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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企业家精神在促进

经济高质量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创新创业、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行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主

导型产业，在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维护国家产业经济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聚焦能源行业国有企业，运用扎根理论

的方法，深入探索了新时代下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研究结果表明：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

挥受到文化、地理环境、制度、社会、企业和领导者个人 6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并针对能源国企企

业家精神的培育提出了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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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家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特殊要素资源，是企业内创新群体中的核心，对企业、产业、社会和国

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企业家精神既是创业、创新活动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企业持续成长的不竭动

力，更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和保障国家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之一。2017年 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首次将“企

业家精神”的概念纳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

随后，中央深改组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进一步指出“要

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

2020年 7月，在《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

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正所

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2022年 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

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可以看到，国家层面已经把企业家精神放在重要位置，进一步把企

业家精神提升到历史的新高度。当前从国家到政府，再到社会大众，都对企业家存在很大的期待，希望能涌

现出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企业家，使之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力推动器。

能源行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主导型产业，与国家战略安全、产业转型升级、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方面

存在密切联系，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缓解外部不利环境因素的冲击和影响，进一步增强

抗风险能力，维护国家产业经济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参与主体之

一，同时也是国有资产的重要载体，其发展需要一支素质硬、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优秀企业家队伍，这对

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更大的时代责任，要求其必须注重更多价值的追求和满足。如何贯彻和落

实国家层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部署要求，提升能源国企的发展质量成为考验能源国企企业家的重要标

准。新时代的能源行业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需要企业家精神，只有培育并激发企业家精神才能稳定企业家

队伍，使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和关键要素。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弘扬企业家精神，要深刻认识和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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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我国在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聚焦新目标，开启新征程，承担新使命。能源国企作为能源供给的主力

军，关乎国计民生，既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又对我国能源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

弘扬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对于能源国企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文献综述

企业家一词源自法语（entreprendre），意思是指“有风险承担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勇于开创新事业的人”，

最早由法国古典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理查德·坎特伦（Cantillon）在其著作《商业性质概论》中提出（Cantillon，
1931）。他将企业家定义为可以有效识别并利用先前未被识别的获利机会并在市场上创造一番事业的人，指

出了企业家洞察力与活力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紧接着，法国经济学家萨耶扩大了企业家的使用范围，将企

业家界定为价值创造者和协调者。他认为，企业家发挥着将社会资源从生产力与产出的低水平提升到高水

平的重要作用，而创新是实现这一水平提高的必要路径。英国经济学者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

次提出企业家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指出企业家可以通过自身的洞察力、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来识别并破

坏市场发展的不均衡局面，发现新的商业机会，他们是勇于挑战并敢于承担风险的先锋者。熊彼特在《经济

发展理论》中指出，企业家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带来生产要素全新组合的创新者，并强调创新是企业家

最突出的特质，他们作为活跃的创新主体会破坏原有经济体系，搜寻把握新的市场机会，从而推动经济增

长。随后，彼得·德鲁克、威廉·鲍莫尔等学者继承并发展了熊彼特的理论，对企业家的概念和品质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

自坎特伦首次提出“企业家”这一概念后，直到 1912年熊彼特在其专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才正式提出了

“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Schumpeter，1934），认为企业家精神是指在不可靠和不确定的情境下，以极大的能

动性和创造性去开辟道路的创新精神和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熊彼特指出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是创

新的主导力量，他们通过重新组合生产要素、探索新市场、开发新技术、变革组织结构等“创造性破坏”行为来

发展创新，进而创新收益，推动经济增长。自此，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全新的重要生产要素进入了研究视野，

激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兴趣。

（一）企业家精神的特征

作为行为主体的企业家所具备的个人品质特征和能力特征是早期企业家精神研究的主要内容。企业家

理论关注的是个人，他们的知识、资源和技能，以及发现机会和进行创造的过程，都构成了创业的核心，企业

家的个人特质显著影响了个体的创业意向。学者们通常将卓越的企业家当作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深入跟

踪研究，从他们身上总结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回顾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将企业家精神归纳为：创

新精神、冒险精神、进取精神、敬业精神、坚毅精神、奉献精神等（姜忠辉和徐玉蓉，2015）。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些学者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李政

（2019）认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除了包括创新和创业这两种核心精神外，还包含诚信、担当、工匠及奉献等精

神。宋玉禄和陈欣（2020）提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创新创业、战略决策和经营三个方面的精神。万

