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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都在说新常态。 何为

“新常态”？ 简单地说，新常态就是按

经济规律办事。

中国前几年经济的增长是超高

速的增长，这种超高速增长并不符合

经济规律。 所谓新常态，就是要在把

经济增速，拉回到服务经济规律的速

度上来。对此，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

高速增长即可。 即使经济增速定在

7%左右，在全球来看，也是位于增速

前列。事实上，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高，但是

不可能长期这么高，因为这种超高速

的经济增长， 给经济带来的害处很

大。 大体上有五个不利，第一是资源

过度消耗； 第二是生态环境破坏；第

三是低效；第四是有些产业出现产能

过剩；第五是错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

整的最佳时机。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西

方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日本都抓紧时机来技术创新，以便给

经济找出一条新的途径。中国也应该

如此，若此时中国为了追求超高速的

增长忽略了这一点， 错过了这个机

会，将会是重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

新常态要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主要有三个表现：其一，形成合理的

产业结构，即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和浪

费资源的现象。 其二，由技术创新驱

动而非数量型的扩张。 最后，与改善

民生息息相关，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

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断有预测指出，2015年企业生

存更为艰难，《中国企业报》 记者问我

是否认同， 企业该如何渡过难关？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充分认识。 从国际

环境来看，西方经济仍处于恢复通道

期，国际环境依旧不乐观。而国内处于

结构调整阶段，部分产业要压缩，并把

创新驱动放在第一位。 面对国内外的

环境，企业也将面临诸多困难，而这种

压力不会比 2014年更小。但关键是要

有信心。我们要对改革充满信心。目前

破解难题，都要通过改革来实现，错过

改革时机后果十分严重。

那么，信心从何处来？ 我们有强

大的经济增长动力，而这强大的经济

增长动力源自何处？ 我认为在民间。

老百姓的愿望就是要改善自己的生

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企业要

从此处获得鼓舞。 对于企业而言，要

有三个观念的转变。 第一，过去总以

为扩大规模， 进行数量扩张就是好

的，现在来看绝非如此。第二，企业要

选择适合自身企业发展的方向。盲目

投资是不可取的， 要进行有效投资。

明确企业规划，并根据消费走向提供

个性化的服务。第三，在进出口方面，

既要重视出口，更要增加进口。 少买

进口商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当

时我们缺少外汇。而今情况发生了变

化，在新常态下，各国都希望与中国

进行贸易往来，从而达到进出口贸易

的基本平衡。

对于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第一，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随着证券市场

中，主板、创业板、中小板、三板的陆

续推出，给无论大小企业，都提供了

融资场所。 这样的话，企业要注重自

身质量的提高，比如财务报表不能掺

水，企业透明化，而这也是未来注册

制改革需要强化的内容。 其二，对于

小微企业而言， 需要解决生存问题，

初期的话，减税比贷款更有效。 只有

生存下来，才有立场谈发展。第三，小

微金融需要进一步发力，包括民营银

行的建立等。 2015年，加快上述改革

的步伐，企业信心将会逐步增强。

在谈到改革和调整时，民企和国

企在经济新常态下的调整各有侧重。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有三个层面

需要调整。 首先是管理体制上的转

型：家族制、家长制管理体制已经过

时，应该采取经理人制度。 血缘关系

不一定等同于接班的关系，儿子可以

有股权，但如果他的才能不足，就不

能成为公司将来的总带队，亟待建立

产权清晰的法人治理结构，而这更符

合现在企业的需要。第二，进行改革，

我在江西上饶考察的时候就看到，有

几个民企通过职工持股制度来调动

职工的积极性。 同时，民企高层实行

股权激励制度，而这也是民企自身灵

活性才能得以实现的。 第三，在产权

得到保护、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民企

要重视发展方式的转型，进行自主创

新、产业升级。关注市场变化，研究市

场动向，以此为基础进行生产，产品

才能有好的销路。 其中，诚信为本更

是题中要义。

对于国企而言，第一要对市场进

行调研，产品市场体量有多大要有清

晰的定位，产品的生产计划是否符合

实际。 第二就是走混合所有制的道

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把资本盘活，

目前来看，几万亿国有资本不能灵活

运用， 国企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我

认为应该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

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

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

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

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

者利益共同体。

最后，厉以宁说：“希望中国企业

发展论坛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并且

能够作为一个示范， 让所有的民营、

国营企业都能够在新的创新道路上

借鉴。 ”

