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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解读

! ! ! !小微企业是推动国家进步创新的重要动
力。“国外数据表明，创新———哪怕是原始的
基础科学创新，!"#以上来源于企业，其中
$"#来源于中小企业。当年的微软、苹果、华
为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很多国家也
通过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创业同时解决了就
业问题。”在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何志毅的眼
里，小微企业是个宝。
新华都商学院是个年轻的学院，却有来

自北大、清华等教授们为了同样的志向聚集
在这里。“中国处在一个出奇迹的时代，中国
梦是由大大小小的梦构成的，我们也想创造
一个中国教育的梦。”何志毅说，这个梦，就是
把中国创业创新教育做好。
何志毅教授集学者、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于一身，同时还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导。他创
办了《北大商业评论》并担任执行主编，搭建
中国企业实践与管理的桥梁。
对于中国创业创新的教学，何志毅也有

自己的看法。中国要尽快设立创业创新的学
科和专业。“站在科学和学者的角度上来说，
大学普适性的创业教育，没有专业和学科的
研究支撑，是做不深也做不远的。”他强调，创
业创新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创业创新培
养的是领导者，是创新者。这种人具备的特质

和管理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无到有创办
一个组织，而不是在组织成熟以后加以管理。
这类人不循规蹈矩，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和
巨大的勇气。

美国有一个创业创新院校的排行榜，跟
%&'教育排名体系不一样。它的考量内容之
一是老师有没有实践经验，有没有当过企业
家，有没有做过投资者。排行榜要求学生毕业
以后创业比例要高，要求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开
展创业项目，就能拿到投资就能获奖。“我们立
志要进到国际的排行榜里去，”何志毅说，“更
重要的我们要探索出中国自己的创业创新学
科教育。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
面临一个大好的创业环境，没有任何国家的
创业者像中国的创业者这么嗷嗷待哺。”

何志毅坚信，创业创新教学市场是巨大
的。因为有四千万个小微企业，这些企业发展
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智慧和素质。同
时，他也呼吁，在体制内放宽对传统大学的限
制规定，给予更多的空间去鼓励人们实践创
业。“在传统大学里，不太适合创业创新，也不能
投资搞一点孵化器，这是一个很大的不适应”。

他坚持把中国内涵带到创业创新中去。
要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温情来读中国历史和中
国文化史，要对中国的哲学有所了解，要提炼
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找到自己的创
业创新要素和能力，“任正非怎么做的，王石
怎么做的，柳传志怎么做的”。
他指出，当一个企业一个国家走到最前

沿的时候，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只能自己
创新。“中国的好多企业已经在好多行业里是
世界第一了，我们向西方企业学习的阶段基
本上已经过去了。”从历史的角度反思，何志
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创新的民族，只是在
这个阶段，与世界上很多新的东西比相对落
后了。他认为，应该借鉴瑞士和以色列营造创
业创新氛围的做法。瑞士这个国家缺少资源，
所以必须形成创新的氛围，人均诺贝尔奖最
多，人均专利数量高，整体的创新文化非常
好。而以色列的创新是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
周围都是敌国，不创新就无法生存下来。

本报记者 谈璎 实习生 朱颖斐

全面创新时代创业教育需快马加鞭
草根创业是推动国家繁荣的动力和源泉之一

! ! ! !埃德蒙!费尔普斯"!""#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

授"!"$% 年新华都商学院成立伊始担任学

院院长#

费尔普斯教授是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
代表人物，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
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探讨万众创新如何带来
国家繁荣，并且提早洞见到中国经济发展的
下一步，将会是依靠创新创业驱动取代投资
驱动、外贸出口驱动和国外创新驱动。(")*

年，他写就《大繁荣》一书，中文版在英文版面
世几天后也出版了。出乎他的意料，由于《大
繁荣》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路径不谋而
合，其中文版在中国引发热烈反响，成为一本
有指导意义的书籍。

他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社会的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上做出了诸多努力，创新的理念也
越来越植根于政府的政策中，尤其是中国的
经济规模如此之大，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目标。

对于从 (""!年开始研究创业创新的他来说，
能够看到创新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国策，给
他带来很大的兴奋感和满足感。

+年前他欣然受邀执掌新华都商学院，在
中国建立一所创新的商学院，让自己的理论
在中国落地生根。他一开始就怀着一个宏大
的理想，在新华都商学院将传授创新的教学
做到极致。("))年，新华都商学院确立了创业
创新方向的独特定位，成为国内首家专注于
此的商学院。

费尔普斯教授一直认为，严格意义上的
经典创新自上世纪 ,"年代以后越来越少。现
代创新更多只能归类于一种更新，不能驱动
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他分析创新之所以很难，主要有两个原
因。一方面，对创新的本能抗拒是全世界共有