长松和王丽媛（2022）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爱国、创新、诚信、担当、开放等精神。

（二）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

1.环境因素

一个组织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实体中存活并获得发展，其重要条件是取得该制度环境下的合法性（朱彤

等，2015），外部环境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塑造企业家精神（邢小强和周平录，2018）。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提

高制度可信性、环境可靠性、规则公平性，这样更能推动公平交易，从而使企业家更愿意承担风险、发扬企业

家精神（龙海军，2017）。一个地区的法律制度效率越高，企业家精神就越倾向于有效发挥（邵传林，2014）。

此外，产业集聚有利于培育更多的企业家精神。有效的金融系统可以改善企业家创业和创新活动的环境，增

强企业家活动的活力，政策制度可以影响企业家活动的分配（张美岭和陈勇勤，2015）。此外，市场环境也会

对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产生重要作用，地区市场化进程激励了企业家追求长期发展经济的动机（解维敏，

2016），宽松的市场准入机制为企业家提供了更低的准入门槛（倪鹏途和陆铭，2016），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

境，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进而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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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因素

企业家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主体，是影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重要内在因素。既有研究表明个人及家

庭财富（张龙耀和张海宁，2013；Schmalz et al，2016）、社会资本（张玉利等，2008；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
Field et al，2015；蔡栋梁等，2018）、工作或创业经历（王戴黎，2014；Liu et al，2014）、金融知识水平（尹志超

等，2015）、年龄（Azoulay et al，2020）、风险偏好（陈波，2009）、宗教信仰（阮荣平等，2014）、个体价值观（汤学

俊，2016）等都会对企业家精神产生影响。

（三）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结果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持续创新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白长虹 ，2019），更是激发市场活力的源泉。企业家

精神的作用结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企业绩效。

首先，企业家精神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王文举和姚益家，2021；周立和赵秋运，2021），

但是这种影响会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李占风，2017）。

其次，企业家精神会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侯曼等，2022）。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一个

重要内涵，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企业家在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也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这也为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卜美文，2022）。

最后，企业家精神会影响企业绩效（张怀英等，2021）。企业家精神表现出的创新性、抗风险性、工作态度

及自身价值感可以影响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和创新投入，进而提高社会的全要素生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靳卫东

和高波，2008），并提高员工的创新行为（朱平利和刘娇阳，2020）。

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创新方面。一方面，企业家的

创新精神可以通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影响财务绩效（孙慧琳等，2015），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

绩效（吕富彪和吕东烨，2021；彭花等，2022）。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对从未发现的

利润极为敏锐且迅速作出反应，把握市场机遇并承担风险。但是也可能对会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制约企业

的成长（谢雪燕等，2018），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负向影响（牛翠萍和耿修林，2020），因此要平衡企业家冒险

精神，最找最优结构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和长远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可以理解为企业对无

形资产的投资，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形象和品牌吸引力，优化上下游合作者关系，提高企业的长期竞

争力，提升企业绩效（张雪和韦鸿，2021；靳小翠和朱玲玲，2021）和企业价值（卜美文和张俊民，2021）。

通过梳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及作用结果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识别企业家精神，以及丰富企业家内涵特征上。通过不断的完善，学者们现在普遍认为，企业家具

备冒险精神、能够承担风险，识别机会，具有创新能力，能够开拓市场，能够做行业领军人物。但是按照企业

性质，以及不同行业对企业家精神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实际上，不同行业对于企业家的要求各有侧

重，也会有所区别。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是否存在企业家精神一直是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一个重要

议题。企业家精神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加之能源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我国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因素和作用结果进行深入挖掘，为培育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提供理论指导。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来探究新时代能源国企企业家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目前

关于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文献较为稀少，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及路径很难通过已有的文

献来解释；第二，本文的目的不仅在于探寻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更在于揭示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过程，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更为深入地剖析企业家的真实想法，从而进行概念和理论的提炼。扎根理论作为一

种应用广泛的科学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调查资料和数据的整理、归纳和分析，将资料概念化与范畴化

（Maitlis，2005），因此扎根理论与本文研究内容比较契合。

（二）研究样本
为了对新时代能源行业的企业家精神进行深入理解与剖析，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 20位能源行业的

领导者、管理者进行了深入访谈，这些访谈对象分别来自不同的能源板块，具体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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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程序
课题组成员与被访谈对象进行一对一深入

