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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企业网络营销思考

张千友
,

(西昌学院 经济管理系

刘小俊

四川 西昌 6 15 0 13 )

【摘 要】 在科学技术发展 日新月异的今天
,

网络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亮点
。

世界经济正 以势

不可挡的趋势朝着全球市场一体化
,

企 业生存数字化
,

商业竞争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

互联 网络的普及推

动了电子商务
、

网络经济的飞速前进
,

网络营销也因此成为企 业角逐 市场 的必备手段和企业 营销的新

趋势
。

中小企业在我国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但在某些方面 又是弱势群体
,

尤其需要关注
。

本

文根据网络营销学原理
,

结合我国中小企业的现状
,

探讨我国中小企业开展网络营销面临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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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计算机网络使信息在获取手段和方法上突破了

传统时空观念的限制
,

动摇了传统企业经营和营销

理念存在的根基
,

改变了企业外部环境和购销的实

务操作模式
,

带来了新的营销法则
:
借助计算机网

络
、

通讯和交互多媒体等技术来实现企业的整体 目

标
。

据网上营销新观察 (
www

.

m ar k e ti n g m a n
.

n e t )调

查分析
:

自2 000 年开始进行网络营销发展状况年度

综述以来
,

20() 4年被认为是中国网络营销飞速发展

的一年
,

尤其在网络营销服务市场
、

企业的网络营销

基础建设等方面更令人瞩目
,

这不仅是由于互联网

整体环境的日益成熟
,

同时也取决于网络营销服务

行业 自身的发展
。

在网络营销高速发展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容忽

视的问题
,

我国企业网络营销发展不平衡便是急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
。

由于种种原因
,

广大中小企业网络

营销现状令人堪忧
,

而对于中小企业如何发展网络

营销的研究也较少
,

现在国内中小企业网络营销概

念比较淡漠
。

与此相反
,

美国有 9 4% 的中小企业已经

接人互联网
,

并且能够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

开发出有

效的网络营销工具组合
。

据美 国虚拟主机服务商

In te lr a n ` l (WW
w

·

i n t e lr a n 〔1
.

e o m ) 200 5春季商业报告
,

对 10 32名中小企业领导进行了关于网络营销应用状

况的调查显示
,

中小企业运用网络营销已经获得了

明显的投资回报
。

8 7%的企业每月都能通过网站获

得定单
,

多达4 2%的企业每月直接通过 网站获得的

营业额占月收人的 14/ 强
,

加上网站对线下销售产生

的作用
,

有4 4%的企业在 2侧) 4年总销售收人的 l % -

2 5%是直接或间接来 自网站
,

2乃的中小企业主认为

自己的网站对直接销售或对线下销售的影响显著
。

数据显示 了美国中小企业对网络营销的信任态度
。

与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的的中小企业相 比
,

我国中小

企业明显存在着人才缺乏
、

资金短缺
、

技术落后
、

信

息滞后
、

观念成旧和管理水平底等一系列问题
,

严重

影响着中小企业的快速
、

稳定和持续发展
,

使之竞争

力整体上较弱
,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

2 中小企业网络营销存在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 中小企业 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

中小企业必须理性的面对和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

化和全球信息化环境
,

并从企业发展战略高度审视

企业网络营销建设的作用与价值
,

尽快科学的做出

应用网络营销的决策
。

长期以来
,

我国中小企业网络

营销的发展都比较滞后
,

网络营销观念
、

技术
、

人才

方面都存在着问题
。

因此 中小企业在推进网络营销

过程中
,

要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
,

一定要先做好总体规

划
,

而后逐步实施
,

力争在三至五年之内使多数中小

企业建成一个集品牌推广
、

信息发布
、

网上调研
、

产

品销售和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网络营销系统
。

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
,

当前中小企业急需着力研究和解决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2
.

1 中小企业网络营销如何把握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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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我国中小企业网络营销建设面临难得的

机遇
,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C N M )C Zoo s年 7月

21 日在京发布
“

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
”

显示
,

截至 6月 3 0日
,

我国上网用户总数突破

1亿
,

为 1
.