的现象。另一方面，人们很难衡量创新的成
功。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看，创新成果的重
要标准之一为是否对经济产生了持续贡献。
然而调查发现，创新未必会在短期内带来
-./的上升，因此如何衡量创新的成功，还在
他的研究内容之中。

他曾在西欧多个国家，推广过草根创新
以及大众创业的概念，但是没有得到特别多
的采纳。“这些国家自认为有一定的创新了，
我也希望它们是正确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等国，的确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让经济往前
进，但是没有足够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尤其
在恢复整个经济活力方面的重要性。”他认
为，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立法者全力以赴希
望推动经济复苏，包括生产力的提高，工资的
上升等等，但是不是特别愿意在创新方面快
马加鞭，前几个月美国对创新重要性的了解
和关注度还是有所提高。“在其他的国家，没
有看到过像中国这样大幅度推动草根的创新
和创业。”

本报记者 谈璎 实习生 朱颖斐

编者的话：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
国已走上了全面创新之路。近两年来，国家
出台了一些列推动自主创新和创业的政策，
全面参与创业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新发布

的五中全会公报也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草根创业是推动国家繁荣的动力和源
泉之一，但这方面教育存在很大缺口。敢于

承担风险的创业创新人才怎样培养？由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担任院长的新
华都商学院，成立五周年来正在摸索一条自
己的道路。

! ! !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肯
定了新华都商学院在创业创新上的努力。比
如，这里办了创共体和创业孵化中心等机
构，使得学生有很多机会实践和认识创业。
他提到，创新是一种精神和观念，与一个社
会的文化、历史，与所有的发展过程有着紧
密的联系。而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主要标准
是思想活跃，能够开发新的经验。
他在国外很多学校担任过教学工作，当

客座教授，最长的是在斯坦福大学。斯坦福
大学离硅谷很近，很多学生在那里创业，后
来成为著名的公司。回忆起了自己在斯坦福
教书时的经历：“我那个班上，一个班几乎所
有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公司，有的学生一个人
注册了七个公司。”

有位学生现在是美国一家大型计算机
公司的副总裁。硕士毕业后，不愿意继续读
博士，组织了 +!多个博士一起创办了一个
小型计算机公司，开发计算机通信方面的软
件。这个软件大受市场欢迎，一家大公司花
了 )0,亿美元把他们整个公司买下了。其实
这家创业的小公司总资产不到 )+"" 万美
元，销售额只有约 *"""万美元，但产品前景
很好。花这么大的费用收购主要就是看重了
他们的头脑成本，这就是社会对于创业创新

的支撑。
他也鼓励中国企业到硅谷创业，“到硅

谷创业不单单是到一个流行创业的地方，最
主要的是感受它的文化，它的氛围，它的观
念，这是最重要的。”

蒋正华在对比了中美两国的教学方式
后指出，中国的大学在互动上比较缺乏，学
生很多时候不会思考和质疑。在国外的时
候，经常中间休息时请一些很有名的专家过
来，一边吃午饭一边开讲。“在美国，我们往
往对学生灌输这样的观念，外面的专家来
讲，要千方百计挑毛病提问题，谁提的问题
多，说明他受益多。”这些细小的观念不同，
恰恰是中国学生需要从各个角度来培养
的。
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蒋正华

认为，创新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当
前，在世界经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
大背景下，只有坚持开放，以科技革命引导
的国家，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他对比了上世
纪初的美国和阿根廷，同样是当时经济总量
在世界排名前八的国家，却采取了完全不同
的发展战略。“美国是开放的，以科技革命引
导国家，后来引领了世界潮流；而阿根廷在
很大程度上依靠了自己的丰富资源，比较封
闭，最后就落伍了。”

在微观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样
的热潮正在逐步形成。蒋正华提出，应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企业与学校结合创业。一个
创新型国家要在国际上获得认同需要有四
个条件：第一，研发的投入占 -./(#以上；
第二，科技进步为 -./贡献超过 1"#；第
三，对外技术依存度在 *+#以下；第四，创
新产出高，发明创造多。目前我国虽然在研
发投入的总量上占世界第二，全国发明专
利申请量占世界第一，但是发明专利当中
关键核心的比例比较低、成果转化率低却
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蒋正华总结说，在创业
驱动这条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
在我们真的要抓住新一次的产业革命和技
术变革的机遇，走在世界前列。

实习生 朱颖斐 本报记者 谈璎

费尔普斯
大众创新将带来国家繁荣

何志毅
小微企业是创新重要动力

蒋正华
斯坦福学生创业实现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