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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积极推进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凭借“敢为人先、

特别能创业”的企业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创造了“温州模式”。但是，面对新一轮区域发展竞争和洗牌，温州发展速度相

对明显放缓，引起社会各乔高度关注，质疑“温州模式"声音此起彼伏，诊断

温州发展病因众说纷纭。追溯温州发展源头，其速度相对明显放缓根本原因是

温州企业家资源外流极其严重，造成支撑温州发展的原动力明显弱化。因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温州再次腾飞，必须大力吸引和开发企业家资源。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企业家理论进行综述，在充分吸收其理论成果基础上，

借鉴熊彼特创新理论，结合温州本地实际，定义了企业家概念和企业家资源流

动概念；构建了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地区对企

业家资源的拉力和引力是造成企业家资源流动的根本原因，是否有利于企业家

资源创新是地区对企业家资源拉力和引力强弱的判断依据，并把创新动力、创

新空间、创新资源、创新能力等作为地区企业家资源创新环境的分析因素。然

后，用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分析工具分析了温州企业家资源流

动的拉力和引力，探究了温州企业家资源外流严重的原因，并从激发企业家的

创新动力、拓宽企业家的创新空间、丰富企业家的创新资源、提高企业家的创

新能力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温州吸引企业家资源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企业家资源，流动，温州



Abstract

Abstract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in 1 978，Wenzhou has committed itself to

pushing the reform of market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and boostm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by right of the resource advantage of the enterprisers with Wenzhou spirit of daring and

hard—working and made a marvelous and creative achievement with Wenzhou Model．Whereas in

face of new competitiveness and shuffling the cards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Wenzhou has

evidently slowed down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SO that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from all circles

has been attracted，even more the doubtS voices over Wenzhou Model have been utterd as one

falls，another arises and the judgement on the pathogeny of Wenzhou development varies．

Looking back on the origin of Wenzhou development，the ultimate reason for slowing down the

speed of Wenzhou development is the serious enterprisers flowing out from Wenzhou，that

weakens the motivity supporting Wenzhou’S development．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ttract and

develop more vigorous enterprisers to help Wenzhou SOar again in the new era．

After summarizing the theory of enterprisers inner and abroad，the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enterprisers and the flowing ofenterprisers resources based on the theory mentioned above and

the innovation theory of J 0 S e P h．A．S C h m—P e t e r combining with

Wenzhou’S reality,and constructs a frame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s”pulling and drawing”for the

flowing of enterprisers resources，which makes a conclusion that the pulling and drawing to the

enterprisers from a region is the ultimate reason to cause the enterprisers flowing and the

intension of pulling and drawing to the enterprisers from a region should be judged by the

innovation on the enterprisers resources，as for motivity,roomage，resources，capability and SO on

for the innovation should also be taken as analyzing factors to the innovating environment for the

enterprisers resources．Then the paper analyses the pulling and drawing of the flowing enterprisers

in Wenzhou with the theoretical tool of pulling and drawing，makes a probe into the l'easons

causing the enterprisers flow out seriously in Wenzhou and puts some suggestions on attracting

enterprisers tO Wenzhou in the aspects of inspiring the innovating motivity,developing the

innovating space，enriching the innovating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ng ability．

Key Words：Enterprisers resources，Flowing，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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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导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第1章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在自然资源十分贫乏、交通条件十分不便、国家投入

十分稀少的情况下，率先进行市场化取向改革，大胆发展民营经济，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温州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为13．2亿元，12004年达到

1402．6亿元，2增长了106倍。温州的快速发展引起全国各地的关注和专家学

者的兴趣，其发展经验被称之“温州模式”，并从不同视角研究温州的经济发展

情况，提出了许多颇具实践和理论价值的观点。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中，大家普

遍认为温州企业家作为温卅I经济的重要“发动者”，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

“原动力"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温州企业家这种“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

的有力作为，不可能有温州今天的成就和辉煌。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全国各地释放出的受计划经济

体制束缚的能量推动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之相比，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

速度有明显放缓趋势。于是，专家学者对“温州模式”提出质疑，“再见了，‘温

州模式¨’、“‘温州模式’穷途末路了”等悲观论调时常见诸杂志和报纸。温州

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增强发展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忖

思对策，再创发展新优势，并认为其原因是温州的先发优势己逐步消失，要素

瓶颈制约明显强化，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未形成。基于这种判断，采取的许多措

旌，其效果不明显，温州经济发展速度仍然相对较慢，依然故我，似乎对温州

政府的种种努力不买帐。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未找准温州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的主要病因，其开出的药方当然不会奏效。其实，温州起初的快速发展靠的是

企业家的直接推动，温州现在及今后的发展也要靠企业家的有力作为，没有温

州企业家的充分作用，温州经济发展就会放缓甚至会停滞。可见，温州今天经

济发展的困境主要原因是未保持温州企业家原有高涨的创新行为，而不是先发

优势的弱化。

1温州市统计局，温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P5 1

2温州市统计局，温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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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章导论

“十一五"时期是温州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温州按照科学

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在新一轮

区域发展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勇立潮头，其关键就在于重新激活企业家资

源，发挥企业家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的原动力和直接推动作用。当前，面对温州

企业纷纷外迁导致企业家资源外流，企业家资源外流造成企业外迁和经济发展

动力弱化的恶性循环。很有必要对温州企业家资源的流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找出企业家成长及流动的本质要素，分析温州企业家外流的主要原因，并设计

温州吸引企业家资源的对策措施，大力开发企业家资源，以此来推动温州新一

轮的经济社会发展。

1．2研究的对象

本文所指的温州企业家特指温州民营企业中既具有一定股份又参与企业决

策的高层经营管理人员。鉴于国内外研究企业家资源流动文献较少和本人工作

领域局限的实际，本文所研究的对象特指温州民营企业中既具有一定股份又参

与企业决策的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在温州与其它地区之间的流动，严格意义上属

于半开放流动。

1．3研究的主要方法

本文运用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更多关注“是什

么”，即对事物客观性的描述；规范分析则更多关注“应该怎样”，即对事物带

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描述。因此，本文对企业家资源流动的原因等主要采取实证

分析方法进行，对吸引企业家资源的对策措施等主要采取规范分析方法进行。

当然，这两种分析方法很难进行严格区分，即使是实证分析，也不可能完全脱

离作者本人的价值判断。同时，本文采取了问卷调查法和个别访谈法研究了影

响企业家进行创新的因素，采取了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研究了温州企业家

资源的现状及流动的原因等。

1．4研究的主要思路

2



第1章导论

本文在综述国内外企业家理论基础上，先定义了企业家和企业家资源的概

念，然后构造了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理

论分析工具分析了温州企业家资源流动的原因，最后提出温州吸引企业家资源

的对策措施(见图1．1)。

} 企业家理论研究现状y是什么?’。，．。 。j

1．5研究的主要内容

图1．1本文研究思路

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企业家和企业家资源的概念；吸收了人

口迁移“推力一拉力”理论的思想，构造了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

论分析框架：运用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分析工具，分析了温州

企业家资源流动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温州吸引企业家资源的对策措

施。

1．6研究的主要成果

本文研究成果主要有：(1)定义了企业家的概念。企业家是发现和寻找社会

已有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提出创新思想，创办企业或对现有企业生产要素进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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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整合以实现创新、满足需求，并承担创新风险和取得创新利润的企业高层管

理人员。即企业家=提出创新的思想+实现创新的能力+承担创新的风险+分

享创新的利润。(2)构建了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分析框架。地区

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和引力是造成企业家资源流动的主要原因。对某个地区而

言， 如果该地区的F拉大于另一地区的(F引--F流)，则该地区企业家资源不会

流入到另一地区，否则，就反之。影响某个地区的拉力和引力强弱主要看该地

区与其它地区相比是否更有利于企业家创新。而影响企业家创新的因素有创新

动力、创新空间、创新资源、创新能力等四大方面，并提出用物质激励程度、

精神激励程度分析创新动力，用制度政策、市场发展程度、融资条件、文化支

撑分析创新空间，用信息资源、土地资源、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分析创新资源，

用学习交流平台、工作生活环境分析创新能力的情况。(3)分析了温州企业家资

源外流严重的主要原因。与温州企业家资源流入较多的城市相比，温州在企业

家的创新动力、创新空间、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四个方面的拉力和引力情况处

于中下水平，造成温州对本地企业家资源的拉力明显弱化，对外地企业家资源

的引力十分弱小，这是温州企业家资源外流严重的主要原因。(4)提出了温州吸

引企业家资源的对策措施。温州吸引企业家资源，需在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动力、

拓宽企业家的创新空间、丰富企业家的创新资源、提高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上下

功夫，以改善温州企业家创新环境，切实增强温州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和引力。

4



第2章企业家理论研究综述及简评

第2章企业家理论研究综述及简评

自从康替龙1955年把“企业家”这一术语引入到经济学理论以来，一些经

济学家基于不同的需要和目的，从不同的角度、方法研究了企业家问题，创立

了各具特色的企业家学说。概括起来，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

个领域。

2．1 企业家概念的研究

企业家一词始见于16世纪的法国，当时的含义为从事某项事业的人，主要

指领军远征承担风险的探险队领导。18世纪开始，这个词在法国通常指承包政

府工程如桥梁、道路、港口等的营造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学家研究的不

断深入，企业家概念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是，由于研究的目的和背景的差

异，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企业家概念有不同的定义。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被广

泛接受的企业家概念。下面，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概念作一阐述。

2．1．1 萨伊经济学说中的企业家概念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最早赋予了企业家突出的地位，他认为企业家是把经济

资源从生产率较低、产量较小的领域转到生产率较高、产量较大领域的人。并

认为，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结合者和协调人，既可以经营自有资本，也可以经

营借贷资本，从而赋予了企业家经理人的角色，而且还把“判断力”、 “坚持

性”、“有监督管理才能”等当作企业家的基本素质。

2．1．2 马歇尔经济学说中的企业家概念

新古典经济学的鼻祖、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名著作《经济学原理》

中把生产和销售统一的观点纳入经济学，将企业家才能作为单独生产要素和原

先的资本、劳动、土地三要素并列，提出了企业家人力资本模式，并阐明了企

业家的概念。认为企业家是生产要素卖方和产品买方之间的中介入，是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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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在企业中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产品并送到消费者手中这一组织化过程的核

心：企业家是凭借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不均衡性，并创造

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指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入；企业家是企业生

产经营者和风险承担者，风险的出现同资本的来源无关，风险的负担和管理权

限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风险的负担是管理权限的根本。其实，马歇尔的企

业家概念相当广泛，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企业家，而且还包括企业外部的企业

家，扩火了企业家的范围。

2．1．3 熊彼特经济学说中的企业家概念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把企业家看成是“创新”的

承担者，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

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认为，“我

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

1熊彼特眼中的企业家与通常企业家概念相比，既窄一些又宽一些。说窄一些，

是因为他所指的企业家是经济均衡的破坏者，经理并不都有资格称为企业家，

只有对经济环境做出“创造性破坏”并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经理才能称为企业

家。说宽一些，是因为他所指的企业家“不仅包括在交换经济中通常所称的‘独

立的’生意人，而且也包括所有的实际上完成我们用来给这个概念下定义的那

种职能的人”。2另外，熊彼特还抛弃了把企业家看作是风险承担人的这一观点，

认为风险是由资本家承担，而非企业家承担。

2．1．4奈特经济学说中的企业家概念

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在其著作《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论述了不确定性

理论，认为企业家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决策并承担后果的人。在不确

定环境下，实施某种具体的经济活动成了生活的次要部分，首要的问题或功能

是决定干什么以及如何干。这首要的功能即企业家的功能。他还把不确定性与

风险做了区分，可能推测的不确定性叫做风险，而不可能推测的不确定性是不

能保险的。

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2，P82--83

2(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2，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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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企业家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于从企业家的作用角度研究企业家，其主要模式有交易

费用模式、团队生产模式、委托一代理模式等。交易费用理论以交易作为基本

分析单位，在一定人的行为假设下，以节省交易费用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研究

的重点限于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该理论的代表人物科斯认为，在企业之外，

价格的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

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取代，企业家指挥生产。

团队生产理论由阿尔钦和德莫塞茨提出，开创了从所有权角度解释企业内部结

构的激励问题的先河，认为，企业的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企业家是

通过企业内部合约产生的企业生产运行的最佳指挥者。委托一代理理论的代表

人物有詹森和麦克林，该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围绕着风险分

配所作的一种契约安排，指出企业家产生于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过程。

2．1．6我国学者眼中的企业家概念

我国学术界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从无到有，并不断取得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及理论观点。张维迎认为只有那些愿意充当企业家

而同时又拥有足够个人资本的人才被信赖为合格的企业家，并证明了资本雇佣

劳动是一种可以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作企业家的机制。周其仁从人力资

本角度出发，强调了企业家与人力资本的相关性，从而否定了中国传统上将企

业家与资本家混同的观点。丁栋虹研究了异质型入力资本的形成，认为企业家

是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一种。李垣将企业家界定为能够相对独立地行使创新和对

付不确定性职能的企业高层管理者。杨其静认为，“只有具备这样的企业家人力

资本的人才能被称为‘企业家’，即企业家人力资本=提出创意的能力+整合投

入品的企业家能力。”1

2．2企业家功能和角色的研究

对企业家的功能和角色，西方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杨其静．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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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出了相应的企业家功能和角色。

2．2．1 从组织视角分析企业家的功能和角色

马歇尔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从商业和工业两个角度论述了市场均衡过程

中企业家作用、能力以及与风险的关系。他认为企业家的功能在于，从把原始

的生产资源变成为成品这一“产品成熟化过程”中去发现不均衡因素，并给这

一过程制定出经济上更为合理的方向，使之秩序化。在企业家活动的推动下，

通过市场或在企业内部修正不均衡状态，以便更有效地改善整个经济结构中的

资源分配情况。因此，在马歇尔看来，企业家是“产业这一车轮的轴心”，这个

轴心承担着市场结构活动的全部负荷，他不仅赋予了企业家“中间商人"的角

色，而且还赋予了企业家“风险承担者"的角色。

2．2．2从企业家资质视角分析企业家的功能和角色

熊彼特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提出了企业家即创新者，第一次把创新作为

企业家的首要职能，强调创新是企业家的判别准则。他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

动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引进新的组合，实现创新，创

造性地破坏经济循环的轨道，推动经济结构从内部进行革命，从而促进经济发

展。在循环流转经济中，企业家没有创新，既不获利，也不遭受损失，“他在那

里没有特殊的职能，他简直就是不存在；但是代替他的是，有一种不同类型的

厂商头目或企业经理”。1

2．2．3从不确定性视角分析企业家的功能和角色

奈特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由于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企业家的任

务就是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尤其是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必须有较强的风

险意识，凭借自己的能力在那些高度不确定性市场中进行决策并承担商业风险，

从而把可靠性提供给企业职工。企业家的主要职能是经营决策而非实施具体活

动，经营决策权力是靠企业家在企业中的权威地位来保证，其他成员服务企业

家的领导，企业家按照合同规定保证向他们支付固定的报酬。企业家的本质在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2，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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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为了发挥这种能力，拥有资本是直接的重要条件，但

是，如果能获得人们的信任，拥有资本的制约则变为间接的条件。

2．2．4从市场结构视角分析企业家的功能和角色

柯兹纳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主要是从研究市场结构入手研究企业家的角

色功能，他把企业家作为推动市场结构的主体，探索作为“中间商"角色的企

业家本质机能。他基于对市场过程的分析，提出企业家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市场

过程中发现获利机会，认为，企业家活动有助于克服在产品市场上销售产品和

要素市场上购买要素的不可靠性，从而推动市场过程中竞争作用的发挥，提出，

企业家阶层的作用在于，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不断发现具有价值的市场机

会，协调交易过程。

2．2．5从市场均衡视角分析企业家的功能和角色

卡森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卡森构造了企业家市场均衡模型来研究企业家角

色功能。针对当时理论界对企业家问题讨论的混乱局面，在信息的主观性、内

生性偏好和有限理性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综合了前人的企业家理论，把企

业家的行为分析综合到一个供给一需求分析框架之中，构造了企业家市场均衡

模型，划时代地发展企业家理论。他认为，企业家在问题的识别方面和信息的

收集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以此能做出较好的决策，实现较高的绩效。他还认为，

企业家首先具备了创新和套利的功能，其次是具有制造市场的功能，企业家通

过中介活动和把买与卖两种活动纳入他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之下的内部化方式制

造市场。

2．3企业家作用的研究

企业家的作用历来为众多经济学家所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企业家

在经济和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纵观经济学家研究企业家作用历程，其主题都是

与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紧密相联，这既体现出对企业家作用认识的多重角度，

也反映出对该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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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企业家是承担风险的生产指挥者

