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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创业潮是城镇化新引擎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教授   辜胜阻  
 

  当前城镇化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2014年全国城镇化率为 54.77%，较上年提高 1.04个百分
点。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产业支撑与稳定就业，这关系到城镇化的质量与后

续发展动力问题。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显示，2015年 1月到 4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 406.6万户，
同比增长 13.5%；注册资本（金）7.4万亿元，增长 40.3%。当前我国正面临新一轮创业浪潮，如
何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机遇，进一步激发创业热情，是提升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城镇化发展

后劲的重要环节。 
  避免出现“拉美化”现象 
  城镇化健康发展为何要推进创业？高速城镇化需要创业带动就业形成产业支撑。城镇化涉及

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其中产业支撑和转移人口稳定就业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一方面，

“市民化=稳定就业+公共服务+安居及观念转变”，通过创业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就业稳定性是市
民化的重要前提。农业转移人口是否实现市民化，是度量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问题。

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化要实现进城人口的“三维转换”：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村到城

镇的地域转移以及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上是三维转换一步到位，而

我国进城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却没有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因此 2亿
多的农民工只能被称为是不完全的“半城镇化”，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为改变这种“半城镇

化”局面，必须以创业带动就业，通过稳定就业、保障转移人口享有城市公共服务，并促进“安

居梦”的实现及观念转变，实现市民化。 
  另一方面，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增加转移人口就业机会和稳定性，能够避免出现“拉美化”

现象，提升城镇化进程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缺乏稳定就业的城镇化将导致贫困由农村向城市“平

移”。巴西的城镇化率近 90%，然而由于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相脱节，导致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形成
大片贫民窟；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过 200万人，贫民窟里枪支毒品泛滥，时常缺水
断电，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治安隐患。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必须与产业发展相协调，鼓励创业带

动就业，充分发挥进城劳动力资源优势，避免盲目追求人口快速城镇化和土地高速非农化的现象。

同时，通过创业促进产业发展与产城融合，提高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和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充分发

挥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防止出现大量空城、鬼城、债城。大量国际国内经验表明，

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通过产业发展来为新市民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依托房地

产来唱“空城计”。 
  四大动力激荡新一轮创业潮 
  怎样看当前的创业浪潮？改革创新正引领新一轮创业浪潮。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借改革创

新的东风，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次创业浪潮，并诞生了三代民营企业家；与前三次创业浪潮相比，新一轮

创业浪潮的主体更加具有复合性：金融危机催发海归潮推动创业；精英离职引发创业浪潮，不仅

有官员创业，也有大量科技人员从科技企业离职创业；返乡农民工掀起新的草根创业浪潮；政府

大力推进大学生创业。 
  从发展动力来看，新一轮创业浪潮的兴起有四大动力。一是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

创业门槛与成本，推动新的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通过这些改革红利，简化了创业程序，完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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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环境，有利于实现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创新创业的“乘法”。二是新一代互联网技

术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带动产品服务、商业模式与管理机制的创新，引领新一轮互联网创业浪潮。

互联网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新增长极和创业空间。与传统行业创业相比，互联网创业具有

与最新科技联系紧密，创新性要求高；与股权投资的风险偏好特点相匹配，创业与创新、创投形

成“铁三角”；创业主体多元；创业成本低；产业衍生性强；商业模式多样化；创业环境相对透

明公平，以能力为导向等特点。总之，互联网新经济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三是高

新区与科技园区作为集聚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重要载体，引领新一轮聚合创业创新浪

潮。中关村是典型的要素聚合创新载体，具有产、学、研、用、金、介、政齐备的协同创新体系，

通过不断吸引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资源集聚，中关村不仅成为创业创新者的栖息

地，还成为北京和全国互联网创新经济的最大引擎。据统计，中关村创造的 GDP 占北京市 GDP
的 24%，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40%。四是当前出现的并购热刺激“职业创业人”崛起。IPO暂停
后，倒逼 VC/PE“左转早期”，关注初创型项目；“右转并购”，通过并购实现退出。阿里巴巴等
大企业也有并购需求，通过投资并购完善产业链，扩大业务范围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由此推动

了一大批目标定位为被收购退出、倾向“短平快”的“职业创业人”崛起。 
  多措并举推创业 
  那么，该如何推进创业？我认为要多措并举，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进一步推进新一轮创业

浪潮发展。由于创业风险的客观存在，初创企业往往是“九死一生”，存活率不高。让企业不仅

能够“生出来”，而且能够“活下去”、“活得好”，就必须多措并举推进创业，特别是政府要作为，

金融要改革。 
  具体而言，一要营造低成本、低门槛的公平有序的创业环境，强化法治保障和政策支持，让

草根创业者热情竞相迸发，让精英创业者的初创企业快速成长。调查显示，2013年中国创业环境
在参加全球创业观察的 6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36位，仅居于中游水平，中国创业环境有待提
升。进一步降低创业成本和门槛，优化创业环境对于激发创业者激情、推进创业浪潮具有重要意

义。二要实现创业与创新联动，形成以推广应用带动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促进推广应用的良性

发展机制。创新与创业是一对孪生兄弟，实现创业创新联动，非常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放松市场管

制，允许不同商业模式和运营机制先行先试和应用示范，大力支持科技成果产业化，鼓励带动更

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三要营造良好的创客空间，打造绿色的创业生态，发挥平台企业的

龙头带动作用，形成依托平台创新创业的新模式、新潮流。创业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创业生态体

系，中关村之所以取得优异的创业创新绩效，与其基于创新创业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高端人

才、天使投资和创业金融、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创新创业文化等要素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密切相

关。四要发展服务创业创新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股权投资，发展互联网金融，拓宽融资渠道，

解决创业所需要的“钱”的问题。天使投资是创业投资产业链体系的源头，推进新一轮创业浪潮

的发展离不开股权投资的支持。 
  五要构建针对创业者的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发展创业技能教育，解决创业所需要的“人”的

问题，化解人才瓶颈。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

意见》，提出要实施弹性学制、允许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这对于提高创业教育水平，推进高

校创业指导从“学院派”变“实战派”，增强创业者实践经验和创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六要构

建支持创新创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让创业企业能活得更长，长得更大，走得更远。良好的企业

生态不仅要有铺天盖地的小微企业，而且要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而大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成熟的

资本市场的支持。要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大力发展支持创业者创新的金融市场，

努力营造促进创新创业的良好投融资环境。推进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的市场化和

法治化改革，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科技型企业。大力发展场外市场，让“新三板”和区

域股权交易市场（四板）成为中小微企业融资和发展的重要平台。同时，股权众筹是多层次资本

市场的重要补充，要鼓励股权众筹有序发展，助推创业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