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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吸引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的视
角各不相同。
总结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安排和变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家资源和才能的配置，并
进而影响生产性创新活动的开展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国外“稳定”、“发展”的市场环境下产生的鲍莫尔企业家理论能否运用于中国“动荡”、
“转型”的市场环境，是盛亚等著的《创新创业管理丛书·制度与企业家才能配置：中国经验》研究
的目的。
这里主要考虑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制度的变迁如何释放了企业家精神和有效配置企业家创新资源及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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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环境意味着，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领域的配置将面临扩大再生产或创业的困难、市场萎缩和
脆弱的产权。
这些因素首先降低了“在位”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物质报酬，或者增加了实现报酬递增的难度，迫使
这些企业家偏离主业而进入一些可以获取暴利的机会性行业，或者为了做强主业而不得不向政府寻租
来得到特别的支持。
其次，降低了企业家在生产性领域实现报酬递增的预期，而对潜在的生产性企业家形成负激励，使得
很多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士选择了其他职业。
上述情况在寻租盛行的经营环境与寻租文化的强化下，导致中国目前真正用于R&D和技术创新等生产
性活动的企业家才能非常有限。
何来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基础何在？
　　面对这种自主创新战略与环境的冲突，无非两种选择：放弃前者或者改变后者。
由于放弃前者意味着放弃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中国当前别无选择，唯有改变与自主创新冲突的环境
。
企业家的两面性表明，“企业家是创新源泉”的熊彼特命题需要修正——只有将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
领域的企业家才是创新的源泉。
而企业家才能配置与报酬结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则意味着，营造与自主创新战略相一致的创新环
境就是要营造激励企业家才能涌人生产性用途的制度环境。
　　我们认为，首先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消除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特权，正如张五常（2008）所言
“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
唯有如此，政府规模自增大、权力滥用及其自强化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依赖权力的创租和企业家“
被迫寻租”才可以从源头上得到制止，私人产权才可以得到真正有效的保证。
其次，在经济制度上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快市场化改革，压缩因垄断和管制而带来的要素扭曲的
空间和租金额度，扩大市场生产性活动的盈利机会，达到降低企业家非生产性寻租机会和相对报酬的
目的。
再次，完善专利与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建设，打破中国目前企业“先发”创新对“后发”模仿的“先
动者劣势”困境。
最后，弘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商业伦理、信仰与文化，抵制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和机会主义
的滋生和蔓延，从地位、形象和声誉评价上赋予生产性企业家更高的精神报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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