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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企业家精神是助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之一。本

文主要利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事实，用数据来说明“企业家精神”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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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从 19 世纪末的企业家实业救国，到近年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2017 年 9 月正式颁布了有关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有

关意见。该意见认为，需要为企业家的发展创造健康的环境，

培养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将会激发市场的活力，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第二章  文献综述 

企业家精神指的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管理企业的综合

能力，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特殊技能，它是企业家精神和

技能的结合，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有四点：一、社会的储蓄都

已转化为投资。二、投资边际收益率呈下降的趋势。三、劳

动力按一个固定的比率增长。四、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包括一些共同的要素，经济系统中的

内生经济因素决定经济实现持续增长，以及技术不断进步，

技术知识、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自由贸易促使知识向国

际无限扩散，当然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贸易双方的福利水平，

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提高人民的幸福

感。 

企业家精神主要是通过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的贡献。内

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技术进步，与企业家精神为动力的

经济发展类似。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需要承认的是，人力研发

政策制度，资本等因素的增长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同样重要

的地位。 

第三章  企业家精神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历史上中国的封建农业社会，儒家的义利观、“士农工

商”的社会等级划分，都体现了社会对商业活动的偏见及对

商人偏颇的看法，但《管子》也体现了古代商人冒险、坚韧

的企业家精神。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如何影响现在的企业家

精神，总结来说为两点： 

1.有传承特征的家族老字号企业作为了企业家精神传

承的媒介。 

2.企业家精神随着社会营销文化的历史而传承。 

第四章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转型国家，民营企业从零到有，企业

家阶层从无到有，民营企业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承载，本文我

们利用民营企业来考察“企业家精神“，民营企业作为”企

业家精神“的具体化指标。民营企业包括各种组织形式的企

业。在本文主要选取每万人拥有的私营企业数量作为测度”

企业家精神“指标。 

通过图 4-1 和 4-2 可以直观的看到人均私营企业数量与

GDP 在 2004-2014 年十一年中相似的增长曲线，具有很强

的正相关关系。 

图 4-1 2005-2014 年 GDP 增长 

 
图 4-2 2005-2014 年私营企业的增长 

 
本文以地区 GDP 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地区

GDP 对数指标(GDP)为应变量。选择专利数量的对数( 1X )、

平均每万人拥有的私营数量( 2
X ) 来衡量企业家精神。另外，

为了使结果更加稳健，本文还控制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人

口、科技等指标，分别采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3X  )、

地区人口对数( 4X )。把企业家精神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的样本为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采用 2005

年至 2014 年的面板数据，共 310 个样本，数据来自《中国

统计年鉴》。具体模型取对数得来，如下： 

0 1 1 2 2 3 3 4 4log GDP= + x + x + x + xb b b b b  

图 4-3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数量的不断增多，但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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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地区每万人拥有的私营企业数量变量的方差较大，为

18.57，这说明我国的私营企业分布情况并不均衡。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各地区仅科技水平提高较快，科技规模也增

长较多，从表中可得出地区的科技水平相差较大。 

图 4-3 变量性描述 

 
图 4-4 是建立的模型的 OLS 的回归分析结果。地区 GDP

对四个指标的回归分析，分别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为正。

拟合程度较好，且 p 的值均小于 0.05。私营企业的数量对

GDP 的回归影响更大，具有正相关关系。地区人口也具有

促进的正相关关系，固定投资和专利项对地区 GDP 的贡献

几乎一样。 

 

第五章  结论 

本文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以“私

营企业的数量”作为指标。但是，企业家精神这个抽象的概

念是难以用一个指标来衡量的，本文的研究中是有缺陷，它

忽略了一些次要的指标，这也将影响到本文的实证分析结

果。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取复合测量的方法，再加上

像 “主成分分析”这样的统计方法对指标进行分项合成，

这样就能获得一个更全面、准确的“ 企业家精神”测度指

标。本文只是对中国企业家精神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初步探

索，由于笔者粗浅的研究素养，因此文中存在较多的不足，

但笔者认为如果政府将工作中心向企业家精神发展的方向

偏移，坚定走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将会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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