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修泽：改善预期 增强信心
再谈激发与保护企业家精神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新时代新征程

上，中国的企业家具有哪些特质？怎样保护与激励企业家精神？如何正确理解资本？新历史条件下，东北对外开放战略有哪些新思

考？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常修泽就近期一些热点话题接

受了一乘文化的视频专访，本文为根据视频整理的采访实录。

中国企业家的三个
特质

问：现在人们都很关心民营

经济以及民营企业家的时代特征

和命运问题。您在1991年7月就

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的企业

家》。请问，中国的企业家应具有

哪些特质？怎样保护与激励企业

家精神？

常修泽：这个问题的焦点是
关于企业家的特质、使命，以及怎
样保护与激励企业家精神等问
题。我分别来谈。

我个人研究中国的企业家起
于1988年。通过实际调查，发现
当时企业中存在着一种病，我称
之为“企业创新萎缩症”，就是企
业创新动力不足，呈萎缩状态。
于是，我带着研究生写了一篇论
文，题目叫做《企业创新论》。这
篇论文的重点是探讨“企业创新
萎缩症”的深层根源。

企业为什么不创新？根源在
于我们中国的企业缺乏一种内在
创新的冲动，这跟企业的体制、结
构有关，同时也跟企业家资源的
稀缺性有关。

恰好1988年正值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10周年。那年12月18
日至22日，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宣
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北京召开了“纪念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 10 周年理论讨论
会”。我们那篇《企业创新论》有
幸入选，我应邀与会，并在讨论中
发言。

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第一条建
议就是“中国必须造就一支宏大
的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使企业
创新具有内在的推动力量”。第
二年，也就是1989年《经济研究》
杂志第二期全文刊发了这篇
论文。

我研究企业家问题就是从这
个时候开始的。一年多以后，我
在报纸上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
的企业家》一文。

企业家的内涵怎么定？很有
必要弄清楚。

企业家这个概念，理论上可
以追溯到熊彼特，他是国际上有
名的创新专家。他给企业家下
的“创新”定义，我理解是“具有
创新思想和创新业绩”。受他的
启发，在 1994 年我主笔出版的
《现代企业创新论》当中，我采用
了这个定义，就是“具有创新思
想和创新业绩的企业经营管理
者”。

这里边要区别两个概念，并
不是所有的“企业管理者”都是

“企业家”。我反复强调，企业家
是指“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业绩
的经营管理者”。现在社会上有
一种误解，似乎以为只要是个经
理、董事长，是个企业的领导人，
就是个企业家，这种理解太过泛
泛了，这两者不能画等号。

现在中国有多少企业？5000
万家之多。如果把两者简单画等
号，一个企业一个董事长，那我们
就有5000万个企业家，如果一个
企业再加一个总经理的话，约等
于1亿个企业家。这种理解和认
知是不当的。中国没有那么多企
业家。

应该说，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中有企业家，但是企业的经营管
理者并不等于企业家，两者不能
画等号。企业家确实有，但他是
里边的精英人士。精英在哪？创
新思想，创新业绩。这是我在
1994年主笔出版的《现代企业创
新论》一书中给企业家下的定义。

《现代企业创新论》这本书，
到明年就是出版30周年。经过这
些年进一步的思考、研究和探索，
在我主笔的新书《所有制改革与
创新》里，对企业家写了三条
特质。

第一条特质是“创新”。这是
最基本的且无争议的特质定位。
要认识到，企业家是“新的体制力
量、新的技术力量、新的文化力量
产生出来的新人”，创新是企业家
的生命。

但是，对于“创新”不能把它
作简单化、狭隘化理解。现在有
人一提“创新”，马上想到的好像
是技术创新。固然，技术创新是
创新之一，但是全面地看，对中国
企业来说，创新至少包括四个：首
先是制度创新（或者通俗地说体
制创新）；第二，技术创新（包括工
艺创新）；第三，市场创新（包括市
场模式创新）；第四，管理或叫文
化创新，即企业管理思想（文化）
也要创新。

总之，应该把创新看作是一
个完整体系，而不能“单向度”，也
不能“碎片化”，要把握创新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我在《所有制改
革与创新》书里写了一句话：“有
创新则有企业家，无创新则无企
业家”，这是第一条特质，也是企
业家最宝贵的特质。

第二条特质是“情操”。古典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者亚
当·斯密最有名的著作是《国富
论》（1774年出版），这是政治经济
学的“开山之作”。但是，在《国富
论》出版前十五年，他先写了一本
书《道德情操论》（1759年），这是
亚当·斯密研究人类行为伦理的

著名著作，道德情操这一宝贵思
想为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奠定了一
个必备的哲学伦理基础。

