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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
□李海舰 杜 爽 李凌霄

[摘 要] 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意义特别重大。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
形成的影响因素与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基于社会制度背景，本文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企

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了其形成机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基于经济体制背景，本文比较了国有企业家精神

和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特征，并分析了其形成机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据此，分别提出了培育激活两类企业家精神

的政策建议：培育激活民营企业家精神，要营造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营造促进民营企业家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营造鼓励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培育激活国有企业家精神，要健全国有企业家选拔机制、完善

国有企业家激励机制、健全国有企业家容错机制、转变国有资本的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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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ing full play to entrepreneurshi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and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On the basis of the social system,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on the 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re compared in this paper, whe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ir forming mechanism are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also compared in this paper by taking economic system as the background and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
ences of their forming mechanism are analyzed. Suggestions on the policies of cultivating and activating the two kinds of
entrepreneurship are also proposed respectively in this paper. To cultivate and activate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it is nec-
essary to create the legal environment that protect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create the market en-
vironment that promotes fair competition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creat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encourages
private entrepreneur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To cultivate and activate the state-owned entrepreneurship, it is neces-
sary to improve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the fault-tolerant mechanism, and change the supervi-
sion method of state-owned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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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指出“推动高
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企业家精神对于实现上述要求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所谓企
业家精神是对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所具有的独特个人素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抽象表达，即人们将企业家
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概括归纳为企业家精神，例如创新精神、创业精神、冒险精神、契约精神、诚信意识、社会
责任等。 比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体制下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对于打开企业家精神的
“黑箱”，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意义特别重大。

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家精神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1.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最大程度追求物质财富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它构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的内核所在。 马克

斯·韦伯（2010）[1]指出，“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资本主义企业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
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资本主义和追求利润是统一的，而且永远是以连续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为
手段来获得利润。 ”马克思（2004）[2]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追求更多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无止境地
追求是资本家阶级包括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以及作为其人格化代表
的企业家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不断地追求利润，这是资本主义企业家行为方式的动机和根源。

2.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根本基因。 市场机制的内在作用促使企业家为攫取更多利润而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善于捕捉把握市场机会。 威廉·鲍莫尔（2004）[3]指出，“自由市场经济
存在一套内在机制，能够自发促使企业家不断创新。 ”同时，市场机制除了内在地促使企业家创新精神、进取
精神的形成，也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家为使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进而表现出唯利
是图、自私自利的一面。

3.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为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法律制度。 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

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鼓励企业家通过提升企业家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
有利地位。 再如，《拜杜法案》的通过，使大学和研究机构可享有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极大鼓舞了技
术发明人员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转型，激发了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热情。

4.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1）近代资本主义。 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到 20世纪 30年代，属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 这一阶

段，市场竞争机制尚不完善，市场主体竞争呈现无序性、自发性和盲目性。 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社
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对市场竞争主体的约束作用十分微弱。 由此，形成了企业家自私自利、贪婪成性等特征。
同时，这一时期的企业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对雇佣工人进行残酷剥削，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处于严重对立状
态。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企业家是资本家，其行为规范无法与企业家精神划等号。

（2）现代资本主义。 20世纪 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大危机、大萧条，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实
施和凯恩斯《通论》发表为标志，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共同作用的混合经济时
期，也称为现代资本主义阶段。 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在市场机制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政府通过财政、
货币及其他社会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和调控。与政府宏观调控相适应，社会法律制度进一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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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道德规范进一步强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市场机制的自发性、无序性和盲目性，企业家自私、贪婪、
唯利是图的特质受到约束，劳资对立关系得到一些缓解。随着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进一步规范，资本主义世界涌
现出一批关注社会公益、注重社会公德，且勇于创新、敢于冒险、不断开拓、善于把握市场机会的企业家。

（3）当代资本主义。 20世纪后期特别是 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技术群”广泛应用，推动资本主义进入“数智化”发展新阶段，也称为当代资本主义阶段。 这一阶段，科技资本
的利润率进一步提高，激发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同时点燃了他们攫取更多社会财富的欲望，由此出现大量以知
识作为主要资本的“知本家”，许多科学家、工程师本身就是著名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在他们身
上完美融合。 一方面，“知本家”利用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作为基本竞争手段，获取更多社会财富；另一方面，
“数智化”时代驱动“知本家”阶层在行为规范、精神风貌等方面更具“科学”“智慧”色彩。 尽管如此，然而资本
主义制度内在固有的驱使企业家对财富无止境追求的动机并未减弱，反而更加强烈，手段更加先进。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1.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1）建立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企业家精神是与市场机制天然连在一起的，而市场竞争机制则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基础性、决定性机制。 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企业拒绝创新只会死路一
条，只有与时俱进、主动求变、锐意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激励企业家打破均衡、不断创
新、敢于冒险、抢抓机会。