03 亿人
,

半年增加了 900 万人
,

和上年同期

相比增长 18
.

4%
。

我国网民数和宽带上网人数均仅

次于美国
,

位居世界第二
。

根据报告的热点数据分

析
,

我国网上购物大军达到 200 0万人
,

网上支付的比

例增长至近半数
,

网上购物市场巨大
,

网上购物者半

年内累计购物金额达到 100 亿元
,

半年 内通过网络购

买的手机在300 万部以上
。

由此可见
,

1亿网民背后蕴

涵着一个巨大的市场
,

能抓住网民需求的互联网商

业应用
,

都可能产生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

在中国
“

企业上网工程
”

的推动下
,

企业上 网数量呈现
“

井

喷
”

态势
。

据 C NN IC 统计报告显示
,

从 1997 年 10 月的
.

e o m 域名由 2 13 1个到 200 5年7月的2 2 6 5 9 5个
,

在不到

8年的时间里
,

企业域名数量增长了近 or 7倍
,

相对数

量也从占全国域名数的 5 .2 41 %增加到 71
.

6%
。

可见
,

中小企业网络营销环境趋于成熟
,

上网企业的数量

稳步上升
,

同时通过各种电子商务平台上网的中小

企业的数量迅猛增加
。

但其中也不乏很多企业盲 目

跟风上网
,

为赶时髦
,

上网目的不明确
,

缺乏整体规

划
,

不少企业上网了
,

却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

.2 2 中小企业网络营销已获得初步应用
,

但整体水

平比较低

一部分我国东部沿海中小企业开始借助 目前最

常用的网络营销工具 (企业网站
、

E m ial 营销和搜索

引擎广告 )实现营销信息的发布
、

传递
、

与用户之间

的交互
,

以及为实现销售营造有利的环境
。

各种网络

社区营销
、

网络会员制营销
、

网络调研
、

网络广告
、

网

络品牌
、

网络服务等网络营销活动
,

已不同程度地进

人到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中
。

一部分企业开始通过

网站接受订单
,

处理顾客意见
,

进行市场调研等
,

少

数企业进人到了电子商务阶段
,

然而大部分中小型

企业还停 留在信息发布阶段
。

在企业网站建设方面
,

中小企业 网站拥有率低
,

内容形式简单
,

业务结合密

度不高
,

拥有在线数据库的网站很少
。

在维护工作

上
,

网站的更新周期长
,

网站的推广力度不够
,

网站

的知名度不高
,

网站点击率远远不及门户网站
。

在营

销策略上
,

很多的企业只把厂名
、

产品名
、

地址
、

电话

置于网上
,

而开展 网络调研
、

网络分销
、

网络产品开

发和网络服务者屈指可数
。

而大型企业网站总体质

量明显高于中小企业
。

.2 3 中小企业针对信息化投入少
,

投入结构不合理

中小企业在 IT 业的资金投人上是能省则省
,

能

减则减
,

其力度远小于大企业和先进工业国家中小

企业
。

据统计
,

大企业每年用在 rr 上的开支在 199 0年

还只占企业总开支的 10%左右
,

到 2(XX)年这个数字

已经达到 5 0%
,

与此同时
,

大部分中小企亚在 IT 方面

的开支还不到其经营收人的巧%
。

再从投入结构上

看
,

长期 以来中小企业存在
“

重期初建设轻维护更

新
” 、 “

重硬件轻软件
” 、 “

重技术轻管理
”