对企业家作用的早期认识，是从对企业家承担企业风险、组织企业生产活

动的认识开始的。萨伊最早提出了企业家的作用是组织劳动、资本、土地等各

项生产要素实施生产。之后，马歇尔对企业家的作用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描述。

他认为，企业家用束指那些把企业的风险和管理看作自己组织工业工作中应尽

的本分的人，似乎是最适宜不过了。‘企业家的作用则具体体现在：企业家承担

着使多样的生产要素适应生产需要并解决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摩擦和难题的重

任；企业家是创造效用的主体；企业家通过努力和牺牲改变了物质的形态和结

构，使之变得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企业家从事承担风险、推动社会进步的活

动；企业家是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的特殊阶层。2继马歇尔后，卡斯那、奈特、

彭罗斯等又对企业家的机能、特征、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卡斯

那把企业家作为推动市场结构的主体。奈特专门论述了企业家在消除经济过程

中不可靠性的作用，认为企业家一方面对生产活动下达指示，另一方面按照合

同中的规定，保证给予生产服务的提供者以固定的报酬。彭罗斯认为企业家的

作用，是为企业的利益而引进和接受新观念，尤其在有关产品、企业地位和技

术上的主要变化等方面。

2．3．2企业家是创新经营的组织者

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正常的经济循环。在这种

情况下，企业没有技术创新，没有发展，也没有企业家。整个企业生产过程周而复

始，往复循环。另一种是经济发展。它的源动力在于“创新”，在于企业家不断地

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在于企业家通过利用

一种新发明，或是更一般地，利用一种生产新商品或新方法生产老商品的没有试过

的技术的可能性，通过开辟原材料供应的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通过重组产业等

来改革生产模式或使它革命化。熊彼特认为，典型的企业家，“他的独特任务一从

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讲一晗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i’。3企业家实现“创

新”即执行新组合，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一也就是消费者还不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 (朱志泰．译者)，商务印书馆，1965，P392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 (朱志泰，译者)，商务印书馆，1965，P259-288

3(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0，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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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产品一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取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

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新的发

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3)开辟

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

场以前是否存在过。(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

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

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2．3．3企业家是决定企业制度及变迁的重要力量

无论是从生产的技术构成还是从企业的创新发展角度来描述企业家，都是将企

业作为既定的资源配置或投入产出组织基础上的一种静态研究。而现代经济学家则

从动态的角度论述了企业家在企业制度形成及变迁中的重要作用。(1)企业家是决定

企业制度形成的重要力量。科斯对此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从降低交易费用这

一全新的视角阐述了企业家在企业制度形成中的作用问题，认为运用市场机制，就

必然有交易费用的存在，而通过一个组织(企业)，让某个权威(企业家)支配生

产要素，能够以较之市场交易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交易时，企业就产生了。(2)企

业家居于企业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对此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是詹森和麦克林。他们

认为，企业是若干个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点。这“一组契约"是在劳动所

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品的消费者相互之问建立的。2在此契约

关系中，不是一对一的签定合同，而是一对多的签定合同。因此，必须有一个中心

签约人和合同履行的监督者，“以所谓‘决策’为特征，协调各投入要素，贯彻它

们之间的合约。’’‘从而实现组织的功能。(3)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代理人。以诺斯为

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家对企业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认为，“变

迁的代理人是对内含于制度框架中的激励作回应的单个企业家”。“变迁一般是对

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那么，谁对制度框架

进行边际调整呢?诺斯认为，“企业家和他们的组织会对(可观察的)价格比率的

变化直接做出反应，通过将资源用于新的获利机会或(在现有规则内变化无法实现

时)间接地通过估计成本和收益以将资源用于改变规则或规则的实施”。“企业家

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0，P73—74

2吴敬琏，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P12一14

3吴敬琏，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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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将他们的机能或默许知识用探寻获利边际，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冒险将

组织的资源用于捕捉潜在收益，很显然，组织的效率取决于这些可观察的和可实现

的机会。”由此可知，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在于运用自己的才能去发展通过

重新配置资源获取更多收益的机会，并通过组织去改变制度框架的规则或准则。

2．3．4企业家是一国经济的创造者

经济学家对企业家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进行了深入的阐

述。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他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并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

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并认为“企

业家成批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1西尔弗认为，企业家创造了经济，“经

济是由企业家决定的。经济是结果，企业家精神则是原因。没有企业家，就不

会有经济。企业家们使经济活跃起来：他们发动这场竞赛，带来球、球拍和手

套”。2我国学者何炼成、白永秀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经济，企业家及企

业家群体，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2．4企业家成长的研究

企业家成长理论是企业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我国，企业家成长

理论受到了学术界、企业界、政府乃至全社会的重视。企业家成长理论的研究

成果较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2．4．1 企业家的能力和素质

马歇尔从组织的角度分析企业家能力，认为企业家的能力应该为“利用资

本的能力"。企业家首先要具备的才能就是劝诱他人与自己合作的能力，其次是

有预测生产和消费趋势的能力，最后是有统率能力。奈特认为，企业家要承担

不确定性，必须具有对各生产服务合同收入的保证能力，包括洞察他人能力的

能力、让别人相信自己有能力的能力、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等。熊彼特认为企

1(美J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0，P256

2戴维．西尔弗，企业家一一美国的新英雄(张新华，译者)，上海译文if5版社，1992，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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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必须具具备一定的能力，包括具有能完全胜任不胜其烦的会议和交涉的特

殊的体力和魄力，善于说服他人并能够获得支持即具有通过巧妙的交涉操纵他

人的谋略和胆识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鲍莫尔提出，企业家应具有下列10

种素质，即合作精神、决策才能、组织能力、恰当地授权、善于应变、勇于负

责、敢于创新、敢冒一定风险、尊重他人、品德超人。日本学者和企业界人士

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具备品质、能力两方面的素质：在品质方面，应有

使命感、责任感、危机感、正义感、积极性、进取性、忍耐性。在能力方面，

应有捕捉信息和鉴别信息的能力；有洞察事物和判断决策的能力；有不断创新

和竞争的意识：有说服能力；有理解别人的能力和凝聚能力：有为企业的发展

忍辱负重的能力；有尊重员工和培养人才的能力；有克服困难和追求成功的能

力。‘我国学者对企业家素质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家素质是指企业家应具备各

个个人条件在质量上的一种综合，包括心理素质、品德素质、知识素质、经验

素质、能力素质五大部分。

2．4．2企业家的培育

袁宅华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之长，其思想意识、经验才能、行为作

风等方面素质的高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以至于企业的兴亡。

他认为，如何提高企业家的素质是造就企业家队伍不可忽视的问题。美国著名

学者托马斯．彼得斯对如何培育企业家进行深刻的阐述，认为培育企业家就是

为完成企业家的使命而开发他们的能力。美国著名学者埃德加．沙因则提出了

企业家培育的内容，他认为，应着力培育企业家的判断力、决策力、领导力、

经营管理能力等。我国一些学者针对我国国情，对企业家的培育内容、培育方

式、培育对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符合我国实际的见解，推动了我国企业

家队伍的成长。

2．4．3企业家成长的环境

李少斌运用进化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从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研究了个体

企业家人力资本投资的进化稳定均衡以及企业家创新投资决策的进化稳定均

衡，并对民营企业家的形成演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对企业家的创新激励等

支树平，转型时期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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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进化博弈分析。他在《企业家形成机制一进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一书

中指出，“在企业家受到尊重、享有崇高地位并获得丰厚回报的社会里，有企业

家潜能的个体必将进行企业家人力资本投资而选择成为企业家。没有相应潜能

的个体由于其成本(包括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和工作成本)的制约而不会进行相

应的人力资本投资”。1他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

包括制度(主要是指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产品复杂性和进入壁垒、社会网

络、人力资本投资、企业文化等六个方面。支树平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

研究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他在《转型时期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研究》一

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层次分析方法和现代系统结构分析方法，

通过将制度环境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三个层面，提出了包括经济

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一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法人治理结构及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家成长

的一个完整的制度环境系统。

2．5企业家流动的研究

国内外文献中，研究企业家流动的著作和论文非常少，对其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我国少数学者针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情，对企业家流动问题

进行初步研究。邓宏图认为企业家流动分为内部流动和外部流动(市场流动)

两部分，影响企业家市场流动即从一个企业向其它企业流动取决于该企业家在

不同企业所能获得的预期收入的比较，认为企业家总是从预期效用低的企业流

向预期效用较高的企业。他在《企业家流动的博弈：经济含义与企业家能力配

置》一文中认为：“一般来说，企业家流动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和制约：一是流

动主体的经济目标和价值取向，即具有企业家追求或潜质的人根据自身利益决

定流动方向和选择应聘企业；二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对企业家这种特殊人力

资本的需求，企业总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来选聘和解聘经营者；三是企业家流

动的体制环境和市场机制，即体制和市场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或保证企业家

的流动。川周立群、邓宏图等人认为，企业家流动是指企业家根据经济目的或者

目标而不是根据行政当局的非经济目的或者非经济目标从～个企业跨入另一个

‘李少斌，企业家形成机制一一进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经济科学】}f{版社，2005，P236

2邓宏图，企业家流动的博奕模型：经济含义与企业家能力配置，经济科学，2002，(3)，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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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一个行业跨入另一个行业、从一个地区跨入另一个地区的过程。他们

在共同撰写的论文《企业家流动研究：体制、企业家能力分布、人力资本与市

场资源配置》中，从宏观角度分析了企业家流动所需要的体制、经济转轨与体

制变迁、法律环境、宏观经济波动、企业家流动的法治基础等五个基本条件，

并从微观角度论证了企业家流动的基本成因，认为：追求企业家的福利(收入、

偏好的实现、声誉)是企业家退出某企业进入另一企业的重要考虑因素；企业

家进入或者退出某一企业所要考虑的是在未来时间内福利最大化；从企业方面

而言，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制度参量，优化企业内部治

理结构将会赢得更优秀的企业家青睐。1

2．6企业家理论简评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正因为其特殊性，经济学家尤其是西方经济学

家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颇具

价值的观点，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在实践中开发企业家资

源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纵观有关企业家理论，目前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行深

化。特别在我国，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还普遍停留在重复西方经济学家观点的

层面，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原创性研究做得还很不够。综合起来，对企业家理论

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1)没有提出适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普

遍接受的企业家概念。从企业家概念的提出至今，西方经济学家对企业家的概

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如企业家是创新、决策、组织和管理资源，获得收

益和承担风险等观点。但是对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和主要功能到底是什么，没有

提出广为接受的观点。尽管熊彼特提出了企业家本质特征是创新，一定程度上

揭示了企业家的本质内涵，但是由于他对创新的解释过于狭窄，也没有得到其

他经济学家的广泛支持。由于对企业家概念的众说纷纭，对企业家理论研究和

企业家资源开发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当前我国很有必要加强对企业家

概念的研究，提出一个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家概念已成

为更有效开发企业家资源的重要前提与基础。(2)过分放大了企业家在企业和经

劂立群、邓宏图，企业家流动研究：体制、企业家能力分布、人力资本与市场资源配置，经济评论，2001，

(6)。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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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中，对企业家的作用估计过高，普遍

认为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决定者，有的学者还认为企业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创

造者。这种思想在熊彼特和西尔弗的企业家理论中显得尤为突出，他们从个人

英雄主义的思路出发，研究了企业家的作用，认为企业家的创新产生动态性的

经济运动与经济发展。这明显违背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的唯物主义观

点。(3)对企业家的形成基本上还停留在资本模式和人力资本模式。从理论上看，

企业家的形成研究有两种典型模式，即资本模式和人力资本模式。前者从企业

家能力是个人信息出发，而有资本者未必有能力，有能力者未必有资本，于是

从实现社会最优出发，演绎出资本雇佣劳动：后者从企业家人力资本所有者劳

动的难以监督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分享企业的

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众所周知，企业家人力资本是异质型人力资本，其

形成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一个地区的文化、经济、社会条件等。

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对企业家形成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另外，对企业家资源流动研究也不够深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各国深知企业家资源在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采取多种措

施引进和开发人才的同时，特别把企业家资源的引进和开发放到国家战略层面

来推进，造成企业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同益激烈。从我国’隋况看，“十一五”

时期，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新一轮区域发展竞争已经拉开序幕，各级政府想

方设法整合和开发本地优势资源，力求在新一轮竞争中取得主动权，这其中必

然导致区域间企业家资源的争夺。尽管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到企业家资源对一个

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纷纷在实践层面对如何吸引和

开发企业家资源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采取诸如提高企业家待遇和福利条件等一

些一般人才开发的举措，力求大幅度增加本地区或本国的企业家资源。但是，

效果一般。归结起来，主要是对企业家的流动规律没有很好把握，没有在深层

次上对企业家资源的流动进行研究，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少，还未形成

系统的企业家资源流动的有关理论，对实践指导乏力。因此，当前亟需对企业

家资源流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正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探

索，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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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一直关注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取得一些理

论成果，也对企业家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但是，由于其研究的角度和立场不同，

对究竟什么是企业家、如何定义企业家、理论上定义的企业家与现实中的企业

家关系如何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还没有统一的、令人信服的答案。在实践中，

企业家这个概念的使用也较混乱。因此，要研究企业家资源流动问题，首先要

对企业家及企业家资源的概念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延伸、规定和统一，以

便研究。

3．1 企业家的概念

不同时期不同经济理论创始人或代表人物对企业家的概念均有不同的论

述。其中对企业家认识最深刻、最全面、最正确的经济学家是熊彼特。他认为

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创新，而所谓创新的本质就是“生产手段的新组合”，

发现和实现这些新组合的人就是企业家。在我国，对企业家概念的观点可大致

分为两类。一些学者追随熊彼特的观点，认为企业家的主要职能是创新，创新

与否是判断企业家的主要标准。在这些人看来，中小企业的创办人是纯正的企

业家。而企业的CEO和经理则是经理人和管理人员，不能被称为企业家。而另

一些学者认为创新活动有许多种类，不但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等，

在他们看来，不被前者认为是企业家的一些大企业的所有者，虽然较少从事技

术创新工作，但仍然会对企业进行一些制度改进，这些活动可被看成是制度的

创新，因此他们仍然属于企业家的范畴。

笔者认为，对企业家的概念不能孤立地从某一个侧面来考察，简单地用企

业家素质特征给企业家下定义，或用企业家的职能给企业家下定义，需系统全

面的考察企业家的概念。考虑到经济学家和企业界对企业家的论述，基本上是

以角色、功能角度为主，因此，可以再结合能力、资本、权利、地位、业绩等

视角，用企业家的职能、企业家的权能和企业家的才能来反映企业家内在规定

性。企业家其实是职能、权能、才能的统一体，偏废任何一方都不是完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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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家。

3．1。1企业家职能

企业家职能主要是指任何企业家都在做的基本工作和共同遵守的规律，是

企业家职务工作活动所具有的作用和功能。对企业家职能不同经济学家各有不

同的论述，提出了系列不同的职能。从企业家工作性质来分析，企业家的根本

职能应该是创新。这里指的创新比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外延要广泛，泛指一

切市场获利机会一能够以足够低的成本满足某种市场需求并获得盈余的可能

性。具体的说，市场获利机会大致有三种途径：(1)发现了某种新的市场需求，

并能以足够低的成本满足这种需求：(2)虽然市场需求已经被揭示，但是还未被

完全满足；(3)向现有市场提供价更廉、质更优的替代品，其途径可以是更恰当

的技术、更优的组织管理制度、更强的销售技艺和渠道等。

3．1．2企业家才能

企业家才能主要是指能够反映企业家异质性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表征个

人所拥有的智力、知识、才干、经验、精神、品德等企业经营管理要素的一类

特征变量。概括讲，就是企业家实现创新的能力。因为，一个人仅仅具有发现

市场获利的机会或者具有提出创新的思想并不能成为企业家，因为获利机会或

者创新思想只有被具备实施创新思想才能的人的正确作为才能转化为现实的获

利。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充分的企业家才能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

3．1．3企业家权能

企业家权能主要是指企业家在企业中的领导决策地位、整体业务的经营指

挥权、企业财产经营管理权，以及企业资本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即剩余控制权和

索取权。对于企业家权能的实际认知和理论探讨，人们可以依据多种因素进行

判断，但习惯上最主要是通过企业家在企业中的职位、控制权和所有权这三项

要素进行判断。其中，职位要素要求企业家必须是企业的高层经营管理者，位

居企业的高层经营领导职位。控制权要素要求企业家必须掌握整个企业的经营

管理权，对于企业的法人财产和相关资源拥有运营支配权、领导与控制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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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活动及其剩余。所有权要求明确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产权或股权关系，

明确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分配权，即企业家对企业剩余权益的索取权。一般说来，

企业家权能构成的这三要素中的前两个要素是判断企业家的必备条件，所有权

要素则是可变条件，它将随着企业类型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3．1．4本文对企业家的定义

根据上述企业家职能、才能、权能这三类反映企业家本质属性的特征变量，

借鉴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企业家概念一“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

家”’：1“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2可以

给企业家下这样定义：企业家是发现和寻找社会已有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提出创

新思想，创办企业或对现有企业生产要素进行重新整合以实现创新、满足需求，

并承担创新风险和取得创新利润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即企业家=提出创新的

思想+实现创新的能力+承担创新的风险+分享创新的利润。具体来讲，企业

家包括新企业的创办者以及其它企业的部分高层经营管理人员。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可以把凝聚在企业家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

现出来的能力称之为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属于异质型人力资本。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

