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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建党精神与

中国自主的创业知识体系建构

刘林青　 李志彬∗

　 　 摘要: 弘扬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ꎬ深刻把握党的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ꎬ构
建中国自主的创业知识体系ꎬ有着非常广阔的空间ꎮ 伟大建党精神可以为创业提

供理论原理ꎬ用以指导创业实践ꎻ可以强化创业使命导向ꎬ帮助明确创业目标ꎻ可以

为创业凝聚奋斗意志ꎬ提供创业过程内在支撑ꎻ可以提升创业价值高度ꎬ用作创业

成功与否的终极尺度ꎮ 基于此ꎬ本文建议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ꎬ以企业家精神为

核心ꎬ倡导精神使能创业的研究新范式ꎬ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ꎬ向世界提供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关键词: 伟大建党精神ꎻ创业ꎻ企业家精神ꎻ精神使能创业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０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开篇就强调了伟大建党精神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ꎬ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ꎬ并将其概括为“坚
持真理、坚守理想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ꎬ对党忠诚、不负人民”３２ 个字ꎬ
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ꎮ 一百多年来ꎬ伟大建党精神点燃信仰之光、激发奋斗伟

力ꎬ中国共产党人从精神之源中吸收营养、汲取力量ꎬ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绵延不绝的精神

谱系ꎬ其中就有企业家精神ꎮ 历史证明ꎬ伟大精神穿越时空而不朽ꎬ历经沧桑而生辉ꎮ 百年

党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史ꎮ 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视角ꎬ我们建议

在全球创业研究处于发展初期、尚在扩张领域之际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ꎬ深刻把握党的

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ꎬ倡导“精神使能创业”的研究新范式ꎬ建构中国自主的创业知识体系ꎮ

二、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国企业不断迈向创业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ꎬ经历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伟大历

程ꎮ 在时代风云变幻、世界形势复杂多变的高度不确定情境下ꎬ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葆创业活

力ꎬ维系一直在路上的创业韧劲ꎬ依赖于伟大精神作支撑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ꎬ

６２

∗刘林青ꎬ武汉大学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ꎬ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２ꎬ电子信箱: ｌｉｕｌｉｎｑｉｎｇ＠ ｗｈｕ.ｅｄｕ.ｃｎꎻ李志彬ꎬ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ꎬ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２ꎬ电子信箱 ｌｉｚｈｉｂｉｎ＠ ｗｈｕ.ｅｄｕ.ｃｎ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伟大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 (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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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讨会”选题报告的发言整理修改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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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ꎬ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ꎮ 这些产生

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伟大精神会深刻地影响到个人、组织、社会和国家层面ꎮ 具体到企

业创业领域ꎬ各个历史阶段企业创业既有时代特征ꎬ又有共同内核ꎮ 精神的历史以实践的历

史为基础ꎮ 因而ꎬ我们可以基于中国企业一百多年的创业进程来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和党

的精神谱系的理解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年)ꎬ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系列革命精神ꎬ确立党的精

神谱系的鲜红底色ꎮ 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ꎬ党引导和支持创办公营企业来支持革命战争

和改善人民生活ꎬ公有制经济自此萌芽ꎮ 例如ꎬ红色企业家杨廉安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ꎬ创
办香港华润公司ꎬ成就了现在的华润集团ꎮ 同时ꎬ中国共产党的崇高革命情怀也吸引了一批

心向革命的民族资本家ꎮ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ꎬ中国经济彻底改变了工业基础落后的不利

局面ꎬ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ꎮ 在这一时期建党发扬艰苦奋斗精神ꎬ奠定了党的精神谱

系的深厚基础ꎮ 经过艰苦奋斗ꎬ一五计划目标超额完成ꎮ 仅以东北地区为例ꎬ就建立了长春

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飞机制造厂、鞍山钢铁公司、沈阳机床厂ꎬ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辆汽

车、第一架飞机ꎮ 这一时期艰苦奋斗精神激发了中国企业干事创业的斗志ꎬ形成了 “两弹一

星”精神、大庆精神、“两路”精神等ꎬ也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ꎮ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经济实现腾飞ꎬ构筑起

最完整的工业体系ꎬ２０１０ 年以后中国制造业产值达到世界第一ꎮ 在这一时期ꎬ伟大建党精神

培育起改革开放精神ꎬ实现党的精神谱系的创新发展ꎮ 改革开放打破原有高度计划的经济

体制和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ꎮ 经过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艰辛探索ꎬ我国创造性地实现了国

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有效融合ꎮ 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到非公有制经济ꎬ再到民营经济或民营

企业ꎬ从个体劳动者到民营企业家ꎬ都说明改革开放充分调动和激发了全社会的创业热情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武汉的汉正街敢为人先ꎬ创造性地使用前店后厂的格局ꎬ通过艰苦奋斗成为

