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07- 01- 18

1978 年确定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 , 吹响了我国经

济迅速发展的号角。20 多年已经过去 , 我国经济取得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 作为老牌商业都市的武汉也同共和国一起

走过了辉煌的 20 多年。

人们对经济的热情从未像现在这样高涨过 ,“国有企

业改革”、“股份制”、“苏南模式”、“纳斯达克”等大量出现

在汗牛充栋的经济学著作中 , 相比之下 , 民营科技企业得

到的关注少了很多。然而 , 现实的情况却是迅速崛起的民

营科技企业群已和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企业

群一起共同支撑起共和国的经济大厦 , 已成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 , 一部研究民营科

技企业的力作———由涂文学、王朝平同志主编的《武汉民

营科技 20 年》诞生了。

锁定武汉的民营科技企业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 , 可谓

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的两位著者,涂文学先生、王朝平

先生长期生活在武汉 , 一位是学富五车的专家 , 一位是工

作在第一线的领导 , 对武汉的民营科技企业状况了然于

心 , 研究起来也是轻车熟路。

历史的宏伟画卷 创新的丰硕成果

———读《武汉民营科技20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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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 , 确定企业的自主创新主体地位 , 充

分调动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 使企业在自主创新的过程

中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六是如何依托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

中的重大工程这个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和基地 ,

构建企业自主创新体系和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七是如何从

复杂适应性系统的角度, 构筑基于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

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自主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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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科技进步与对策

首先 , 著者为武汉民营科技发展勾勒出一条历史的路

线图。著者将武汉的民营科技企业划分为孕育、发展、壮大

三个时期 , 真实地反映了武汉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 , 并为

读者构建了武汉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清晰路线。然而 , 本

书并不是简单地大而化之 , 而是将自己的论断建立在翔实

的资料、精确的数字之上。著者对武汉市的民营科技企业

可谓是如数家珍 , 对于武汉的每一家企业的创建、发展都

有着深刻的了解 , 甚至拿出了拥有每种学历的人员占员工

总数的百分比 , 著者的治学严谨可见一斑。

其次 , 著者开拓了民营经济研究的新领域 , 拓展了新

方法。著者借助深厚的历史学底蕴和司马迁首创的大事年

表、列传、志 , 袁枢首创的纪事本末的历史叙述方式 , 将历

史的叙述方式借用到现代的经济学著作中 , 更是一种编写

体制的创新。

著者在书的每一编里 , 都从对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发生

过重大影响的政策论述起, 继而将发生在这一阶段的大事

按照时间顺序展现在读者面前, 又从中抽取具有重大意义

的事件作为纪事本末的内容, 层层递进 , 环环相扣 , 摒弃了

一般经济学著作枯燥的叙述方式 , 严谨之余又生动活泼 ,

读来一气呵成 , 酣畅淋漓。如果将大事年表与纪事本末看

作是对武汉民营科技企业的宏观把握, 那么可以将企业志

与企业列传部分看作是微观研究 , 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在

这里结合得天衣无缝。

“通古今之变 , 究天人之际”作为我国古代学者的学术

诉求 , 经历了儒家的经世致用 , 然后发展到今天 , 用现代的

话或许可以表达为一个学者应该有着对社会的人文关怀。

第三 , 著者借助各自的背景,把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

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著者在研究武汉民营科技企业时 ,

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介绍上 , 而是深入其中 , 从国家、省、

市政策的角度 , 对武汉的民营科技企业进行解读 , 力图为

人们提供启发性的思考。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 , 从政

策的高度上来解释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 , 即著者所说的

“滥觞”、“破冰”、“高潮”, 这既是著者实现其人文关怀的方

式 , 也正是本书闪耀智慧光芒之处。这些点睛之处, 以政策

为基础 , 高屋建瓴 , 读来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 体现了当代

知识精英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思考。

第四 , 著作体现了民营科技企业是高新技术发展的主

要载体。我们知道 , 由于绝大多数民营科技企业都产生于

市场的夹缝之中, 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 ,

因而特别注意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技术创新与技术开发

已成为民营企业竞争的法宝。他们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自主

确定技术开发方向 , 能够节省一切费用用于技术开发投

入 , 能够独立组织、承担技术开发活动 , 因而对全社会的技

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此外 , 民营科

技企业凝聚了大量优秀的高技术企业技术开发与管理人

才。我们知道 , 21 世纪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 , 而这种

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只有拥有人才 , 才能获得未来

发展的主动权。然而 , 人才的引进与凝聚是需要载体的, 人

才需要能够发挥他们的才智、激发他们才智的环境与事

业。从这个角度看 , 民营科技企业的人才聚集是比企业创

造技术产业产值更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形成民营科技企

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律 , 其中很重要的两条就是积聚效应和

突变效应。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 无疑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积聚形成良好的环境氛围, 为高技术产业规模的累加作出

了贡献 , 促进了武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推进了社会

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五 , 著者不仅从民营科技企业的角度着墨 , 而且描

绘了一些勇于开拓的民营科技企业家。我们知道 , 要建立

市场经济的体系 , 没有民营企业家是不行的。民营经济家

与市场经济天然相融。企业家是企业经营活动的组织者和

指挥者, 是市场主体的人格化的体现 , 是市场经济的主角。

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战略头脑、超前意识、创新能力和较好

的科技素质 , 把握着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 , 能依据消费者

的需求 , 组织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 , 他们对利润机会有着

强烈的敏感性 , 进行着风险经营 , 从而使他们在市场经济

活动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市场经济中没有企业家 ,

市场就失去了调节者和开拓者。

正是这些企业家勇于创新、善于采用新发明、使用新

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工艺, 创造新的管理组织和新的

管理方法 , 才能够成功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 , 企业家是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的身体力行者。民营企业家在艰难而倔强的成长过

程中 , 不仅塑造着人们的市场经济观念 , 而且塑造出有独

立人格、有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的公民。企业家是企业的

灵魂 , 所有这些 , 都为今后建设“创新武汉”提供了必不可

少的前提条件。

如今 , 中部崛起的春风已经吹遍荆楚大地 ,“中部崛

起, 武汉先行”已经成为荆楚人民的共同心声 , 在这个大的

历史背景下 , 著者精诚合作撰写这样一本针对武汉民营科

技企业的专著 , 其中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武汉的民营科

技企业也将迎来新的春天,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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