其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它“是一种生产出来的东西，是投资的产物”，是未来满

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两者的源泉；其所以是“人力”资本，是因为这种具有

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是凝聚在人的身上，与人身具有不可分离性。3根据舒尔

茨人力资本理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特殊路径，必须是具有企业家潜

质的劳动者通过后天的投资才能形成，如果没有前者作基础，仅通过后天的投

资只能成为一般型或称之为通用型人力资本，不能成为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

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高，与一般型人力资本相比，由于企业家先天具有特殊的

品质，同样的投入与其特殊品质相结合会产生巨大的倍增效应，产出明显增大。

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回报期短，由本文对企业家的定义可以得出，企业家不进行

创新活动不能称之为企业家，其凝聚在身上的资本也就不能称之为企业家人力

资本，与一般型人力资本只要进行劳动就是回报相比，回报期明显较短。

’(美】约瑟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2，P83

2(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2，P87

3李友根，人力资本出资问题研究，中国人民丈学出版社，2004，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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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企业家与资本家、经营管理者的区别

由于人们对企业家、资本家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概念不明确，造成许多人

甚至是一些理论界的学者经常混用企业家、资本家、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概念，

经常把企业主、老板、董事长、CEO以及部分经理人等冠以企业家的称呼，使用

上比较混乱，需要加以区分，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3．2．1 企业家与资本家

资本家顾名思义，主要是指企业的资产(全部或部分)所有者和企业资产

的风险承担者，并享受企业的剩余利润，符合企业家的两个条件。资本家要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还需具备另外两个条件，即要具有提出创新的思想和

实现创新的能力。可见，．资本家不同于企业家。但是，在古典企业、私营企业、

家族制企业中，出资者往往出任企业高层经营管理者。他们是一种“老板+总

裁”式的古典企业家，既对企业的财产具有控制权，又亲自在自己的企业负责

经营管理，并自主决策、独立承担风险，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集于一身，这些

资本家就是企业家。而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有部分出资者虽然占有企业的一

定股份，但不直接管理企业，即对企业没有控制权或控制权较小，例如，现代

公司制企业的分散股东和投资者，他们仅具有企业部分的资本所有权以及带来

的收益权，不具有企业的控制权，因此，就不能被称为企业家。

3．2．2企业家与经营管理者

企业家不仪不同于资本家，也不同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企业家的本质特

征是创新，他是一个提出创新思想并领导其他人实现创新的人。而一般讲企业

经营管理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执行企业家的创新，而且一般不是企业的股东和投

资者。如果我们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概念，那么，企业家就是发现

获利机会并能够构造新的或者改进生产函数f(X)(包括X的组合方式)的人；

而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在既定的生产函数f(六)条件下根据市场情况调整X组合的

人。当然，企业家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并不是完全排斥关系，而是联密联系在

一起。企业家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一部分，包含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企业

中那些对企业有控制权，并能实现创新的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可以被称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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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例如，部分大企业、大公司内的高层经理，掌握企业经营控制权为主的

企业高层决策管理者等。他们在企业中有一定的股权，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力大，

指挥经营整个企业，因而也可以被称为企业家。但是，现代公司制企业中的中

低层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由于他们对企业的控制权相对高层经营管理人员

而言较低，所起的作用也以执行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指令为主，也不拥有企业

的股份，所以不能称之为企业家。

3．3企业家资源的内涵

经济学把为了创造财富而投入生产活动的一切要素都称之为资源。现代社

会能够投入到生产中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资源可以分为自然资源、

资本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人力资源等，有的经济学家把前四种资源统

称为物力资源，认为资源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大类，即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企

业家资源属于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企业家数量的集合，是现代经济社

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资源之一。

企业家资源与人口资源、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人才资源有着密切的联

系，企业家资源不是一般性的资源，可以说是“资源中的资源"。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人口数量的集合是人口资源，它是人力资源的基础。人力资源是指对一定

范围的人员，通过投资开发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体力、智力和技能的生产要素资

源形式，主要表现为一定范围内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人力资源

中具有劳动能力并处在法定劳动年龄段的人口称之为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源中

具有较强专业技术能力、创造能力、管理能力、研究能力的那部分人员称之为

人才资源，人才资源包括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资源、专业技术人才资源、党政人

才资源、技能人才资源等。部分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才资源才是企业家资源。

可见，企业家资源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3．1直观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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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l企业家资源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资源、人才姿源、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源、

人口资源的结构关系

3．4企业家资源的特性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

“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因此，企业家在社会和企业

经济的活动中处于发起、配置、操纵、控制其它资源的领导位置之上。企业家

资源与其它人力资源相比，与其它各种生产要素资源相比，在经济活动中总是

处于更为原动、更为主导的核心地位，乃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经营活动中最

积极、最活跃、最关键的主动性要素资源。所以，企业家资源与其它要素资源

相比较，具有自身鲜明的特性。

3．4．1 原动性

对于企业及其它经济主体而言，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应当围绕企业发展目

标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使用，在总量、结构、价值和效用上应当获得合理的比例、

开发、整合和转化，才能实现预期的远景和绩效。而这一切不会自然而然发生，

要靠企业家这种特殊的入力资源进行积极的创新来实现。因为，企业家资源不

仅是一种能动的资源，而且是生产要素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更是各

种要素资源中的统率资源，其它各种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须由企业家围绕市场

机会去组织、调配和发动，去构建有效率的投入一产出系统来整合、开发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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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就是说，企业家资源对于其它资源效能具有～种原始促动力和杠杆放大

效用。这种原动特性在企业中的任何其它资源都不具备。因此，不同企业或经

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其它要素资源可以或多或小、或有或无，但是企业家资源

却必不可少，否则，社会或企业的经济活动将无法有效开展。

3．4．2稀缺性

经济学理论中有三个基本假设，其中一个就是资源是稀缺的，也就是说任何资

源都是稀缺的。企业家资源作为资源的一种，稀缺性当然是其天性。但是，与其它

要素资源相比，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性有其自身的一些固有特点。因为，企业家是一

种具有特殊素质和能力的人，企业家资源属于异质性人力资源，不是所有的人通过

自身的努力成为企业家，其前提条件是拥有成为企业家的天赋和潜质，只有在此基

础上，并综合各种因素，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而从统计学上来分析，一

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异质性入力资源服从正态分布，即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全部入

力资源中，具备企业家资源潜质的人比较少，在这些较少具有企业家资源潜质的人

群中能真正成长为企业家的则更少。另外，企业家资源作为特殊的人力资源属于再

生周期很长的一种资源，有着比一般人力资源更艰难、更长期的孕育、发掘、锻炼

成长的过程。从熊彼特创新理论也可以看出，企业家资源是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

他认为，实现“新组合”是一项特殊的职能，是企业家这种类型人的特权，“而他

们的人数比所有具有实现新组合的‘客观’可能性的人数要少得多”。‘

3．4．3不可替代性

由于经营的复杂性、环境的动态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企业家所拥有的不

断发现市场机会，协调交易过程，利用创新、冒险和组织功能降低交易费用，

创造价值和收益，减少不确定性并承担风险，有效履行企业家职能的核心功能

和经营才能具有独有性，是技术专家、政治家、科学家等其他各种人才的才能

所无法取代的。熊彼特在创新理论中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

行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大量重要现象的动力”，2正因为其特殊性，其他人

力资源很难进行取代。因此，企业家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功用具有不可替代性，

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2，P90

2(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2，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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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力资源的天赋和才能并不能作为企业家天赋和才能的“替代品”，其他人

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丰富供给也同样不具备对企业家资源的替代效应。相反，

企业家资源的丰盈，企业家的非凡创新力和不断捕捉和发现变幻莫测的市场机

会的创新经营活动，可以弥补企业在其他要素资源方面的不足。

3．4．4不可让渡性

除上述三个特性之外，企业家资源还具有另外一个重要特性，即企业家资源

尤其足其中的企业家才干和精神与其人身的不可分割性，或者称为不可让渡性。

熊彼特在创新理论中认为，“金钱财产或个人品质二者的继承，均可以使这种地

位保持在一代人以上，使子孙后代进一步从事企业开发比较容易一些；但是企业

家的职能本身却是不能继承的，制造业家族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1企

业家所拥有的难以描述、未曾编码，因而不可交易的知识、技能、经验、意识、

素质等企业家才干和企业家精神，不可能被外界简单传递和复制，也不可能像普

通商品一样可以与所有者分离，通过货币进行购买，把一个人所具有的企业家才

干和精神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例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虽然一些创业企业家

通常以详尽而周密的商业计划书向风险投资家展示他们的创意，但是这些创意并

没有被后者盗用。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家才干和精神具有的

这种不可让渡性，也就是说具体实施这些创意的所要求的许多知识十分微妙地潜

藏在提出该创意的当事人的人身之中，而不能通过简单的机械手段转移给其他

人。

正因为企业家资源具有上述四个特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才会造成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争夺企业家资源越演越烈，企

业家资源流动问题研究才会更有现实意义。

3．5企业家资源的流动

企业家资源的流动是指企业家资源主动而不是被动地从一个企业跨入另一

个企业，从一个行业跨入另一个行业，从一个地区跨入另一个地区，从一个国

家跨入另一个国家的过程。这种流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根据经济目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2，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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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主要向更有利于创新、更有利于取得企业家利润(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

企业家实现了“新组合"而取得的剩余称之为企业家利润，熊彼特认为，“他们

‘实现了新的组合’。他们就是企业家。他们的利润，即我们所谈到的剩余，对

此没有相应承担什么义务，就是一种企业家利润”1)的地方转移，这种转移是

主动的自觉的行为，而不是那种由行政当局利用其行政权力，把企业家资源进

行计划调配的被动的强迫的流动。其本质就是企业家资源的更有效配置，更好

的发挥企业家的效能。笔者认为那种由行政当局利用其行政权力，把企业家资

源进行调配的被动的强迫的流动，不是企业家资源的真正流动。

根据企业家资源流动的含义，可以简单地把企业家资源流动分成三类：一

类是微观流动，指企业家资源在不同企业间的转移；一类是中观流动，指企业

家资源在不同行业问的转移：一类是宏观流动，指企业家资源在不同地区、不

同国家间的转移。本文所研究的企业家资源的流动特指温州企业家资源在温州

与国内其它地区间的转移，属于宏观流动的研究范畴。企业家资源的流动可以

用图3．2直观表示。

3．6小结

图3．2企业家资源流动

借鉴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企业家概念，从企业家职能、才能、权能等三个

方面进行系统考察，提炼和抽象温州企业家情况，可以把那些发现和寻找社会

已有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提出创新思想，创办企业或对现有企业生产要素进行重

新整合以实现创新、满足需求，并承担创新风险和取得创新利润的企业高层管

理人员，称之为企业家，可以把一个国家或地区企业家数量的集合称之为该国

或该地区的企业家资源。企业家资源具有原动性、稀缺性、不可替代性、不可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2，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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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渡性四个鲜明特性，其流动包括微观流动、中观流动、宏观流动--年eo类型，

本文主要研究温州企业家资源在温州与国内其它地区间的流动情况，属于宏观

流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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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分析框架

从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企业家资源流动问题研究不够深入，影响企业家资

源流动的要素有哪些、其理论分析框架又是什么等等，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说

法和依据，因此很难用现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企业家资源流动问题进行深入分

析。

由于企业家资源从大的角度来讲也归属于人口资源，其流动的一般规律也

应该遵守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因此，本章依据熊彼特创新理论，吸收前人人

口迁移理论思想，在对温州企业家、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

查和个别访谈的基础上，探索提出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分析框

架。

4．1 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浅探

企业家资源流动不是无章可循、无序流动，而是遵循其规律。探究企业家

资源流动的本质原因，在纷繁的各种表象背后可以抽象出企业家资源流动的一

般规律，它支配着企业家资源的有序流动。由于企业家资源流动的一般规律遵

循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因此，在研究企业家资源流动的一般规律之前需对人

口流动的一般规律即人口迁移“推力一拉力”理论进行回顾和思考，从中吸取

营养。

4．1．1 人口迁移“推力一拉力"理论

“推力一拉力”理论是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人口迁移理论。这个理

论是拉温斯坦于1885年最早提出，后李经进一步研究，又提出人口迁移的七个

“法则”：(1)迁移与距离的关系。人口迁移一般受距离的影响，许多人往往倾向

于短距离的迁移，长距离的迁移主要是迁往工商业城市。距离愈远或离城市愈

远，迁移的人口愈少。(2)迁移的阶段性。人口迁移常成阶段性，大都市吸引周

围乡镇的居民迁入，当这些各乡镇人口迁到大都市后所留下的空缺，则由更远

处村庄的居民所递补；反之，大城市人口的向外扩散也是成阶段性，由近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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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外扩散。(3)迁移的流向与反流向。每一个人口迁移的流向，同时也有反流

向存在。(4)城乡迁移倾向之差异。城镇居民较之乡村居民的迁移要少。(5)短距

离的迁移以女性居多。(6)科技进步和发展对迁移的影响。运输、交通工具与工

商业的发展，使人口迁移增加。(7)经济动机是迁移的主要因素。1
’

“推力一拉力”理论对人口迁移的原因进行研究，认为人口迁移发生的原

因，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拉力之间交互作用而成。该理论认为迁出地

必有种种消极因素所形成的“推力”把当地居民推出原居住地。而迁入地必有

种种积极因素所形成的“拉力”把外地居民吸引进来。当然，迁出地对于迁出

者也并非完全充满斥力的消极因素，其中也有一些吸引人的积极因素。同样迁

入地也并非完全充满有吸引力的积极因素，其中也有一些排斥的消极因素。迁

移者总是在迁出和迁入两地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多寡大小的比较中，以及

在迁移后的正负效益的利弊得失的权衡中，做出是否迁移的选择。

“推力一拉力”理论所阐述的，是19世纪工业革命中，西方国家出现的商

业中心提供的就业机会所形成的“拉力”：同时农业机械化的进展，导致农村劳

动力过剩，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去另谋生活所形成的

“推力’?。这个理论自产生到迄今，在国际学术界一直十分流行，尽管它的理论

形态并不深刻，但是用来解释入口迁移的动因仍比较贴切。

4．1．2 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构建

根据人口迁移“推力一拉力”理论，可以得出：尽管影响企业家资源流动

的因素十分复杂，但是归纳起来，也无外乎“两种力”即推力和拉力相互作用

的结果。为此，借鉴和吸收人口迁移“推力一拉力”理论思想，可以构建企业

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作为企业家资源流动理论分析工具。

(1)拉力。其意指：企业家资源目前所在地区对企业家资源构成的“牵拉力"，

用F拉来表示。它是该地区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用f。。来表示)减去该地区

对企业家资源的“推力”(用f。。来表示)后所形成的“合力”。即

F拉。f11一f12

(2)引力。其意指：另一地区对企业家资源构成的“吸引力"，用F引来表示。

它是另一地区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用f：。来表示)减去另一地区对企业家资

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u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PIl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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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推力”(用如来表示)后所形成的“合力”。即

F引。f2厂f22

(3)流动成本推力。其意指：企业家资源从一个地区迁移另一个地区所克服

的阻碍因素需要的各种成本而形成的对企业家资源的推力，其中，流动成本包

括时间成本、运输成本等，也包括机会成本。为了研究简便，把这些由于企业

家资源流动的流动成本而形成的推力，用F流来表示。

显然，对某个地区的企业家资源而言，仅满足条件：F拉>0是不够的。如

果F拉<F引一F流(这里假定F引是另一个地区对企业家资源所形成的引力)，企

业家资源仍然可能会离开该地区流向另一地区。可以用图4．1来形象的描述企

业家资源流动的原因。

注：

“+”表示拉的【天I素，“一”表示推的斟素，“O”表示无影响或影响较小可忽略不计的因素。

可见，对某个地区而言。，要留住企业家资源，不仅不能使其拉力为负，如

果为负，就会变成对企业家资源的单纯排斥，企业家资源的流失将十分严重，

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力增强其拉力，使拉力大于另一地区对本地区企业家资源的

引力；要吸引企业家资源，仅满足于其引力大于另一地区的拉力还不够，需考

虑企业家资源的流动成本推力，使引力应大于另一地区对其企业家资源的拉力

加上流动成本推力之和。

4．2 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影晌要素分析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和首要职能是创新。熊彼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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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1同时

他还认为，“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

是～个企业家”，2如果创新结束，就不能称其为企业家了，“任何一个人在他的

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就象一个工商业者很少能从来没

有一个时刻是一个企业家一样，不管其程度是多么微小”。3根据本文对企业家所

下的定义，本文所指的企业家创新比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新组合”在内涵

上宽泛得多，不同意熊彼特把创新只限定在“破坏性的创造”的原创层面。但

是，本文认同熊彼特只有进行创新才是企业家的观点。也就是说，企业家与创

新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分彼此，不可分割，企业家的使命就是创新，没有创新

就没有企业家，企业家不进行创新就不能称其为企业家。因此，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是否更有利于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资源流动的根本原因，企业家资源会

向创新势能高的地区流动。某个地区具备较高的企业家创新势能，就说明对企

业家资源的拉力或引力就会高，企业家资源就会向该地区集聚。反之，对企业

家资源的拉力或引力就会低，企业家资源就会流失。

那么，影响企业家创新活动实现的因素有那些?蒋学民认为，企业家的创

新活动能否实现，取决于企业家是否拥有以下条件：即创新动力、创新空间和

创新能力。4向中兴、王洪勇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能否实现，取决于四个条

件，即创新动力、创新空间、创新工具、创新能力。5以上蒋学民、向中兴、王

洪勇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是从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所需条