（本报记者王莹采访整理）

按经济规律办事

推动企业形成新优势

我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并结合我们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进行分析，对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做

了一个概括性比较。 总体认为，中国

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 难能可

贵，但谋划未来要讲究科学推进。

中国一段时期以来的高速发展，

如果连续多年超过 5%， 那么这个周

期能持续多长？中国的发展从二战以

后的 1946 年开始， 进入 1981 年，中

国经济增长开始连续超过 5%， 这期

间当然有的年份不止超过 5%， 到现

在为止有 34年超过 5%的增长。再横

向比较，日本是 25年，终点是七十年

代。新加坡 29年，其他的国家都在二

十几年这个发展阶段。在大的经济体

当中，中国所持续的时间，是历史没

有的。

所以厉以宁院长说道，这个新常

态经济降速是由经济规律决定。再从

增长值来说，这次达沃斯说，现在的

7%比原先的 10%都高。 去年的增量

历史上几乎是最高的，所以关于新常

态，粗看起来让人有点悲观，好日子

好像过去了，实际上经济是有一定的

规律的。

按照美元汇率， 中国的 GDP 有

一组数据。 主要体现在 1990年、2002

年和 2014年。1990年的时候，按照美

元计算的中国的 GDP 是美国的

13%，中国就是 13 厘米的一棵小苗，

到 2002年日本长高了一点， 中国仍

然还不到 1米呢，到了 2014 年，日本

1.5米，中国是 3.34 米。 1990 年的时

候，日本相当于一个 1米的小孩看一

个 13厘米的婴儿，到 2014 年相当于

一个 1米多的小孩看到姚明，只不过

位置对换了，中国成为高个子了。 所

以新常态应该看到中国的发展积累

了优势。

有关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有三个

指数。 第一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达

沃斯很有名啊， 中国 2001 年-2013

年的名次一直是三十左右，和中国的

GDP世界第二不大符合。第二个就是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这个很有

名，多年来对世界竞争力做排名，300

多项指标， 我列举的是 2000年开始

的竞争力。当时中国大陆没有让人觉

得特别高兴的排名，这与创新不足有

关。

还有一个指数是全球创新指数，

中国排名第一是效率指数，但是整体

来说 34位，创新指数还是差在这儿，

中国香港排名第八， 新加坡排第三。

这三个指数都对创新提出了要求，相

比之下，我们的创新很不足。

除了指数分析，再就是世界企业

500强的企业演进。 2013年进入世界

500 强的，中国有 95 家企业，美国曾

经有 200 来个企业， 第二个就是日

本，日本有超过 150个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 而中国呢，从刚开始的十来

个企业，到现在百十来个企业。

另外一个就是专利技术的申请，

这就是 PCT 专利申请， 通过 PCT 申

请国际专利，可以加快申请速度。 据

统计， 美国现在每年将近 6 万了，破

纪录了，日本有 4万多，据此判断，这

两个国家之所以发展快，创新是其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经济发展， 从区域上分析，

