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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文化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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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创业文化发展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三次现代性浪潮，即：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市场力量主导的形成， 

创新的奇迹。正是这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到来，最终奠定了创业文化平等自由、追逐财富、冒险创新的内涵，并对 

我国当今创业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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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业文化的现代性浪潮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现代性浪潮都标志着人 

类历史的重大改变。 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解放了人 

的思想，使人们不再寄希望于天国的幸福，而是要 

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现实的幸福； 17 世纪一系列的 

政治运动改变了人的关系，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打 

破了原有尊卑贵贱的差异； 18世纪的工业革命改变 

了人的生活，用迅速的财富积累充实了原有的贫 

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意味着历史的发展 

性。但无论是思想的解放、政治的民主，还是经济 

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人们追求人性解放的结果。 

创业文化是在现代性浪潮的基础上形成的，思 

想的解放、政治的民主、经济的发展是创业文化形 

成的必备条件，而对于人性解放的追求是创业文化 

形成的根本动力，其中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求与向往 

是创业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力。从创业文化的发展过 

程来看，创业文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次现代性浪 

潮。 

1. 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 

股份有限公司最早出现于  16 世纪的英国。为 

了寻求更多的财富，英国商人决定组建一支船队远 

赴海外进行贸易，但巨大的风险、巨额的成本使英 

国商人在财富与危机之间难于抉择。为此，他们尝 

试用鼓励大家入股、汇集资金的新方式来筹集成 

本，同时他们提出了“有限责任”的方式，即投资 

者只对自己投出去的钱负责，不承担全部债务风 

险。这个最早的有限责任公司即是著名的英国东印 

度公司。 

这种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有效激发了人们的 

商业热情。人们只需要对自己投出去的钱负责，承 

担有限的商业风险，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们进行商业 

投资的动力。同时，股份有限公司改变了原有公司 

的管理制度。公司是很多人的公司，不再是个别人 

的公司，公司对所有出资人负责。此外，股份有限 

公司允许出资人随时在股票交易所撤出自己的股 

票，使得出资者可以更加灵活掌控自己的资本。可 

以说，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改变了公司固有的性 

质，更改了市场原有的制度，激发了人们内在的商 

业热情，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商业过程中。而所有 

这一切的融合则形成了初期的创业文化。 

2. 市场力量主导的形成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了著名的《国富论》， 

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观念，强调市场在交易中的 

作用。斯密反对用国家力量追逐财富的手段，倡导 

通过平等竞争来发展经济和市场调控的自由贸易。 

此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成千上万的小作 

坊、小公司纷纷成立，他们各自为追求利润而忙碌 

奔波。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无政府主导、自由交易 

的形式促进了英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市场力量在促 

进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这一时期创 

业文化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市场 

力量的主导使得公司摆脱了政府的羁绊，公司与公 

司之间的逐利行为更加平等，促进了创业文化制度 

的完善。第二，市场主导下，大量小企业、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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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诞生有利于创业文化物质的完善。随着政府在市 

场经济中作用的减弱，公司的成立不再是一种特权 

而是一种权力，人们可以在一定框架下自由组建公 

司，这有利于公司数量的进一步增加。第三，市场 

主导下人们之间的平等竞争原则、鼓励人们自由追 

逐利益原则及自由组建公司的原则都有利于促进 

人们创业的热情，发扬人们的竞争观念，扩大创业 

人群的数量，促进创业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到 
19 世纪，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美国经济有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无数企业家与托拉斯诞生，创业 

文化迅速发展并成熟起来。 

3. 创新的奇迹 
19 世纪 80 年代，无数的新产品从公司的实验 

室中走出来，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这标志着科 

技创新已经成为公司竞争的焦点，公司对于利润的 

追逐也开始体现在对于科技研发的热爱上。 

创新给公司带来财富与奇迹的同时，也改变着 

创业文化的内涵。首先，创业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 

——公司有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局限于普通产品的 

生产、规模的扩大、效率的提高，而是开始追逐科 

技的含量，创新的惊喜。其次，创业文化制度有所 

转变，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试管与柜台开始连接 

起来了，即在注重员工业务水平的同时，科研人员 

成为公司的重要员工。此外，追逐创新精神成为创 

业文化新的精神内涵。 

二、创业文化的主要内涵 

创业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经历了三次现代性浪潮后，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 个人平等、自由与所有权的保障 

