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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rgeting mainly to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SMBs) in Shenyang, based on technology Accep-
tance Model (TAM), a study is made on SMBs’ e-commerce knowledge, recognition of e-commerce 
value, capability of using e-commerce (difficulties they encountered), e-commerce environment (in-
fluence of government and other companies in same industry to SMBs), willingness and strategy of 
using e-commerce etc. The study shows that most SMBs applied a certain kind of e-commerce, but 
their understanding towards E-commerce concept, value and motivation, their investment and ef-
forts input are at very early stage, sometimes goes into very opposite extremes, mostly peers in 
same or similar industries play a leading influence role in their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nt in E- 
commerce. However, government’s role is not that obvious and significance, further finding is that 
the lacking of understanding of E-commerce concept, talent shortage and current information 
structure are the main disadvantage for them to prevent E-commerce from developing faster. Based 
on this knowledge, this paper proposed few solving solutions and strategies of E-commerce for S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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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技术接受理论(TAM)的模型，以辽宁沈阳地区小微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调查他们对于电子

商务及其价值的认识、电子商务应用能力（应用电子商务的困难）、外部环境的影响（政府和本行业其

他企业的影响）、电子商务意愿和应用行为等特征。研究发现：小微企业都介入了某种电子商务应用了，

其电子商务意愿普遍较高，但对电子商务的概念及其价值认知、电子商务应用类别和投入意愿方面处于

最初级状态并且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和两级分化特征，业界同行对于他们认识和参与电子商务策略影响最

大，政府的倡导作用式微，对电子商务的理解、电子商务人才因素、既有信息基础是他们电子商务能力

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本文基于此提出了促进小微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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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越来越成为企业应对挑战、提升自己竞争力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在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增速降缓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如在我国 2015 年，

GDP 增速创 25 年来最低值，进出口总值一直低迷(降低 7%)，但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全国电子商务

交易额年均增长超过 35%，预计 2015 年达到 20.8 万亿元，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长超过 50%，预计 2015 年

达到 4 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1]，在 2015 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增速高达 30%以上[2]。同时，全球跨

境 B2C 电商的增长尤为强劲，年均增长高达 27%，将使全球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2300 亿美元升至 2020
年的接近 1 万亿美元[3]。阿里巴巴开始推动旨在建立数字时代国际经贸新规则的“e-WTO”建立，以加

强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4]。 
在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运营模式在很多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变革影响，

有不少企业因为网络而获得了组织管理和经营的竞争优势，如改革组织管理、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降低

生产经营成本、拓展新市场、适应环境变化、增强抗风险能力等，但也有不少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

巨大冲击，不少零售巨头纷纷关闭店面，而众多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更是风雨飘摇，据国家统计局对全

国 3.9 万户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抽样调查，2014 年一季度，工业小型微型企业经营状况好或很好的比例仅

为 21.1%，比上一年底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其中微型企业经营状况好或很好的比例仅为 18.3% [5]。而

实践经验和数据也已证明了有效的电子商务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如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在我

国未运用电子商务类的企业陷入困顿的比例达 84.2%，而运用电子商务的企业陷入困顿的比例为 16.8% 
[6]。所以推动电子商务进而提升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就成了各国政府努力的主要方向，象我国政府推出的

“互联网+”战略、“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战略等。 
但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行业之间极不平衡，即使在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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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据国家统计局 2014 年的报告，B2B 与 B2C 的销售额占比分别为 86.2%和 13.1%，而且东、中、

西部地区中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分别占全国的 67.0%、19.9%和 13.1%，其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别占全国

的 74.0%、16.1%和 9.8%，而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占比仅为 7.3% [7]。其中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

电子商务状况未作区分。 
中小企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有意义，我国 2011 年 6 月从中小企业中分出微型企业，尽管目

前普遍缺乏微型企业的具体统计数据，但从全国范围看，我国中小微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 99.7%，其中，

小型微型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 97.3% [8]。中国小微企业是给力经济发展的“轻骑兵”，其工业总产值、销

售收入、实现利税大约分别占中国经济总量的 60%、57%和 40%，提供了 75%的城镇就业机会。从某种

程度上看，小微企业的困局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局。这是我国经济结构的现实特征，他们对于就业、

社会稳定、万众创新等国家战略意义重大。尽管我国近年开始针对小微企业推出了系列“营盖增”之类

的税收政策调整，但改善企业的生存状况和转型压力最有效的依然是增强其竞争能力，而电子商务不仅

是个趋势，更是一种重要能力，这对于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小微企业来说尤为重要，但现实是大企业或者

规模以上企业是电子商务的主要采用者，规模越小的企业越少采用电子商务[9]，而且目前关于电子商务

的研究和主体策略基本都是以规模以上企业或者极具创新能力的企业的，对小微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状

