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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研 究企业家的一般假设和推论，回顾基于企业家能力的重要观点和倾 向。提 出了企业家能力的三大主干 内容 

和四种必备结构，认为对于企业家队伍的开发和营造，应该从培育、选拔、竞争和激励等角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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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ct：This papers first initiates the general hypotheses and propositions about the reseawh on entrepreneur．It then~viewe8 the past 

three egXi'lOIllic pempeetives based on the entrepreneur competency．And finally．it puts forward tlⅡee core contents and four necess~ struc— 

tures，it p00in坞out that the devdolmaent ofthe entrepreneur should rely on the training，selection，competition and motivation曲亡a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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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关于企业家的一般假设 

关于企业家的界 定 ，众说 纷纭。“基本素质观”，认为具 

备某些 素质 (特 征)的那一 种人 或群 体，就可 称为 企业 家。 

“创业过程观”，认为在企业 中担当主要领导岗位 的人或群体 

就是企业家。“结果导 向观”，认为企业家是从事经营活动并 

做出优异成绩 ，受 到社会认可的人或群体 。不论何种观点 ， 

都对企业家存有潜在假设。 

第一 ，企业家都是企业经营者 ，而企业经 营者并不 都是 

企业家。该推论意在区分企业经营者和企业家两个概念 ，并 

且认为一个人只有进入企业经营者的行列 ，才有可能培养成 

为一名企业家。成为企业家是一种 自愿行为 ，个体对 自身能 

力把握充分的信息，在外部条件已定的情况下，有权决定何 

时采取行动。 

第二 ，企业家的培养必须是针对有志成为企业家或者理 

想成为企业家的人 。做企业家的欲望有先天的因素，更在于 

后天的影响与教育。教育既可使欲望压制和禁锢，又可唤起 

和激发欲望 。从需求看 ，作为一 名企业家 ，既可实现一个人 

的低层需求 ，又满足较高层次的需求。任何谋取利润或 自我 

实现的人都可以考虑做一名企业家。 

第三 ，企业家的培养实质上是能力的培养 。该推论 旨在 

说明，虽然在企业 家的有关 理论中，还包括有激励和约束 的 

方面 ，但无论怎样刺激和约束 ，企业家的才能并不 会有太多 

的损失。激励和约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改变改 变企业家对 

于在培养某方面能力后所带来效用的预期 ，从 而影 响能力 的 

培养。在企业经营者成为企业家这一过程 ，市场 的选择起 了 

决定作用。当个人的能力符合市场的能力需求，企业经营者 

被公认为企业家。 

二、企业家能力命题的若干理论视角 

(一)判断、监督和追求利润的能力 

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 ，关于企业家成长的主要模式是经 

营模式和资本模式。当时西方经济学家把企业 经营者等 同 

与企业家。作为经营者 ，在 当时 的经 济实 践活动 中，对市场 

变化的判断和对企业活动的监督管理 似乎是主要 的功能 和 

能力 ，企业家 的成 长模式 应 是学 习、掌 获和 具备 此种 能 力 
— — “判断力”、“坚持性”、“有效监督”。卡尔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使利润趋 

于下降，导致货币利息下降，使大资本家比小资本家处于更 

有利的地位，从而会使“中等资本家由食利者变为企业家，而 

去亲 自经营实业”。由此看来 ，马克思 主张资本家和企业 家 

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差 异，主要 能力是对资本 和利润的 

追逐 。 

(二)知识获取与转化的能力与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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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阶段经济学理论关于企业家成长模式主要包括 

人力资本模式 、创新模式和决策模式。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 

特定要素禀赋——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家的能力来 自教 

育和培训 ，知识决定 了厂商有效规模的限度 。企业家要做的 

事就是获得知识和如何运用知识 ，如 生产技术 知识 、把握市 

场知识、建立经济组织并刺激组织成员去创造获利机会的知 

识。新古典阶段经济学理论中，哈耶克等强调企业家在获取 

和使用信息方面的作用，认为企业家是“经济时机的发现 

者”。奈特认为企业家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决策并 

承担决策后果的人 。 

(三)合作能力 

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企业家的研究侧重 

于企业家的作用。科思认为 ：“企业和市场之所 以需要 同时 

存在，是由于完全由一方的存在，其交易成本都非常昂贵。 

在企业 以外 ，价格变动决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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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交易的复杂的 