件的全面性来考察，他们忽视了企业家创新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企业家进

行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众所周知，如果没有创新资源，就好比“巧媳妇难为

无米之炊”，即使具有再好的创新动力、创新空间、创新能力，也不可能实现企

业家的创新。尽管向中兴、王洪勇提出了创新工具的要素，但是由于创新工具

属于创新资源的一部分，仅以创新工具来说明不具有全面性。因此，本文认为，

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创新动力、创新空间、创新资源、创

新能力等四个因素；同样，一个地区企业家资源创新势能如何，也取决于该地

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0，P82-83

2【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磺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0，P87

3【美)约瑟犬．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0，P87

4蒋学民，企业家的创新：动力、空间和能力一分析企业家创新行为的一种理论框架，开放导报，2003，

(8)。P43-45

5向中兴、王洪勇，古典企业与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企业家创新之比较，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1)，P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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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否能有效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动力、拓展企业家的创新空间、丰富企业家的

创新资源、提高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这也是影响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

强弱的决定性条件。

4．2．1 创新动力

创新动力是指激励或刺激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的因素，既包括物质因素又

包括精神因素，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企业家创新动力的函数，即F

(z)=F(X，Y)，其中X、Y分别指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F(z)越大，说明企业

家创新动力就越足；反之，就越弱。

现实生活中，企业家的需求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需求(物质因素)，而且还

包括精神方面的需求(精神因素)。熊彼特从“享乐主义"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家

的动机和需求，他认为企业家进行创新其物质方面的需求是其次，更为重要的

是精神上的需要，并提出了企业家进行创新的三个动机：“首先，存在有一种梦

想，要去找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虽然不一定是)一个王朝。其次，存在

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

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的本身。最后，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

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谋的欢乐。”1因此，可以用物质激励程度和

精神激励程度两个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某个地区企业家的创新动力。

(1)物质激励程度。从微观上讲，企业家进行创新所得的利润是否归企业家

本人所有，如果归本人的成分越多，其激励程度就越大：从宏观上讲，该地区

对企业家的创新利润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如果保护越有效，其激励程度就越明

显。

(2)精神激励程度。主要需分析企业家创新成功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可，创新

失败能否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容忍，如果这两者都好，其激励程度就好；政府对

企业家创新成功是否鼓励和支持，创新失败是否帮助，如果这两者回答是肯定

的，其激励程度就肯定。

4．2．2创新空间

创新空间是指企业家进行创新时面临的环境约束。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美J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0，P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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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层面是微观创新空间，即企业家进行创新时面临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约

束，不同企业的企业家进行创新所面临的微观创新空间不同：另一个层面是宏

观创新空间，即企业家进行创新时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如经济体制、

法律、社会制度等，～般说来，同一个地区不同企业的企业家面临的宏观创新

空间基本上相同。

就某个地区而言，增加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或引力，关键需改善企业家的

宏观创新空间，因为微观创新空间的改善企业自身会在市场竞争中得到不断完

善和发展，是企业自身的事情。影响企业家宏观创新空间的要素，不同的学者

具有不同的观点。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认为企业家创新有七大来源：(1)意外

之事一意外的成功、意外的失败、意外的外在事件；(2)不一致之事一现实与设

想或推测的不一致；(3)基于程序需要的创新；(4)每一个人都未注意的工业结构

或市场结构的变化；(5)人口统计数据(人口变化)；(6)认知、情绪及意义上的变

化；(7)新知识，包括科学和非科学的。1前四种来源存在于企业内部，后三种来

源存在于企业外部，即本文所说的宏观创新环境。李少斌从进化博弈论的视角

研究了企业家形成机制，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源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包

括制度、市场化程度、产品复杂性和进入壁垒、社会网络、人力资本投资、企

业文化等六个方面。支树平认为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包括经济制度环境、政

治制度环境和文化制度环境。综合上述研究成果，笔者就“影响企业家创新宏

观环境"设计“制度政策、市场化程度、融资情况、文化支持”等四个子要素

进行问卷调查(多项选择)，其结果显示，要改善企业家宏观创新环境，认为制

度政策要好的占56．67％，市场化程度要高的占51．33％，融资条件要易的占

56．00％，创新文化要支撑的占43．33％(见图4．1)。因此，可以近似地用制

度政策、市场化程度、融资条件、文化支撑来分析某个地区的宏观创新环境情

况。

1彼得．杜拉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彭志华，译者)，海南出版社，2000，P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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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影响企业家创新宏观环境调查

豳所占比例j

(1)制度政策。主要看政府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企

业家的创新活动，如果有利于，企业家的创新空间就大。这已被我国实践所证

明。在计划经济时代，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在这种理念左右下，所

设计的制度和制定的政策抑制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严重阻碍了企业家的创

新活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幅度改革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政策，大大刺激

了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温州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

(2)市场化程度。主要看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家的

创新空间就越大。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需要“把

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这要求社会尽可能扩

大企业家组合生产要素的自由度，减小对其的限制和束缚。市场化程度越高，

企业家就越能够自主的通过市场机制以市场价格快速高效配置资源进行创新，

表明企业家的创新空间就越大。

(3)融资条件。主要看融资的难易。企业家把创新思想变为现实，需要资金。

如果融资条件好，企业家就能够源源不断取得资金进行创新，其创新空间就大。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资本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

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熊彼

特认为，“在实现新组合时，‘供应资金’作为一种特别的行为是根本上必要的，

这在实践上也和理论上一样，都是如此’’。1可见，融资条件对企业家的创新空间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0，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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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4)文化支撑。主要看主流文化是鼓励创新还是抑制创新。如果是鼓励创新，

其创新空间就大。文化对企业家创新影响深远和持久，企业家精神其实质就是

创新文化内化于企业家身上而形成的一种精神。某个地区如果缺乏创新文化支

撑，一般地讲，在该地区成长而成的企业家的创新文化基因就普遍缺乏，创新

活动则明显弱化。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企业家创新和创新文化是紧密结合在

～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没有创新文化支撑，大面积的企业家创新是不可

想象的。熊彼特还认为，“在企业家类型的人物兴起的时期也产生了功利主义，

这自然不只是一种偶合”，1而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4．2．3创新资源

创新资源是企业家借以实现其创新的物质载体。一般来说，企业家的创新

首先是形成一种创新思想，这些思想、理念要得以实现，必须借助于一些物质

载体，通过对一些物质载体的处理、加工，创新思想得以传递和最终实现。这

些物质载体就是企业家进行创新的创新资源，创新资源不仅决定了创新能否实

现，而且还决定了创新的效率。

根据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情况，可以把企业家创新资源分为硬资

源、软资源和机会资源三种类型。硬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要素资

源等，软资源包括管理水平、技术、信息、知识等。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企业

家把创新思想变为现实，所需的主要资源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企业家进行

创新所需的资源更多是硬资源，例如土地、资金、工人等。现在，社会已进入

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企业家创新所需的资源不再是以硬资源为主，而是

以软资源为主。当然必要的硬资源是必需的，否则企业家创新就无法进行。特

别在我国，经过由硬资源支撑经济高速发展后，生态系统受到破坏，自然资源

枯竭，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不能延续，中央要求各地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走以人为本、持续协调全面的科学发展道路。在这种大背景下，

企业家所需的创新资源也会发生改变，由硬资源为主向软资源为主转变，否则，

其创新思想将无法实现。针对当今时代和我国国情，企业家进行创新所需的资

源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信息资源、土地资源、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等。笔者就“当

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0，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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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企业家创新哪些资源重要”设计了“信息资源、土地资源、科技资源、人才

资源、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等六个要素进行调查问卷(多项选择)，并经

过统计分析，认为信息资源重要的占40．67％、土地资源重要的占48．oo％、科

技资源重要的占36．67％、人才资源重要的占43．33％，而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

资源重要的比例相比较少，分别只占14．00％和12．00％(见图4．2)。这充分

佐证了当前企业家进行创新不以硬资源(如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等)为主

的观点。因此，可以近似地以信息资源、土地资源、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的情

况来分析判断某个地区企业家创新资源丰富的程度。

60．00％

50．00％

摹40．00％．o

罩30．00％
妪20．00％

10．00％

0．00％

≯梦≯≯≯≯
图4，3企业家创新所需资源重要性调查

团所占比例!

(1)信息资源。主要看信息资源是否丰富，获取信息资源的手段是否简单，

速度是否快。信息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创新的首要资源。因为，企业家

形成创新思想需要信息，实现创新思想也需要信息。可见，信息资源贯穿企业

家创新活动的全过程，离开了信息资源，企业家创新根本无法实现。

(2)土地资源。主要看所提供的土地资源能否适应企业家创新的需要。企业

家进行创新，或者通过创办新企业或者通过对现有企业资源的重新整合来实现，

都需要土地资源，这是基础。否则，企业家创新就无法实现。而且，土地资源

是不可再生资源，刚性约束很强，除围海增加土地资源外，很难在较短时间内

改变土地资源的现状。可见，土地资源对企业家的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3)科技资源。主要看研发机构是否完善，研发人员的水平是否高。现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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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创新更多依赖科技进行创新，企业家创新也一样。如果不依靠科技资源，

企业家的创新也只能是低层次的创新，其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较低，技术含

量也不高。也会造成这样后果：一方面，会降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

家创新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产品的技术含量低，模仿性强，容易被别人复

制，创新的利润就会被侵蚀，从而削弱了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所以，当今社会，

科技资源对企业家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关系到企业家创新的质量

和层次。

(4)人才资源。主要看专业技术人才、除企业家外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技能

人才能否满足企业家创新的需要。企业家资源是特殊的人才资源。它的特性之

一就是需要其它人才资源与之相匹配，包括专业技术人才资源、除企业家外的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资源和技能人才资源等。而且，与之匹配的数量不是一对一

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家资源需要多个专业技术人

才资源、除企业家外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资源和技能人才资源与之相匹配，而

且匹配的数量随着企业家能力的提高和企业家所领导企业规模的扩大呈几何级

数递增。如果其它人才资源不能满足企业家创新需求，也会造成企业家资源流

到满足其需求的地区。

4．2．4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由企业家素质所决定的从事创新活动的各种本领总和。这是企

业家资源与其它人力资源区别的根本，是他的“悟性”和他的‘特殊知识”，是

企业家资源的要素禀赋。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包括具有能

完全胜任不胜其烦的会议和交涉的特殊的体力和魄力，善于说服他人并能够获

得支持即具有通过巧妙的交涉操纵他人的谋略和胆识等。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

企业家创新能力的获得，既取决于企业家的天性，又来自于后天的学习及环境

的培养。

一个地区，不能持续提高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将会逐步

弱化，也就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企业家也就不会到

该地区发展。另外，企业家的创新能力的获得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在“干中学”。

而不是像其它人力资源一样，可以主要通过集中性培训来提高。所以，一个地

区要持续不断地提高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不是政府组织企业家进行集中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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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为企j止家提高创新能力创造条件，包括提供学习交流平台和创造良好的

工作生活环境。因此，可以近似地用某地区企业家学习交流平台多少以及工作

生活环境如何来分析判断该地区持续提高企业家创新能力的水平的高低。

(1)学习交流平台。主要看该地区企业家学习交流平台数量的多少和层次的

高低。企业家创新能力也应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这就需要企业家不断加强学

习，保持旺盛的创新能力，不断进行创新，才能适应发展一日千里的社会。在

这方面，地方政府着重应为其提供足够数量和较高水平的学习交流平台，使他

们能在较短时问内获取前沿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否则，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会

枯竭，创新水平会降低，从而就会选择“用脚投票”方式离开该地区，流向学

习交流平台相对较好的地区。

(2)工作生活环境。主要看该地区企业家的工作生活环境质量如何。企业家

创新属于高层次脑力劳动，对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较高。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能

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灵感，反之则会抑制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另外，企业家属于

高消费群体，与其它人力资源相比，更加讲究消费质量和消费档次，对高品位

工作生活环境有着强烈的需求。因此，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对企业家资源有着

较强的吸引力。

4．3 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分析框架简易图

综合上述分析，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分析框架可以用图4．3

近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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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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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温州企业家资源现状及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分析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在“敢为人先、

特别能创业”温州人和坚持“无为中有为”温州政府的共同推动下，温州民营

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截至2004年底，民营经济总量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已达到80．3％1，民营企业的数量、从业人员分别占全市的99％2、80％3。可见，研

究温州企业家资源主要应研究温州民营企业家资源。因此，可以用温州民营企

业家资源的情况近似反映温州企业家资源情况。正基于这种考虑，本文所指的

温州企业家资源特指温州民营企业家资源，对其它企业家资源暂不作研究。

5．1 温州企业家资源现状

由于理论界对企业家概念有不同的看法，未形成一致观点，政府部门未把

本地区的企业家资源列入正常的统计范围，因此，现在很难从有关文献或政府

部门中了解到有关企业家的数据。因此，要研究企业家资源的现状，只能采取

估算的方法进行。张一力从某个地区的企业数量来推算该地区的企业家数量。

他以1988年温州工业企业为65405家为例来推算温州当时企业家的数量。张一

力认为， “1988年温州就有超出6．5万的企业负责人，如果我们大致认为一

个企业有三个股东或合伙人4，那么就有将近20万的现行(在职)和潜在企业家。”

j根据本文对企业家的定义，企业家除具有创新能力外，还应该承担创新风险和

分享创新利润。并针对温州企业以家族式企业为主，股东或合伙人(投资者)

往往是企业的高层经营管理人员。所以，笔者认同张一力的观点，认为根据企

业数量及其投资人的个数来估算温州企业家数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也借

用张⋯力的方法来估算温州当前企业家的数量。

根据温州市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4年末我市共有二三产业的法人

单位61393个，产业活动单位72244个，个体经营户431812户。与2001年基

1温州市统计局，温州市统计局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温州日报2005年4月12日12版

2中共温州市委办公室，温州市情介绍。2005，P3

3中共温州市委办公室，温州市情介绍，2005．P3

4温州市统计局，温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P386

5张一力，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浙江人学出版社，2005，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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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普查相比，企业法人45154个，增加了4972个，增长12．4％，其中国有

企业676个，下降37．8％；集体企业1789个，下降37．2％；私营企业法人23616

个，增长98．2％；港澳台$uPI-商投资企业705个，增长12．3％。"1从上述数据

可计算出，截至2004年，温州民营企业法人为44478个，如果大致认为一个企

业有三个股东或合伙人，2004年温州企业家数量近似认为13万人，相当于60

个湿州人中就有一个企业家。

5．1．1 温州企业家资源的特点

温州企业家最早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生成，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发展壮

大，受到温州区域文化的洗礼，具有鲜明的区域特点。

(1)温州企业家大多出身于“草根”阶层。温州在改革开放前有“穷山恶水"

之称，自然条件相对较差，交通也十分不便，“只有‘死’(水)路一条”。在这

种情况下，部分温州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经商，艰难地创办企业，最后慢慢

发展壮大。这就导致了温州的民营经济是以家庭作坊式的企业为开端，经过原

始积累逐步聚集、发展和壮大。因此，温州企业家大多出身于“草根”阶层，

如农民、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各类工匠、手艺人、城市与农村的无固定职业

者等。一项研究表明，温州私营企业主90％以上来自于农民，大多数都有过外出

打工、摆地摊或走街串巷推销商品的经历。2

(2)温州企业家创业动机主要足“建功立业"。尽管许多温州企业家开始火多

是迫于生计各地奔波赚钱，但是他们创办企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取财富，更

多的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人生价值，也就是平常温州人所说的“建功

它业”。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温州企业家在回答创办企业的主要原因时，有44．32％

的认为是要“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有50．00％的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两

者总和达到94．32％。而回答“想多赚钱”和“在原单位处境不好‘下海”’的

分别占了43．18％和8．09％(见图5．1)。3

1温州市第一次经济普查办公室，温州市菊一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 2006，P4l

2李忠国，论私营企、lk土阶层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一湿州私营经济初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

2003，(2)，P54—57

3张一力，温州私营企业主现状及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0，(8)，P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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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囹所占比例}t．，．⋯一．．．．．．．．．．．．．．．．．．．．．．．．J

(3)温州企业家具有较强的求知欲。由于温州企业家大多出身子“草根”阶

层，创业之初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只占17．20％。但是，他们

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拼打中，深刻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为了做大做强企业，利

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一项调查研究表明，

目前温州企业家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到55．20％，比创业前提高了38个百分点

(见表5．1)。

表5．1温州民营企业家创业前后受教育程度的情况

受教育程度 创业前比例(％) 目前比例(％)

小学或者小学以下 3．86 1．40

初中 40．30 15．40

高中 38．64 28．00

大专 14．10 47．10

本科及以上 3．10 8．10

注：

资料来源：钱明霞，常州与湿州民营企业家的比较研究，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舨，2005．(3)，P45

(4)温州企业家目前以“年富力强”者为主体。据估计，温州企业家刚开始进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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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创业年龄大体上集中在16岁左右．经过20多年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他们目