况的研究非常少，而且小微企业的各种资源能力有严重制约了其对电子商务的理解和策略选择能力。因

此，有必要了解我国中小企业，尤其是欠发达经济地区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其电子商务的状况、能

力及其存在的问题，这正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 

2. 相关研究综述 

2.1. 关于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 

不同的国家对中小企业有不同的认定。依据国家工信部会同有关部委印发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规定》，明确“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对于工业领域的制造业，从业人员 20 人

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

型企业；批发业，从业人员 5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10]。 

2.2. 电子商务范围 

电子商务的概念多种多样，这是造成企业理解电子商务混乱的重要原因，比较共识的的理解是以互

联网为主要方式应用于企业商业活动即是电子商务，包括市场(如广告、销售、客户服务与客户关系、客

户理解等)、管理(如业务流程、在线培训、人事管理、项目管理等)、协作与供应链、生产等，因此具有

各种各样的众多模式[11]。随着移动网络、社交网络、智能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也在很多领域不断重塑着

人们的行为和工作方式，如新闻、出行、购买、协作、社交等，关于电子商务的模式和策略不断有新的

理解，如社交商务、软件即服务、云模式、智能商务等等，不断创新电子商务的应用和变革企业的商业

行为[12]。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企业理解和采用适当的电子商务策略增加了难度，但网络应用的便利性、人

们行为对网络的依赖以及众多第三提供的基础服务有大大增强了企业便利程度。因此，这也加剧了相关

行业的变革，使得一些企业飞跃发展，而另一些企业越发举步维艰[12]。 

2.3. 既有研究背景和 TAM 模型 

某种程度上，网络及其应用越来越多样，网络的快速发展又强化人们对网络应用方式理解的难度，

不同的企业状况又增加了其电子商务的价值认同和能力，这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尤为复杂。什么因素驱动

企业的电子商务决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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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认为人们的行为受意向行

为决定，而意向行为又受个体对该行为的态度决定行为，该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态度预测人们的行为[13]。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技术接受理论(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认为，人们使用技术或网络的意愿

或行为主要受个体使用技术的信念决定，个体的使用信念主要体现为三个因素的影响：认为技术有用、

认为技术好用、对自己技术应用能力的认识等[14] [15]。这也是理解人们信息技术行为的重要理论基础，

认为信息技术的行为受使用信息技术的意愿决定，而意愿又受对信息技术的有用性、易用性感知和对信

息技术的自我效能感决定。这个角度的研究很多。这个理论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会有不同的演化，如有基

于 TAM 理论架构研究用户在线购买的具体任务特征、感知风险等因素的研究[16]，也有基于此研究包括

道德、信任、政策与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技术之外因素的研究的[17]，但大部分的研究基本

都是基于消费者视角研究消费者个人对电子商务应用的影响因素或者驱动力，体现为消费者对在线购买

或者获取服务的价值感知、系统易用性和特定风险的感知。 
也有研究证明基于 TAM 的理论依然对理解企业电子商务因素有用，认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

是影响中小企业使用电子商务的主要因素[18]，而且也是微型企业采用电子商务的主要驱动因素,感知有

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通过影响使用意愿驱动使用行为[19]。这里的感知有用性更多的基于小微企业自身的市

场和竞争压力而感知到的电子商务价值，包括获取客户、扩大销售、提升企业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企

业形象等[19] [20]，也体现为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18]，有时还包括为此而可能带来的风险，如商业机密

泄露、法律保护等[21]。而易用性感知则多指企业对特定的电子商务应用系统的操作是否容易使用的感知，

包括为此付出的努力、时间、挫折感等[18] [19]。 
在另一方面，小微企业的组织结构特征也决定了其区别于规模企业的行为特征，其决策基本依赖于

关键的一两个人，领导者对电子商务的机会、价值和风险等感知或态度对企业电子商务策略具有重要影

响[21] [22]，而且企业的财务和网络技术基础等会影响企业对电子商务的接受[23]，这更多的体现为其必

要的资金能力和电子商务能力基础，因为这是小微企业电子商务的基本条件，由此其业务信息基础基础

能力较弱特征决定了其对外部相关网络与电子商务资源和服务的依赖[22]，也就是更多的依靠外部资源的

支持才能开展自己的电子商务应用。也有研究发现，一些制造类的小企业的管理者对业绩期望和自身信

息技术能力的感知会决定企业对电子商务的接受和使用方式[24]。 
在我国，中小企业更是依赖第三方的电子商务服务企业才能够有效应用电子商务，并展开全球市场

的竞争，而且也因此推动了全球最大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的诞生[2] [3] [4]。政府也在极力推动企业的电子