访谈，以了解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访谈的目的

在于尽可能全面地获得有关企业家精神的信息。

研究人员对能源企业的各级领导进行半结构化

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 90~120分钟。在采访之

前，课题组成员向访谈对象简要概述了访谈内容

和目的。访谈过程中，首先让访谈对象描述自己

的工作经历，然后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内容进行深

入追问。在几个初步问题之后，访谈对象被问及

他们对新时代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促进和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及能源行业应该如何培育企业家

精神。这些多重信息确保了讨论尽可能全面。在每次访谈过后，研究人员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最终形成

了约 40万字的访谈记录。

四、数据分析

为了从访谈记录中提取关键信息，采用编码的方式来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进行了开放性编码。开放性编码是指将所获得的质性资料逐步进行标签化、概念化和范畴化，通过不

断比较来促进更多概念和范畴的形成。课题组对收集的访谈资料进行逐句编码来提取相应概念，首先由两名

研究人员进行独立编码，而后由第三名研究人员进行对比，对于有歧义的编码由团队成员共同探讨，直至所有

成员认可。在开放式编码的过程中，尽可能使用受访者自己的语言表达来进行编码，并未对口语化文字进行修

改，以期能够最真实地反映受访者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最终，从访谈数据中共提取了 12个初始概念。

随后进行了主轴编码。主轴编码是根据各个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相互联系对前文所得范畴进行归

类，将具有相似主题的范畴归为一类，形成主范畴。研究最终归纳出 6个主范畴，各个主范畴及其对应的开

放式编码见表 2。
表 2 新时代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

主范畴

文化

地理环境

制度

社会

企业

领导者

子范畴

红色文化

企业文化

环境艰苦程度

国家政策指引

容错程度

专利与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

尊重企业家的氛围

组织架构

管理的规范性

激励与约束机制

行为风格

个人经历

来源

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敌的情况下，物质文化生活还这么差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够有这种精神。所以
说大渡河是一条英雄的河、一条红色的河，所以我们就经常用这些例子去教育我们的职工，要有这种精神

其实可能就是兼顾几方。企业内部的员工，包括外部的地方的环境，都是在同一条大渡河上，那么就是同一艘船同一
个家，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共融共生的关系

通过企业文化来塑造企业家精神，这是每个企业都应该有的一个动作，企业家精神得就从企业文化的建设上往下走，
建立起企业文化，建立起优秀的企业文化，形成了这么一个氛围，那就得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承，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

断地塑造企业家，然后不断地宣传，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承

艰苦的环境能够更能够磨炼意志，快速的成长
地理环境下恶劣的情况下，对企业家也是一个更好的磨炼。如果说大家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长期坚持，那么这个企业

家应该成熟的，成熟的较早，锻炼的就多，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就大

特别是总书记提出来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这样的一些中央的要求，一些号召怎么样在我们这种传统的行业里
面去落地

我们集团今年年初也下发了一个容纠错机制的制度，各个公司都有配套的制度出来，所以这一点上我们是有针对性
的，各个板块都有

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保护，对企业家的发展和环境可能也有一些影响，特别是技术性企业家，基本高新技术企业都要靠
专利和知识产权来挣钱，对吧？那么你这东西保护不好，有可能对高新技术企业很多技术出身的企业家造成很多打

击，这样可能影响他的成长和精神的发挥

我觉得必须尊重企业家的劳动，他给企业创利了，给社会创利了，你就应该给人家激励，这样才能培育企业家精神。如
果说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做不好的话，那么企业家可能就没有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还成立了一些专家咨询中心，然后成立了青年创新工作站，去孵化一些创新成果

一把手对整个企业的管理应该是有决定性的影响，你看他管理的规范性，首先管理的规范性取决于他有没有这方面的
意识，然后再说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物质层面其实也很关键，所以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怎么建，我想这是影响企业家培育或企业家精神发挥很重要的
一个外部环境

其实对于一个温和的领导，能够把智慧企业这个事做成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
我们专门搞了一套权责清单，也搞了一套授权体系，这个授权体系也是原来就开始做了，我们最近又做了优化，我想这

也是作为班子充分信任授权的一种工作机制吧，这也是他的一种风格

强势果断是因为他本身有军人作风，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大家先民主地把意见统一，统一完之后都希望今天决策明
天就会把这个事情做完，推的效率要求非常高

