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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驱动》

内容概要

《双创驱动：激活中国经济新动能》财经领袖和产业精英解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智库知名学
者解读，行业领袖真知灼见，公务员、现任官员、必读系列图书，国家智囊机构研究员领衔主笔，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专家审定——
新常态下，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驱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创新创业汇成浪潮澎
湃。加快改革步伐，简政放权，给市场主体留出双创空间。通过放权让利的“减法”，调动社会创新
创造热情的“乘法”。
纵观许多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繁荣，无论是美国的硅谷模式、德国或日本模式，都不是完全依赖技术
和资本，而是由创业为第一要素驱动，现在基本上走上由“大众创业”到“万众创新”的发展阶段。
而中国经历改革开放黄金三十年的发展，进入新经济时代的“万事”已经具备，又恰迎国家改革之“
东风”。
可以断言，“双创驱动”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财经领袖和产业精
英究竟怎样解读创新创业？“双创”究竟如何激活中国经济实现“从０到１”与“从１到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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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驱动》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被誉为“吴市场”和“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主编简介】
朱克力：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金融硕导，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BI研究员。
担纲主编的著作获“中国好书”和中宣部、中组部推荐。其中《小趋势2015：读懂新常态》被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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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 是什么阻碍了创新创业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一章 中国创时代
以创新创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经济新常态与创新创业新常态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如何迎接悄然来临的新革命
汤 敏（国务院参事、智石经济研究院院长）
创新驱动：中国别无选择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为新供给革命注入技术思维
邵 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第二章 创新与环境
当前中国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经济自由度与创业空间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在创新中寻找增长新动力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
朱克力（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制度创新：实现引领型发展重要突破口
张铭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曾 铮（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第三章 企业家精神
中国企业家的困惑与觉醒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绿色转型与危机救赎
朱克力（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为何小米创业获得巨大成功
雷 军（小米科技董事长兼CEO）
如何做的创新
李开复（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从产权逻辑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卫祥云（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第四章 互联网＋创业
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价值链
曾 鸣（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
互联网＋如何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罗 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制造2025如何攀登高峰
姚树洁（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
走向“中国智造”的核心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互联网＋工业：重塑制造业微笑曲线
王喜文（工信部国际合作中心电子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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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创新驱动政策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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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驱动》

精彩短评

1、被新京报的那篇“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推送欺骗买了这本，结果并不是每篇都像陈志
武先生的那篇那样出彩。最可怕的是买完发现这本两百多页的书定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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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驱动》