前正越在创新的最佳年龄段，不仅具有良好的身体条件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

完成了原始积累所形成的具有较雄厚的资金基础。可以说，温州企业家目前正处

在创新的黄金时期。一项调查表明，温卅{私营企业主丈部分(78．9Z)集中在30

岁至50萝之间。年龄具体分布是z 30岁以下的占11．39I；30--40岁的占33．蹦；

40一50岁的占45．1％；50—60岁的占9．鹏i 60岁以上的占0．器(见图5．2)。

33．日o％

刿5 2漏州私营企业主年龄分布情况

I一30岁以下

11130岁至40岁

j口蚰岁至50岁

i口50岁至60岁

■∞岁吐上

(5】温州企业家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过去．温州企业家为了致富和成功-

非常勤劳，敢于胃险，勇于迥天下，善于发现并抢抓机遇进行创新，取得先发

优势，并发展出了“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精神。现在，他们没有

“小富即安”．满足于现状，而是积极荦j甩先发优势打下的坚实基础t寻找市场

机会进行创新，以取得更大的发展。一项调查发现，温州私营企业主最有可能

进行多样化经营的占56．996；到国内其它地方投资的占37．5％；到国外投资的

占15．“；其它eⅡ新想法的占10．％；停业休整的占1．0jI(见图5．3)．。这

囊习：戮嚣：：嚣慧嚣：嚣箍嚣；：2。0co,．∞。p40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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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温卅企业家对未来刨新充满信心，想方设法进行再投资发展企业．而且他

们多数人不仅仅满足于温州这个地方，到温州之外进行投资的趋势比较明显。

统计分析表明温州企业家想要到圈内其它地方和田外投贲台计为驼．舛，所占

的比倒较大。

筮■■F
进行多判闻幽剑同外其它刨停业林

昕．I，比例56 90*37 50％15 40*ln 90％l 00％

圈5．3温州私蕾盘业主下—步发展企业的担法

5．1．2温州企业家瓷源的作用

温州的发展依靠于积极释放企业家资源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把邓

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与本地实际结音起来，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积极

剖造条件鼓励企业家进行创新，刨造了温州速度，温州路子和温州文明，使得

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分析表明，沮州民臂企业的产值增幅与民营企业

人才密度的提高幅度尚度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两变量之阃的相关度选

n 967，t值(0．01，通过了双尾检验．)(见图5．4)．1而企业家作为企业组织者

和领导者．整合包括企业人才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潭进行有效创新。获取利润．

发展企业．可见，企业家资源比企业其它人才资源更具稀缺性和重要性，是企

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温州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描拦臀撼麓譬黼；盏嚣盟微酱”叶蛐麒骶一洲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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耋1 5

喜 。

妒≯，妒、尹椤妒矿扩妒矿秽午份
lira J“值比重口人才管度值 多项』℃f人d符懂值J

田5．4温州非公企业人才密度变动与产出变动趋荮

注：

赉尊束卑：中共涯州市赛人才工作瓠导小组办廿宣．中共翟州市羹鲤掌【部．人才工作一个斯

曲董要顿域一沮州非磐宥制企业人才工作研究，噩内田临准字(2004)莽OlO号，2004．P7

另外，今后温州耍实现“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的各项经济指标，实现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继续位居全省前列。也必须依靠企业家进行创新，

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创造性地辩别出市场机会，提出创新思想，把温州有限的

经济发展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最大阻度取得利润。因此，温州今后发展需要丈

量的企业家作支捧，温州企业家资源已经成为并将长期成为温州经济发展中最

大的稀缺资源，必须要更加重视企业家资源的培育和引进，这是关系到温州前

途命运的关键问题。一项调查表明，温州民营企业已强烈感觉到人才缺口的压

力，四大类人才均十分紧缺，管理型人才相对最稀缺(见图5．5)。2企业寡资

源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资源的。塔尖”部分．是“人才中的人才、精英中糟英”

这也充分说明了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

嚣搿学鬈磊㈨嚣簿j搿燃‰÷眢”叶鳓‘蛋聃一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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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才

营针人才广———————————]20 3096
I。。。。。。。。。。。。。‘。。。。。。。。。。。。。。。。。。。。。。。。。。。。。。。。。。1。。。。。。。一技术人d[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1 9 9“

田5．5混州非公盘业晷类人才的需求强度调查

注：

赉舞来鼻：中共湿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姐办盛室．中共疆州市垂组织都．人才工作一十新

曲重要领域一置州非公有剖企业人才工作研兜，疆内田恬堆字(20舛)苇010号．2∞“明

5．1．3温州企业象资源的流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趋明显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企业家为了追逐创新

利润和成功．会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是必然的规律。有的企业寡因为其原有

的环境不利于创新活动，就会流向更有利于其创新活动的地方进行创新．因为

一个地醒企_k家的自嘶环境优劣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以一个地区企业

家瓷源的流动应该包括漉入与流出两个方面．因此。分析温州企业家资源的流

动情况．需要对其流入和流出两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参照本文计算企业家资

源数量的方法．对温州企业家资源的流入量和流出量也以新创办企业的数量进

行估算。

(1)温州企业家赍源的流入。从温州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看，外资厦国内其它

地方的投资是温州经济发展的。短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经济快速健康

发展，温州政府开展了声势浩丈的招商引瓷活动．提出4以民引外、民外合壁”

和“温州之外都是外”的新思路，力求改变外资投资“短腿”的现状．其实．

外资投资较少只是经济发展中的表象，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温州环境不利于外地

企业家来温进行创新取得创新利润和成功，所以他们不会把资金投向温州．从

这个角度来分析．温州当前单纯的招商引资效果肯定不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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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温州企业家资源的流入量比较少、温州企业家以“内生型”为主的情况．

温州市第‘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计算显示，截至2004年．温州民营企业法

人为44478个．与2001年温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的同口径数据比较，民营

企业法人单位数埔加了5482个。而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增加77个，

其它内资企业增加31个．两者合计只增加108个。也就是说民营企业法人单位

增加数中有5374十是已在温的企业家创办，只有108个是外地企业家来温投资

创办。也按照“一个企业有三个股东或台伙人”来推算，2000年至2004年5年

删．温州新增企业家18448人，其中本地成长的为16122人．占98．3％；外地

流入的为324人．占l 7％(见图5．6)。

圈5 6 2000-2004温州企业家奉地成长与外地井L入比较

日本地成长

●外地辚c入

(2)溢州企业家资源的流出。温州企业家资源的流出是伴随着企业的外迁和

对外投资进行的。近几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发

艘盹_曹经济以激发经济活力．并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地企业进行投资。

温州民营企业由于起步较早，资金雄厚，一方面自向外地进行扩张性投资的内

在驱动．寻找更多的市场获利机会：另一方而各地出于种种考虑，吸引温州民

营企业到本地进行投资的热情比较高，使温州的一些企业或者把资金投向外地，

或者整体性外迁，有的甚至是整个行业外迁。温州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外迁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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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温州企业家资源的外流，尽管有些企业总部还在温州，但是由于进行对外

投资，需有企业家进行资源接台和管理，从而也会有一部分企业家流向所投资

地。

据温州市统计局调查．2002至2003年仅2年问，温州企业和在外温州人新

增投赉710亿元，增加工业企业选3140家。参照上述推算方法，这两年问至少

有9000多名企业家流向外地．按照这种速度计算，2000年至2004年五年间温

州可能有22500名企业家流向外地，远远大于324名的流入量(见圈5．7)。

口洫Ⅱ}

■流^

人数 所占比例

98 58％

口流出

一流^

分析温州企业家资源流向，大多流入国内大中城市，跟随企业的外迁方向

和投资的走向进行流动。据温州市统计局资料显示，温州企业家在工业方面投

资主要选择在上海等环境较好的城市．在商业方面投资主要选择在北京、上海、

武汉、沈附、广州、成都、西安、石家庄等大城市。房地产投资向新疆、内蒙

古、河北等中部、西部地区拓展(见表5．2)。‘由于温州企业外迁和投资方向

是上述这些城市，由此得出温州企业家资源也跟随着流向这些城市。

嚣燃≯轰嚣磷絮?嚣张。推粕服黼渊“删和好斟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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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温州知名企业外出投资情况表

企业名称 投资地 投资额(万元) 投资行业

奥康集团 重庆、上海、广州 11550 鞋业、房地产

红蜻蜒集团 上海、广州 4550 房地产、鞋业

报喜鸟集团 上海 6000 服装

红黄蓝集团 绍兴、上海、杭州 3100 童装、房地产

凯泉集团 上海 15200 泵业

华峰集团 福建、内蒙、上海 5600 房地产、制革

荣光集团 河南、昆明 12000 鞋业

瑞安安l^刮电器 苏州 5000 电器

中欧汽车电器 上海 13000 汽车配件

瑞安味丹食晶 北京、长沙 9000 食品

正泰集团 上海、新疆 36477 电器、房地产

德力西集团 上海、石家庄 11125 电器、房地产

人民电器 上海 11000 电器

美特斯．邦威 上海 15000 服装

注：

资源来源：温州市统计局，构筑统一开放有序的资本市场体系全力推进温炳民营经济的机

制创新一关于在外温州经济情况的调奁报告，决策参考，2004，(1)，P8

5．2 温州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分析

企业家资源流动是表象，究其根本原因是影响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因子产生

的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或引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温州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或引

力是相对其它地区而言，因此，要分析温州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或引力情况，

需要与有关城市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根据上述对企业家资源

流出问题的分析，温州企业家资源主要流向北京、上海、武汉、沈阳、广州、

成都、西安、石家庄等城市。所以，为了使研究更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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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分析温州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或引力情况时，主要把上述8个城市以及省

内的杭州、宁波、台州、绍兴等4个城市作为参照物进行比较研究，以探究温

步t't-企业家外流严重的根本原因。

5．2．1 创新动力的“拉力一引力”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可以用温州

对企业家资源进行创新的物质激励程度和精神激励程度来分析温州对企业家资

源创新动力的激发程度，进而说明温州在激发企业家资源创新动力方面的“拉

力一引力”情况。

(1)物质激励程度。从微观层而上分析，温州企业大部分属于古典企业和家

族式企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还很少。这些企业拥有完整的产权束，所有

权、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直接统一于资产所有者身上。很明显，在这类企业里

的企业家既是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决策者，拥有完整的企业产权

和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不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不完全，而造成企

业家付出的努力小于他得到报酬这种所谓的“道德危险”现象，企业家在微观

层面上的创新动力达到了顶点。但是，对一个地区来说，微观上企业家创新动

力的强弱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同益完善的条件下．对该地区对企业家资源

的拉力或引力影响很小，．可忽略不计，因为企业家完全有可能把微观层而的种

种有利条件进行复制和辽移。所以，关键要看该地区宏观层面对企业家物质激

励的程度。温州是一个典型的“政府贫人民富”的城市，国家对温州的投入很

少，温州的发展主要靠自身的积累，而这科；积累大部分来自于企业的税负，与

我国诸如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相比，温州企业的税收负担较重，企业家

所获取的创新利润有一部分以较重的税收形式上缴温州市财政，造成企业家物

质激励程度方面相对偏弱。同时，温州政府对企业收费项目繁多，数量巨大，

也侵蚀了部分企业家的创新利润。周星宏的一项研究表明，温州政府部门基于

职权的各类创收活动非常普遍，有名目繁多的向管理要钱，变管理为钱的做法

导致乱收费现象极为严重，全市有账可查的收费每年达到30个亿，与税收额持

平。’另外，尽管温州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家按照产业发展要求进行经营，对其取

得突出成绩者进行物质激励，但是这种奖励一般都是虚拟的，今天市财政的钱

t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修订版>，浙江入学出版社，2004，

P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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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企业，明天就要求企业以各种形式捐献出来。这种做法大多基于企业家“有

钱、不在乎钱”理念，忽视了企业家进行创新获取创新利润也是其重要目标之

一的追求，企业家对此很反感，不仅物质激励的效果未达到，还在一定程度上

挫伤了企业家的感情。

(2)精神激励程度。美国心理学家阿尔布汉姆．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

中提出，人具有五个基本的需求，即生理的需要、保障或安全的需要、归属或

取得他人认可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1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

企业家的需求总体上应该属于后三种需要，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因此，对企

业家进行精神激励更具有效性。企业家的创新工作，有着较大的风险性，不可

避免地有失败的痛楚和成功的喜悦。地方政府应该对其成功要认可和表彰，对

其失败要理解和宽容。温，·I'1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不够，措施比较贫乏，局限

于给企业家一一些政治荣誉(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或组织开展一些优秀企

业家评比活动，力图对那些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企业家进行表

彰。这种方式，虽然某种程度上起到一定作用，但效果很有限。其理由是：其

一，出发点有偏差。当然为政府的施政目标做出贡献作为表彰企业家的出发点

有⋯定的合理性，无可非议，但是这远远不够。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地方政

府对企业家进行精神激励的出发点也应以创新为毒，只要在这方面有突出成绩

的就应该给予表彰和鼓励，而为政府的施政目标做出贡献只是企业家创新的一

个副产品而己，不能把副产品作为企业家精神激励的出发点。其二，范围比较

狭窄。只是对一流企业家进行激励，对大部分企业家的成功政府未进行有效关

注，未形成梯度的激励措施，造成政府的许多荣誉多数集中在大企业的企业家

身t，而对温州就业、税收等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小型企业的企业家，政府基本

上未给予与之相称的荣誉，挫伤一大部分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其三，没有比

较优势。相对而言，温州是一个企业家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其“敢为人先、特

别能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正是其它地区企业家亟需培育的精神。因此，全国各

地非常关注温州的企业家，想方设法吸引温州企业家，就连上海也提出要大力

吸引温州企业家，许多在温州政府看来“不值一提”的企业家经常成为其它城

市政府的座上宾。相反，温州政府认为企业家办企业是替自己赚钱，对大多数

企业家基本上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对他们创新的成功未给予有效的鼓励，

[美]喻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数第9煽(郝国华、金慰沮、葛昌权，译者)，经济科学出版丰土，1993，
P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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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在创新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失败未给予有效的帮助和支持，忽视了企业

家资源的开发和吸引，甚至有时候对他们的创新设置了种种障碍，使企业家有

一种“寒心”的感觉。

可见，评价企业家创新动力的两个因子都表明，温州在这方面虽然采取一

些措施，做了一些工作，但与之相比较的城市相比，其力度广度深度等都不够，

对企业家的拉力相比较小，其引力电非常弱。

5．2．2创新空间的“拉力一引力"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企业家创新

活动或多或少受到其所在的环境约束，不能脱离环境进行创新活动。环境约束

越少，其创新空间就越大，企业家就越容易进行创新；环境约束越多，其创新

空间就越小，束缚了企业家进行创新的“手脚”，不利于企业家进行创新。创新

空间包括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三个方面，这里分别用制度政策分析

温州的政治空间，用市场化程度、融资条件分析温州的经济空间，用文化支撑

分析温州的文化空间，进而得出温州在企业家创新空间方面的“拉力一引力”

情况。

(1)制度政策。改革开放前期，温州在制度和政策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当

时，国家对私营企业采取限制发展的政策，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仑业主进行创新

的政治空间较少，动辄以“剥削者”的政治“帽子"进行扣压；另外，对地方

政府发展民营经济也采取限制和不支持政策，地方领导人对发展民营经济要冒

很大的政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温州政府立足温州实际，以极强的创新精神

和超人的胆识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和鼓励企业家进行创

新，发展民营经济。1978～1985年期问，温州政府支持家庭或个人以及它们的

联合体将其生产经营活动挂靠在具有法人资格的公有制企业(或政府)名下，

向被挂靠单位交纳一定的费用后，对外以被挂靠单位名义开展业务，取得公有

制企业所特有的便利条件从事经济活动，避开了当时国家在政策上对个体、私

营等纯粹私有性质的经济组织的歧视和限制政策，以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1987年11月，温州政府以文件的形式颁布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

的暂行规定》(温政[1987]79号)，这使得温州成为中国最先采用“股份合作

企业”名称并将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成功推广的地区。继温政[1987]79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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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温州政府1988—1997年几乎每年出台一个文件，先后出台共7个关于股

份合作制仓业文件。所有这些以高频率颁布的文件，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给

民营经济披上股份合作制外衣，视其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另一

方面则尽可能为民营经济提供公开的政策支持。可以说，改革开放前期，温州

政府为了发展民营经济做出了巨人的努力，积极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为企业

家创新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上的保护，人人解放了企业家在创新上的“政治束缚”，

极大的促进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也正是温州政府的“无为"中的有力作为，

温州才成为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才有温州今天的辉煌。

现在，国家已在政治上明确承认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也采种鼓励和

支持的政策发展民营经济，对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民营企业家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丰义的建设者加以肯定，企业家创新不必担心其政治上的后果。特别是党

的十六大，前所未有地为民营企业家进行正名，彻底扫除了企业家创新的政治

障碍，使企业家创新的政治空间空前宽广。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上指

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

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

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并对坚持和完善基本经

济制度提出了“两个必须毫不动摇"的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同时，十六大

通过的新党章明确了除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外的其他社会阶层的

先进分子，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用党章的形式回答了私营食业主

可以入党的问题。另外，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

障碍。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

业享受同等待遇。”32005年，国务院还正式下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

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都说明现在国家在政治层面完全接

受民营经济以及民营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因此，这种为企业家创新只提供政治

‘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4，P204——205

2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党建读物i{=：}版社，
2004，P213—214

3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4，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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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庇护"的政策已明显失去作用。而且在国家政策大框架下，再加上制度和

政策的可复制性，各地出台的一些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具有雷同性，要想

再取得制度和政策上的比较优势，必须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进行深度创新。

但是，近年来，温州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制度和政策创新

还沿袭原来的路径，即在“拼优惠”，而且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拼优惠”

的结果就是拼出比较劣势，“你优惠别人史优惠”，便温州在制度和政策方面不

但原有的先发优势消失怠尽，而且还落后于其它一些地区，保守估计也是处于

持平的状况。倪鹏飞(2005)的一项研究表明，温州的制度竞争力指数为0．741，

低于绍兴(i)、宁波(O．913)、上海(O．907)、杭州(0．797)、成都(0．773)，

在与之12个相比较的城市中列第6位，处于中等水平，与浙江省的台州差不多

(0．733)(地图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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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城市制度竞争力比较

团指数!