市场结构被企业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交易费用模式提 

出了一个很重要 的企业 家的功能 和能力——“合作”。企 业 

内作为复杂的市场结构替代者的企业家，应具备“组织、指 

挥、协调”等能力。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过 

分强调“竞争”，而忽视了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应有的“合 

作”。“合作”应是企业家能力的重要 内容 。 

三、企业家能力的内涵与层次 

熊彼特对企业 家的定义：“企 业家的职能就是识别企业 

的生产性因素，并整合它们。”麦瑟斯(Mises)也认为，“企业家 

行为就是成功指导资源流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不 同学者和 

实业家对企业家能力做过阐述。 

衰 1 企业家能力内涵与诠释 

现 点 具 体 涵 义 

普 林斯 顿 大 学 ①合作② 决策③组织④授权⑤应变⑥求新 

莫 尔：“十素质” ⑦负责⑧尊重⑨ 冒险⑩道德。 

韩 国三 星 李 秉 

哲 ：“五标准” 

法 国 <费 加 罗 

报>：“十形象” 

心理 学研 究发 

现：“企 业 家两 

种倾向” 

①人性道德美②国际眼光③专业知识④思 

雏灵活⑤ 自我挑战。 

①专业才干②想像力③创造性④面向世界 

⑤责任意识⑥文化适应 力⑦ 社会环境意识 

⑧倾听他人⑨社交⑩求胜心。 

① 实践型倾向：外向交际、敏感直觉、注重过 

程 、偏好风险、求变②理论型倾 向：运筹敏 

捷 、逻辑思辨 、高瞻远瞩、追求完美、求实。 

(一 )企 业 家主 干核 心能 力 

1．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 

企业家要创造性地破坏市场均衡。而不是推动市场均衡的实 

现。在“破坏一均衡一再破坏均衡 ”的循环中，企业家实现 了 

企业革命。创造性破坏包括以下特征：独立思考、丰富的想 

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 

2．承担风险 

奈特 (Knisht)认为 ，企业不是别 的东西 ，而仅仅是一种装 

置，通过它，“自信或勇于冒险者承担风险，并保证犹豫不决 

者或怯懦者能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为什么是由企业家而 

不是工人来承担不确定性?奈特认为：“也许是因为雇佣者 

和被雇佣者之间对风险的态度不对称，促使他们同意保持长 

期雇佣合约而非使用现货市场。”虽然奈特没有明确指出“承 

担不确定性”是企业 家的特殊能力 ，但 由于“承担不确定性” 

显示出企业家的自信心、判断力、知识。所以这也是一种企 

业家能力。能否承担不确定性是 区别企业 家与非企 业家的 

重要标准。 

3．学习能力 

美国管理学家杜拉克认为，对于企业家不应该强调专业 

上的精深，而应该注重通才教育与培养。比尔盖茨喜欢下结 

论，喜欢畅想未来，很容易犯错误，但他却有一个非常大的优 

点，改正错误 比犯错误还快 。企业 家学 习是 是一个渐进 过 

程。面对企业发展的挑战与机会，企业家能力的提高是通过 
一 系列学习计划的实施得以完成的。学习计划在此是指“获 

得用来解决经营中问题的一定知识与技能所做出的努力。” 

它并不需要预先制定，在环境变化下即不自觉地开始了学 

习，为了消除当前认知状态与期望认知状态之 间差距的行动 

就是学习过程。 

衰 2 三种核心能力的维度与衰征 

(二 )企 业 家必备 能力 

1．人际关系能力 

企业家有了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力。就可以妥善解决各方 

面矛盾 。使企业内外环境对企业的成长最为有 利。人 际关 系 

能力也是协调能 力，包 括能否 和协助者真 诚合作。科斯纳 

(Kirzner)认为企业家与旁人的区别是企业家的“悟性”和“特 

殊知识”。企业家是 “经纪人”(middl~an)。他们不仅 能发现 

对交易有利的机会，而且能够捉住机会并创造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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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挥领导能力 

