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118·2014.1下

企业家如何应对“资本诱惑”

向美英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 武汉 430075）

【摘要】实体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实体经济的发展则需仰仗兢兢业业的企业家们。本文从四个方面

就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环境下，企业家该如何应对“资本诱惑”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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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类资本造富的神话频繁上演，从中小板到

创业板，企业家借助资本运作实现身价暴增、一夜暴富的

故事实实在在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一方面，资本投资动

辄几倍乃至几十倍回报率的巨大诱惑，使更多的企业家

对资本运作的暴利机会趋之若鹜，从实业转型投资成为

一种潮流；另一方面，大量资金、人才从实业企业流出，进

一步加剧了实业企业的困境，实体经济虚化现象日趋严

重。但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整个经济的基础，资本运作

再神奇也必须依赖于实体经济，在满是资本泡沫的环境

下，一个致力于实业的企业家应该如何应对资本诱惑，使

自己的企业走得更长远呢？

一、资本狂潮下，企业家要修炼出一颗淡定的心

1. 知足常乐，“勿以利小而不为，勿以利大而冒险”。

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企业若能保持持续稳定的盈利水平，

企业家该有知足常乐的心态。或许有同行已经成功转型

利润高的行业，或许身边的朋友从事资本投资正赚取高

额利润，一定要淡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耕耘，即使收

获微薄也是快乐的；在陌生的领域里，即使有暴利机会，

也不去冒险，满足自己所拥有的，克制贪婪，抵制诱惑，让

自己的企业走得更加稳健。

2. 走自己的路，绝不盲从。每个企业能发展定有其成

功之道，因此没有必要去随波逐流，坚持走自己的路，执

着于自己的事业方能成功。在周围总是有太多的诱惑，有

的企业华丽转身获得更大成功，有的企业赶潮流，投资房

地产、搞小额担保公司、搞PE投资、搞移动互联网等热门

行业一时赚取了大笔热钱，让人眼红，但我们更应该看到

其背后承担的风险，失败者总比成功者多，人云亦云的追

随、盲从不可能让企业获得真正成功。

3. 保持持续学习的习惯。学习能力是一个企业家的

基本素质，优秀的企业家一般都具备良好的学习习惯。学

习使人宁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去学习，能让

人从浮躁走向平静。学习使人更加睿智，通过持续不断的

学习，可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开阔视野，知晓你不

熟悉的领域，有助于你规避风险，作出科学决策。学习才

能创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学习是个积累的过程，

持续的学习让你积累更多的经验和知识，跳出固有的思

维习惯，不断开拓进取，引领企业创新。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至关重要，譬如，每天开卷一小时、工作前习惯性浏

览各类政经信息、时常读一本书、定期不定期参加企业交

流活动等。

4. 积极反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一个企业家必须

要有自我反省的意识。经常通过自省来认识自己、剖析自

己、提高自己。一旦遇到低迷时期，某些企业家就会把责

任全部归咎于市场不景气、竞争太激烈、团队不努力等因

素，很少去反省、检讨自身问题，不景气固然不是自己造

成的，可是在景气的时候，有没有做到“居安思危”、“未雨

绸缪”呢？要想做好企业，企业家就应该时时刻刻思考，现

有决策是否符合企业利益和广大员工要求、是否要根据

市场环境调整策略、是否需要业务转型、现阶段是否适合

进行资本运作……

当我们面对诱惑时能“不以物喜”，遭遇挫折时能“不

以己悲”，宠辱不惊，就能真正保持一颗淡定的心。

二、对资本的高风险性要有清醒认识

不可否认，最近十年来，各类风险资本、产业资本、金

融资本等社会资本涌入实业领域，极大地促进了企业乃

至产业经济的发展，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借助资本运作实

现了跨越式增长，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然而，正是这种

资本推动的成功模式及造富效应，使人们越来越崇拜资

本的力量。在利益的驱动下，上至各级政府，下至各类企

业、中介机构、个人，言必称“资本运作”、“唯资本至上”，

无论需要不需要，有条件的要引进资本，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引进资本，各类VC/PE空前繁荣，大有全民皆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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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奔上市的架势。对资本的狂热追求使人们完全忘记