（2）建立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市场竞争不规范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于企
业家精神的培育至关重要。通过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严厉打击行政垄断、行业垄断、盗版侵权等不正当竞争行
为。通过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和业务。通过打
破区域壁垒，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立，形成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

（3）建立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建立使得企业权责清晰、管理科学，既有利于选拔出
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领导者，也有利于保障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 从中国改革进程看，通过不断推进和
深化各层面的改革，从推进承包制到股份合作制，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不断完善现代公司制度和治理结
构，为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土壤，特别是基于现代公司制度形成的
产权结构，使企业家具有相应的财产所有权和剩余获取权，从制度层面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

（4）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契约精神，确立并实施了企业信用承诺等相关制度，
督促企业家自觉诚信守法、以信立业，依法依规从事生产经营。 近年来，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正在建立和推行，通过整合各部门各领域企业及企业家信息，逐步建立
起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信档案，对守信者进行激励，对失信者进行惩戒。

2.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1）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益。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激发企业家努力经营的基本保

障，企业家只有对自己的财产财富有足够的安全感，才能对企业发展有稳定预期。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力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中国基本形成现代产权制度和产权保护法律框架。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地位得到更为清晰的界定。要逐步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
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为有效保护企业家创新创业、持续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保障。

（2）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 知识产权制度是保障企业家创新权益、激发企业家创新创造活力的基本
制度。 只有进一步完善企业家知识产权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产权界定、处置权利、市场交易等进行更清晰地
界定，使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要素在市场自由流动，才能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热情，拓宽企业家创新创业空间，
促进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展。

3.社会主义营商环境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1）以企业为中心的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以全球 190个经济体为评估对象，围绕企业从设立到终结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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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设置，将开办企业、申请建筑许可、获得电力、注册财产、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跨境贸易、
合同执行、办理破产十大领域作为一级指标，构建以企业为中心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参照这一国
际标准，在国际上营商环境排名大大提高。

（2）以人为本的营商环境。 数智化时代，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涌现，个体成为重要的微观
经济活动主体，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营商环境建设，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形成有利于企业家
安心创业的良好人文环境，更好地解决企业家个人的社会保障以及老人养老、小孩上学等问题，充分激活企
业家创意创新创业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亲清政商关系环境。 政商之间亲而有度、清而有为，只有不断创新政企互动机制，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水
平，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才能更好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只有更好规范、约束政府权力，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
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才能让企业创新创造源泉更加充分涌流，更充分地发挥企业家的智慧和才干。

4.党的领导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1）党对国有企业家的领导作用。 党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内部党组织建设，通过创新国有企业组织结构，

将党委嵌入董事会，充分发挥党委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注重培育形成国有企业家对党忠诚、勇于
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精神风范。

（2）党对民营企业家的领导作用。通过发挥企业家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培养带动民营企业家形成热爱
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和意识。 通过加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使民营企业家更加了解
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把企业经营与党和国家的意志紧密联系，强化民营企业家的责任担当。

（三）不同社会制度下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比较
1.两种社会制度下企业家精神形成的相同点
（1）市场经济体制是形成企业家精神的共同土壤。 市场经济在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综合作

用下，形成企业家敢于创新、勇于探索、积极进取等精神特质。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内在地具有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和欲望，这驱使作为企业人格化代表的企业家不断开拓、创新，善于捕捉市场信息，准确
把握市场机会，在极具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

（2）法律制度规范是形成企业家精神的制度保障。 尽管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法律制度在导向、内容及实施
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等方面作用一致。 一方面，维护
公平竞争的市场运行秩序，激励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形成；另一方面，对企业家行为进行约束、限制和规范，督
促企业家遵守法律、诚实守信。

