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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杜拉克昀芷业家精神理论昀坝实意义 

朱 锋 
(重庆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OOO44) 

摘要：杜拉克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是构成他创新理论的核心概念，它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没有创 

新，企业就不能成之为企业。其二，仅有技术创新不能构成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全面创新。其三，企业创新是企业有 

系统、有组织的活动，而不是灵感一现的结果。其四，企业创新与企业生命周期紧密相关，企业的任何持续发展都与企业创新有 

关。杜拉克的理论抓住了企业最关键的东西，对于中国企业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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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杜拉克(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被管理学界誉为“现代 

管理之父”)的管理学理论中，近年影响较大的是他的企业精 

神理论。这一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 50年代。经过 30年的研 

究，他于 1985年写出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系统地论述 

了这一理论。他的创新理论基本是围绕着创新的意义和企业 

家精神探讨，具体包括于创新实践、企业家精神的实践和企业 

家战略几方面。他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意义至关重 

要，否则企业就不能够成 为企业。企业家精神也说明了创新 

不仅是技术创新 ，企业创新应是全面的，并与企业生命周期相 

关。创新不是灵感一现而成 的，而是企业有组织的、作为目标 

和任务的工作，而且企业组织结构应以此为基础。本文就这 

几个方面评述彼得·杜拉克的创新理论。 
一

、企业家的精神就在于企业创新 

要理解杜拉克的企业家精神的理论，首先必须理解企业 

家与企业老板的不同。就人们的常识，企业家就是老板，杜拉 

克却认为二者不同。最早提出“企业家”这个概念的是法国经 

济学家萨伊，他说企业家就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 

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领域的人”。这种转移就需要用异于常 

人的方法，就必须创新。比如说现在街上很多小餐馆的老板， 

其经营与管理模式与同行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赢利不是因 

为产品和经营上与其他同行不同，只是因为有一定客流而使 

他们能生存，但这样的店永远长不大。他们也没有抵抗风险 

的能力，一旦客流量下降就会面临破产。但做麦当劳、肯德鸡 

的一定是企业家．因为他在餐饮业中创造了新的管理概念和 

管理技巧使产品标准化、在设计制作程序和工具上有创新，在 

对工作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培训人员，然后制订所要求 

的标准，大幅提高了资源的产出，建立了新的市场和新的客户 

群。这一点就与同行不同，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杜拉克的理论可以这样表述和总结，企业家通过创造了 

新颖的事物，改变了价值观。企业家的个性可以完全不同，但 

是都在追求变化、追求不确定性，被模式固化了的企业管理者 

不能再被叫做企业家。企业每一次面临困难的决策时，就是 

面对不确定性，没有面对这样的困难做出决策的勇气，就不能 

称为企业家。这也就是企业家的精神，也是企业家被称作企 

业家之所在，而这样的看法却和古典经济学家完全不同，在熊 

彼特之前的经济学中没有这样的理论，只有到现代才在经济 

学家和管理学家那里找到这样的自觉。真正的企业家就是他 

能不断进行企业创新。他能发掘资源并赋予资源一种新的能 

力，使它转化为财富。从企业史上一些企业的销售、管理方式 

可以对此有较好说明。如通过分期付款方式使更多的人具有 

购买力，通过集装箱发明使运输能力提高4—6倍，教科书的出 

现使教育大众化成为现实，通过改变工厂的学徒制，使工厂的 

职业培训和学习能力大大提高，并改善了工厂的组织系统，大 

大提高了职工素质和产品质量，成为工厂最有影响力的制度。 

企业创新范围很广，可以说它基本不是技术的，而是经济的和 

社会的。按彼得·杜拉克所说，企业创新是改变了资源的产出， 

将它从需求的角度而不是从供给的角度改变了资源给予消费 

者的价值和满足。世界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变化提供了 

人们创造新事物的机会。企业创新就在于寻找这种变化，并 

且可能是有目的、有组织的，利用这些变化，将物质转换为资 

源，大多数创新都是利用变化而成，创新本身就是变化。彼得· 

杜拉克的企业家精神说明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就在于创 

新 ，企业家精神就在于创新精神，他是有创造力的经营者，这 

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也才能 

在变化中求新 ，不断地生存和发展。 

二、企业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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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杜拉克把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精神等同。他认为人 

