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是对潜在需求作出更积极的反应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E-mail:sunzhuxiang@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孙竹芗 美编/吴婷 2018.2.9

VOICE 声音

11

企业发展，需要面对并解决各种各

样的问题。时下，创新成为每个企业家

都要关注和执行的任务，如何创新、如

何发挥好企业家自身的积极作用，值得

思考。

美国“锈带”是成本的诅咒

美国“锈带”位于美国东北部地区，

1970年后，这一地带上很多的工厂开始停

工，只剩下锈迹斑斑的设施，因此被形象

地称为“锈带”。

“锈带”现象值得后起的后工业化国

家思考和警惕，因为不进则退。早在工业

革命之前，日本、韩国的钢铁冲击了美国，

美国最早的支柱工业在成本的诅咒下出

现了困顿的局面。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就是以本博利，

所有成本降了之后还会升上来，降到最优

点后在边际上一定会升起。对于一个人、

一个家庭、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都是如

此。为什么成本会先降？因为我们做一

个事情时，开始不熟，规模没有达到标准，

比如一条生产线制作出一双鞋，这双鞋的

成本当然高，随着批量越来越大，工人越

来越熟练，一条生产线生产100万双鞋，这

样成本就可以摊薄。

那为什么后来成本又上来了呢？

因为第二生产线的原因。如果生产 200
万双鞋，这样庞大的量，要雇更多的工

人，管理层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会暴

露问题。另外，利润很好，引来竞争者，

你在明处，竞争者在暗处，他们会挖你

的人，学你的生产方式。所以经济活动

要“走出去”，因为成本降了一定还会升

的。

成本线降了，降的时候很开心，高歌

猛进，但是升起来的时候就会变成挑战。

无数企业在竞相降低成本，在跟成本再升

起来做斗争。因此，企业管理最后就落在

了控制成本上。

真正对付成本曲线诅咒的最好办法，

是以同样的代价生产最大的价值。不能

用同样的办法生产同样的东西，因为一定

经不起成本诅咒。我认为，成本的诅咒一

定会让所有产业或迟或早中招，而解决这

个问题，需要满足用户的派生需求。

创新是对潜在需求作
出更积极的反应

创新很重要。因为世界在变、所有要

素供应在变、市场需求在变，如果我们不

能应变，不能以变对变，那就没有办法解

决问题。

如果一个企业下定决心创新，就要

挖掘潜在需求。当初欧洲人刚刚发明剃

须刀时，剃须刀非常贵，只有少数贵族能

使用，但美国工业革命通过把刀片变成

了一次性产品，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收

益。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所

谓的新技术，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只是

为了新而新的。

宝洁公司早期销售口红的方式，是

放在货架上让消费者去挑，晚上结算时

才知道不同产品的销售数量。后来经过

统计分析获悉，最受欢迎的口红上午 10

点就卖完了，但是商店不知道，工厂也

不知道，这怎么对需求作出灵敏的反应

呢？

后来，宝洁采用了无线射频技术，卖

掉一支口红就会有一个信号集成到后台，

信息捕捉变得很及时。这个概念一般化

后，就变成了万物互联。

还有一个例子，一款 2006 年推出的

希腊酸奶，2007 年才占市场 1%的份额，

到了 2016 年，它已经把传统食品巨头从

货架上挤出去了，因为这款酸奶的配方

适应年轻人。我们必须意识到，消费者

一直在变化，你不灵敏，生意就没法做

了。特别是食品市场，变化很快。不能

小看零食市场，我们 100 元的开支中，有

30 元是吃的开支，比房地产更厉害——

房地产一年的销售额是 12 万亿元，食品

一年的销售额超过了 12万亿元，可以说，

这是个大产业。

为了满足潜在的需要，企业一定要非

常注意需求、客户、用户以及潜在的用户

和客户，并能对这种潜在的需求灵敏地作

出反应。比如任正非，他是军人出身，他

主张“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发命令。”就是要

靠近市场来组织后面所有资源的配置。

企业家的战区就是靠近消费者的那个灵

敏点，一旦发现战机，马上捕捉好，所有资

源都要在这里聚焦，迅速形成作战能力，

这样才能立即打开市场。

企业家是创新链中的
重要一环

谈到技术创新，我想，企业家要坚守

自己的这一环节，因为创新是一个很长的

链条，涉及科学家、天才、技术狂人以及黑

客、创客，有着各种角色。但是，这根链条

离不开企业家。因为如果没有企业家，眼

花缭乱的技术最后也不能变成产品，不能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么，它就不是经济

活动，而只是停留在一个纯粹的人类智力

层面上的某种展示。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眼花缭乱

的创意让人们有点心慌意乱，甚至产生焦

虑。如果满天飞的构想不能落地，不能变

成有效的产品，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客

户、用户，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不过是

表演人类的能力而已。所有的东西，高科

技也好，创新也好，最后都有一个目标，即

满足客户需求，而这正是企业家的看家本

领。这其中永远有着属于企业家的、不可

替代的职能。

美国“锈带”的新生

回到文章开头，美国“锈带”后来变成

了“脑带”，即用脑力驱动美国工业向更高

的层次发展。据了解，现在美国新的生产

力在空间布局上和曾经的“锈带”基本重

合。那里几千个公司对接各种需求，金

融、法律、设计、创意，各行业聚到一起，跟

“象牙塔”里发现那些原理的脑力活动高

频互动，更迅速地把这些想法转成技术、

转成产品、转成市场。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 2018 中国制造论

坛上的演讲。

□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孙竹芗

在全球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以创新寻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正逐渐从“跟跑”到“并行”甚至在某些领域“领

跑”。图为2017年8月18日，柔宇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刘自鸿在广东深圳柔宇科技总部展示应用了柔性传感技术的柔性键盘。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大家知道，如果没有城镇化的推

进，如果所有的农民还留在乡村里，乡

村是不可能振兴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只需要

较少的劳动力，就能生产出满足大家

基本需求的各种物品。过去，工业化

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现

在，随着智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生产

工业产品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

服务业就此得到了许多新的发展机

遇。

改革开放的 40年，既是经济快速

发展的 40年，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

40 年。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的

时期，这个时期也恰是城镇化的转型

期。因此，中央提出来“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

本”，努力建设优美的环境，推进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公民享受现

代化的成果。

我认为，新型城镇化要坚持“四化”

同步。我们的“四化”并不是独立的

——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城镇化、工业

化、信息化相互关联。“四化”是中国实

现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

目前，城镇的发展与地方的资源

环境存在着不匹配现象，应该进行科

学规划，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调发展，进而优化城市的内部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将生态文

明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坚持绿色发

展、融合发展，集约、节约各种资源，强

化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完善，减少对

自然的干预，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以及城市建设运营管理的绿色模式。

此外，要坚持文化创新。面对新

时代、新发展、新使命，伴随着新技术

革命，新型城镇化正影响着每一个

人。人们都在追求美好生活，都在不

断进行探索。我们要容纳更多的改革

和创新思路，助推新型城镇化工作迈

上新台阶。

将生态文明
融入城镇化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
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沈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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