（3）民族历史文化是形成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基因。 企业家精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本民族历
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渐进式、潜移默化的，同时是持久的、深远的。 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
同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企业家精神的内在特质和外在表现存在一定差异，就是不同历史文化传统
对企业家精神产生的不同影响。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同样受到实业报国、守信重义、智勇兼具、乐善好施
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影响，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

2.两种社会制度下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不同点
（1）政府市场关系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完全立足市

场，具有明显的自发性特征，表现为通过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自发作用来实现。 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机制的作用既形成企业家勇于创新、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等精神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企业家见
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行为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不仅在市场中求解，
也要在政府中求解。 一方面，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对形成企业家精神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可能引
致的负面效应，通过政府机制有组织地引导企业家积极向善。

（2）两个不同中心理念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社会主义企业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致力
于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 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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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宗旨，在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下，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
中力量办大事。 资本主义企业家强调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意志，企业家精神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
之上的，私有制天生具有的维护少数人利益、忽视社会公平正义、无视大多数人利益诉求等制度性特征，很难
形成举国体制，无法利用举国体制优势来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3）社会价值引领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而要把全社会的意志
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全社会广泛共识的核心价值。 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用来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武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存在为
整个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只存在差异化、零散化的社会价值观，在这些具有不同价值追求、相互
交织甚至充满内部矛盾的社会价值观的引领下，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斑驳陆离、层次各异的企业家精神。

（4）传统文化借鉴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中国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注重利用传统文化中的
正面元素，对企业家进行启发和引导。 资本主义国家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产生一
定影响，但影响作用的发挥具有明显的自发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意识、有组织地利用传统
文化塑造企业家精神存在根本不同。 可以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创新和转化利用，是社会主义企
业家精神形成的特色和优势。

三、不同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家精神和民营企业家精神
都是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的构成要素。 2020年 7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赋予企业家精神
新的内涵，可概括为“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国际视野”。 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都在上述五个方面
提升自己，但其具体内涵和形成机制存在差异。

（一）国有经济体制下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1.国有企业家爱国精神的形成
国有企业家既要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又要承担市场不确定性的风险，在他们肩上既有经济责

任、社会责任，也有政治责任和国家责任，他们是“四大责任”担当者。 [4]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家特殊的责任担
当，其爱国精神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内涵。 首先，国有企业家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树立“经济领域为党工
作”的职责使命，带头强化政治责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政治自觉力，胸怀“国之
大者”，为国家兴旺民族复兴奋斗不息。 其次，国有企业家要提升素质和能力，部分国有企业管理者需要实现
从管理者到企业家的跃升，实现从资产管理者向资产创造者的转变。再次，国有企业家要有追求卓越的精神，
肩负起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任，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将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紧密对接、企业命运
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 最后，国有企业家要强化安全发展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持国
家利益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
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 [5]

2.国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形成
国有企业在实现国家技术创新战略目标中具有特殊地位、承担特殊使命，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6]一

是需要大量资金和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领域，特别是一些关键性战略领域，资金投入大，且需要更多高层次人
才，需要国有企业家带领企业进行探索和积累。 二是基础性和通用性技术创新领域，这类创新具有相当程度
的公共产品性质和较强的市场外部性，可为其他技术创新提供支撑，与国家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和前景密切相
关，国有企业家在其中大有可为。 三是具有持续性和累积性特征的技术创新领域，国有企业发展历史、技术
实力、产业专注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对于需要持续积累的连续性创新，国有企业家要带头突破。 四是需要
实现国家意志的技术领域，以高铁为代表，这类创新需要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通过国有企业实现突破。 五是涉

39



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创新领域，如核工业、航空航天等，技术创新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决定了国有企业家是肩负
此任的“最佳人选”。 [7]国有企业家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支撑，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3.国有企业家诚信意识的形成
国有企业肩负重大责任，国家和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家的要求更高、监管更严，这要求国有企业家必须

具备较强的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自觉接受
各方面监督，做诚信守法的表率。这不仅影响企业信誉，还关乎国家荣誉。国有企业党委要履行主体责任，明
确坚定信念、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政治素质要求、树立正确用
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严肃查处侵吞国有资
产、利益输送等问题，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确保国有企业家政治合格、作风过硬、为政廉洁。