首先，市场的本质是公平交易，要求不同的主 

体可以自主地对他们自己的产权和别人进行交换。 

因此，交易的前提首先在于交易双方有自由处理自 

己财产的权利，而自由处理自己财产的前提是对个 

人财产所有权的保障。早在古罗马法中，就指出 

“人”是指能够拥有财产权，能够起诉与被起诉的 

任何个体，这种权利归属的稳定与明确，对商业活 

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创业文化的形成也具有重要 

的意义。其次，在所有权保障的基础上，人们需要 

有自由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而这个前提便是人与 

人之间的自由与平等。而“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 

兴，使得出身、等级、门第都不再是衡量人的标准， 

人的价值受到肯定，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受到鼓励” ， 

这些都为商业经济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 

创业文化的形成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2. 追求财富的价值观 

发端于市场经济，形成于商业活动过程中的创 

业文化，必须具有追求财富的价值观，因为经济本 

身的直接目的就是追求财富的增加。1780 年，本杰 

明•富兰克林的《穷人理查德年鉴》在美国大陆热 

销。在这本书中，富兰克林第一次打破了“君子不 

言利”的传统价值观，告诉人们挣钱不是贪婪，不 

是为了谋生，而是人的使命，是精神，是实现人生 

价值的有效途径。在日本，著名的实业家涩泽荣一 

则从东方的儒学传统中为经商找到了高尚的动机， 

即经商是为了社会， “公益即私利， 私利即生公益” 。 

这种追求财富的价值观不仅为美国与日本带来了 

商业的繁荣，也成就了无数的创业者，使其后来成 

为著名的商业大亨，成为美国与日本创业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3. 企业家精神 

经济发展的主角是企业家，他们是一群拥有共 

同精神的人，这种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 。 “企业 

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技能的集合。企业家精神首 

先在于要有通过自己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 

望。其次，还需要有熟练的商业技能与技巧。再次， 

企业家还需要有创新精神。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把 

企业家称为“破坏性创造”的人，认为创新是企业 

家精神的核心，认为他们是善于打破传统的均衡状 

态，是懂得重新配置资源与整合资源的人。最后， 

敢于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 “为了发现王子， 

你必须和无数个青蛙接吻”是企业家创业的理念。 

除此之外，合作、敬业、学习、诚信、执著等都是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所在。 

4. 社会文化 

这里的社会文化主要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与 

经济文化、创业文化相融合、相协调，为经济发展 

起到推动作用的社会文化，包括政策、制度、法律 

等。 比如在英国， 公司注册的金额可以低至 1 英镑； 

在美国，只要说出公司的名称就可以注册一家公 

司，这种低门槛的政策支持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 

的活跃，也是对创业的一种鼓励。比如在美国有反 

托拉斯法，用于反对垄断，保证个人在市场上自由 

竞争的权利。再比如在硅谷，鼓励的是敢于去做， 

失败并不时一件丢人的事情，这种容错机制造就了 

硅谷传奇，也造就了硅谷的创业文化。 

三、我国创业文化的传承 

1. 改革开放之前的创业文化历史要素 

客观上讲，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我国的 

封建社会还是民国时期的专制统治，抑或是建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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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都严重压抑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也完全束缚着个人自由的解放，不利于甚至严重阻 

碍着创业文化的形成。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也 

闪耀着部分创业精神的火花，只要有合适的机会， 

终究会成燎原之势。 

首先，晋商与徽商精神点燃了创业文化的火 

种。晋商与徽商，一般指明清 500 年间的山西与安 

徽籍商人，两者因其卓越的商业成就、创业精神及 

经营理念而享誉世界，其文化是具有鲜明商业烙印 

的中国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精神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1）进取精神。纪晓岚曾评价山西商人说“山 