表 1 访谈对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所属板块

煤炭

煤炭

煤炭

煤炭

煤炭

煤化工

煤化工

煤化工

电力

电力

职位

部门主任

部门主任

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长

厂长

总经理

党委书记

董事长

总经理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所属板块

水电

水电

水电

水电

水电

研究院

研究院

高校

党校

行业协会

职位

总经理

副校长

部门主任

董事长

董事长

部门主任

总经理

教授

校长

部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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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进行了选择性编码。选择性编码是在所有编码范畴中提炼核心范畴，运用故事线来剖析主范畴之

间内在逻辑关系的过程。在开放性编码所获取的初始概念基础之上，用选择性编码提取核心范畴。通过回

顾文献资料并与访谈数据的持续迭代，深入挖掘主范畴的本质内涵，提炼出能够统筹整合“文化、地理环境、

制度、社会、企业、领导者”这 6个主范畴的核心范畴：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研究通过主范畴的串联解析企

业家精神影响因素核心范畴的故事线：企业家精神能否被激发和培育，首先取决于文化因素，文化对企业的

发展和企业家的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文化既包含企业在形成之初所面临的红色文化，也包含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身独特文化。由于能源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大多较为偏远，环境艰苦，使得企业家能

够不断磨炼心智，形成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国家大力倡导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大背景下，企业围绕国家政

策对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如专利保护制度、容错机制等，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制度保障。随着社会

对企业家的认可和尊重程度的提高，企业家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能够更加敢想敢干。这些因素会对企业家

精神的培育和发挥提供坚实的外部保障。其次，也包含一些内部因素。企业的组织架构、管理的规范性和激

励与约束机制可以为企业家提供创新创业的平台和保障，在企业提供充足的机会和良好的激励保障下，领导

者的个人经历和行为风格是开展改革创新、发挥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研究发现

（一）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
1.文化因素

从文化因素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红色

文化，具有历久弥新的旺盛生命力（李晓，2020）。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水乳交融、一

脉相承，特别是爱国、诚信、创新等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

（李晓，2020）。能源行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多具有红色基因，这些红色文化赋予了能源企业新的历史使命；

另外，推动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在组织内部发展必不可少的驱动因素之一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决定了

企业内适当的行为标准，决定了企业的创新与传承。企业家创新精神只有落实到企业文化之中，才能体现其

社会价值。

2.地理环境因素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指出：地理环境和地域条件的不同，会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性格差异，

从而影响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所处地位。因此，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也不同。由

于能源行业的工作环境相对较为艰苦，工作地点较为偏远，这导致能源行业的企业家更能吃苦，也意味着他

们要做出更大的牺牲。这更有利于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的敬业精神。

3.制度因素

从制度层面来看，政府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与弘扬具有重要作用，政府的积极作为能够更好地培养企业

家政治意识、战略眼光、创新精神、敬业精神、担当精神和系统思维，调动广大企业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能够有效地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激发生机活力、坚定企业家信心、提升创新效率。首

先，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会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另一方

面，“十四五规划”也对企业家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提出要求，这些政策文件都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发挥着积

极的引导作用。其次，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会受到容错程度的影响。由于能源企业的创新面临着较大的风

险和挑战，一旦失败可能会对企业乃至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是否有一套完善的容错机制对于能源行业企

业家精神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最后，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还受到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影响，

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保障创新者权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促进创新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制度，也

是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其投入创新、创业的“护身符”。

4.社会因素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而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

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全社会广泛共识的核心价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用来培养、造就

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武器。在培育和弘扬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作用，在社会上营造出一种尊重企业家的氛围，让能源行业企业家都能够放心安心顺心地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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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因素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家活动的主要平台和支撑。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企业

对经济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企业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组织架构、管理的规范性和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方面，例如，有些能源企业建立了青年创新工作站，

并具有规范的管理机制和完善的激励机制，这对于培育能源行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6.领导者个人因素

企业家精神存在于个体身上，因此领导者个人也是影响企业家精神培育和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既有

研究表明领导者的工作或创业经历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形成（王戴黎，2014）。对于能源行业企业家来说，其

在基层工作的经历对其是否能够形成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影响。此外，领导者的风格也会影响企业家精神

的形成，如果一个领导者优柔寡断，没有魄力，在面对机会时不能及时抓住，那么就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

培育。

（二）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结果
为了探讨新时代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结果，本文基于访谈资料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从国家层面、

