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为资本与有效创新相结合，

时代机遇窗口期已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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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核心观点： 

1、当前部分市场主体，仍对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存在两极化误解； 

2、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是防止资本有序扩张，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不是

防止资本健康生长； 

3、资本的绿灯就是要往前走，不仅要往前走，还要踩油门，高效通行； 

4、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资本不仅需要健康生长，也需要更有为； 

5、过去资本主要服务“处于金字塔尖的”企业，而不是占据 70%以

上的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 

6、资本市场既是资本的“守门员”，也要做好资本的“急先锋”； 

7、中国从不缺乏创新，而是缺更有效的技术创新； 

8、具备有效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应抓住当前拥抱有为资本的时代机

遇窗口期； 

9、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本质依旧是人才的持续引入与升级，有为资本解

决的便是人才的问题； 

10、企业的资本化就是人才的资本化，有效创新拥抱有为资本的本质，

也是拥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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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

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

握。其中包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

律、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碳达峰碳中和。通过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对于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深刻阐释，旨在正本清源、

统一认知，为做好经济工作精准导航。以上五大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皆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用，需避免合成谬误。 

其中对“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中提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

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

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但当前部分市场主体，尤其中小民营企业，仍对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

律存在两极化误解，一极化认为资本的力量是无穷大的，企业经营的本质

就是要竭尽全力做大资本的杠杆，最终通过资本的力量实现“无序扩张、

野蛮生长”的垄断式发展；另一极化则彻底放弃使用资本工具，规避资本，

甚至厌恶资本的存在。 

以上两极化误解是由互联网时代以来，以平台型企业为典型的靠无限

流量与资本实现对多行业垄断式扩张，和近一年多以来，对互联网大型数

字平台加强反垄断、对教育培训行业严格整顿、企业海外上市数据审查强



 

 - 4 - 

监管等多项行业政策调整所导致的。但此两级化误解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创

新、产业的升级、以及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不是防止资本健康生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

不是防止资本有序扩张，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也不是防止资本健康生长，资

本要有“红绿灯”。给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含义很好理解，就是既有红

灯也有绿灯，要划定边界、加强规范，同时更好的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

的积极作用。那么，什么是“红灯”，什么是“绿灯”呢？ 

从字面意思来简单理解，红灯就是要停住，要踩刹车。涉及到社会健

康发展以及民生福祉的领域，市场主体以及微观个体平等式发展的领域，

如此前存在发展乱象的教育、居住、医疗等行业是资本的“红灯”，是不

会允许资本存在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 

而绿灯的字面意思就是要往前走，不仅要往前走，还要踩油门，高效

通行。涉及到中国经济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领域，如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等；以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背后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

航空航天等领域；还有实现双循环战略背后的新消费、新国货、文化相关

等领域将会更加欢迎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资本投入，这些则是“绿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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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不仅需要健康生长，也需要更有为 

为什么说资本不仅需要健康生长，也需要更有为呢？因为，这是当前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以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现实要求，要更大程度的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2021 年

11 月 24 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署

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文

中指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

术创新驱动的跨越。二战结束以来，开启工业化进程甚至短暂跨过中高收

入门槛的国家很多，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有韩国、

新加坡、以色列等少数国家，这些国家无不在全球创新和产业链分工中占

据关键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人力资本积

累等，都与创新直接相关。” 

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看驱动经济增长的底层动能。

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曾讲到，国家竞争力发展可分

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代表了驱动经济增长底层动能的不同，即：生产

要素导向阶段（依靠资源或者廉价劳动力）；投资导向阶段（大规模产能扩

张，政府主导）；创新导向阶段（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活力）；资本财富

导向阶段（更加强调公平而非效率）。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 40 多年来，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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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承担全球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基建与房地产投资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达到年均近 10%的 GDP 增速。而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发展

的质量不高，产品多在中低端水平上参与竞争，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

献率较低。随着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积

累和技术进步。要想实现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创新必须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近几年，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战略与经济结构转变已初见成效。目前我

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 年人均 GDP 在 1.25 万美元左右，大概率

将在 2022 年跨越世界银行所最新设定的人均 GNI12695 美元的“中等收

入陷阱”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需要注意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并不代表能站住、站稳，有的经济体曾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

没站住，又掉了下来，如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经济体，背后的本质是

没有实现驱动经济增长的底层动能转型。 

而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占据全国 70%以上的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

将逐渐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提升创新能力的生力军，创新驱动经济的

发展模式离不开中小企业，必须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 

但是，过去资本主要服务于“处于金字塔尖的”企业，即盈利性良好

的大型企业，以及投资驱动阶段的“旧动能”，房地产等行业中的企业。

因为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给资本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 

从整个金融体系来看，债权融资体系中，创新型中小企业往往缺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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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难以实现融资，挤压了企业的生存与创新发展空

间。在直接融资体系中，注册制改革以及北交所设立前，资本市场没有创

新型中小企业实现上市融资的通路，VC、PE 等股权型资本因投资退出渠道

不畅通，更是难以普适性的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 

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资本需要更有为。而要让资本更有为，依

旧要在给资本设置好“红绿灯”，划定边界、加强规范的前提下，促进资

本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首先，需要理解资本是具备逐利性的本质。

逐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序的逐利，野蛮的逐利，收割社会价值的逐利。

能为社会创造增量价值的逐利是值得被鼓励与支持的，因为这是资本作为

生产要素发挥积极作用的源动力。 

其次，便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包括债权融资体系与股权融

资体系，都需要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引导资本流向创新型中小企业。近

两年，资本市场实行注册制改革、科创板以及“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主阵地”的北交所设立，背后的深意便是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 

此外，新阶段高质量经济的发展需要高质量资本作为支撑，而高质量

资本在共同富裕理念下已有一种标准，就是 ESG 投资。ESG 投资是一种新

兴的投资理念，强调在选择投资标的时不能仅关注短期获得商业利益的问

题，而是要更多关注长期的环境、社会以及管理的问题。这些也是经济实

现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 

三、资本市场既是资本的守门员也是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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