因为他在《国富论》中力主
“看不见的手”（即整个经济运行
不是“看得见的手”，而是依“看不
见的手”市场运作），这样的话，必
须要建立一个牢靠的“道德情操
基础”。所以，他先写《道德情操
论》，后写《国富论》。完整地说，
它是一种“基于道德情操的市场
经济”。

受此启迪，给中国的企业家
下定义，我认为第二个特质应该
是“情操”。中国不少企业家讲究

“义利”，且“义”字当头，这就属于
情操范畴。“有情操则有企业家，
无情操则无企业家”，这是第二个
特质。

第三个特质是“复合经济
人”。这也是我从亚当·斯密那里
得到的启发。他提出“经济人”的
概念，但我觉得提“复合型”更
好。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
书中提出第三个特质“复合经济
人”。

怎么个复合法？企业家办企
业，当然要创造利润，“利己”利自
己的企业，投资当然有企业的物
质利益追求，这是正常现象，但是
不能仅仅“利己”，还要“利他（利
于社会）”，是“利己”与“利他”的
结合，而且达到一个“相结合”的
境界。

总体来说，企业家的特质，我
归纳成三条，就是“创新”“情操”

“复合经济人”三个特质。

多举措激发和保护
企业家精神

问：2017 年 1 月，您曾给决策

层提交了一篇《关于激发和保护

企业家精神的七条意见》。当前，

以您的观察，我们中国的企业家

（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遇到什么

问题？

常修泽：当前我们中国的企
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遇到
什么问题？应该说，在这点上，
企业界朋友比我感触深得多。
2018 年，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
新》一书中写了四个字：“预期”

“信心”。
五年过去，我看今天依然是

“预期”“信心”问题，即“预期不
佳，信心不足”。而且，这两年（指
2021、2022年）尤为严重。

是什么导致预期不佳，信心
不足呢？

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
书中分析了五个矛盾：

第一，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的
尊重度不够，这是一个社会氛围
问题，社会的“现代文明度”问题。

第二，产权保护不到位，一些
创新收益甚至正当利益难以
维护。

第三，对于民企、国企 、外企
“一碗水没有端平”，我们常说的
“两平一同”并没有实现。

第四，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商
关系没有理顺。

第五，缺乏一个社会的容错
机制。就是说，如果企业家在改
革或经营当中出现一些失误，我
们缺乏一种容错机制，同时企业
家本身也缺乏自我纠错的机制。
双机制比较缺乏。

这五个问题怎么办？我在
2017年1月，曾经通过国家发改委
上报一个研究报告：《关于激发和
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七条意见》。

这《七条意见》在中央文件下
达后，已经在新华社《经济参考
报》公开了，我不再重复。这里结
合当前新的情况，简要提出六点：

第一点，从国家战略高度提
高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尊重度。
要有升级版的“正其名”，升级版

的“复其位”，升级版的“厚其
财”。我说的“厚其财”包括：一是
专心创造财富的机制；二是安心
享有财富的机制；三是遂心支配
财富的机制；四是放心传承财富
的机制。通过以上几个方面，使
其心情舒畅地干事业。

第二点，切实保护企业家的
产权。共有四项：一是保护企业
家的物权、债权、股权等基础性财
产权；二是保护企业家的创新专
利；三是保护企业家的“人力资本
产权”；四是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
合法权利。

第三点，以“两平一同”为核
心，为企业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两平”是指，依法平等使
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
与市场竞争。“一同”是指，同等受
到法律保护。

第四点，塑造新型政商关
系。在“亲”“清”中建议补充“辅”

“扶”内容：要“辅”不要“主”，要
“扶”不要袖手旁观。

第五点，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特别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
是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关
系；二是企业家与职工的关系。

第六点，建立“双机制”。一
是社会对企业家的容错机制；二
是企业家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自
我纠错机制。二者相向而行，“企
业家越自觉，社会应该越容错”，
相应地“社会越容错，企业家自己
越应自觉”。

如何正确理解资本
问：一段时间以来，资本的趋

利性成为热议话题，甚至有不少

网友把这种资本的趋利性看成是

资本的丑陋之处。其实，资本作

为生产要素的一个方面，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的无序扩张

和野蛮生长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一

定挑战。那么，如何正确地理解

资本，特别是资本的趋利性问

题。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常修泽：你提的这个问题很
深刻，也是当前社会存在争议的
问题。怎么看待资本这个范畴？
它到底是什么？正如刚才你所说
的，不少人把资本看成是一个负
面的东西，特别是把资本的趋利
性看成是一个丑陋的东西。

我个人对资本的研究是从20
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1991年
我主笔完成了一部专著《资产重
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1992
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探讨过“资
本”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下转第六版）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常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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