西人多商于外， 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 俟蓄积有资， 

始归纳妇。 ”意思是说，很多山西人把经商作为实 

现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径，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 

不娶。徽商则“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 

贾不利犹未厌焉。 ”这正是其在商业上所表现出的 

巨大的进取精神。（2）团队协作意识。晋商与徽商 

都很注重群体间的协作，与人为善。各地的会馆就 

是他们维系关系的表现方式之一， 这种 “同舟共济” 

的协作关系在其业务扩大与团队竞争中提供了极 

大的帮助。（3）敏锐的创业眼光。很多晋商与徽商 

都有着深厚的教育背景，这使其在风云多变的商界 

更容易权衡利弊，发现新的商机。所以《江南通志》 

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 ， “以故贾之所入， 

视旁郡倍厚。 ” 

其次，实业救国思想的盛行延续了创业文化。 

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商业经济发展的土壤 

并不成熟。但随着国门的打开，一些人开始意识到 

商业的重要性。也许正如《公司的力量》中所说的 

“欧美各工业国以其先进的经济制度称雄于世，每 

一个想要‘富’和‘强’的国家，都无法对此视而 

不见” 。在一些近代实业家的努力下，1882 年，轮 

船招商局成立，它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 

司。1894 年，高中状元的张謇弃官从商，举办了大 

生纱厂。在他此后的一生中，又先后创办了 180多 

个企业，成为当时创业者的代表。到  1910 年，当 

时中国正式注册的民营公司大约有 410家。在这些 

创业者的努力下，一些公司开始把市场扩展到国 

外，上海成为了金融、食品制造的中心，天津成为 

航运的中心，广东成为了烟草、造纸工业的中心。 

这些创业者的成果及其个人奋斗过程中所表现出 

来的精神品质，都凝结为近代中国的创业文化。 

2. 改革开放以来创业文化的形成 

改革开放至今  30 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 
30 年，也是创业文化初步形成的 30 年。在这 30年 

中，经济主导发展下的中国与其他制度、政策、思 

想、行为等融合，一起推动了创业文化的形成。 
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确立了经济发展 

是首要任务。这意味着国家的放权，意味着人们有 

了选择生产什么和如何定价的自由，意味着交往， 

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同时，也意味着思想的解放， 

既然追求经济发展、追求财富已经是整个国家的主 

要奋斗目标，那么金钱对于个人而言，也不再是讳 

莫如深的词，也可以是个人生活的追求。这些都在 

很大程度上为创业者提供了机遇，也在很大程度上 

为创业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几年时间内，中国拥有了  134 万个乡镇企 

业，它们创造了  1222 亿元产值。外资企业大量涌 

入中国，带动了沿海城市的迅速发展。1992 年，海 

南仅房地产公司增加了  3 倍；在全国，有 15 万官 

员辞职下海；98%的国有公司开始改制。无数个创 

业者的传奇在上演，可以说这是一个创业者的时 

代， “连空气中都仿佛弥漫着财富的味道” ，他们的 

激情、他们的胆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成果为创 

业文化的形成注入了血液。 

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创业者和企业， 政策、 制度、 

法律也在改变。1994年 7月 1日，《公司法》颁布， 

第一次从法律意义上明确了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的 

经济主体。 政府开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努力， 冶金部、 

纺织工业部等政府机构改革，助推了中国钢铁产业、 

中国纺织产业等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一。所有这些加上 

历史传承的文化精髓，共同构成了我国创业文化的要 

素，也构建了创业文化的雏形。 

创业文化的初步形成并不意味创业文化的成 

熟。不可否认，我国社会中还存在诸多阻碍创业的 

因素，创业文化的影响力还不是很深远。这就需要 

现有的经济、政治、思想、制度、行为等要素相互 

协调、磨合，与历史要素一起，在时间的推动下进 

一步推动创业文化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央电视台〈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M].太 

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2]  党国营， 于莫.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解析[J].读书， 2010(8)： 

1422. 

[3]  贺照田，何怀宏.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开展[M].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编辑：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