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年出版的德鲁克的重要著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他描绘了从雇佣型社会向创业型社会的重大结

构变迁，他在这一转变的早期阶段就注意到了。而人口结构的变化、全球化、高速迭代的信息及通信技术等洪

流对这一转变更是推波助澜。

德鲁克所描绘的“新社会”，起源于奥地利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熊彼特。熊彼特认为创业者是经济社会的

心脏，因为他们是面向市场、参与竞争、持续创新、灵活机动和财富创造的生力军。熊彼特清楚地看到了，金

融和银行业是服务于创业经济而非主宰它。

迈向创业型社会的道路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创业者精神随着文化的演进已经成为主流。一度被认为是边

缘的甚至颇具争议的做法，变得越来越被追捧，得到了政治家们的赞许，更被新生代欣然接受。然而，创业文

化的涌现牵涉到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方面面的转变，例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独立中间商、自由职业者以

及那些参与到“随需平台”(on-demand platform)上的个体劳动者。同样，大型组织也重新聚焦于如何释放工

作者的创新与创造的潜力，例如，重新认识所有权、责任和自主权。与此同时，在这个工作和职业领域频繁变

化的时代，上班族和自由职业者角色之间的切换已不足为奇。

数字技术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催化的作用。通过新的工具来实现知识的创造和共享，并且催生出了新的持续学

习形式，数字技术极大地降低了进入很多行业的门槛。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面向全球范围的。

在个人、组织、经济、社会和国家各个层面，我们见证了这些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后果。

创 业 型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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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关键性问题：

 我们在创业型社会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多远？如何证明？

 如果旧的社会契约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那么，新的社会契约的本质是什么？

 政府在创业型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它如何转变角色？创业文化适用于公共服务部门吗？

 如何通过传统教育和终身学习来提升能力建设以支持创业文化的推广？

 创业者精神可以通过创新帮助我们重新恢复增长吗？

 通过创业精神的渗透，大型组织是否可以克服层级结构的惰性、官僚主义和内部政治斗争？

 我们如何促进建立更多的优质企业，并且加速小微企业向中等规模企业的发展？

 平台经济对创业精神有什么影响？它会增加还是降低创业机会？

 在非营利组织及其合作机构中，创业精神如何发挥作用？与商业组织有何不同？

 在当今世界，如何正确平衡政策干预和创业自由？

 由于创业型社会必须接纳冒险和不确定性，我们如何从预防为主的管控方式向以风险评估与管理为主的  
 方式转变？

 创业者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能否帮助解决当前社会和社区问题由于短期财务回报太低而难以吸引风险  
 投资的挑战？除了单纯的财务指标，哪些才应该是新的成功标志和评估指标？

 我们如何驱动动态的变革，将现在被股票和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型社会？

雨果曾经说过：”你可以抵抗军事入侵，但是你无法阻挡这个时代思想的步伐”。德鲁克论坛将提出这些问

题，并揭示其中的关键要素，借以判断是否一个新的创业者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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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型社会的出现可能是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