武汉商业腾飞的标志ꎮ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精神激发中国企业开拓创新ꎬ形成载人航天精神、
青藏铁路精神ꎬ也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２０１２ 年至今)ꎬ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ꎮ 国

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ꎬ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

百分之十八点五ꎬ稳居世界第二位ꎮ 新时代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伟大奋斗精神ꎬ构筑起党的

精神谱系ꎬ其中就有从企业精神活动中凝练出来的企业家精神ꎮ 市场活力来自于人ꎬ特别是

来自于企业家ꎬ来自于企业家精神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

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ꎬ首次对企业家精神提出

３６ 字要求: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履行责任、敢于担

当、服务社会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企业家座谈会时强调ꎬ“企业家要带领企

业战胜当前的困难ꎬ走向更辉煌的未来ꎬ就要弘扬企业家精神ꎬ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

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ꎬ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ꎬ完成了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凝练总结ꎮ

百年党史其实是一部创业史ꎬ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企业连续创业的历史ꎮ 伟大建

党精神和党的精神谱系不仅激励全体共产党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ꎬ也激励着

企业家不断迈向创业新征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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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力量:创业研究尚待开发的新蓝海

国际上ꎬ创业研究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以来ꎬ几乎是十年一个台阶ꎬ步入机会驱动创

业作为主导研究范式的理论丛林ꎬ从一个外围的新兴学科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学术领域ꎮ
学术版图也早已突破新企业创立的狭义范畴ꎬ作为一种机制或情境扩大到了开拓新事业、公
司内创业、大企业创业、社会创业、学术创业、连续创业、数字创业等广义范畴ꎮ 新中国成立

以来ꎬ不断创造伟大奇迹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企业创业史ꎮ 在历次创业浪潮的推

动下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ꎬ国内创业研究也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快速发展起来ꎬ与国际

上几乎是同步ꎮ 与其他管理学科一样ꎬ中国的创业研究也经历了对西方创业理论引进、消化

和吸收的过程ꎬ２０１０ 年以后学术界就中国独特创业现象研究的必要性逐步达成共识ꎮ 基于

西方创业理论的复制型研究不能反映中国创业的真实面貌ꎬ更不能解决中国创业所面临的

问题ꎬ中国学者创业研究的理论创新严重滞后于中国企业的创业实践ꎮ
为此ꎬ学者们首先开始倡导中国情境式创业研究ꎬ在进入国际创业研究学术圈的同时逐

渐提升中国话语ꎮ 例如ꎬ蔡莉和单标安(２０１３)提炼出中国情境－独特现象－创业研究问题的

解释模型ꎬ力争将西方创业理论与中国独特情境相结合ꎬ进而揭示中国独特创业表象背后的

机制与机理ꎮ 应该说ꎬ中国情境式创业研究可以检验、修正、拓展和深化国际主流的创业理

论ꎬ为中国创业研究学者创造了难得的研究机会ꎬ但其缺陷也比较明显ꎮ 最近几年ꎬ中国学

者开始从中国情境式创业研究转向中国自主的创业研究ꎬ独立设立自己的学术话题ꎬ提供中

国方案和中国智慧ꎮ ２０２０ 年ꎬ由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南大学联合申

请的“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正式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ꎬ旨
在构建原创性创新驱动创业理论体系(蔡莉等ꎬ２０２１)ꎮ

伟大建党精神激励中国企业不断迈向创业新征程表明ꎬ精神力量是创业研究尚待开发

的新蓝海ꎮ 现有的创业研究以创业机会为主线ꎬ开辟了一块独特的研究场域ꎬ从而在管理学

学术圈占有一席之地ꎮ 但是ꎬ这种为获得学术合法性而构建的独特研究场域是否真的能反

映创业现象本质一直存在争议ꎮ 笔者多年与创业者、企业家的交流和观察发现ꎬ他们讨论得

最多的并不是创业机会ꎬ而是那些“九死一生”、“理想抱负”和“精神动力”等与伟大建党精

神和党的精神谱系高度相关的内容ꎮ 改革开放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ꎮ 从本质上

讲ꎬ它就是一场庞大的、艰巨的企业群体性创业ꎮ 中国经济奇迹般成就的背后是庞大中国企

业的群体性创业成功ꎮ 为什么能成功呢?
类似的问题ꎬ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群体性成功ꎬ归功于从新教伦理发展出

来的资本主义精神ꎬ即将源头追溯到宗教ꎬ而这在中国显然难以成立ꎮ 与西方不同ꎬ金碚等

(２０１９)提出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质是:以党领政(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以党导经(中
国共产党指导经济)ꎮ 对此ꎬ本文认为中国企业群体的巨大成功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依赖于中国特色企业家精神所提供的强大精神动力ꎬ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伟大建党精神ꎮ 中

国共产党一经成立ꎬ伟大建党精神就赋予这个年轻政党强大力量ꎬ始终成为成就伟业最可靠

的主心骨ꎮ 与此同时ꎬ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ꎬ我们党很早就确立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我们党更是强调时刻警惕“以牺牲精神文