4.国有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形成
国有企业不仅具有营利性组织的一般职能，而且具有实现国家意志的特殊职能。 同时，国有企业具有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天然优势，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高效执行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这需要国有企业家具备勇于
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积极投身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时刻发挥“稳定器”“压舱石”“顶梁柱”的作用。 目前，
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历史使命，国有企业家要担当起新型社会责任，必须实现“创新成为
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
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5]

5.国有企业家国际视野的形成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国有企业通过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积极整合国际市场资

源、技术资源、生产资源，推动企业在开放发展中加速成长、迭代创新，在此过程中培育形成了国有企业家的
国际视野。 新时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国有企业家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和防范风险能力，带
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规则、制度、管理、标准等制度型
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
系，增强企业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5]

（二）民营经济体制下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1.民营企业家爱国精神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摆到重大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战略高度，以“亲”“清”关系内涵界定新型政商关系，以“内在要素”“都是自己人”定位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制度支撑。 中国共产党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最有
力保障，民营企业家要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党忠诚、听党
指挥、为党尽责；要牢记民营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
分，把个人成功、企业发展、财富积累融入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之中。

2.民营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形成
民营企业具有市场经济的天然基因，具有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经营高效等特点，是经济发展中最为

活跃、最具竞争力的部分，创新活力巨大。 在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虽然受到许多外在环境因素的限制，但挫折
与挑战塑造了民营企业家的危机意识和创新动机，使其能够不断突破、勇往直前。 优秀民营企业家所具备的领
导力、创造力、冒险精神、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学习意识、合作意识、共赢意识等精神特质，明显区别于其他社会
各阶层人士，值得全社会珍惜、尊重和学习[8]。 新时期，民营企业家要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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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营企业家诚信意识的形成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是以诚信守法为基础的。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

“老字号”“金字招牌”的打造，源于其对诚信守法的长期坚守，只有诚信守法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获得市场广泛信任，得到社会高度认可，实现可持续发展。 民营企业家要不断提高法治修养和道德水准，重
信誉、守信用、讲信义，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合理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4.民营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形成
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家在社会扶贫、改善民生、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公益慈善等方面作出了重

要贡献。 伴随中国步入新发展阶段，部分民营企业无法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经营粗放，热衷于铺摊子、
上规模，在环保、社保、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不规范、不稳健甚至不合规合法。 新时期，民营企业家要把发
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实现企业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5.民营企业家国际视野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锻炼成长，中国民营企业家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

不断增强，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市场开拓，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经贸合作，涌现出一
批具备国际视野的民营企业。 新时期，民营企业家要进一步拓宽国际视野，通过优化国际化布局，积极融入
全球资源体系，优化企业生产要素配置，提升企业运营质量和效率；通过运用国际化思维，积极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技术和市场竞争，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能力；通过建设性参与国际热点问题，在气候
变化、减贫、网络安全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总之，民营企业家要努力打造世界一
流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赢得主动。

（三）不同经济体制下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比较
1.国有企业家精神和民营企业家精神内涵比较
（1）相同点。 无论国有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其能力的发挥、事业的成功都与国家稳定与强大相辅相

成、密不可分。 企业命运只有与国家发展相一致，才能踩准时代节拍；无论国有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都应
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勇于创新、大胆探索，这是企业家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人士的典型特征；无论国有企业家
还是民营企业家，没有诚信寸步难行，各类企业都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无论国有企业家还是民营
企业家，不能仅仅追求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都应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无论国有企业
家还是民营企业家，都要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化经营的素质能力，带领企业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地
位，发展壮大为世界一流企业。

（2）不同点。国有企业除具备一般企业的基本属性之外，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经济
基础；国有企业家兼具企业家和官员双重身份，“政治素质”是对国有企业家的首要标准。 由此，爱国、社会责任等
层面，对国有企业家的要求更高。 创新层面，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两类企业家都要富有创新精神，但创新的
侧重点和着力点存在一定差别，在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卡脖子”技术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家应充分发
挥设备、人才相对充足以及创新资源组织能力等优势，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民营企业家则应优
先探索技术路线具有较高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技术创新领域，在创新过程中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对市场信息高度
敏感、机制灵活等优势。 两类企业家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形成有利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合力。