们不仅对于企业家精神有错误理解，同时对于企业创新也有 

不同程度误解。如人们总认为创新就是技术创新，其实创新 

并不～定是技术创新，甚至主要不在于技术创新，更不意味着 

就是办高新企业。目前在 中国就有这样的误解，创新是科技 

人员的事情，只有科技企业才谈得上创新，创新就是办企业， 

而且是高新企业，沾上高科技才新、才朝阳、才能赚钱，这些都 

是误区。杜拉克举了美国的例子，1965年来新产生的4 000多 

万个工作中，由高科技提供的不足 500—600万个。每 100家新 

企业中也只有 1—2家与高科技有关。高科技企业在美国也是 

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它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不超过 1／8，而在以 

后不会超过 1／6，所以，高科技不可能占很大 比重。高科技企 

业可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可 以在一定时期的发展中有所 

偏重 ，但决不能在同时忽视传统企业，特别是在企业创新中忽 

视传统企业的创新。彼得·杜拉克正是从这一问题 出发说 明 

企业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 ，它所包含的是企业家的精神，所有 

的企业都可以进行企业创新，并且都必须进行企业创新，才能 

更好地生存。同样，美国对企业资本家的调查结果是，1981— 

1983年无论营业收入还是赢利能力都发展最快的新公司却是 

最平庸、科技含量最低的企业——理发连锁店、手工工具生产 

商和向小企业租凭机器的金融公司。1981—1983年麦肯锡顾 

问公司调查了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 100家中型成长公司(收入 

在 2 500万一10亿美元间)，发现这些成长公司的销售额、利润 

增长率和就业机会都是财富世界 500强的3倍，业绩最好的是 

生产和销售家具、生产优质瓷瓶和书写用具的公司。这些高 

速增长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具有企业家的精神，他们进行企业 

创新。 

高科技企业能不能成长，并不在于行业的问题 ，而在于他 

们能不能做到企业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就美国很多高 

技术公司而言，高科技企业虽然在技术上 比传统企业更复杂 

或更新，但是它们的管理模式却大多沿用旧的模式。这些企 

业的经营者大多 自己身怀绝技 ，认为只要发明了一个更好的 

东西，他的公司就会门庭若市。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只是研究 

者，而不是企业家。爱迪生把发明变成了研究，但他不善于管 

理。而现在很多高科技企业都是爱迪生型的。这就解释了为 

什么高科技企业开始闪耀夺目，继而快速扩展，然后突然殒落 

的原因，大多数硅谷企业都是如此。他们是发明者而不是创 

新者，是投机者而不是企业家。企业家对于经济有影响力，他 

可以引导经济，但他本身不是经济的一部分。杜拉克从企业 

家精神的视角，拓展了创新的概念，纠正了人们的观念误区， 

这一点值得肯定。他发现了高科技企业中的陷阱，这也是发 

展高科技企业必须注意的一点。同时我们应正确认识，就中 

国现状而言，高科技在中国所 占比重比美国大很多，对于中国 

企业提高竞争力，赶超美国企业还是很有必要。 

三、企业创新管理：系统组织和规划 

企业家精神中最有创见的应是企业家管理。杜拉克认为 

企业创新不是一时灵感 ，它是有组织的、有系统 的行为，这一 

行为就是要进行企业家管理，这种管理就是能把企业的风险 

降到最低，使企业能够持续发展。企业家管理的首要一点就 

是理性地分析，把创新风险降到最低。这一理论也是打破人 

们常识中的错误观念。一般人和一些学者们都认为，企业家 

个性就是喜欢冒险，如同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骑士和英雄一 

样。其实这是错觉。大多数企业家都不喜欢冒险，他们没有 

一 般人所认为的冒险倾向。企业家也不应是冒险家，他们都 

在试图找出风险，并把它降到最低，否则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他们与冒险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在做一件事前会了解风险 