注：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5年，P394整理得出

(2)市场发育程度。温州市场经济发育较早，当时温州政府为摆脱计划经济的束

1倪鹕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鼠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iH版社，2005，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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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或默许或支持发展市场经济，取得明显的成效，以“小商品、大市场"闻名全

国，专、也市场发展较好，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商品市场空间，走在全国前列。

但不幸的是，温州没有保持良好的市场发育势头，没有抓住机遇在原有较

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致使后期温州市场发育缓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商品市场萎缩。温州商品市场发展经历“行商类型的市场活动(即供销人

员外出寻求产品市场)、坐商类型的市场活动(即专业市场)、内部化的营销系

统”三个阶段。1目前，温州商品市场已处在以企业内部化的营销系统逐步取代

原来由供销员和专业市场所发挥的功能，专业市场严重消退，一些原本在全国

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专业市场由于政府没有很好扶持等原因而在走下坡路，例如

繁华一时的桥头纽扣市场和温州市区的妙果寺市场如今只能勉强维持，陷入十

分尴尬的境地。这并不说明温州的商品市场走向高级化，而恰恰说明温州的商

品市场正在萎缩，不利于企业家创新。因为，专业市场能有效降低企业家创新

成本，拓宽企业家创新空间。专业市场发展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发挥作用，

而行商类型活动和企业内部化的营销系统大多依靠企业的自主行为，对大多数

企业来说是没有办法的选择，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是要素市

场发育严重滞后。要素市场如土地、人才等要素市场发育较慢，远远落后于企

业家创新的需要。主要原因是要素市场具有垄断性，是政府部门获取租金的重

要来源，再加上温州“官商结合”现象极为严重，有一小部分企业家利用自己

与官员关系较好或用“请客送礼”或用“搭暗干股”等，低价获取要素资源，

严重破坏了要素市场的正常运行，使各种要素价格极度扭曲，要素市场得不到

正常发育。由此可见，目前温州市场化发展滞后，不能适应温州经济发展和企

业家创新的需要。倪鹏飞(2005)的一项研究表明，温州市场发育程度指数为

0．815，在全国50个城市分项竞争力排名中倒数第7位，与本文所列的12个

城市比较，仅高于武汉(O．790)，比其它11个城市都低，列12位(见图5．9)。

2倪鹏飞这项研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也不能从中简单的认为温州市场发

育程度如此之差。从樊纲等人选择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

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

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5个指标作为衡量市场化程度依据的情况来分析，温州

民营经济和市场中介组织都较为发达，尽管商品市场萎缩和要素市场发展严重

1变晋川、金祥荣、赵伟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娴模式研究(修订版)，浙江入学出版社，2004，P100

2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义献出版社，2005。P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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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等影响，综合起来，温州的市场发育程度应该还处在一般水平。但是，倪

鹏飞的这项研究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本文对温州市场化程度的判断，这种现象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外界看来，温州的市场发育程度应该是好或者较好，地方

政府也这样认为，所以对市场发育工作不够重视，长此以后，将会严重影响温

州的经济发展，也会成为温州今后经济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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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城市市场发育程度比较

注：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5年，P396整理得出

温州市场发育程度一般，说明温州企业家进行创新所需的资源与其它城市

相比更多的依赖于其它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一般地讲，利用市场手段获取

资源，更具公平性、廉价性和自主性，而且市场所提供的资源也更具丰富件，

企业家创新所需资源通过市场会更容易满足。特别在当前买方市场的情况下，

只要有需求，市场就会供给，而且速度会较快，其它手段则没有这些优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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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企业家运用其它手段获取创新资源会提高其创新成本。可见，从这个角度讲，

温州企业家创新成本要大于与之相比较和相竞争的城市。

(3)融资条件。分析温州的融资条件，需要从融资的规模和融资的便利性两

个方面来考察，只有两者都较好才能说明温州的融资条件好，不能单纯地以一

个因素来判断温州融资条件的优劣。因为，即使融资规模很大，如果融资便利

性较差，也不能满足企业家创新的要求：如果没有资金的规模作保障，融资的

便利性也无从谈起，企业家创新肯定会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

从融资的规模来看，一方面温州官方资本市场规模不大。2004年末，温州

共有17家商业银行、15家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935亿元，贷款余额

1534亿元，金融保险业实现增加值82亿元。另一方面，温州民间资本十分雄厚。

据温州iH银监局估算，全市民间资金在1000亿元左右，民间借贷资金在400亿

元左右。‘可见，尽管温州官方资本市场不发达，资金规模较小，但是由于民间

资本充裕，有力弥补了温州官方资本市场的不足，企业家创新所需的资金基本

上能得到潜在保证，当然现实保证还需看企业家创新获取资金的便利程度。从

融资的便利性来看，一方面，由于国有银行及其它国有金融机构还未真正跳出

计划经济的思维，把贷款对象基本上锁定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以及大型的民

营企业，对温州量大面广且具有发展活力和潜力的中小企业支持不够，这些中

小企业要想从国有会融机构获得资金很困难。由于温州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这

说明了温州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企业家很难从国有金融机构获得创新资金。另一

方面，温州的民间资本市场较发达，从理论上讲企业家创新所需资金完全可蛆

在“民间资本市场”上得到有效解决，但是由于温州的信用体系不发达，“民间

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大多以“人格化"交易为主，即企业家创新所需资金绝大

多数向亲朋好友筹集。这种“人格化"的资金交易方式有一个鲜明的局限，就

是筹集资金的规模很小，很难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创新所需的大量资金。

其实，事实上温州企业家创新资会大量从“民间资本市场”上筹集属于民间地

下乃至半地下的融资活动，在法律上是非法，在操作上不规范，其运行成本、

交易成本高于正式融资，业者风险更大于正式金融业，不具可行性。

从上述分析可得出，在融资条件方面，湿州存在明显缺陷，尤其是大量中

小型企业的企业家很难在温州筹集到创新所需的资金，这样的后果是企业家创

f慧杰，温州竞争优势研究一基于波特“钻石理论”的分析：[硕士论文3，同济人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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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只能在较窄范围内和较浅层次进行，广度和深度都明显不够，也会造成企业

家和企、ik长期“长不大”，必须进行金融改革。史晋川I等认为，要解决温州民营

企业“长不大”问题，金融改革必须突破，因为“非国有企业要靠自身的内部

资本积累、利润再投资扩张规模，不大容易奏效；即使奏效，所费时间也旷日

持久”。‘倪鹏飞(2005)的一项研究表明，温州资本竞争力为0．615，与之相

比较的12个城市相比处于中等水平，排第7位，夕T'uI!，{l匕i京(0．929)、上海(1)、

武汉(0．633)、广州(0．725)、杭州(0．714)、宁波(0．625)之后(见图

5．1 0)。2

温州

台州

绍兴

宁波

杭州

石家庄

两安

成都

广州

沈阳

武汉

上海

北京

r o U．0 L0
L

V“ l 0．528。

l 0．609

1 0．625

1 0．7 714

110．585

IlO．585

l U．DOl

I、 ’U． ，Z0

|f 1 0．577

l 0．633
一

|1

。。 一0．929

0 O．2 0．4 0．6 0．8 l 1．2

图5．10城市资本竞争力比较

囹指数

注：

资料米源：根据倪鹏毪《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5年，P377整理得出

(4)义化支撑。温州区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创新文化特征。可以说，温州企业

家群体的异军突起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本质上讲与其创新文化基因结密结

’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修订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P57

2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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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是创新文化的外在体现。没有温州的创新文化，就没有温州企业家的创新。

温州创新文化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渊源。温州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一北京较远，

再加上温州就全国来讲其地位不是很突出，中央政府对其控制较弱，有“自古山

高皇帝远”之称。因此，中国的主流文化对其影响较弱，常常表现为根深蒂固的

地域传统，习俗、道德、宗教在政府管理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与受主流文化影响

较重的苏南地区相比：政府主要倾向于强制性社会控制，¨I二L“,gW”政策、法律、纪律

等作为管理手段，苏南人民的集体意识因而也就非常浓厚。温州地域文化渊源是

“永嘉文化”或“瓯文化”，主要表现为：开拓解放，豪迈大气，重经世致用，

强调个性、个体、能力；重物惟实、以利和义的哲学思想和经商理财、以人为本

的经济思想，其核心就是“事功”学说。在“永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当今

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实践型创新文化，讲究功利、经济进取、善子学习、敢于冒

险、务实进取、敢于竞争的思想观念，注重发展工商业，具有吃苦耐劳、勤奋苦

干的精神。这种文化与市场经济所需的观念和精神相吻合，与企业家创新所需的

精神相—致，为企业家创新提供强烈的文化支撑。倪鹏飞(2005)的～项研究表

明，温州具有很强的文化竞争力，在全国50个城市分项竞争力排名中文化竞争力

列第2位(见图5．11)，其中创业精神指数列第1位；创新氛围指数列第2位，

仅次予苏州。1

倪鹏飞，中围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39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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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

台州

绍兴

宁波

杭州

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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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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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上海

北京

0 O．2 0．4 0．6 0．8 1 1，2

图5．II城市文化竞争力比较

}囫指数

注：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5年。P392整理得出

但是，对温州区域文化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部肯定，对其劣根性也要正视。

其一，这种崇尚个人能力的文化，演绎出的“宁为鸩头，不为风尾”的思想，

使企业家之11二Ij难以进行有效合作，联合攻关，严重抑制了企业家创新能力整体

合力的充分发挥，也不利于做大做强企业。其二，温州是一个老城且城市较小，

有着“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熟人文化”比较明显，企业之间“人格化”交

易比较突出，企业家进行创新以及企业办事还经常需要“托熟人、打招呼”。同

时，温州商人利用行政资源获取私人利益的思想浓厚，“官商结合”现象极为严

重，部分企业家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另外，部分温州人习惯用区分“温州人"和“外地人"的心态去行事，加上风

俗习惯、民问礼仪、独有的方言均自成一套，弱化了城市的包容性。这～方面

使温州本地企业家进行创新的非正式支出明显增加，不利于企业家集中精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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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入创新，要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请客送礼"上，大大提高了企业

家的创新成本。根据世界银行(2003)对23个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比较，温州企

业的非正式支出(非正式支出主要是指企业给政府机构、公务员送礼及行贿在

其营业性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23个城市中，仅次于西安，列倒数第二位(见

图5．12)。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缺乏包容性，外地企业家很难融入温州，也很

难在湿．州落地生根。

团非止式支付占营业性收入的百：

0．5

O．4

0．3

O．2

O．1

0

北 长 重 大 广 杭 昆 南 上 天 温 郑

京 春 庆 连 州 州 明 昌 海 津 州 州

图5．12城市问非正式支付测度比较

注：

资料来源：David Dolfar，Anqing Shi，Shuilin Wang，Lixin Colin Xu： 《通过改善投

机环境来提高城市的竞争力：中国234、城市排名》(Improving City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the Investment Climate：Ranking 23 Chinese Cities)，世界银行，2003年12

月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

从以上分析可得出，在衡量企业家创新空间4个“拉力一引力”因子中，

与温州仑业家流入较多的8个城市和省内4个城市相比，制度政策因子和融资

条件因子处于中下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因子处于一般水平。文化支撑因子尽管

在创新文化方面处在高位，但是由于其“熟人文化”严重影响了外地企业家资

源的真正融入，综合防者，文化支撑因子也处在中下水平。综上所述，温州在

企业家创新空间方面对本地企业家资源的拉力相对不足，对外地企业家资源的

引力明显弱化。

5。2。3创新资源的“拉力一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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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不同经济社

会发展阶段，企业家创新所需资源明显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企业家创新

在给他们以良好的制度安排基础上，主要创新资源是原材料和劳动力。当前，

在知识经济时代，根据温州已是工业化后期的实际，温州企业家创新主要需信

息资源、土地资源、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如果温州以上四种资源丰富，说明

温州在企业家创新资源方面的拉力或引力就强。

(1)信息资源。一个地区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信息资源如何，可以用企业家在

该地区获取信启、的深度、广度和快度来粗略估算。在获取信息的广度方面，温

州企业家创新所需的商业信息基本上依靠温州在全世界的营销网络来获取。当

然这种获取信宸、的方式具有天然的优势，快速便捷，并且因信息过滤环节较少

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但主要依靠这个渠道获取信息资源远远不够，会使信息获

取渠道过窄，不能有效满足信息社会温州企业家创新所需信息的需要，政府应

搭建足够的信息平台供企业家创新获取信息。在获取信息的深度方面，由于温

州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较少，造成原创性信息明显不足，承接国际先进技术

和r}、仃沿信息的能力明显较差，使企业家创新所需的技术和科学信息很难在第一

时间或较早时间传输到温州，供企业家创新参考，特别对企业家创新所需的重

大核心信息很难被温州企业家所获取。在获取信息的快度方面，温州地处“长

三角”和“珠三角”边缘地带，既不属于“长三角”区域，又不属于“珠三角”

区域，与其它城市相比，很难迅速接受这两个中国经济最发达区域的信息幅射，

有些信息即使传到温州，也因为时滞较长而失去信息原有的价值。

造成温州信息资源较贫乏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温州政

府借门温州产业发展情况，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不重视，资金投入较少，

造成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其实，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任何一种产、|k，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信

息资源起着先导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作支撑，信息资源就失

去承载的基础。这就如汽车与公路的关系，没有公路，再多的汽车也不能发挥

作用。倪鹏飞(2005)的一项研究表明，温州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指数为0．268，

与其它12个城市相比处于下游水平，排第lO位，列北京(0．832)、上海(0．935)、

沈阳(0．422)、广州(0．849)、成都(0．28)、石家庄(0．468)杭州(0．312)、

宁波(0．3"／2)、绍兴(0．292)之后(见图5．13)。1可见，温州如果不在信

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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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获取信息，而只是沿袭原

有的营销网络获取信息，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其差距会越来越大，

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也将会丧失发展的良好机遇。

◇◇零牵§◇§鼋◇§疼蒂孝
图5．13城市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比较

l园指数

注：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弋《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5年，P386整理得出

(2)土地资源。温州足典型的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地区，人均耕地0．32亩，

不足全围甲均水平的血分之～，列浙江省末位。据温州市土地部门统计，今后

温州可用的建设土地面积只有55万亩，按照前5年间年均5．4万亩的用地速度，

不到10年将全部用完，土地资源已越来越成为企业家创新发展的瓶颈制约。1

另外，温州市统计局(2005)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前温州不但土地资源严重

缺乏，而且土地利用水平也十分低下。2004年底，温州2423家规模以上样本企

业共占用土地31305亩，实现销售产值883。39亿元，提供税收36．37亿元，总

资产780．17亿元，平均每户企业占地13亩，每亩土地创造产值只有282万元、

每卣土地提供税收仅12万元，每亩土地资产仅249万元，2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

平。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参照，全市27个主要工业大类中，

1温州市统计局，强化集约用地缓解十．地瓶颈制约一关于温州工业用地投入产出情况的调查，决定参考，

2005，(2)。Pl

2湿州市统计局，强化集约用地缓解土地瓶颈制约一关于温州工业用地投入产出情况的调查，决定参考，2005，(2)，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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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服装制造业外，其他26个行业均明显低于参考水平，其中有18个行业的单位

土地产值不到参考值的50％，有17个行业的单位土地资产不到参考值的50％。

按土地产出率差距程度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列入第一层次的为土地产出率达

到或接近国际参考水平的行业，包括服装、鞋革、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等4个

行业，与国际参考水平的落差均少于25％；第二层次为土地产出率与国际参考值

落差介子30％-60％的行业，包括金属制品、印刷、造纸、农副食品加工、纺织业、

通用设备、橡胶制品、化学原料、专用设备、电气机械、文化用品、塑料制品

等12个行业；第三层次为土地产出率与国际参考值落差超过60％的行业，包括

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家具制造、医药制造、食品饮料、

非金幅矿物制品、仪器仪表、工艺品、电力和水的生产等11个行业。其中，高

新技术产业相差更大，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医药制造业

仪为国际参考水平的12％、21％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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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主要行业单位土地产值与国际参考水平比较

单位：万刃亩

国际参 温州为 国际参
温州

行业名称 温州 行业名称 温州 为参
考值 参考值％ 考值

考值％

·、著距低T 30％的行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04 667 60．6

自．色金属压延加工业 468 600 78．0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46 400 61．4

鞋革、毛皮及其制品业 386 467 82．7 塑料制品业 270 400 67．5

黑色金属乐延)3n3-业 351 400 87．7 二、差距超过60％的行业

服装制造业 497 467 106．4 通信、计算机及电子 355 3000 11．8

一二、差距在30-60％的行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5 267 20．7

金属制品业 237 567 41．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80 1333 21．O

印刷业 227 533 42．5 丁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138 533 25．9