商务应用，包括中央政府的众多电子商务支持政策、直至县域政府的积极推动[25] [26]，因此中小企业更

容易受政策、外部商业环境等条件的影响，如有学者就认为影响中小企业电子商务采纳决策的主要因素

包括外界压力、支撑环境、经理支持、组织保障、人员匹配、技术可行性和实施适用性等[27]，这里的环

境就包括外部电子商务服务资源，也会包括法律相关因素。 
由此，可以提出小微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 TAM 模型(见图 1)。 

 

 
Figure 1. TAM of SMBs’ e-commerce strategy 
图 1. 小微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 TAM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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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感知有用性”用对电子商务的概念及其价值感知来体现，包括对其市场压力、组织效率、企

业协作等方面的改善[10] [11]；“感知易用性”用企业的电子商务能力来体现，包括其网络基础、外部服

务、人才、资金等；“环境因素”主要用企业的外部环境来体现，包括法律、本行业、网络环境和政府

政策等的影响；电子商务意愿及其行为主要体现为可能的投入、特定电子商务应用等。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调查方式，基于小微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 TAM 模型，关注小微企业在电子商务策略各方

面(TAM 模型的要素)的现实特征。 
本研究将以小微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不发达地区(沈阳)的小微企业对主要调查对象。辽宁曾是中

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 2015 年其 GDP 增速 5.8%，为近 22 年来最低，全国倒数第三，它是我国经济

转型和困顿的典型代表[28]。 
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方式，问卷由两部分构成： 
1) 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字、行业类别、企业属性(个体民营、国营、外资、合资等)、注册资

金、年销售额、员工人数等。 
2) 电子商务应用状况，主要问题或变量是上述 TAM (图 1)中各要素，包括对于电子商务的价值感知

(市场了解与商业机会、收入增加、管理水平、资金效率、决策速度等)、电子商务应用能力(专业人才背

景及其数量、投入电子商务的资金、网络基础、电子商务工具使用成本等)、电子商务环境影响(同行或商

业伙伴的电子商务态度和行为、电子商务服务商的广告和说服、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倡导、法律环境等)、
电子商务意愿(电子商务必要性及其意愿)和行为策略(基于网络的采购、销售、市场信息的获取与发布、

投入水平和再投入意愿等)等方面。 
所有调查项目均是选择题，由调查人上门当面调查，每个企业一个问卷，由调查人员询问被调查者

并填写问卷。调查人员由沈阳当地几所大学的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担任，并接受简单培训，被调查者是企

业领导人。 

4. 数据结果 

4.1. 样本基本情况 

研究共收回问卷 150 份，有效问卷 128 份。所有企业均为注册地在沈阳的非上市公司，其中有 58 个

民营企业，50 个个体。37%的企业年销售额在 100 万以下，19.5%在 100 万至 500 万之间，15.6%在 500
至 1000 万之间。有 30%的企业员工总数在 10 人以下，45%在 10 至 100 人以内。由此，样本企业均属于

中小企业，以小微企业占据比例最大。从行业来看，样本多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前者占比 49.2%，

后者占比 28.1%，而制造、销售的产品也多是机械、配件和五金等。 

4.2. 企业电子商务使用状况 

1) 对电子商务概念及其价值感知 
调查中给出了 17 种电子商务应用(如网上销售、发布信息等)，所有的企业都至少选择了其中的一个

应用，说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使用不同形式的电子商务应用；但当被问到“企业是否使用了电子商务”

时，依然有 31.3%的企业回答“没有”，并未意识到自己实际在应用网络作商务活动，这突显了企业对

电子商务概念的认知差异。 
对于电子商务的优势价值感知方面，有助于订单管理水平提高、获得额外订单和商业机会、信息交

流的方便及时等得到了例较高比例企业的认同，分别为 42.2%、39%、39%。而认为电子商务有助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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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润增加、业务数据标准化程度提高、资金周转加快、提高了高层决策能力等的企业比例不高，分别

为 18.8%、17.9%、16.4%、3.1%。这说明商业机会的发现及其订单能力是企业最为看重的，有助于企业

决策和运营效率提高的需要尚不迫切，这反映了小微企业经营压力的趋向。 
2) 电子商务应用能力 
电子商务的应用能力方面，主要体现为制约小微企业电子商务的因素，人才缺乏(43.8%)和企业网络

信息化基础薄弱(37.5%)是企业做电子商务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资金不足(20%)、开展电子商务成本高

(21.8%)对企业的也有部分影响。但也有超过一半的小微企业不认为这些因素是其电子商务面临的问题。 
受调查企业中，有电子商务专业背景人才的企业比例很低(19.5%)，大部分是计算机专业(42.2%)、管

理类专业(25%)，还有理工类专业(17.2%)和其他非相关专业(29.7%)。这种状况也可能与小微企业吸引电

子商务专业人才的能力有关。 
3) 外部因素 
小微企业对电子商务的理解，主要来自于朋友或商业伙伴介绍、网络公司人员推销、同行业者使用、

广告宣传(占比有 32%、28.2%、28.2%、25%)，这说明小微企业电子商务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商业伙伴和