有多大，风险太大时他们就不会做，如果不知道风险，想赌一 

把的人一定会失败。这刚好与冒险家相反。他们大多数的生 

活可能是常人所想象不到的。所以，企业创新的首要条件是 

要细致分析所有必要的因素。不论是知识本身的因素，还是 

社会、经济或认知方面的因素，必须知道哪种因素还不具备， 

企业家才能确定所缺少的因素是否可以被创造。创新如果不 

具有可行性则最好推迟进行。 

企业家管理的第二点是战略定位。创新往往不能进行尝 

试的试验。创新的引入～般激动人心，会吸引一大批人的注 

意，这也意味着创新必须一次做准，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一 

旦成功，就可能在～段时间内独享成果，但一般他可能会遇到 

大量的竞争者，只要走错一步 ，就会被他人赶上。杜拉克较多 

讨论的是关于战略定位问题 ，他认为根据 自身优势和能力进 

行战略定位可以有以下几方面好处 ：(1)开发从技术到销售的 

全套系统 ，然后占领该领域，把持整个上下游市场。霍尔发明 

出铝还原工艺后，开始造锅、盆等产品，直接参与制造和销售， 

它创造的市场反过来抑制了潜在竞争对手。(2)只把握住一个 

关键部分，但这部分一定对 自己的竞争有利。如杜邦发明尼 

龙并没控制尼龙销售市场，而是创造了使用尼龙的妇女裤袜 

和内衣消费市场、汽车轮胎市场等。它把尼龙提供给加工商。 

(3)把握住具有关键、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位置。把握住一个产 

品的核心技术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至少在早期不被 

淘汰。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配方、英特尔的芯片技术等等 

都是这样，而其它外围产品、技术和制造则可以外包出去。 

杜拉克的企业家管理是一新概念。笔者认为，不同的产 

业 ，甚至同一个产业，创新者都会有不同选择。有的选择创造 

市场或市场的关键点。这一点如果更广泛地理解 ，科学家的 

技术创新也会有一个选择过程，如爱迪生可以选择销售和安 

装电力设施，而其他的科学家则可以只出售新技术。企业家 

管理对于企业的意义十分巨大。它是企业创新最关键环节。 

它比单纯创新重要得多，因为只有企业家管理才能保证创新 

的高效。它需要财务和管理上的远见 ，更需要市场定位和市 

场驱动的远见。但是一般高科技的创新很少有企业家管理， 

更缺乏对它重要性的认识，因而也就有着高失败率。注意技 

术创新者和高科技企业业主大多只是发明家，而不是企业家。 

企业家管理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风险。 

四、企业创新的产业过程和风险 

杜拉克把企业家精神拓展到整个企业的创新和企业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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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同时也拓展到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管理就是降低 