企业家在企业中就是工业大军的指挥官。企业家的职 

位虽然有利于他的指挥，但是职位对企业家的指挥作用是有 

限度的。若人们看到一个惊慌失措的指挥官，那么职位再 

高，也没有任何威信。反之，当企业员工看到企业家在企业 

的运行过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指挥领导才华和能力的时候， 

对企业家的指挥领导能力就有 了忠诚度 。 

3．组织能力 

组织能力实际上是所有的领导人都应该具备的能力素 

质。企业家的职能就是要把企业所有的资源，按照一定的原 

则进行配置。企业是由各种担负职能的组织部门集合而成 

的，企业家必须有检查和核准企业的组织系统是否合理，运 

转是否正常的判断能力。任命和识别才能、组织变革、组织 

分析、组织控制。组织能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 

能否身先士卒。 

4．表达能力 

表达能力包括 口头表达能 力和文字 表达能力两方 面。 

企业家是以社会活动家的面貌出现在企业和公众面前的。 

企业家是否有很好的表达能力，对企业家顺利达到 自己的 目 

标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企业家经常要写东西、发指示、向 

上级请示和报告。这一切都离不开文字表达能力。在参与 

国际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家的表达能力还应该包括外语 

能力在 内。 

四、企业家能力开发的若干设想 

培育 意指专门造就培养企业家适合生产的土壤和摇 

篮。造就这块土壤，来自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核心的配套改 

革。通过配套改革，实现 产权 自由交易，就 能达 到企业家组 

合生产要素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使企业的整体经济运行效 

率提高 ，有利于企业家的选择和优胜劣汰，同时也有利 于企 

业家能力的发挥。培训的摇篮可立足专业培训，多形式多渠 

道进行，建立专门培养企业家队伍的院校，从知识结构、专业 

技术水平上训练其应有的知识和能力。像美国的哈佛大学 

和原苏联的列宁格勒工学院，就是世界上有名的企业家 

摇篮 。 

选拔 是指用一定水准来衡量和遴选符合条件且具有 

发展潜力的企业专门人才。企业家是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他 

的能力结构要求很严格又很复杂，绝不能随意放宽条件，更 

不能迁就。因而，对有发展潜力人才的选拔或企业家的选 

拔 ，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社会各界 的方 

方面面都应引起高度重视和关注，在选择用人上切实做到 

“不拘一格降人才”，做到“政用肖何，谋用张良，武用韩信”。 

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家在岗位上尽其才，展其志，锻炼成长 

和壮大。 

竞争 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竞争经济和法制经济 

的实质是能者生存，庸者淘汰，很 自然地实现其新陈代谢规 

律。这种客观规律给企业家提供了生成和发展的必然法则。 

企业家选拔离不开竞争，面对强者敢于竞争，善于竞争，正是 

企业家成熟和基本条件具备的象征。把竞争视为 自己的人 

生追求，充分把握竞争机遇，自觉地投身到竞争的搏击中磨 

砺是企业家的品格。同时也只有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才能 

创造出使人才脱颖而出的氛围，也才能做到人才合理流动， 

毛遂自荐蔚然成风，也才能实现对企业家的能力和综合素质 

考核检验的公平和合理，开创优秀企业家的源源队伍。 

激励与分配制度相关联。按照市场经济中实现效益的 

一 般规律来激发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激励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在物质上的待遇要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捆在一 

起，视企业家本人贡献大小和承担风险的程度，在薪金、奖金 

以及社会保障养老等诸方面给予优厚待遇，促使他发挥最优 

水平为企业尽职尽责；二是在精神上予以褒奖，借助宣传舆 

论向社会传播其作用和贡献，让人们了解和尊重他们的辛勤 

劳动，形成全社会上下支持和关心企业家的氛围，使企业家 

成为偶像，得到更多有志者青睐，造就一批 中国企业家队伍 

元疑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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