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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着力培养创业创新人才

大众!万众的力量值得期待

"双创#是"雨林法则#的中国实践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新作提出

“双创”对中国经济转型有根本性意义
本报记者 易蓉 实习生 周永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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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创业只是一场 !草根族"的

革命 # 创新只是昙花一现的偶

然#!双创"热潮对国家来说有怎

样的深层次意义#

近几年来$跑园区$做调研$

接触企业家和投资人$ 上海交通

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

宪不断思考着!双创"对中国经济

转型发展的意义%

陈宪教授于 !""#年获中国人

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学

位% !""" 年起任上海大学教授%

$%%! 年起受聘为上海社科院博士

生导师% $%%& 年起在上海交通大

学受聘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年和 $%%%年曾赴香港中文大学进

行短期合作研究%

陈宪教授于 $%%$年获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目前担任上海市

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

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

务理事% 一直以来$服务经济与贸

易&宏观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是陈

宪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

! ! ! !孵化器既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物理空
间，又对创业精神的激发和培育产生“化学
反应”。经过几年的观察，陈宪告诉我们，中
国的孵化器也经历了 !"#$%"&的变化。“武汉
是中国最早开办科技产业园的，那里面的孵
化器可以算是 !'&版本，它只是一个物业。
接着发展到北京中关村 ()&版的孵化器，再
到深圳现在的 %"&版，集孵化、创投和服务
于一身。孵化器早已不仅是创业场所的提
供，更核心的是对创业者提供风险、心理指
导，甚至投资人深度介入的创业辅导。”

政府改革也是重要要素。陈教授认为
“双创”引发或倒逼的改革任务是全方位的，
包括政府监管架构和内容的改革，如对国有
企业（资本）的监管体系和内容，对金融业的

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国有企业、国有资
本和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有着为“双创”创
造机会的重要作用；财税制度改革，它不仅
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行
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联系紧密；税制改革
关系到微观经济和创业创新的活力动力，预
算改革则事关政府的“钱袋子”，进而与政府
职能转变息息相关；以自贸区建设为标志的
开放倒逼改革，将通过进一步降低门槛，减
少审批，优化监管，为“双创”创造更加宽松、
便利的环境，并进一步有效提供各种与“双
创”相关的公共服务。
另外一个重要要素是教育。“创业创新

人才既是人力资本，同时又内在着技术进步
和企业家精神的可能性，是对中长期经济增

长贡献最大的要素。因此我们需要培养创业
创新人才的大学。”陈宪说，“如斯坦福之于
硅谷，麻省理工学院（*+,）之于波士顿；创
业创新生态圈则为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
学提供不可多得的机会和条件，所以，二者
互为因果、相得益彰。静态地说，创业生态圈
对于吸引创业者、企业家至关重要；动态地
看，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则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创业生态圈持续的生命力。”不过，
他指出，我国的创业创新教育起步较晚，没
有系统的做法，更没有成功的经验，而且中
国的教育体制并不适应、更无法推动创业创
新教育的发展。因此他呼吁，在创业创新驱
动经济增长的倒逼下，应推动新一轮教育体
制的深化改革，“在未来中国，如果大学能够
拥有更多自主权，则会更好地根据社会需
要、特长来发展自己的特色，去探索，走上培
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

! ! ! !从理论的角度尝试探讨双创是有意
义的，陈宪认为“双创是一场运动”“创业
成功率低、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举措”等看
法都有失偏颇，实际上这场“中国双创实
践”应该置于更系统的视角进行更深层的
思考。在他看来，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
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
策性障碍，尤其是阻碍创业创新、民间投
资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政策性障
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
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即来自“双创”
的，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动力。尽管改

革的难度很大，但陈宪指出，大众、万众的
力量值得期待，唯有通过广泛的“双创”实
践，倒逼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形成适应市
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土壤和体制。这也正
是如何形成良好的生态圈以激发企业家
精神的问题。

就如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般，创业、
创新不是孤立事件，需要在一个生态系统
中获得动力、机会和成长源泉，陈宪认为，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利创
新、创业的要素要按照某种“秘方”互相作
用才能发挥效用。

生态圈的要素之一就是“人”。前几年
以以色列的研究为背景，陈宪教授发现：
“物质条件无疑是创业起步的基础，但是
仅凭物质条件是不能从一个创业者成为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其中的关键是在于
能否在无数失败面前选择坚持的精神力
量。创业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是普世的，
是可以共享的。”而近年在深圳等地调研
的收获也证明了创业者的共同属性。“创
新、创业成功的企业家都不是‘正常人’，
在创业创新的过程中，他们曾有一千个理
由放弃，但是最后却选择坚定地走下来。
在创业者试错的过程中，利益往往很飘
渺，倒是精神上的执着和坚定是实实在在
的。”陈宪说。