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ꎮ 进入新时代ꎬ我们党明确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都富裕ꎬ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ꎬ使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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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ꎮ 总而言之ꎬ拥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国企业创业的关键特征ꎬ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特色领域ꎮ

四、精神使能创业:建构中国自主的创业知识体系

为此ꎬ本文使用与赋能(Ｅｍｐｏｗｅｒ)相近的概念 ———使能(Ｅｎａｂｌｅ)ꎬ提出了精神使能创业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ｌｙ－ｅｎａｂｌｅ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ꎬＳＥＥ)的研究范式ꎬ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导下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ꎬ深刻把握党的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ꎬ整合马克思主

义、管理学和经济学等相关理论ꎬ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研究精神使能创业的具体机制和机理ꎬ
建构中国自主的创业知识体系ꎮ

初步研究发现ꎬ伟大建党精神可以从四个方面使能创业ꎮ 首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可
以为创业提供理论原理ꎬ用以指导创业实践ꎮ 创业者要对创业机会、资源和环境建立科学认

识ꎬ树立超越单纯经济目标的远大理想ꎬ并用来指导包含识别机会、创业规划、资源整合和新

创企业管理等具体创业实践ꎮ 其次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可以强化创业使命导向ꎬ帮助企

业明确创业目标ꎮ 创业者要践行创业初心ꎬ积极服务国家战略需要ꎬ响应社会关切ꎬ在创新、
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多作为ꎬ创造更大经济或社会价值ꎮ 再次ꎬ“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可以为创业凝聚奋斗意志ꎬ为创业过程提供内在支撑ꎮ 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业ꎬ创业

成功更非一朝一夕之功ꎬ创业者要在创业过程中勇于承担风险挑战ꎬ顽强拼搏ꎬ凝聚奋斗意

志ꎬ为创业过程提供持续性内在激励ꎮ 最后ꎬ“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可以提升创业价值高度ꎬ
用作创业成功与否的终极尺度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ꎬ坚
持对党忠诚ꎬ坚守人民立场ꎬ超越了传统的利己主义的、单纯经济目标的创业价值标杆ꎬ成为

社会主义创业者创业实践成功与否的价值尺度ꎮ
与此同时ꎬ精神使能创业也是存在边界条件ꎬ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必需的体制机制ꎮ 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期ꎬ劳动和生产积极性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失衡ꎮ 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ꎮ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ꎬ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ꎬ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ꎬ更好发挥政府作用ꎮ”其实质就是优化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ꎮ
建构精神使能创业的新范式首先需要明确核心概念的定义ꎮ 为此ꎬ本文从精神视角对

创业等概念做出新的定义:创业(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不仅仅指创办新的企业ꎬ而是用企业家精

神去开创新的事业ꎬ实现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创造、 传递和获取ꎮ 其中ꎬ 企业家精神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是指企业家在较长时期的企业活动中形成的ꎬ被大多数企业家认同

的、被企业所处社会所认可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和ꎮ 企业家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是具有企业家精神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承担风险与推动改革发展行为的企

业经营者、创业者、高级管理人员(张玉利、谢巍ꎬ２０１８)ꎮ
接下来ꎬ可以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建构精神使能创业的相关研究ꎬ建构中国自主的创

业知识体系ꎮ 第一ꎬ要从史学视角归纳精神使能创业的因果关系ꎮ 包括借鉴概念史的研究

方法梳理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演进过程ꎻ从党史和中国企业家史汲取“伟大建党精神－企业家

精神－创业”的内在联系ꎬ传承好红色基因ꎻ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

重要论述ꎬ创新发展中国特色企业家精神理论ꎮ 第二ꎬ以中国为观照ꎬ用实证探究精神使能

创业的内在机理ꎮ 其核心是从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具体维度探究精神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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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创业的内在机理ꎬ将视角从以创业者为中心转换为以人民为中心ꎮ 第三ꎬ以时代为观

照ꎬ抓住数字创业最新实践推动理论创新ꎮ 最后ꎬ开展以企业家精神为引领的创业教育研

究ꎮ 包括以企业家精神为纽带推动创业教育与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合ꎻ将精神使能创业的最

新研究成果转化为创业教育的丰富教学资源ꎬ传播中国思想和中国理论ꎻ将企业家精神培养

融入创业教育全过程ꎬ引导和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企业家队伍ꎮ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ꎬ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ꎮ”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ꎬ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ꎬ是当下中国学者的应有之责ꎮ 中国创业学者要进一步提升文化自觉ꎬ增强文

化自信ꎬ实现文化自强ꎬ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创业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和知识体系作出应有的贡

献ꎮ 理论上ꎬ精神使能创业的新范式ꎬ是中国企业创业实践的总结ꎬ可以为世界创业研究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实践上ꎬ精神使能创业的自主知识体系ꎬ体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ꎬ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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