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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理论中企业家与现实中企业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了企业家理论与现实悖论。
在理论中，企业经营管理者只要具有企业家素质能力，就是企业家。也就是说，只要具
有创新、经营管理能力和承担风险（或不确定性），就是理论中的企业家。熊彼特及所
有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都是理论中的企业家。现实中的企业家是指拥有企业家素质能力、
其企业家素质能力得以显示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由此可知：理论与现实
中的企业家定义出现了偏差，理论上定义为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者，在现实中不能被认可
为企业家，这样就产生了企业家理论与现实悖论，这个悖论的主体构成集合C。集合C内
的元素是拥有部分或全部企业家素质能力、但没有被社会认可为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者，
他们仍处于隐性企业家阶段，他们还没有达到集合A内元素那样成为显性企业家，因而
，我们称集合C为亚企业家群，称集合C内的元素为亚企业家。
  亚企业家内涵是拥有部分或全部企业家素质能力、但没有被社会认可为企业家的企业
经营管理者；也可以定义为，亚企业家是指拥有部分或全部企业家素质能力而仍处于企
业家潜能阶段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同理，企业家内涵是指拥有企业家素质能力、并被社
会认可为企业家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也可以定义为，企业家是指拥有企业家素质能力而
处于企业家显能阶段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企业家潜能是指拥有一定的企业家素质能力，
但其素质能力并未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或表现出来。企业家显能是指拥有企业家素质能力
，且其素质能力在经营管理企业时实际发挥或表现出来。隐性企业家拥有企业家潜能，
也就是指亚企业家。
本书通过对理论中企业家与现实中企业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了企业家理论与现实悖论。
在理论中，企业经营管理者只要具有企业家素质能力，就是企业家。也就是说，只要具
有创新、经营管理能力和承担风险（或不确定性），就是理论中的企业家。熊彼特及所
有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都是理论中的企业家。现实中的企业家是指拥有企业家素质能力、
其企业家素质能力得以显示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由此可知：理论与现实
中的企业家定义出现了偏差，理论上定义为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者，在现实中不能被认可
为企业家，这样就产生了企业家理论与现实悖论，这个悖论的主体构成集合C。集合C内
的元素是拥有部分或全部企业家素质能力、但没有被社会认可为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者，
他们仍处于隐性企业家阶段，他们还没有达到集合A内元素那样成为显性企业家，因而
，我们称集合C为亚企业家群，称集合C内的元素为亚企业家。  亚企业家内涵是拥有
部分或全部企业家素质能力、但没有被社会认可为企业家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也可以定
义为，亚企业家是指拥有部分或全部企业家素质能力而仍处于企业家潜能阶段的企业经
营管理者。同理，企业家内涵是指拥有企业家素质能力、并被社会认可为企业家的企业
经营管理者；也可以定义为，企业家是指拥有企业家素质能力而处于企业家显能阶段的
企业经营管理者。企业家潜能是指拥有一定的企业家素质能力，但其素质能力并未在实
际工作中发挥或表现出来。企业家显能是指拥有企业家素质能力，且其素质能力在经营
管理企业时实际发挥或表现出来。隐性企业家拥有企业家潜能，也就是指亚企业家。  
亚企业家外延是指企业家素质能力介于一般劳动者与企业家之间的、分布于企业经营管
理各个层次的经理人员或中小企业主。亚企业家主要由三类人所构成：第一类人：是达
到第一层次的企业家素质能力，但其素质能力没有被社会所认可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第
二类人：是处于第二层次的企业家素质能力，其素质能力没有被社会所认可的中小企业



主；第三类人：是处于第二层次的企业家素质能力，其素质能力没有被社会所认可的、
分布于企业经营管理各个层次的经理人员。同理，我们可以得知企业家的外延，企业家
外延是指达到第一层次企业家素质能力，其素质能力被社会所认可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具体为大中型跨国公司、股份公司、集团公司的董事长、CEO或公司的少数副手。  亚
企业家具有以下特性：（1）亚企业家的“经济人”特性；（2）具有强烈的创业欲和事
业成就欲；（3）亚企业家是经济活动中最具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群体；（4）勇于冒险、
承担不确定性；（5）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  亚企业家向企业家转化，就是集合C
转化为集合A的问题，随着集合C中的亚企业家的企业家素质能力不断提高，达到第一层
次企业家素质能力，并被社会认可为企业家时，集合C中的元素c转化为集合A中的元素a
。亚企业家向企业家转化的条件是：当社会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达到帕累托最优
时，社会的收益最大化，此时，亚企业家转化为企业家，包含三方面含义：一是亚企业
家拥有第一层次企业家素质能力；二是这些企业家素质能力能被表现出来；三是这些表
现出来的企业家素质能力被社会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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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1 企业家理论与现实悖论
  理论上的企业家与现实中的企业家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企业家理论与现实的脱
节，难以达到理论在现实中的深化，现实成为理论的体现。笔者在本章中通过分析理论
中企业家与现实中企业家的差异，从而找出这种偏差的原由，发现了企业家理论与现实
悖论，这个悖论的发现是分析亚企业家理论的开端。
1.1 理论中的企业家
  我们来看看理论界对企业家是如何论述的。我们先了解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脉络，然后
，再总结理论中的企业家含义，这样有利于与现实中的企业家含义进行对比分析。
1.1.1 企业家理论研究述评



  企业家一词在16世纪早期出现于法语中，是指用于领导军事远征军（武装探险队、开
拓殖民地冒险家）的人，后来泛指从事冒险活动的人。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
康替龙（Richard Cantillon）在其所著的《商业概论》一书中，把企业家一词引入经济学
理论时，将企业家定义为承担经营风险的人，主要强调其承担风险，即在确定的价格上
买进而以不确定的价格卖出。1815年，萨伊（J.B.Say）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
将企业家定义为：“将所有的生产资料集中在一起，并对他所利用的全部资本、他所支
付的工资、利息和租金，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利润进行重新分配”的人。萨伊把企业家看
做一个经理人，认为企业家可以是自有资本的经营者，也可以是靠借来的资本的经营者
。萨伊是最早赋予企业家突出地位的人，在扩展企业家定义时引入了生产因素，而由此
导致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企业家功能以及企业家功能是否只是一种管理
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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