创新风险，但除创新风险外，创新还有它本身创造的产业风 

险，如果把创新与一种产业联系起来就会清楚得多。创新对 

于产业的影响过程：(I)一种创新在开始时需要很长时间，因为 

它需要很多知识的聚合。它本身就是具有不可能预测的风 

险。(2)过了这一阶段它会形成一种狂热的现象，这时候产业 

窗口打开，跟进者会很多，但经过淘汰只会少数几个创新存活 

下来。(3)产业窗口变窄到渐渐关闭。这时候大淘汰就开始 

了。大多数公司在这时候被淘汰出局。当产业对整个经济发 

生重大影响时，就会出现大萧条。 

汽车制造业公司和铁路公司都比较典型地说明这个问 

题。由于产生了汽车制造技术，汽车制造成为高利润行业。 

1910年，仅美国就有200家汽车制造公司，但是到了3o年代只 

有 2o家，1960年只有 4家。自从史蒂芬森于 1830年拉出第一 

列火车后，英国出现了100家铁路公司，整整 10年，铁路都属 

于高科技产业。狄更斯的《小杜丽》讽刺过这种现象，当时大家 

认为有钱都应投向铁路，但是 1845年窗口突然关闭了，英国再 

也没有钱投入到新铁路上，15年以后，1845年，铁路公司减至4 

— 5家。几乎所有创新都经过相似的过程。19世纪 2o年代， 

美国生产收音机的公司有上百家，并有 100多家广播 电台， 

1935年，广播业只有三大广播 网，仅十几家收音机厂商存在。 

1880年到 1900年出现大量报社，一次大战以后，报纸的数量开 

始下降。每一个产业都经历过这样的变化。根据大量案例分 

析，可把公司分为两类，一类是早期繁荣期开始进入的公司， 

另一类是以后各时期跟进的公司。大多数存活下来的公司是 

第一类 ，而第二类公司大多是在繁荣期存活，随着窗口的变窄 

和关闭，也随之淘汰或自动出局。 

从杜拉克的理论和案例中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1)创新 

者企业一定要认识到，在创新后会有一个繁荣期，企业成长一 

定要有企业的创新管理和创新经营，而不仅仅是技术，否则 ， 

在繁荣期就有可能被淘汰。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万燕公司， 

在中国VCD大战时，很快就被淘汰，原因就是缺乏企业创新管 

理。(2)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繁荣的窗口，进入一个新兴的产 

业必须在几年时间内打下坚实基础。任何其它产业与此有着 

相当的相似。窗口不会太大，也不会太长。(3)只要在繁荣期 

打下好的基础，在大淘汰时就会有比别的企业更好 的持久力 

和好的盈利，就不会被淘汰掉。现在的人们认为，一个产业的 

窗口变窄了，从新知识转变到产品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这是一 

个错误观念，沿这一思路去做就会误入歧途。这是因为你的 

进入时机已过，窗口开始关闭，除非你有创新。(4)时机的意 

义。在早期创新者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是独处的。即使有错误 

也可以有时间纠正，这样他就有无数建立新事业的机会。而 
一 旦进入市场，创新就会有一个时间窗口，创新者得不到第二 

次机会，但这实际上就是第二次创新，如计算机产业。计算机 

产业的二次窗口打开实际是另一次的创新，即微机的创新。 

整个产业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窗口都相当拥挤，任何一个创 

新者都只有一个很小的存活机会。(5)大淘汰期的存活之道就 

是企业家管理。窗口一关闭，大淘汰就开始了。大多数公司 

难逃这一关。1990年微机公司在美国大约有 100家，而现在只 

有几十家了，再过几年可能就会更少。预测一个产业不难，每 

一 个产业的窗口期都会成为一个主要产业，难的是这个产业 

中，哪些公司将会存活?高科技的淘汰期最为明显。因为这 

些产业比较引入注 目，而吸引了大批资金和加入者。它天生 

就会有一个很高的风险性，一家鞋油公司不可能成为 10亿资 

产的企业，而高科技企业就不同了。但实际情况是，高科技企 

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没有利润，全球的计算机产业产生于 

1947—1948年，而到了8o年代，整个产业才达到盈亏平衡点。 

高科技企业必须越跑越快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大淘汰期只 

有一个存活之道，那就是企业家管理。创新，特别是基于知识 

的创新本身就会引起变革，它的目标是创造一种已存在的需 

求。创新的风险在于，你不知道你的创新对于市场的效果如 

何，市场能否接受你 的创新，或者接受的程度和速度都不知 

道。即使在事后，人们也不会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创新就会被 

接受和被拒绝。这时，你就是一个赌徒。有些创新则会有较 

高的可靠性。因为它易检验。但是风险越高，回报越高。 

五、结论 

彼得·杜拉克的企业家精神理论使我们从更高视点透视 

企业。企业不仅是赚钱的工具，还应有企业创新，企业家也必 

须有创新精神。只有企业家能把握住企业的灵魂，才能无往 

不胜。企业家精神理论的意义还在于每一个创新都具有整体 

意义。它使我们纠正过去对于创新的理解，过去常常把创新 

狭隘地理解为技术创新，或者只是某一局部的创新 ，如果不从 

整体视角理解，技术的优势也不能得到市场认同。正是由于 

这一点 ，企业在创新时也要有组织地进行。企业家精神这一 

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观点，还可以延伸到产业发展上理解，这一 

方面可以推动企业史和产业发展史的研究。一个企业是开创 
— 个产业还是跟进一个产业，是在这个产业的繁荣期，还是在 

产业的淘汰期，通过企业史和产业都有一个借鉴。而且，通过 

这一思路可以对整个经济周期发展研究有所启示。一个创新 

带动一个产业，而一个产业的繁荣会对一个时期的经济发生 

重大影响。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看，其重心是从早期在荷 

兰的萌芽到近代英国、德国、现代美国的移动发展过程，这几 

大经济周期无不是因为有了一种创新所带来的产业的繁荣而 

形成。创新不仅对于企业，而且对于整个现代经济都有重大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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