行业层面、社会层面、企业层面、员工层面提炼出企业家精神主要作用结果的 8个体现（表 3）。

表 3 新时代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结果

层次

国家层面

社会层面

企业层面

员工层面

作用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推动行业发展

保护生态

解决就业

履行社会责任

数字化转型

学习型组织

发挥创新才能

来源

我们一定是能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这方面，我们是压舱石，是排头兵

煤炭行业现在进入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从去年开始，全国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已经也进入了热潮。所以这个特点
非常明显，尤其是新时代，智能化、数字化这一块应该是全方位开始了建设

比如说建水坝就会影响鱼的回流产卵，所以我们就要建鱼的通道，建一个鱼类的生态回流通道，一公里多要专门给鱼打
个隧洞，让它从下游能够游到上游去，通过一个支流能够游得上去，还要给它建休息的地方，对它的生态体系要进行一

个了解

今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这么大，所以我们说更多的是想让学生到乡镇上去，不要全部都向往大城市

企业给政府我们的态度，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做出了什么贡献，我们未来还要怎么做
企业家精神要有这种精神和意识，就是很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每年每一段时间，我们内部要评估，要出去调研，邀请专家跟不同行业的人过来给我们评拨指点，通过不同的视角来推
动整个智慧企业和数字化转型不断地迭代，不断地提升

要能变成价值型、创造型的企业这个工作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我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 2000多员工，每个人
送了本书，叫用数据说话

可以让青年职工申报一些创新课题，然后我们科技部进行审查，审查以后，我们就进行项目的立项，然后就进站工作，然
后成果出来了过后就可以评审，然后就可以出站。然后这个成果可以用一些知识产权的形式保护，可以去申请一些专

利，可以去申请一些著作权，有些还可以进行一些实用化的应用

1.国家层面

培育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局面，除了

增加有形的要素资源投入外，更需要激发企业家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企业家对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发

挥着重要作用（Surie and Groen，2017）。能源行业企业家善于识别和捕捉机会，能够高效组织配置资源要

素，提供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产品和服务，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

2.社会层面

能源企业开发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生态问题，如占用耕地、煤炭过度开采等。在此过程中，企业家

精神在生态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能源行业企业家能够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问

题，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外，能源企业可以解决当地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缓解了社会压力。最

后，能源行业企业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扶贫帮困、抢险抗洪，应急救援、捐资助学等，有利于构建“互惠互利、

共存共荣”的新型地企关系。

3.企业层面

首先，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有利于构建世界一流企业。就能源行业而言，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为传

统能源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例如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以及积极投身新能源产业等。其次，企业

家精神的培育有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化转型的情境下，很多企业设立了首席数字官的职位，代

表了企业对于数字业务战略的重视（Vial，2019）。数字领导力的培养，不仅需要领导能力，更需要数字化时

代特定的数字素养，包括有足够的技能去使用技术，对整个数字化转型过程有清晰的规划，能够调动成员对

数字化转型的信心（Zeike et al，2019）。最后，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有利于企业内进行知识分享（王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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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等，2021），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在组织中营造出一种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组织氛围。

4.员工层面

企业家往往会重视员工的个人发展，能源行业企业家精神在员工身上最显著的体现便是创新精神，而企

业为了号召员工积极参与到创新创业实践当中，会努力优化企业环境，并提出相关的促进措施，充分发挥员

工的创新才能。只有重视员工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使每个人具备独立进行价值创造的能力和意识，使

每个人都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形成风险承担意识，提升化解风险的能力和素质，才能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

活力。

六、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路径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能源国企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特质，更多的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

制度、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对于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既要从微观视角提升企业家的综合素

质和能力，营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文化氛围，也要从宏观视角为企业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让企业家敢

想敢干。

首先，要制定能源国企人才发展战略，鼓励能源国企的企业家心怀国之大者，不断审视、回顾初心，坚守

“利为民谋”的价值追求，努力把发展维护好企业自身利益与发展维护好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

相协调、相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要“大力发展

碳中和、新能源产业”，这就要求能源国企企业家要以“注重创新、重视人才、绿色发展”为目标，增强政治意识

和战略眼光，树立企业核心价值观、共启愿景、制定战略规划。

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人才。近年来，随着能源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

能源领域国际合作不断加深，为身处能源行业的企业家创造了大量干事创业的机会。为进一步加快实施企

业家培育计划、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一方面，能源国企应当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在重大项目建设

中淬炼企业家精神、在知事识人体系构建中识别企业家特质、在多岗位锻炼中培养企业家才能，实现“事业造

就人才，人才推进事业”的良性互动局面，不断获取和保持能源企业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要建立正向激励体