! ! ! !上海要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陈宪认为关键依然在于“双创”。
“科创中心的内涵或源头活水就是创业
创新，更准确地讲，就是内在创新的创
业，基于新技术研发的创业。所以建设与
之匹配的生态系统，决定了科创中心建
设的效果和成功与否。”

与此同时，上海现有经济格局的哪
些特点影响着创新发展呢？陈宪以为，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比重较高，大中型企
业比重较高，是两个影响较大的特点。
这就要求上海走出融合创新发展的道
路。在各产业间内部互动和技术进步的
共同作用下，现代经济发展表现出一个
显著特征，那就是跨界融合。让双创在
融合创新中起作用，除了关注初始创业，
更要推动平台创业，对上海至关重要。
这里的融合包括产业融合和制度融合。
因此，陈宪教授指出，公司内部的平

台创业和公司之间的融合创业或许是上
海的机会。华为和海尔就是比较典型的
平台创业的获益者。陈宪认为，这种内
部创业的方式是借助多样性的小微群落
提升组织对市场的适应性，能够更加有
效地发现并满足新的需求；平台创业利
用范围经济效应，建立了内部资源有效
配置的机制，全方位提高了公司的运作
效率；通过增加内部创业生态系统的开
放性，跨界整合各种资源和要素，对公司
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动力。“初始创业和
平台创业看似有很多不同，但其本质是
一样的，都是创业者创业创新精神的外
化，都是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产业的试
错。初创，在转型的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对于
大量的国有企业来说，一方面要进行以混合所有
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和再造，另一方面，就是要推
进平台创业，弘扬创业创新精神。二者结合，也许
会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使它们真
正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陈宪说。
而另一方面，公司之间的融合创业也可能带

来发展机会。他指出，上海在服务、教育、医疗、文
化、金融等方面有诸多优势，这不仅应成为吸引大
型民企落户上海的资源，也应成为融合创业的条
件，公司之间的合作双赢也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
“上海的创新发展之路，既与上海在全球、全

国经济中的地位有关，又与上海现有的经济格局
密切相关。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是由上海在全球、全国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而上海的现有经济格局则要求走出一条既符合一
般规律，又具有自身特点的创新发展之路。”接下
来，陈宪教授要尝试与社会学学者合作，以案例研
究的方法更深入探究双创课题，继续寻找激发创
新的“秘方”。

! ! ! !这几年，关注创业的管理学教授很多，
但经济学家却不多。陈宪发现，以往的传统
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创业创新在新经济环
境中的各种表现，而“双创”带来的动力、精
神却值得将之放入中国经济的更深层次来
讨论。

最近，陈宪教授的新作《创业创新———
中国经济转型之路》正式出版，他认为“双
创”对今天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有根本性
意义。本周，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中院
的办公室里，陈宪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他的
一些思考。

美国风险投资人维克多·黄和格雷格·

霍洛维茨在《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
法则》一书中根据对创业创新实践的观察，
提出了创业创新的雨林模型、雨林法则、雨
林文化和雨林工具。

这些观点吸引了陈宪教授，许多思考
与陈宪关于中国“双创”的观点不谋而合，
陈宪认为当下中国的“双创”以及“双创”生
态系统的优化就是一场雨林法则的“中国
实践”。
“书中的‘雨林’是指人类的创新生态

系统-即创新生态圈.。人的创造力、商业智
慧、科学发现、投资资金以及其他元素以某
种特别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培养萌发出新

想法，并茁壮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陈宪说道，“不同于市场，‘雨林’聚焦人的
行为，两位作者挑战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
说，提出高于短期理性动机或超理性动机
的社会行为。如果说理性动机是经济学对
人的行为的假说，那么，超理性动机就是基
于人类的文化现象，且聚焦创新文化的对
人的行为的概括。观察雨林，可以看到一个
令人惊奇的现象：虽然自私自利是人的本
性与需要，但是创新却要求巨大的自我牺
牲与自我约束以实现成功。这正是企业家
精神，等价于超理性动机。”陈宪教授认为，
借鉴这本书中的理论和经验，探究如何系
统地激发创新，实际上就是讨论“如何激发
超理性动机”和“如何让生态圈为激发超理
性动机发挥更好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