2.国有企业家精神和民营企业家精神形成机制比较
（1）相同点。一是市场经济体制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发挥基础性作用。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企业家勇于创新、敢于承担风险等精神特质，都是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
形成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促进企业家精神形成的组织保障，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要建立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和竞争政策，包括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都对形成公平竞争、合法经营、遵纪守法的企业家精神起到激励约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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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二是党和政府引导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发挥支撑性作用。 党和政府重视对两类企业家的理想信念教育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两类企业家爱国敬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自觉形成遵纪守法
意识。三是政府市场协同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发挥关键性作用。在中国情境下，国有企业家与政府构建政治类契
约关系，落实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实现国有企业保值增值；民营企业家与社会形成经济类契约关系，满足市场
需求，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国有企业家更善于利用政府机制配置资源，同时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只利用政
府机制配置资源的是国有企业领导者，不是国有企业家。 同样，民营企业家更善于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同时
利用政府机制配置资源，只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是民营企业经营者，不是民营企业家。 这里，两类企业家精
神的形成都离不开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两套机制的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四是企业机制改革对企业家
精神的形成发挥内生性作用。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要通过企业机制改革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
国有企业要改革，方向是市场化；民营企业要改革，方向是规范化。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的改革方向是要在
企业内部建立起企业效益和企业家利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好激发企业家去干事创业。

（2）不同点。一是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滞后，
面临不充分的市场竞争，创新外生动力不足。特别是处于自然垄断或行政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已经拥有国内市
场支配地位和竞争对手难以获得的稀缺资源，在市场机制局部失灵的情况下，这些国有垄断企业难以感受到生
存压力，大大抑制了国有企业家创新、进取、开拓精神的形成和发挥。 而民营企业家天然处于市场竞争环境，通过
不断创新、开拓，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在市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二是选拔评价机制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一
方面，国有企业选拔评价机制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要求存在一定脱节，尽管已在持续改革，但在操作层面仍存在
关注当期重于长远、关注业绩重于创新等问题，使得国有企业经营者们倾向于选择稳健的发展策略，规避创新潜
在的风险。 [9]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存在过重的政策性负担和一些政策迎合取向，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
致政府很难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创新能力等作出全面、准确评估，这为企业的迎合行为制造了一定空间。 [10]因此，
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管理者即便从事创新活动，可能也是受到创新绩效考核的约束，其创新活动不是自发
的而是被动的，[11]这势必影响国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形成和发挥。 三是创新激励机制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从产权性质和结构看，国有企业无法像民营企业那样有明确的承担责任的企业监管者，存在委托代理及预算软
约束问题。由于缺乏有效激励和监督，国有企业家往往追求其任职期间的个人收益最大化而非企业收益最大化，
使国有企业家行为具有短期化特征，缺乏对回报期较长的创新活动的内在激励，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有企
业家创新精神的形成。[12]相比之下，民营企业人格化的产权性质决定了民营企业家通常以追求企业长期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具有开展中长期创新活动的内在激励，更有利于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四是市场环境质量对
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中国市场环境发展距离“竞争中性”仍有一定差距，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要素使用等方
面仍有较大弱势。 部分领域名义上对民营企业“非禁即入”，但实际仍存在很多变相歧视民营企业的“玻璃门”，由
此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同时限制了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政府政策存在倾斜性，有悖于公平竞争原
则，特别在能源、交通等领域，政府利用价格手段维系基础产品价格优势，提高这些领域国有企业营利水平，不利
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13]另外，对国有企业较高的财政补贴以及债务减免、展期、债转股等优惠政策，使民营企业
难以享有平等待遇，人为扭曲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恶化市场竞争环境，对国有企业家精神和民营企业家精神的
形成和发挥均产生不良影响。 五是融资环境质量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国有企业的融资环境和融资条件明
显优于民营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营企业生产要素和资金的获取，尤其对于中小微企业“短、小、频、急”
的融资需求，现有金融体系提供服务不健全。 一方面，贷款过程所需的民营企业经营情况、信用信息等，往往分散
在各个部门和机构中，难以得到有效认证。 同时，贷款过程需要企业提供固定资产抵押，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并不
具备足够实力，很难获得大型金融机构的优质金融服务。 [14]在无法通过正常融资渠道获取资金的情况下，很多民
营企业家选择高利贷、非法民间集资等融资方式，这不仅不利于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甚至可能使民营企业家
采取非法手段牟利。六是法治环境质量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保护私有财产虽已写入国家宪法，但在执行过
程中，并未彻底消除国有财产优先于私人财产、国有企业利益重于民营企业利益的观念，[15]且对民营企业家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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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安全的保护还存在明显不足。 司法过程仍存在“重公轻私”思想，在处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经济纠纷案件
时不能一视同仁，导致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 诚信立法方面，失信惩戒机制不完善，个别地方
政府信用责任机制不健全，失信于民现象频发，这对国有企业家精神和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都造成不良影响。
比较而言，对民营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不良影响更为显著。七是社会环境氛围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改革开放
以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博弈问题始终存在，“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争论不绝于耳，社会对民营企
业家的认知一直存在偏差。受传统认知和风气的影响，目前仍有部分人认为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地位高，这类观
念导致民营企业家承受很多偏见，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自信心和积极性，阻碍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
挥。 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业同样面临社会上的一些误解。 例如，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是靠政府行政保
护得来的，营利则是靠垄断获取的。不可否认，国有企业的确还存着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机
制弊端，[4]但为了消除这些弊端，更需要国有企业家拿出大胆创新、锐意改革的劲头，激发他们打破传统体制束
缚，积极探索深化体制改革的路径，培育形成不断创新、锐意改革的企业家精神。