造纸及纸制品业 177 400 44．2 家具制造业 12l 433 28．0

农副食品加工业 247 533 46．3 医药制造业 154 533 28，9

纺织业 186 400 46．4 食品制造业 165 533 30．8

通用设备制造j比 248 533 46．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5 333 31．5

橡胶制品业 220 400 55．O 饮料制造业 173 533 32．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241 433 55．7 仪器仪表及办公机械 278 800 34．8

专用设备制造业 231 400 57．7 电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93 533 36．2

注：

资料来源：温州市统计局，强化集约用地缓解土地瓶颈制约一关丁温州工业用地投入产出

情况的调查，决定参考，2005，(2)，P3

可见，一方面，温州土地资源极为贫乏，与企业家创新所需土地数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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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反差，土地供需严重不平衡，再加上土地资源是刚性资源，不可能通过大

幅度提高其供给量来解决需求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温州土地资源在极为有

限的情况下，又被低效益占用或投机占用，造成工业、商业用地价格猛涨，许

多企业家因承受不了创新所需的土地资源成本，不得不转移创新地点，以降低

创新成本。

(3)科技资源。温州高等院校较少，除为数不多的几所职业技术院校外，只

有温州大学和温州医学院两所，其高等院校的质量和层次都不高，具有国内国

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和学科带头人很少。另外，温州科研机构实力十分弱小，许

多科研机构难以维持正常的工作运转，更不用说能出高层次的科研成果。这些

都构成了温州科技资源缺乏的重要因素。据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

2002年温州R&D折合全时人员仅1491人年，仅占浙江省总量28604人年的5．2％，

居浙江省各市的第6位(见图5．14)。温州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有13726人，

仅占浙江省总量的9％，居浙江省各巾．的第5位。1

10000

8000

6000

注：

资源来源：中共温州市委组织部、温州市人事局，温州人才发展战略研究，温内图临准字

[-2003]第022号，2003，P6

中共温州市委组织部、温州市人事局，温卅{人才发展战略研究，温内图临准字(2003】第022号，2003，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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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鹏一15I(2005)的一项研究表明，温州科学技术竞争力在全国50个城市中

列第35位，其中科技实力指数、科技创新能力指数、科技转化能力指数等三个

指标，在全国50个城市中分别列第37位、30位和36-位。1与之比较的12个城

市相比，科学技术竞争力列第12位，其中科技实力指数、科技创新能力指数、

科技转化能力指数等三个指标列第13位、11位和13位(分别见图5．15、图5．16、

图5．17、图5．18)，2即科技实力指数和科技转化能力指数分别处在术位，科

学技术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指数分别处在倒数第2位和第3位。可见，无论

从全围范围来看，还是从与之比较的12个城市来看，温州的科技资源十分贫乏，

不具有竞争力。

1．2

1

O．8

O．6

O．4

O．2

0

一

。、
㈠j 9：。一。j?一，|；‘‘。?‘： ’。、；

-

tt，

一

0．588 ．

tO 10l一一 ___。尚2_时一。筒?。笛譬。尚9|69--H _。带!斧筒?紫等两

矿梦岁秽≯<审≯矿∥≯秽矿≯
图5．15城市科学技术竞争力比较

囝指数；

注：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5年，P380整理得出

1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380

2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38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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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城市科技实力比较

团指数{

注：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匕《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5年，P380整理得出

◇◇零牵§◇§毋◇§毋蒂蔷’
图5．17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比较

}团指数i

注：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色《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5年，P38l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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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城市科技转化能力比较

{团指数；

注：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5年，P381整理得出

(4)人才资源。相对而言，温州企!比家资源比较丰富。张一力认为，温州是

一个仑业家人力资本相对富裕而专业人力资本相对稀缺的地区，属于企业家人

力资本富裕型。1根据本文估计，2004年温州企业家资源13万人。温州市统计

局(2005)的一项调查表明，温州专业技术人才27．46万人，技能人才21．69

万人，经营管理人才(除企业家外)10．69万人。2企业家资源、专业技术人才

资源、技能人才资源、经营管理人才资源的比例为l：2．1l：1．67：0．82(见

图5．19)。这组数据表明，在温州，1个企业家资源与之相匹配的专业技术人

才资源只有2．11人，技能人／d‘资源只有1．67人，经营管理人才资源只有0．82

人。如果再把这些人才的分布考虑在内，由于多数专业技术人才分布在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与企业家相匹配的其它人／4’资源就会更少，这很难适应企业家

创新对人才的需要。

‘张一力，人力资本与Ⅸ域绎济增长．浙汀大学m皈{}，200 5，P1 03

2温州市统计局，树立科学的入才观构筑温州入才保障体系一温州市入才监测统计报告，决定参考，2005，(5)，
P4



第s●E～叁^掌寰再现班麓壹啦寒赘张瞬。艳力一{f力。毋孵

圈5．19温，H不同类别^才斑鼻比较

同时．与企业家资潭相匹配的其它人才资源的质量也不高。据温州市统计

局统计蓝}料显示。在专业技术人才蹙源中，温州中高级职称人才比例明显偏小．

只有9．59万人．占全部专业技术人才比重的34．g绋，其中高级职称人才只有

1．8万人，仅占争部专qk技术人才比重的6．5雅．在全市21．69万人的技艟

人才中。高级技师、技师仅占7．“．而初级、中级工则占76．弧。1

另外，温州企业规模普追较小，不利于人才集聚．温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巾，年营业收入3000万元以上企业1200余家，从业人员47．47万人；年营业

收入3000万元以下企业约4200家。从业人员42．92万人，平均每寒企业从业

人员分别为390人、102人；规模I；I下工业企业2．32万家．从业人员41．63

万人，平均每家企业从业人员18人。认才集聚与企业规模关系密切，以工业企
业为倒，按营业收入分组统计．专业技术人才与技能人才之和占从业人员比重

与企业规模呈正帽关关系，同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占从业人员比倒与企

业规模也呈正相关关系，即企业规模越大．人才的比例越高<见表5．4)．

。裂酱椭一盘秭蚴^才1椭洲^才觯悻幕-羞”“才苴桃计擢乱姓”。”‘
3■州市麓仟用．辫t科拳的人才震构筑■闸^才慑—件囊一■州市人拙■t计报告．瑰定●考，椰，
(5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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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企业规模与人才集聚的关系

专业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 大专以上文化人员占从业
企业按营业收入分组

占从业人员比重(％) 人员比重(％)

500万元以下 13．1 5．6

500万元一1000万元 16．7 6．2

3000万元-5000万元 19．9 7．2

5000万元一l亿元 24．4 8．8

l亿元一3亿元 26．8 9

3亿元以上 29．7 14．5

注：

资源来源：温』-I'1市统计局，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构筑温州人才保障体系一温州市人才监测统

计报告，决策参考，2005，(5)，P9

因此，温州除企业家资源外，与企业家资源相匹配的其它人才资源的数量

较少，质量不高。而且由于企业规模小、产业层次低、吸纳人才的载体不多，

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吸引更多的有关人才向温州集聚。然而，温州企业家创新不

会因为人彳‘4<够而减弱或停止，对人才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如果温州满

足不了企业家这一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家资源流向外地。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在衡量企业家创新资源4个”拉力一引力”因子中，

与温州企业家流入较多的8个城市和省内4个城市相比，温州信息资源因子和

科技资源因子处于下游水平。在土地资源因子方面，土地资源已成为企业家创

新的瓶颈制约；在人才资源因子方面，人才资源根本不能适应企业家创新的需

要。综上所述，温州企业家创新资源极为贫乏，对本地企业家资源的拉力严重

不足，对外地企业家资源的引力相当弱小。

5．2．4 创新能力的“拉力一引力”

根据熊彼特创新埋论和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理论，企业家的创

新能力是天然禀赋，与生俱来。但是后天培养也十分重要，一方面要靠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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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要为之提供良好的条件。企业家自身努力是提高其创新

能力的内因，起着关键和主导作用，但对～个地区来说，讨论企业家自身努力

程度不具有实践意义，更重要的是讨论该地区为企业家提高创新能力所创造的

条件如何。下面，用学习交流平台和：【作生活环境两个因子来分析温州在提高

企业家创新能力方面的情况，进而来分析温州在这方面的拉力或引力。

(1)学习交流平台。温州各类商会和协会比较发达，这些商会和协会不仅是

企业家组织自身的有效载体，也是企业家学习交流的有力平台，已成为企业家

提高创新能力的鼋要场所。与之比较的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温

州政府由于存在“企业家能力建设是其自身事情、政府很难作为”的理念，对

企业家能力建设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不多，载体明显缺乏。目前，全市培训党

政人彳‘、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班和平台较多，而专为企业家开设的培训班几乎

没有。另外，为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类人才提供的免费高层开放式学习平台只

有《温州讲坛》一个，而且其内容也是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涉及企

业发展的则很少，·例如2004年举办的8期《温州讲坛》，没有一期是有关企业

发展的内容。可以说，温』、li政府为企业家提供的学习交流平台相当少，不能适

应企业家创新能力提升的需要。而且，学习交流平台属于公共产品，外部性很

强，投入较大，运用市场机制只靠私人投入远远不够，必须主要依靠政府“看

得见的手”的强力干预。但可悲的是温州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学习交流平台的

特殊性，也过分强调市场手段，造成温州学习交流平台严重缺乏。由于学习交

流，{，台特别是离层次学习交流平台严重缺乏，致使温州食业家知识刁<能及时有

效更新，其创新能力也就会逐步弱化。

(2)]二作生活环境。温州有山有水、有江有海，山川I秀丽，气候宜人，常年

平均气温约18摄氏度，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境内有洞宫山、雁荡山、括苍山三

大山脉，有瓯江、飞云江、鳌江三大水系，有被称为“自．岛之县”的洞头县，

有雁荡L【j、楠溪江，百丈澡一飞云湖三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乌岩岭原始森林、

南麂岛海洋生物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9个省级风景区，旅游景区面积

占围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应该浼，温州的自然条件相当好，适宜人类生活居住

的城市。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温州没有充分发挥这一独有的资源察赋比较优

势，并加以开发利用。而是为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导致自然环境破坏严重，

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工作生活环境不断恶化。另外，由于规划不科学，未能很

好利用温州独特的山水资源，城市品位不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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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欠债较多，不能适应人们的需求。造成温州与其它城市相比，环境竞争力处

于中等水平。倪鹏飞(2005)的一项研究表明，在50个城市分项竞争力排名中，

温4,1，I环境竞争力列24位，在与之比较的12个城市中，列第8位(见图5．20)。
L

1．2

l

O．8

0．6

O．4

O．2

O

爹◇零牵§◇牵秽◇§淤帝孝、
图5．20城市环境竞争力比较

j团指数I

注：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卒{：，2005年，P389整理得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在衡量企业家创新能力两个”拉力一引力”因子中，

在学习交流平台方面，温州民间的学习交流平台较发达，而政府为之提供的学

习交流平台特别是高层次学习交流平台严重缺乏，两者综合，可以估计温州在

学习交流甲台方面处于中游水平，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或引力中等；在工作生

活环境方面，尽管温州原先自然环境资源较好，但冈未注重保护、开发和利用，

破坏严重，企业家工作生活环境处于下游水平。综上所述，在提高企业家创新

能力方面，温州对本地企业家资源的拉力和对外地企业家资源的引力都处于中

下水平。

1倪鹏飞。中国城r钿．竞争力报告一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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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温州企业家资源外流严重的原因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企业家不是连续和单个出现，而是间隔群体出现，

因为，“如果一个人或少数人成功地前进，那么许多困难便会消失。于是其他人

便会步这些先驱者的后尘，就象在此刻所能达到的成功的鼓舞下，他们将要明

确地去进行那样”。’这种企业家问隔群体出现的特性，使企业家资源的流动也具

有群体性，温州大量企业向上海迁移就是充分的实践证明。这种企业家间隔群

体出现的特性也会造成另外一个结果，即企业家对其创新环境不是要求中等，

而是要求一流，只要有一个地区的创新环境比你优化，企业家就将会成群地迁

移到该地区。

根据上述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扩展性阐述和企业家资源流动“拉力一引力’’

理论，综合影响企业家创新的四大因素“拉力一引力”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一方面，温州对本地企业家资源的拉力不够，即F拉小于另一地区的(F

引--F流)，致使许多企业家到另一地区进行创新发展，使本地企业家资源大量外

流；另一方面，温州对外地企业家资源的引力不够，即F引小于另一地区的(F

拉+F流)，致使外地企业家不愿意来温州进行创新发展，使外地企业家资源流入

温州很少，不能弥补温州本地企业家资源流出的缺口，从而造成温州企业家资

源大量严重外流。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译者)，商务印书馆，2000，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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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温州吸引企业家资源的对策措施

温州吸引企业家资源，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增强对本地企业家

资源的拉力，尽量不使之向外地流动；另一方面加大对外地企业家资源的引力，

努力使之向温州流动。不管是增强“拉力”还是加大引力，都需要从温州本地

实际出发，从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动力、拓展企业家的创新空间、丰富企业家的

创新资源、提高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入手，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大力吸引企业

家资源，促进温州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6．1 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动力

6．1．1 保护企业家的创新利润

企业家创新利润是企业家的合法所得，必须得到有力保护。(1)转变观念。

不能简单地把企业家定位为“剥削阶级”，也不能简单地把企业家的创新利润看

作“企业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所得”。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全社会对企业家

作用和地位重要性的认识，使全社会人员牢固树立企业家创新利润也是其辛勤

劳动所得的思想，切实克服“红眼病”和“仇富心态”。(2)落实政策。全面贯彻

《宪法》规定的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精神，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和收

益分配权以及企业家的名誉、人身等各项合法权益。(3)公平税费。对现有的税

收和收费政策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在不与国家规定的税收政策相冲突的前提

F，尽量降低企业家创新各种税费负担，坚决制止和杜绝以各种理由增加企业

家创新的税费，并对擅自增加企业家创新税费负担的行为，严厉查处，追究相

关责任人的责任。

6．1．2营造重才爱才环境

环境造就人才，环境推动企业家创新，必须大力营造重才爱才环境，使企

业家创新受到全社会支持，使企业家得到今社会尊重。(1)加大宣传力度。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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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企业家的正面宣传工作，积极宣传企业家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和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困难以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改变当前社会

上对企业家的一些负面看法。(2)实施奖励制度。不仅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重大贡献的企业家进行重奖，而且还要注重对企业家创新工作的奖励。在不同

的行业设置不同的奖励项目，使企业家创新成功都能不同程度上得到奖励。对

温州来说，当前可以参照专业技术拔尖人爿‘的有效做泫，积极丌展“拔尖企业

家”评选工作，以激励全市范围内对温9、I'l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以及创新

工作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家。(3)强化政治参与。企业家奋斗在经济建设的第一

线，既有丰富的工作实践又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对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

与企业发展的重大政策尤其关注。吸收企业家参政议政，不仅对温，-l,lg JJ定正确

制度政策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企业家的创新有着重大的帮助和激励的效果。

因此，在安排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需认真考虑企业家的名额，适当安排一

定数量的企业家进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行列。

6．1．3建立党政领导联系企业家制度

企业家创新有成功的喜悦、困难的徘徊、失败的痛楚，这些都需要党委政

府予以关注和关心。建立党政领导联系企业家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

径和方法。建立党政领导联系企业家制度，需注意以下三个方面：(1)拓展联系

的面。不能只联系少数大企业的企业家，而要特别重视对中小企业企业家的联

系，根据不同的需要，采取市、县、乡镇三级领导干部联系的网络，来扩展联

系的面。因为中小企业企业家在企业家群众中是最需要关注的群体，也符合温

州企业发展实际，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而关键的作用。(2)强化联系的

质。不能把联系制度留于形式，发一个文件就算是联系。领导干部应该把联系

的企业家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加以重视，不能只是狭隘地认为联系企

业家就是为企业家办事。领导干部要主动找所联系的企业家谈心交心，了解他

们的心声，帮助他们创新，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给他们以真正的党和政府的

温暖与关怀。

6．2拓展企业家的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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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推进制度政策创新

跳出制度政策“拼优惠”的思维和怪圈，在制度政策的核心层上进行系统

创新，扫除制度政策对企、j肛家创新的束缚和羁绊。(1)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按照

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要求，根据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给合企业家

创新活动的情况，从原来以运动式的“效能革命”来提高政府的办事质量和办

事效率的做法，转变为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再造政府工作流程，简化办事程序，

为企业家创新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服务。(2)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坚持“非禁即

入、有需则让”的原则，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垄断和地域限制，除关系

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外，都要放手让民营

经济的投资主体进入。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领域，在准入条

件、资质认定以及信贷、财税、土地使用等方面，与其它所有制企业享受同等

待遇。(3)制定平等的政策。立足于企业问相互平等竞争，坚持非歧视原则，设

计政策。在政策设计出发点和目标上，政府应从实现企业家的政治平等，所有

出台的政策不能心存偏见，更不能有歧视性待遇；在政策设计的内容上，政府

应为企业家创新提供均等机会、提供均等服务。

6．2．2完善市场体系

规则和信用对企业家创新至关重要，混乱经济、无政府经济、信用崩溃的

经济只能破坏和阻碍企业家进行有效创新，必须严格市场游戏规则，创造企业

家旌展才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1)加强市场监管。完善行政执法、行

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

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2)培育要素市场。目前温州要素市

场不发达，许多企业家创新所需的关键要素还掌握在政府手中，采取行政手段

进行配置，严重扭曲要素价格和降低要素的配置效率。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包

括土地、人才、资奉等在内的要素市场，使企业家通过市场竞争取得创新的要

素资源。(3)进行宏观调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起到主导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但是市场也会失灵，有时也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