精彩书评

1、《双创驱动》，吴敬琏、陈志武、周其仁等著，朱克力主编□莫枫（新京报）　　近三十年来，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高速增长是极为迷人的，与之相伴的热情期待与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
公共情绪的一部分。甚至某些悲观情绪，也来源于此，因为过于乐观的期待，往往会降低对不符合期
待之物的忍耐度，以至于产生不切实际的沮丧。【微妙的阶段：期待体制、资源与规律匹配】　　事
实上，迷人的景象之下，不确定的暗波已然涌动。就经济增长而言，有一个较为通用的普遍规律，即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负相关，也就是说，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的潜在增长率。显然，中
国日益丰裕的同时，经济增速的减缓是合乎规律的必然。告别逐渐失效的旧动力，寻找增长的新动力
，寻找下一轮经济发展潮流的可能性，已成迫切求解之题。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以非常切实的方
式，推动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进步，民主、法治、自由这些理念已被逐渐接受，且越来越成为全社
会的共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敏感度在增加，法治观念、权利意识与自由意志在不断强化。社会进
步和经济增长二者相互助益，使得大家又对经济有了新的期待。须知，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有区别
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就有详细论述，发展在增长的基础上，需要考察经济结
构是否优化、社会公平与福利是否增长，以及是否增进人的发展。一个追求幸福与尊严的社会，其默
认原则是，发展须优于增长。故而，在当下中国，以发展原则来衡量经济增长更为合宜。　　由此可
见，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微妙的阶段，既要修复并完善既有体制，承担调整利益格局的压力，
又要恰如其分地接纳经济增速减缓带来的失落与痛楚，同时还需要回应对进步与发展的更高期待。推
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若跟不上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就会出现不稳定与失控，以及不可预测的危
机；若体制、资源与规律，相互匹配，经济走向持续发展，将带来辐射广泛且意义非凡的边际效应。
【双创新理念：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此种局面，非常考验人们对事物真实本质的洞察
力与理解能力。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又一场改革。把全社会每一个细
胞都激活，整个经济机体充满生机，进而汇聚成巨大的推动力”，这样的经济理念以非常丰富立体的
方式，回应着上述问题。过去大家会谈分享改革成果，以创新与创业为核心的改革则是在邀请人们参
与改革进程，正如行动的力量在行动中获得，改革的力量亦是如此。《双创驱动》一书即是围绕创新
与创业，从历史背景、体制环境、企业家精神、互联网创业新生态及政策论述等层面，来思考激活中
国经济新动能的各种限制、活力与可能性。　　虽然经济学界将此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地归
源为资源驱动，但始终有一股强劲之力来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很难说，它们不是当代中国最
朴素的创新。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
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国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正是这一切让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更令人惊叹
，因其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引入了市场的力量，拓宽了中国改革的试验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
直接将其称为出乎意料的“边缘性变革”。　　中国经济的崛起，理所当然可视为光明之景，但细察
三十多年的历史，于时间渐逝中交织的矛盾也投下了阴影，要求我们以最诚实的姿态去认识。唯有如
此，一个国家才能不丧失自己的深度与真实。《双创驱动》一书序章首先追问：是什么阻碍创新创业
？序章作者为经济学家吴敬琏，他回顾自1984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历史，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
的任务，是从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而核心问题是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以及旧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下积累起来的
矛盾和困难，都是需要勇气去跨越的险阻。　　早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就明确“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较为暧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佐军
就指出，中国政府的职能至今未真正转型，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仍然放在促进GDP、财政收入和工业
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政府。创新的真正主体是企业，政府作为垄断
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稳定，本性不在创新，若由政府主导经济，这样的体制显然
不利于创新。　　双创理念之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重新思考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体
制，也极有价值，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就是最大限度提
供创新创业机会的体制，就是保护企业家发挥创新职能的体制”。这也是简政放权的一种诠释。【自
由与开放：对所有不确定保持必要的谦卑】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化、全球化程度，
已经超过其他很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过度市场化了。但问题是，它还不是一个完备的法
治化的市场经济。吴敬琏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视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而所谓法治，用哈耶
克的话来说：“撇开所有的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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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驱动》

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权者（the authority）在特定情况中
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　　延续哈耶克的话，创新说到底是
要由具体的人来完成，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尝试新方法，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承受住焦虑
。安全感与被支持感，则是将焦虑转为创造的重要条件。知道自己的权利与自由的界限，并确认在界
限之内，自己享有充分的安全与足够的支持，才能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以及可能做什么，创新总是孕
育在各种可能性之中。　　在《双创驱动》一书中，很多专家在分析中国经济诸种困境与挑战之后，
不约而同指向人的处境。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有飞跃才有创新，否则只能归于平庸。而宽
阔之境的灵魂，为自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编、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
就直言：“如果说，创新是发展的驱动力，那么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
场，创新的活力才能被真正激发出来。”　　从现代物理学中，我们知道，在微观世界里，因果关系
和预测是无效的。哲学家从中得到启示说，必然性通过偶然性的光芒照亮自己，人的未知领域像世界
本身一样宽广。这样的理念，也已经被广泛用于对现代社会的观察。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
就提醒我们，需要带着开放的心灵，来看待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所有的不确定，保持必要的谦卑。因
为，任何变革，都只能作为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而发生，不然它很可能根本无从发生，它会被各种维
持现状的力量压制掉。　　阿尔伯特·赫希曼为此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
性；尊重社会变革倾向于从某些独一无二的“星座”中发生发展的道路；根据现有条件去推动改革；
善于从社会矛盾与冲突中获取力量，而不是等待被布置明确的历史任务。他的建议涉及良序改革的四
个层面，不可预知、独特性、调和并转化矛盾与冲突（而不是冷漠无视或者强力消除），以及务实。
　　如今，中国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之力，比照赫希曼的建议，令人感慨，创新必然需要超越
矛盾，迎接风险、不可预测与不确定。需要指出的是，赫希曼还有一句话，“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他把着重符号落在诚实二字上，颇具深意。-----------作者简介：【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员，被誉为“吴市场”和“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朱克力】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金融硕导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BI研究员。担纲主编的著作获“中国好书”和中宣部、中组部推荐。其中《
小趋势2015：读懂新常态》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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