四、培育激活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政策建议

（一）培育激活民营企业家精神的政策建议
1.营造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
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 立法环节，完善充分听取民营企业意见的立

法工作机制，及时修订以区分所有制而制定的违背公平原则的规章制度；执法环节，纠正以权谋私、乱收费等
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民营企业正常经营不受干扰、合法财产不受侵犯；[16]司法环节，妥善处理民营企业经营过
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加快甄别纠正侵害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
法权益的冤假错案。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创新权益，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价值转化体系，提高企业家创
新回报；进一步完善有关知识产权申请授权、管理和侵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尊重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
的法治环境；[17]进一步探索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参照确定损害赔偿额度。

2.营造促进民营企业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保障各

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和业务，提升民营资本参与市场竞争的广泛性和深入
性，扩宽民营企业发展空间。持续推进负面清单制度改革，通过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优化提升清单的科学性和
规范性。 [18]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拥有平等的权利、机会和规则，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
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彼此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营造鼓励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
优化政商关系，各级党政机关干部要主动服务、积极作为，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同民营企业家建

立真诚互信、清白纯洁、良性互动的工作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改善舆论环境，引导全社会扭转国有与非国有博弈的传统思维，充分肯定民营企业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贡献，尊重民营企业家价值、鼓励民营企业家创新、激活民营企业家作用。

（二）培育激活国有企业家精神的政策建议
1.健全国有企业家选拔机制
国有企业家具有企业领导人和党政干部的双重身份，必须兼具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双重素质和能力。其中，政

治素质是前提和基础，对国有企业家的选拔任用，要将其政治素质放在首位。 同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企业家人
力资本这种稀缺性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国有企业家选拔机制与市场竞争环境相适应，选出市场认可的人才。

2.完善国有企业家激励机制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家薪酬制度改革，加快国有企业家薪酬与市场接轨，使薪酬与国有企业家的贡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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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有效保护国有企业家的合法财产。 采用多种方式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将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的短
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与企业家的年度业绩考核、3年战略指标考核、5年任期考核等挂钩，引导企业家兼顾年
度短期业绩和中长期战略目标。 引入国有企业家终身动态评价机制，根据其各个阶段任职情况建立国有企
业家档案系统，通过相关信息披露，强化国有企业家声誉激励。 [19]

3.健全国有企业家容错机制
创新实践需要先行先试，建立合理的容错机制才能激活国有企业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 要从制度安排上给国有企业家以试错机会，鼓励国有企业家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为
目标探索创新、锐意改革，探索过程中出现失误和错误，只要不属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当牟利、主观故
意、独断专行，要予以宽容，[20]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 同时，建立与“容错”机制相对应
的“纠错”机制，避免出现严重的国有资产损失，及时止损，降低犯错成本。

4.转变国有资本的监管方式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 在监管理念上，强化国有企业自主经营

权，使国有企业家有充分空间发挥创新精神、进取精神。 在监管对象上，从关注企业个体发展转向更加注重
国有资本整体功能，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
动、保值增值，使国有企业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在监管方式上，改变重审批、轻监管、弱服务的行
权方式，坚持放管结合，通过市场化、法制化方式，更好地把监管要求转化为股东意志[21]，更好地服务于国有
企业家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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