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通过对各省经济发展的数据比

较，PCT专利贡献最大的是广东。

2013年以来，世界申请专利按企

业来算：松下第一、中兴第二、第三华

为。 中国两家企业居前三名， 而且

2007年开始，第一名就被这三个企业

轮流垄断了，华为曾经得过第一，中兴

得过第一，松下也得过第一。为什么广

东研发这么厉害，他们好几千项。

再值得比较的就是高校所体现

出来的实力。在中国北大和清华无疑

是代表。在美国，加州很厉害，加利福

尼亚大学排第一。 北大在 2012年进

入前十， 清华是第 17名， 但是 2013

年这两个学校都后退了一点。

我们在国内做专利申请很投入，

每年中国的专利局接受的申请最多，

从专利申请的总数中看，异军突起的

就是江苏。 在前些年，广东表现特别

突出。 山东作为江苏的邻省，也应有

所作为。 山东最后一年是第四，山东

的特点是比较稳重。 在发明专利上，

山东按照总量是第五，发明专利的申

请也是第五。

我之所以拿专利说事，因为我有

一个基本的看法，那就是咱们的经济

发展总量是举世无双的，咱们在创新

能力上，确实还有一些差距。所以，中

国的企业同行，应向华为、中兴学习，

也向国外的先进企业学习，依靠创新

驱动，才能打出一片新天地。

在此，我想特别说明，前几年有

一个消息，中国的新能源很厉害，申请

专利占世界申请的 80%多，涉及三种

新能源，但是发展到后来呢，我们只是

在本土申请的多，在外面申请的少。中

国三种能源在外面申请的比例只有

2.3%、1.0%、0.6%。我当时想，这需要我

们走出去，也需要国际化的人才。

我特别欣赏胡锦涛同志曾经在

报告中总结的“二不”心态，既不妄自

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看到了问题，中

国人不能丧失士气，但是也不能看不

到问题，不要妄自尊大。

所以说，今天咱们相聚在这个会

上应呼吁，既需要国家领导人以及各

地方领导的科学决策能力，又需要在

座的企业家和人民的信心、 勇气、智

慧、创新精神和辛勤努力。新常态，给

每一个创新者都准备了更大的发展

空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其文:

新常态下，创新者更有作为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2014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4%， 创下 1990

年以来新低,在经历了 30多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遇

到了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新形势下，企业家除了要

提高信心，还要踩准时点，寻找增长新空间。

在经历了 30多年高速发展后， 中国 2015年经济

发展基本态势，可以用“中高速”三个字概括，中国速度

由高挡调转至中高挡。

经济增长减速，社会上有一种悲观情绪，但我认为

不会爆发系统性风险。 回看 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募

集 250亿美金， 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 IPO事

件。阿里巴巴之所以成功，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商业模

式，顺应人类新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那么阿里巴巴

之后，我们认为，大数据时代、工业革命 4.0的概念逐渐

被认知，需要把人类的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崭新的

经济浪潮，以及当下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起来。

新的商业模式开始被人们重视， 比如有些投资者

给云南古茶树做电子商标。 普洱茶平均每公斤 70元，

但古茶树的茶叶平均每斤 1万元到 2万元。 有人给古

茶树安上摄像头，从采集、生产过程开始记录，将电子

信息新技术与当今的生产经营结合起来， 利用品牌效

应进行营销。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创新意识。

如果说，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 那么

2015年就是全面改革关键的一年。

2015年开局，中石化销售公司将 29.99%的股权约

1070亿资本向社会开放，这里面有很大的商机。类似的

还有金融改革、财税改革、资源品价格改革、收入分配

改革，尤其是垄断性行业改革、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管

理制度的改革都在酝酿或推进中， 与企业相关的改革

决定一旦被国家认可和颁布， 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将会

到来。

2015年将调整三个方面的结构， 即需求结构、产

业结构、区域结构，如何在这三个结构调整中瞄准商机

至关重要。

需求结构中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需求 、投资需

求、出口需求，其中消费需求是重点，占 49%（其中政府

消费大概 13%-14%，居民消费 35% -36%左右），在全

世界范围比例是较低的， 发达国家一般是 70%甚至更

高，这意味着空间十分广阔，蕴含有很大机会。

针对产业结构调整，在资源品包括钢铁、铝、石油

价格大幅下降背景下， 产业的出路就在于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产

业、新能源、高端设备制造业等，像发展高铁，那么与此

相关的零件的制造、车辆的制造就会被带动发展，还有

就是信息化相关的产业门类。 2014年第一次出现服务

业增加值超过了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的总和， 达到

47%左右。 预计 2015年服务业的比重还会继续上涨 ，

达到 48%-49%左右。 用不了几年，服务业占全国生产

总值会超过 50%，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其中生产型的

金融、物流、设计、研发、咨询、商业中介等产业，生活型

的如大健康产业，都将有更多的机会，是未来的大的增

长点。

在区域结构调整上，主要是瞄准“一带一路”。“一

带一路”是全方位开放的、对外发展的大格局，每个企

业要研究自己所在的区域， 研究自己如何与“一带一

路”搭建联系，以寻找更多机会。

（本报记者崔敏、郭凯采访整理）

新常态下，

企业机会

来自四个方面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

究院中心研究员常修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