同行的影响，提供网络商务应用和服务的企业也有较大影响。但这个比例不高，更大比例的小微企业尚

没有接触和了解电子商务的有效途径。这里，受政府部门倡导因素影响的小微企业仅占比 2%。不过法律

制度不健全(22.6%)是一些小微企业对电子商务顾虑的因素之一。 
4) 电子商务意愿 
调查中，认为很有必要开展电子商务的小微企业比例很大(65.6%)，认为一般的有 15.6%，必要性较

小的有 20%，完全没必要仅有 0.8%。因此总体上来看，小微企业对于开展电子商务持支持态度。 
5) 电子商务行为 
在小微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类别主要侧重在：网上做广告宣传(53%)、发布信息(43.8%)、收发电子

邮件(40.6%)、查看排行榜(37.5%)、作为产品销售渠道(52.3%)、网上采购(28.9%)。但这个比例依然低于

电子商务意愿的比例，有小微企业有态度而没行为。可以看出对外市场推广、交流和了解市场情况是主

要的网络商务需求，销售的需求远高于采购的需求。44.5%、43.6%、28%的企业分别把领导人考虑、业

务部门和对手竞争因素作为他们电子商务的主要原因， 
虽然受调查的企业都使用了电子商务，但在电子商务上专门投入了财力和人力的只有 45.3%。而且

在未来的电子商务投入方面，已经有专门投入的企业和没有专门投入的企业差别十分显著，前者有增加

投入意愿的企业比例达 62.1%，持平的比例达 20.9%，而后者依然有 32.9%的比例不打算投入，不确定的

有 45.7%。 

5. 结论 

基于上述结果，可以看到小微企业的电子商务具有以下特点： 
1) 小微企业对电子商务的概念及其价值认知差异较大，其电子商务应用类别亦差异较大，而且被调

查企业在关于电子商务的几乎所有调查项目上的意见很分散，其认同比例很少超过 50%的，突显了小微

企业对电子商务认识和需求现实的差异性。但是对电子商务的市场信息和与订单能力的价值得到了高比

例的认同，对利润增加、运作效率、决策效率等方面的价值认同比例很低，企业的实际的电子商务应用

类别也基本与此一致，这也基本突显了我国小微企业最直接的市场压力和生存状况。 
2) 小微企业的网络基础是制约其电子商务的重要因素，这与既有研究结果一致[22] [23]，但是电子

商务人才匮乏是制约其电子商务的最主要因素，这凸显了小微企业电子商务的复杂性及我国小微企业最

主要的困境，这与既有 TAM 研究中对电子商务系统的“感觉易用”的关注和结果不同[18] [19]，企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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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的应用障碍不在于电子商务系统的操作使用，而更在于对企业商务问题的解决。但明确认可这种

问题的小微企业不到一半，这与已经有实际电子商务应用投入的企业比例一致，说明更大比例的小微企

业的电子商务应用程度不高，他们对电子商务的依赖度不够高。 
3) 行业、商业伙伴、网络服务企业、法律等因素是促进小微企业电子商务理解和决策的最主要外部

因素，这个比例不太高，突显了企业的无助和弱势，但是这种状况与既有研究一致，信息系统的获取与

操作依赖于外部资源[22]，法律因素体现为超出自身控制能力的风险[21]。但政府部门的直接驱动作用几

乎没有，这与我国各地政府直接激励企业的电子商务的现实状况不符。 
4) 近一半小微企业对电子商务已有投入，但对电子商务的再投入意愿方面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已有投入的企业更愿意加大投入，而尚未有投入的企业依然对此意愿不强。电子商务的价值感知与电子

商务行为彼此相关，这反映电子商务的尝试或深度应用给小微企业带来了确实的价值和价值感知，它会

激励企业的电子商务意愿和行为。 

6. 建议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对小微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提供如下建议： 
1) 促进电子商务环境和氛围的建设应该是政府主要的着力点，包括促进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对小

微企业电子商务人才使用的政策支持、改善网络基础环境、支持不同类别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的发展、相

关法律法规的保障等，以提升企业的电子商务能力，避免直接要求企业应用电子商务。 
2) 小微企业对电子商务的认知、需求和应用类别差异较大，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及早发现和宣传有

效应用电子商务的相关小微企业案例，以促进其它小微企业对电子商务的及早认知和尝试，及早促进其

对电子商务价值的认知，进而电子商务的意愿和行为。这也应该成为电子商务服务企业最重要的营销策

略。 
3) 市场理解和订单能力是小微企业最直接的压力和电子商务需求，应该鼓励相关机构针对不同地域、

经济状况和行业特征的小微电子商务需求与应用方式的研究，以建构最适宜的小微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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