府要切实发挥“有形手”的作用，进行宏观调节，保证企业家在正常环境下进

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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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发展风险投资业

企业家创新风险较高，失败的概率较大，而且失败的损失有时难以估量，

甚至一项创新的失败可能导致企业家倾家荡产。在温州，改善企业家创新的融

资条件，除了要转变国有金融机构的贷款思维、规范民间融资的秩序外，必须

改变对企业家创新有着重大支撑作用的风险投资基金较少的现状，大力发展风

险投资业。(1)发展民问风险投资基金。利用温州民间资金充裕的条件，建立民

间风险投资基金会，以“高风险高回报’’的方式，吸收民间资金进入基金会。

(2)建立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种子资金可由政府财政投入，以增强对其

它资金的吸引力。同时，政府应采取多种扶持措施，例如信用担保、税收减免

等，促进风险投资公刊的发展。

6．2．4革除“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的弊习就是使企业家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找关系、托

门子”上，不能一门心思搞创新。“熟人社会"存在的基础就是通过“熟人"与

不通过“熟人”相比，在同样的成本投入条件下，获取的收益更大。因此，革

除“熟人社会”必须在创造公平公正上下功夫，使通过“熟人”办事不能得到

好处，不通过“熟人”同样能把事情办好，而且还少一份“人情债”。(1)规范公

共权力运作。对与企业家创新有关的政府各项权力进行梳理，分门别类，针对

不同的权力对政府官员的行使提出明确的要求，同时向社会公众公布，接受群

众监督。(2)加大查处力度。加强市效能监察中心的力量，经常性不定期地开展

监察工作。对符合条件的事情，政府官员借故托办或不办的：对不符合条件的

事情，政府官员碍于“熟人面子”给予悄然办理或给予更多的优惠和方便的。

一旦发现，必须严厉查处，以此提高政府官员不按规定办事的成本，使他们不

敢违规。(3)推进法治温州建设。“熟人社会”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无视法律，不讲

法律讲人情。所以，要切实推进法治温州建设，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以依法理政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

追求，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

6．3丰富企业家的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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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基础设施是企业家创新获取信息的前提与基础。因此，必须以建设温

州信息港为目标，加快建设信息资源网、信息传输网、信息应用网，初步形成

信息资源社会化、信息服务网络化、信息利用普遍化、信息技术产业化，争取

通过若干年努力，建立起覆盖全市、连接全国、沟通全球的智能化、个人化、

数字化、综合化、宽带化的高速宽带信息网，逐步形成电信网、电视网、计算

机网三网合一的区域性信启，高速公路，网络性能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6．3．2破解土地要素制约

温州政府应该从人多地少的客观实际出发，通过体制创新和政策引导，从

搞活和规范两个基本取向入手，盘活土地存量，增加后备增量，形成新的土地

开发和使用机制。(1)争取用地指标。政府应想方设法争取更多的用地指标，来

解决企业家创新用地困难。可采取积极向上级争取用地指标、通过土地整理换

取建设用地指标、从外地购买土地指标等方式增加温州的土地指标。(2)开发后

备资源。在当前保护基本农田和严格建设用地管理政策前提下，温州应该重视

从内部挖潜力。主要有：一是发挥沿海滩涂资源优势，进行海涂围垦。二是发

挥山地资源优势，合理利用好山地。政府要及早进行规划，并采取措施引导城

市建设特别是住宅建设，向山地发展，尽量避免占用耕地。三是结合旧利。改造，

盘活土地存量。温州传统农村建设占用土地量比较大，浪费也比较大，造成许

多土地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温州应该结合城镇化建设和旧村改造，通过土地

整理、土地置换、乡镇工业小区整合、闲置土地回收等多种途径盘活土地存量，

增加土地资源。(3)合理配置土地。～是加强对土地使用的监督管理，防止征而

不用等现象。对已经办理征地手续，在规定年限内没有开发的，要依法予以收

回。二是改变以产值确定供地的做法，转作以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企业成长

性相结合的综合指数来考量，避免出现“大企业土地用不了，小企业没地用”

的现象。三是提高土地容积率。温州稀缺的土地资源，决定温州不适宜造花园

式，一房，而应该集约用地，在不违反城市规划的前提F，尽量向空间发展。同

时，还要加大标准厂房建设力度，提高标准厂房的土地比重。

6．3．3建设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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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不顾

温州的现实条件贪大求全。针对漏州实际，可采取以下三种方法。(1)积极鼓励

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科技研究开发中心，根据企业和市场的需

求，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对接目标。(2)

推进温州虚拟科技研究开发中心、行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重点行业技术研究

中心建漫，继续扩大和提高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规模与水平，加快高新技

术园区、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加大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建设力度。

(3)建立高效率的科技成果扩散和转化机制，努力形成从科研到技术丌发、从技

术开发到产业应用的两个市场化通道。

6．3．4开发专业人力资源

企业家也是人力资源，这里借用张一力的说法，把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

才、除企业家外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统称为专业人力资源。开发专业人力资源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引进、培育、激励等方面进行系统考虑。(I)引进专业

人力资源。从民营企业实际需要出发，以行业性、专业性、紧缺性人才为重点，

举办各类特色性强的人才招聘会。积极组织民营企业赴国内外参加以人才招聘、

项目合作为主题的高级人才交流、科技洽谈、项目洽谈等活动，帮助民营企业

拓展招才引智的范围和渠道。(2)培育专业人力资源。利用温州民营经济比较发

达、民营企、啦人才培训实践基地比较充足实际，整合全社会人才培训资源，建

立中国民营企业高级人才(温州)培训基地，切实加强民营企业专业人力资源

的能力建设。同时，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和支持措施，鼓励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

行业协会、民营企业，根据优势互补原则，实行联合办学。(3)激励专业人力资

源。积极探索人才资源资本化的实现途径，鼓励民营企业采取人才期权股权制、

智力要素参加分配的形式；积卡及鼓励民营企业采取协议工资制、年薪分配制、

福利买房、补贴买车等有效方式激励专业人力资源，增强专业人力资源对企业

的忠诚度，提高其对企业的贡献度。另外，政府要将民营企j泣专业入力资源纳

入突出贡献科技人才、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新世纪551人才工程”的选拔培养

范围，并给予一定的比例和名额。

6．4提高企业家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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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温州吸引企业家资源的对策措施

6．4．1 丰富学习交流平台

学习交流平台要做到“两个有利于”，即有利于企业家创新能力的提高和企

业家创新工作的联合，为此，目前温州至少要搭建以下两个平台。(1)建立企业

家创新合作组织。借鉴属地和社会网络化管理模式，成立企业家创新合作组织。

合作组织作为依法登汜的社会团体，实行会员制，由全市范围内企业家组成，

采取政府推动、自我管理、市场运作的方式进行，基本功能是加强企业家之间

的联系沟通，形成企业家创新工作对接的服务平台和利益共享机制。(2)组建企

业家发展论坛。论坛也可采取会员制，根据自愿原则，吸收企业家参加，为企

业家提供一个互相沟通联系、学习提高、研究讨论的重要园地和平台。

6．4．2建设山水文化城市

温州从气候、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来讲，都是非常难得的人居宝地。温州

应该把上天赋予的宝贵资源利用好，建设山水文化城市，努力营造一流的人居

环境。(1)解决城市系统中存在的一系列环境治理问题，使城市河流的疏浚清理

制度化，以市内主干道、江、河为重点，加快道路、江河两侧的绿化，加快公

园：广场建设，创造道路景观化、庭院花园化的优美环境。同时，对城市环境

建设进行合理规划，广泛宣传，提高市民的城市家园意识；建立健全多元投资

保障机制，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2)在城市建设中，把永嘉山水、雁荡山风

景融入温州现代建筑，按照现有的山、水、城格局，将现代建筑艺术与自然山

水有机结合起来，改变目前没有任何特色的高楼林立的城市建筑风格。(3)继承

温州的传统历史文化，挖掘东欧文化的底蕴，领会永嘉学派的精髓，在温州的

主要地段再现历史画面，建造历史及现代名人塑像，激励温州人不断前进，使

现代温州商城增添历史文化的色彩。同时，积极搞好教育、卫生、体育等其它

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优质教育资源培育、高端医疗机构建设、文化

体育设施建设等方面狠下功夫，争取有大的突破。



第7章结论与展望

7．1 结论

第7章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企业家资源流动的原因进行研究和对温州企业家资源流动进行分

析，得出如下五个结论：
‘

(1)地区之间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或引力是造成企业家资源流动的主要原

因。对某个地区而言， 如果该地区的F拉大于另～地区的(F引一F流)，则该地

区企业家资源不会流入到另一地区；否则，就反之。影响某个地区的拉力和引

力强弱主要看该地区与其它地区相比是否更有利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2)企业家资源是温州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温州

的快速发展依靠一大批“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企业家。今后，温州把“十

一五”规划蓝图变为现实，关键在于大力吸引和开发企业家资源。

(3)温州企业家资源外流现象十分严重。根据本文推算，2000年至2004年五

年间，外地企业家流入温州只有324人，则本地企业家流出温州则高达22500

人，流入流出比为1：70。温州本地企业家大多流向北京、上海、武汉、沈阳、

广州、成都、西安、石家庄、杭州等城市。

(d)温州企业家创新环境恶化是造成温州企业家资源外流的根本原因。与温

州企业家资源流入较多的城市相比，温州在企业家的创新动力、创新空间、创

新资源、创新能力四个方面的拉力或引力处于中下水平，造成温州对本地企业

家资源的拉力明显弱化，对外地企业家资源的引力十分弱小。

(5)温州吸引食业家资源的对策措施需在改善企业家创新环境上做文章。可

采取保护企业家的创新利润、营造重才爱才环境、建立党政领导联系企业家制

度来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动力，采取推进制度政策创新、完善市场体系、发展风

险投资业、革除“熟人社会"来拓宽企业家的创新空间，采取加快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破解土地要素制约、建设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开发专业人力资源来丰

富企业家的创新资源，采取丰富学习交流平台、建设山水文化城市来提高企业

家的创新能力，从而改善温州企业家创新环境。

另外，通过研究，在理论发展和指导实践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见解：(1)



第7章结论与展望

定义了企业家的概念。企业家是发现和寻找社会已有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提出创

新思想，创办企业或对现有企业生产要素进行重新整合以实现创新、满足需求，

并承担创新风险和取得创新利润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2)构建了企业家资源流

动”拉力一引力”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地区对企业家资源的拉力或引力是造成企

业家资源流动的主要原因。(3)找出了温州企业家资源外流严重的主要原因。(4)

提出了温州吸引企业家资源的对策措施。

7．2展望

(1)地区影响企业家创新因素的研究有待迸一步深化。本文虽在借鉴前人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得出了12个主要影响因素。但是，

由于受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面和时间限制，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检验。

(2)温州吸引企业家资源的对策措施有待进一步细化。由于受篇幅限制，提

出的对策措施宏观性较强，且实践效果还未得到验证，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和一

段时间的效果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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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赵玉阁 浙江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及其档次提升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25(4)
    浙江民营经济之所以发展迅猛,撑起了浙江经济的半壁江山,其奥秘在于浙江民营经济借助体制创新优势,依托市场取向,靠形成地方专业化特色产业

区中心,凭借较为丰盈的民营企业家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以发展量大、面广的中小民营企业和企业群为主的富有浙江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之路.

2.学位论文 周霖 地方政府创新与民营经济发展机制研究——以“台州现象”为例（1978—2007） 2008
    本论题是关于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台州地方政府创新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台州现象”案例研究。本文以台州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为主线

，剖析了台州民营经济的组织结构，勾勒了由“产业集群、专业市场、民间金融”构成的台州民营经济体系。“台州现象”是民间与政府的协作共同推

动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经济发展与制度成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民间主体、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制度规范”构成了“台州现象”的经济发展逻辑

，基于价值规律的市场制度成为台州经济运行的平台，民间主体与地方政府的增进式博弈构成了台州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台州现象”本质特征是民

间力量和政府力量互动合作推动区域发展的有效经济制序。

    在“台州现象”中，产业集群使制造业企业的空间集聚构成了具有分工协作功能的专业化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扩张了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强化了

地方中小企业的根植性和内在成长性。专业市场是把数量多规模小的家庭工业生产与社会大需求联结起来的产业组织，其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弥补了家庭

工业规模缺陷，强化了集群的产业功能，而且其自身也发展成为具有创造价值和分工职能的产业部门。民间金融把民间个人财产转化为民营企业的金融

资源，不仅解决了小规模企业的融资来源，还实现了民间货币资产的增值，民间金融市场极大地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的缺陷。产业集群、专业市场、民

间金融的市场绩效是通过企业家行为体现出来的，台州人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资源禀赋和创新能力是区域发展的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说，企业家禀赋的

差异是由市场制度的充分和完善程度决定的，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体中并不缺少企业家资源，而是缺少发现企业家资源的市场制度。

    民间主体的分散决策决定市场秩序不可能实现自我维护。台州地方政府干预的突出特点是既保护民间活力，又维护市场秩序，借助市场之手把民间

的自利行为转化为共同发展的社会福利。民间的互惠式经济关系与政府的生产性政治关系构成了台州发展的核心优势。在这种关系中的民营企业家不仅

善于发现市场机会、也善于发现管制壁垒后的经营机会，市场竞争与政府干预的双重激励成就了一批具有政治智慧的企业家。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成熟

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台州地方政府开始探索改善政府职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道路。台州的经验说明：有效的市场机制不只是配置资源、调节

供求和促进竞争，还要能够促进民间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的建立有效合作制序，市场经济制序是政府职能明晰的前提和基础。

3.学位论文 李晶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发展——对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发展的思考 2004
    产业集群中存在的集体效率(包括外部经济效应以及企业间的联合行动),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竞争优势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经验表明,集群的发展

和竞争能力的形成在于波特钻石体系中各个因素的协调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集群发展的一个共同弊病就是集群内不能发展出良好的竞争环境,包括适

宜的地方投资环境和企业之间开放、有序的竞争环境.此外,交易网络和信任机制的存在也是影响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而专业市场能够

促进两者的形成.专业市场表明某种产业集群的存在,它能够促进相关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并与已形成的产业集群联动发展.专业市场对集群发展的作

用表现在专业市场能够加强信息的集聚化和专业化;密切分工与合作关系;开拓市场,增加需求;扶持小企业成长:促进支撑产业和配套设施发展;传导政府

产业发展政策.考察浙江的发展历程,可以知道,浙江专业市场产业化发展以及产业集群的形成,有着特殊的背景,包括工商业传统和独特的人文精神、政府

所给予的宽松政策环境、正确的初始产业选择、创新环境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等.浙江的发展经验说明,中西部地区专业市场需要进行产业化发展,而产业集

群的发展也可以借助专业市场的力量.由于汉正街在湖北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可以用汉正街市场和建设已初具规模的汉正街都市工业区为例,论证专业

市场发展产业基础的可能性,并提出值得中西部地区借鉴的,借助专业市场发展产业集群的战略.汉正街市场具备比较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如巨大而稳定的

需求、丰富的人力和原材料储备、便利的交通条件、游荡于市场中的闲散资本等,但同时也存在着技术供给不足、支撑和关联产业发展缓慢等问题.汉正

街市场多年来未能形成产业支撑的原因在于市场处于大都市中心、湖北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影响以及企业家资源的缺乏等.汉正街都市工业区的发展存在

的问题有:专业市场的集聚效应和品牌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园内企业少,企业间还未能建立起分工协作关系,呈孤立状态;政府和中介机构的作用发挥还

有待加强;园区发展单一依靠土地和优惠政策,忽视其他集群发展要素的培植;面临很大来自东南沿海等地相关产业的竞争压力.因此,建设都市工业区的对

策有:合理引导确定都市工业区内产业选择;积极培育本地企业家和企业创新网络;改善投资环境,创新工业区管理体制;促进信任机制的形成,提高企业交

易效率;建立区域品牌形象,实施品牌战略;提高汉正街市场的创新能力,强化对工业区发展的支撑作用;培育要素市场,推进产业集群向高级化发展;利用老

工业基地和周边产业基础,形成产业集群发展优势.

4.期刊论文 钱明霞.Qian Mingxia 常州与温州民营企业家的比较研究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23(3)
    改革开放以来常州与温州经济总量变化的差距主要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实质是常州的民营企业家资源少于温州.通过问卷调研发现,两地民营企业

家在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精神方面有较大的相似性、同质性.同时发现在民营企业家的生成途径、创业的区域文化传统、政府的管理理念、创新与

进取精神、企业家的个性特征与个体素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5.期刊论文 乔红学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 -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2)
    浙江是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份,民营企业在全省企业总数中占很大比例.对外直接投资中,民营企业具有产业集群、创业精神和企业家资源、产权

清晰、机制灵活等优势;也存在生命周期较短、投资方式比较单一、自主研发能力不强、缺乏投资长远规划等劣势.同时,面临相对区位优势、劳动力资源

丰富、政策环境优势以及国际竞争激烈、融资较难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要加强政府宏观指导,培养创新意识,招纳国际化的经营管理人才,采取多样化的投

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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