等误 区
。

据有

关调查数据显示
,

我国中小企业在硬件投资上占到

了总投资的 51 %
,

维护和软件投资加起来不过 35 %
,

而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硬件 14%
,

软件和维护的 63 %

相比
,

形成巨大的反差
。

.2 4 中小企业网络营销思想认识错位
,

管理体制不顺

由于许多中小企业对网络营销认识淡漠
,

缺乏

现代管理理念
、

没有意识到网络营销对企业发展的

重要性
,

也影响了中小企业网络营销的发展
。

与此同

时
,

中小企业网络营销还缺乏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编

制
。

不少企业对 网络营销由哪个部门来管很困惑
,

是

营销部门
、

还是 网管中心 ?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没有

理顺
,

仍是旧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
,

最后的结果是

网站的信息很难得到及时反馈
,

网页内容很少有人

去更新
,

网络营销系统无法创造应有的价值
。

.2 5 中小企业网络营销服务商经验不足
,

缺乏完整

有效的解决方案

越来越多的通信运营商
、

设备制造商以及其他

IT 厂商开始关注 中小企业 网络 营销这 一新兴的市

场
,

希望从中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

但如果不对中小

企业 网络营销应用需求作一基本的了解的话
,

往往

会误人歧途
,

尤其是那些过去对中小企业网络营销

知之甚少的服务商对此更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

由于

中小企业所在行业各不相同
,

企业的发展情况 以及

网络营销的基础也是千差万别
,

企业网络营销的应

用需求自然不可能一概而论
,

决不能用同一个尺度

进行简单划分
,

搞
“

一刀切
” 。

目前的网络营销系统还

不符合中小企业的个性需求
,

实施过程也过于繁杂
,

系统工程建设质量缺乏保证
。

3 结论及建议

网络营销的实施需要政府
、

企业以及社会共同

努力
,

构筑一个完善的政策
、

管理
、

技术和服务支撑

平台
,

这是中小企业实施网络营销的关键所在
。

1 抓住机遇
,

转变观念
。

面对网络营销的大好

环境
,

一方面
,

国家应尽快出台网络营销的相关政策

法规
,

规范网络营销行为
,

净化网络营销环境
,

形成

合乎市场发展规律的诚信机制和消费文化
。

同时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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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网络基础设施
、

在线支付系统
、

物流配送体系等

硬件环境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

另一 方面
,

中小企业应

该树立新的营销理念
,

将离线营销与网络营销相结

合
,

通过各种形式与方法提高自身思想认
一

识
,

转变思

想观念
,

增强主题意识
,

抓住机遇
,

实现企业营销的

跨越式发展
。

2 发挥优势
,

走特色之路
。

中小企业网络营销

应在现有的基础之上
,

发挥网络营销进人障碍低
、

高

效便捷
、

无地理区域限制等优势
,

观摩网络营销先行

企业的成功经验
,

改进实施方法
,

联系业务实际
,

寻

求有效的网络营销工具组合
,

形成有中小企业特色

的新营销模式
,

提升企业营销的整体水平
。

3 加大资金投人
,

优化投资组合
。

在全球信息

化的大背景下
,

企业之间的竟争是速度的竞争
,

谁对

市场的反应速度快
,

对顾客的响应时间短
,

谁就是赢

家
。

而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来提高企业信息的传

递速度就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

因此
,

在开展网络

营销时
,

企业还应该加大对信息化的投人
,

尤其是软

件系统的投入
,

只有软硬件合理配套
,

才能发挥最大

的效能
。

在企业软件系统投人使用以后
,

还需要不断

去维护和升级
。

比如
,

在企业网站开通以后
,

内容需

要及时更新
,

客户信息要在第一时间反馈
,

以保证系

统高效运行
。

4 企业网络营销
,

人才是根本
。

中小企业要敢

于从高校招聘既懂信息技术又懂营销的复合型人

才
,

为营销团队注人新鲜血液
。

与此同时
,

增设相应

的机构和人员编制
,

负责网络营销工作
,

并制定出考

核办法
,

明确责任和权利
。

5 群策群力
,

对症下药
。

企业
、

高校
、

科研院所

应共同合作开发适合中小企业开展网络营销的技术

支撑平台
,

从我国中小企业网络营销的应用水平和

发展趋势来看
,

中小企业网络营销应用需求的具体

内容可以从硬件
、

软件和服务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专

门的分析
,

形成行之有效的网络营销建设方案
。

因此

网络营销系统服务商应根据 中小企业面广量多
,

不

同行业的运行方式表现各异的特点
,

开发相应的系

统以满足中小企业开展网络营销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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