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诸新民 美编 曹优静 照排 王蓉 校对 雷军虎

OBSERVER观察家 观点A08
2018年11月23日

民营企业应成为创新的主力
记者 崔凌琳

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
授、曾任世界银行顾问的许小年，在上周五应邀为参加甬
商峰会暨甬商总会2018年会的一众企业家，作了一次主
题演讲。直言不讳、观点犀利是许小年一贯的风格。

东南商报记者就当前民营企业的角色、如何看待当下
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等焦点问题，特别专访了许小年教授。

当前也是转型升级的最好时机

东南商报记者：您如何看待企业当前面临的国内外
经济环境？

许小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
中国经济造成了额外的困扰。但回过头想一想，如果我
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外部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企业若不能升级、研发，那么，面对关税递加，企
业就会尤其紧张，因为企业利润本来就薄，抗冲击力
弱，关税一翻番，利润就没了，只能转战其他。可见，
企业抗击风险的能力有待提高。

如果能够把研发做好，利用新技术、新产品在市场
上获取定价权力，我们至少可以把部分增加的关税转移
到客户那里去，但由于很多产品市场竞争力不足，造成
议价能力不够，企业往往没有底气跟客户区谈，怕一提
价，订单就跑了，结果只好自己默默承受利润损失。

其实内忧也罢，外患也罢，企业要做的一直都是一回事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增强议价能力和抗击风险的能力。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但这也是转型升级
的最好时机。企业在顺利发展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考虑
研发，而形势不好了，反而会有人开始注重研发问题。

华为其实一直遭受美国的市场封杀，但在变化的国
际环境中，每年依然保持强势增长，因为他已经建立起
一套相对完整的研发体系，他可以运用自己掌握的核心
技术。在手机行业中，华为的起步晚，但后来居上，原
因就在于其强大的研发体系。事实上，从1998年起，华
为就以公司法的形式，确定了每年的研发投入不低于销
售额的10%的规定；去年，华为的销售额是6000亿元人
民币，即研发投入有1000亿元左右。

如何在资源配置上、如何在公司内部建立起自己的研
发体系，这些都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民营企业亟需考虑的。

要给予国企民企同等待遇

东南商报记者：企业创新的动力来自什么？如何看
待国企和民企的任务？

许小年：举个例子，乔布斯创新成功，便青史留
名，不仅仅是亿万富翁，而且他被历史记载为改变世界
的人。

这就是动力！这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市场激励，对创
新而言至关重要。

国有企业，承担着执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所以，
创新的任务便落在了民营企业身上。为了建设中国的创
新经济，在政策上，需要给予国企、民营企业同等的待
遇，同等的市场准入、同等的融资条件、同等的政策，
甚至，希望以后不再分国有、民营，一项政策管所有的
企业，一条法律管所有的企业。

东南商报记者：当务之急，民企创新最需要的是什么？
许小年：需要一个思想的市场，需要把企业家的想

法转化成技术、产品、社会效益。
要给民营企业一个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一个良好

的经营环境。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创新的想
法，能够通过及时吸收各种资源而变成现实。

事实上，工业革命后的重大创新，都不是各国政府
规划出来的，都是企业家在市场上经过多次试错而形成
的。企业家的思想可以在市场上得以实现，需要放松管
制，让资源自由流动，让资源跟着创新的想法走，而不
是跟着指令走。

其次，希望全面推进减税。减税的意义不仅仅是减
轻企业负担，通过减税，不仅要使其度过难关，更重要
的是，把资源交给企业去配置，让市场、让企业去发挥
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此外，企业还需要良好的制度支持。改革开放初期
没有民企，现在民企实力已经比改革开放初期强多了，
但企业的发展创新是需要做长期投资的，要让大家有安
全感，要有法律保护。

民营企业应成为创新的主力

东南商报记者：当前，民营企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许小年：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正面临着从数

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增长、从制造转向创新的阶段。在这个阶
段，民营企业要担负的不仅是税收、GDP增长等等的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创新的主力。

创新，要求有市场的压力，也需要市场的激励。
换句话说，市场竞争中，如果企业在创新方面失败或者

落后了，将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在市场惩罚面前，企业才有
压力去创新。

比如，原来国内的第一大手机生产厂家是诺基亚，而现
在，诺基亚早已被淘汰出局。诺基亚为什么会遭遇淘汰？因
为他在智能手机的创新上落后一步。说来讽刺的是，诺基亚
是首先掌握了智能手机技术的生产厂家，就这样，他还不能
及时地向市场推出产品。当苹果的智能手机推出之后，诺基
亚便只能被无情地淘汰。这就是市场竞争带来的无情压力。

在这个创新压力面前，企业一旦稍有懈怠，等待他们的
便有可能是整个企业的失败。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压力，苹
果手机从3代开始，直到现在还在不停地更新，步伐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