系，激发企业家创业激情。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容错机制（李娟和马丽莎，2020），对企业家的失误进行综合分

析，对该容的大胆容错，不该容的坚决不容，激励广大企业家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再次，要进一步明确干部培训系统的职责，为能源国企的干部提供精准有效的培训。我们党历来重视抓

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国有企业家需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还必须有过硬

的政治素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落脚点就是培养这样一批管企业的政治家和

讲政治的企业家。国资国企干教培训系统担负着培养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职责，也担

负着培养一支能够担当责任使命的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的核心使命。干教培训机构应坚持干什么学什么，

缺什么补什么，坚持什么方式管用就用什么方式的思路，着力培养优秀国有企业家。

最后，要营造认同企业家的社会环境（赵乐祥和汪春雨，2020）。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宝贵的时代精神，要

像提倡“工匠精神”“劳模精神”一样继承和发扬，要在企业内、行业内、甚至全社会为能源国企企业家正名。

能源行业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涌现出一批能干事、干成事的优秀企业家，应当充分挖掘他们的故事、提炼他们

的精神，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感悟时代发展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除此之外，要引导企业家增强爱国情

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相关部门可以举办相关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

德，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爱国爱民、勇于担当、诚实守信等精神根植于企业家心中，潜移默化地塑造

能源国企企业家的优良品格，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

七、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能源国企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支柱，在国家能源保供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能源国企

与一般的企业存在显著的区别，能源国企在国家社会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除了要承担政治责任、经济责任

和社会责任以外，还承担着国家能源安全的职能。与此同时，能源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骨干和表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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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能源国企必须继承、弘扬和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

以产业报国为己任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壮大国有经济的企业使命。除此之外，能源国企还承担着科技

创新、节能减排、参与全球竞争等一系列任务的历史重任。为此，能源国企必须始终考虑国家利益，将其作为

企业立业之本。因此相较于其他行业，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更有助于形成稳定的能源供应体

系，持续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效顺畅，保障好重点地区、重大活动能源需求，坚决守好民生用能底线。

本文通过扎根理论对能源行业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进行深入探讨，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新

时代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文化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企业因素和

领导者个人因素 6个方面；第二，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与其他行业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的区别

主要体现在受红色文化影响和地理环境艰苦两个方面；第三，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

护生态和推动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发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第一，既有研究大多从整体视角对企业家精神进行梳理，总结和归纳企业家行为

的一些共性，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把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相联系，把创新行为、创新活动与创新能力纳入企业

家精神的内涵；二是把企业家精神与捕捉机会相联系，把洞察机会、甄别机会与利用机会的能力与行为视为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三是认为捕捉机会并运用创新方式获取利润是企业家精神的主要特征。然而，这些观点

只是对企业家行为中的普遍性成分进行概括，实际上由于每个企业家所处的环境不同，会形成具有特殊性的

行为特征，因此需要在现实环境中去理解企业家行为的特殊性内容，这样才能实现对企业家精神的精准认

识。本文聚焦能源国企的企业家精神，在既有探讨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能源

行业的企业家精神，细化了企业家精神的研究领域。

第二，本文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助于从根本上挖掘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

第三，本文揭示了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为后续能源国企开展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和弘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本文的管理启示：第一，能源行业需要培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企业家精神，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

发展中一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之措和现实之需。第二，能源国企应当在组

织建设、选人用人、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方面重点建设，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以此为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提

供价值理念，让国有企业提升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竞争力，促进国有企业在新发展阶段做强做优做大。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第一，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虽然严格按照扎根理论

的程序来展开研究，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第二，本文在样本选择上，只选取了部分能源国企

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但对于数量广大的能源国企企业家来说略显单薄；第三，本文提出了一些能源国企企业

家精神的培育路径，但是并未对这些培育路径的效果进行检验，未来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进一步验证和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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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Cultivation in State Owned Energy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ra

Zhou Zhongke，Gao Jie，Luan Mingqiao，Liu Qi
（CHN Energy，Beijing 102299，China）

Abstract：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improve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romote entrepreneurship，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enterprises. ”Entrepreneurshi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lead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leading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lifeline，the
energy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national energy supply and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economic
security.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energy industry was focused on，and the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was used to deeply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the energ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ra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rmation and exer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energ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affected by six factors including
culture，geographical environment，institutional，society，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 leaders，and it has an impact on multiple levels.
It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the energ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Keywords：entrepreneurship；energy industry；state⁃owned enterprise；cultiv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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