正，企业成

长呈现上升态势；相应地，当 f1 (t)＜f2 (t)，也即 f(t)＜0时，F（t）＜0，企业成长力为

负，企业成长表现为下滑趋势，当 f1 (t)＝f2 (t)，也即 f(t)＝0时，F（t）＝0，企业成长

力为 0，自然也看不到企业成长了。 

结合前述理论与这一模型，我们认为，在整个系统运行过程中充满非线性交互作用的前

提下，为避免企业复杂经济运行系统内成长熵增不断加大所引致的成长力下降，中小企业成

长系统必须不断地同外部环境进行交流，在与环境的相互适应过程中引进负熵流，使其不断

从无序走向有序。  

五、 研究启示 

如前文所述，企业复杂经济系统的自运行是一个成长熵增、从有序向无序，朝着混乱程

度增加的方向进行的过程，因此需要通过与外部环境交流增加负熵，抵偿企业成长内部熵增

量来实现企业成长。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其生存与成长也必定遵循这一规律。因此，提升中

小企业成长力要从增加成长负熵的角度入手，以维持和发展中小企业耗散结构系统的有序化

运动。 

（一）增强中小企业开放性，引入外部量能增加负熵 

企业成长是建立在内外资源、能量与信息交换与交易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中主要体现在

诸如资金、技术、人力、以及信息、产品、服务等诸多要素的交换或交易，这本身是一个开

放过程，而且只有在不断增强企业开放性的条件下，企业成长负熵才会因外部能量的流入而

增加。可以说，企业成长的实质是一个负熵的过程。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相对于大企业更具有先天的开放性特征。这种开放性的形成既有自

身原因，也有体制原因，民营、私有的身份决定其不可能获得体制内金融、政策支持等国有

资源，主动或被动与外部环境加强交换与交流，获取自身成长所需的能量与资源是其成长与

发展的基本路径。可以说，如何不断地从外部获取相应的资源是中小企业成长的关键，尤其

是在市场竞争激烈、外部系统环境变化性、多样性增强的情况下，保持与发展开放性，是中

小企业成长负熵增加的必要条件。 

（二）重视内部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耗散结构 

自组织理论认为，开放性与非平衡态虽然为中小企业成长负熵增和形成耗散结构提供

了条件，但有序耗散结构的形成还应依靠企业内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也可以说推动系统演

化的动力是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同其他企业相同，中小企业也是一个复

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系统内部关系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决定了企业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多

变性。同时，非线性相互作用使得系统内蝉翼般的波动都会通过反馈作用放大，使系统运行

与演化涨落不一。现实中，非线性作用会直接导致系统的复杂性，这种作用包括竞争和协同

两方面，它们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形成了系统发展演化的推动力。因此，实践中要重视非线

性机制作用，通过竞争协同提升企业成长力。例如在制度安排设计时不仅要能激发企业动力



                                     http://www.sinoss.net 

 - 9 - 

系统内各因素的活力，还要注意各动力要素间的协调配合，竞争与协同共同作用方可为企业

成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三）促进企业运行系统不断创新、优化，远离平衡态 

“远离平衡态是有序之源”
［18］

。中小企业的开放性与非线性作用使企业运行系统存在涨

落，而正是这种相对于系统平衡态的偏离或波动促进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和进化。因

此，中小企业内部系统应不断追求创新与更新，不能稳定在某一定水平的“有序”结构上，

只有针对环境变化对原有结构进行优化才能建立新的耗散结构。在实践中，技术的创新与引

进、员工的流动与分工等相对于原有平衡态都是一种涨落，也是一种负熵的过程，但正是这

种涨落过程促进了技术进步与人才流动，使得企业负熵量增，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因此，

需要不断加强中小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优化，促进技术创新与人才流动，使企业在远

离平衡态的状态下通过自组织作用形成耗散结构。  

此外，中小企业在通过与外部能量、信息交换过程实现负熵量增同时，也应努力减少内

部的成长熵增现象，诸如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人浮于事、管理混乱、沟通不力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中小企业成长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在非线性作用机制下，

优化内部结构，形成高效的内生机制，同时也要通过增强开放性，能动地与外部环境交流而

引入量能，在竞争、合作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外生机制，内生和外生要素持续产生交互作用，

促进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注释： 
i
对于企业成长的外部环境因素，不同专家认识有着一定差别。诸如：穆尔(Moore, 1996)认

为企业成长与企业所处的自然、社会、生态、经济、技术和行业环境相关。宋阳等(2004)

认为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企业成长的物质条件）、社会环境（企业成长的制

度、法律和文化条件）、经济环境（企业成长的市场、政策和要素条件）；刘洪德等(2008)

认为企业成长环境的生态因子包括:政策法律环境因子、经济基础因子、制度文化因子、产

业基础环境因子、政府支持因子等。 
ii 在国内,管理耗散和管理耗散结构的概念最早由任佩瑜教授（1998）提出,认为管理耗散

是指当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复杂企业组织,不断地与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在内部

各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下,负熵增加,使组织有序度的增加大于自身无序度的增加,形成新的

有序结构和产生新的能量的过程。而管理耗散结构就是管理耗散过程中形成的自组织和自适

应企业组织系统。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经济系统完全符合这一概念要求，呈现

出的耗散结构特征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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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MEs’ Growth Capacity in the view of Complexit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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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nterprise is a open complicated system with biologic attribute and social feature, the 

research on SME’s growth should be lead into a new model of complicated system with non-liner and 

evoluti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complexity which affected the 

SMEs’ growth i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SMEs, using 

the theory of entropy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s, and then constructed the growth capacity mechanism 

model. This paper hold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openness of SMEs for negative-growth 

entrop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inner non-liner interaction, and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enterprise system for the promotion of SMEs’ growth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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