了它的另一面——高风险性，资本在给企业带来巨额利

润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一个有抱负的企

业家，不应被资本光彩诱人的一面所迷惑，更应该清醒的

认识资本高风险的一面。

1. 资本的逐利性可能与企业的既定战略相冲突，从

而打破企业正常发展节奏，引发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比

如，企业在引入VC/PE资本后，资本要求尽快、尽可能高

地获得投资回报，而企业则是根据战略规划的需要稳健

经营，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目标，企业正常经营节奏被

打破。可能造成企业只要财务报表好看而忽视经营问题、

过度扩张而不注重内控风险，乃至企业家与VC/PE发生

重大分歧，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2. 企业家可能会对巨额资本的运用力不从心，被资

本绑架。热钱烫手，尤其是巨额热钱在手的时候，企业家

可能控制不住自己“钱多好办事”的投资欲望，或许你会

用于扩大产能，或许你会上新项目，甚至你还会将资本投

入高风险领域，玩起“钱生钱”的资本游戏，但是，你真的

具备运用巨额资本的定力和能力吗？资本运作不是人人

都可以玩的游戏，这对于大多数刚刚获得巨额资本的企

业家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高风险领域。一旦募集的资本

投资项目、经营出现问题，资本也会失去坚守的耐心，VC/
PE对企业经营管理越权横加干涉，甚至迫使管理层遵循

资本的意志，资本方过于强势，会导致企业管理团队丧失

决策权，沦为资本的附庸，最终企业被资本绑架，不是企

业资本运作，而是资本运作企业，这样的例子在市场中屡

见不鲜。

3. 可能将企业家引入以资本运作为目标的歧途。资

本运作带来的暴利吸引众多的企业纷纷进入资本市场，

与苦苦埋头经营实业相比，企业一旦上市成功，便可身价

倍增，一夜暴富，巨大的反差诱使不少企业家以成功实现

IPO为企业的终极目标，上市后更是以资本运作为主，实

业最终沦为玩资本的手段和外衣。但企业上市只是企业

借助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不是企业发展的终极

目标，将资本运作作为企业的最终目标注定是一条本末

倒置的歧路，必将导致企业的衰亡，早年的新疆德隆，现

在的无锡尚德都是典型代表，应该引起企业家们的深刻

反思。

认清了资本的风险性，有抱负的企业家才能不为资

本所累，正确看待和驾驭资本，为企业可持续高速成长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把握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大势，保持前瞻性

我们处在一个不断变革的经济环境中，国家政策的

调整和宏观经济发展态势一定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微

观中的企业。因此，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一定会经常研究国

家政策和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并从中寻找先机，规避行业

调整的风险，始终保持企业经营战略的前瞻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企业家只有时常把握国家政

策和经济发展大势，站在宏观的制高点，洞悉产业经济走

向，才可能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并未雨绸缪，提前

布局。若你的企业未来很可能处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限

制的范畴，未来市场前景堪忧，企业家如果能前瞻性地把

握这一大趋势，在多数同行未采取行动前作出战略调整，

或及时收缩业务，或拓展新业务，或将企业出售谋求转

型，都将使自己占得先机，进而化解宏观政策调整给企业

带来的系统风险。若你的企业所处行业未来很可能得到

国家产业政策鼓励支持，行业面临快速发展的机遇，那么

企业家更需要做出战略布局，或加大投入，率先扩大生产

规模、升级改造产品、技术，或谋求资本运作，通过并购重

组，快速实现横向、纵向扩张，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在未

来的行业大发展中谋求最大利益。

四、练好内功，把握时机，借势资本力量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资本时代，资本化是现在经济的

重要特征。我们谈企业家如何应对资本诱惑，并不是要完

全抵制资本，拒绝资本运作，恰恰相反，我们强调的是企

业家对待资本要有正确的立场。

首先应该是将资本运作作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手

段，而不是目的。实业是基础，资本是手段、是工具。在面

对资本运作带来的巨大利益和快速增长的诱惑下，企业

家依然应恪守实业经营，练好内功，将重心放在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上，为开展资本运作扎好根基。

其次是把握节奏，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开展资本运作，

借助资本的力量助推企业快速发展。企业家一定要牢牢

把握企业发展节奏，遵循市场规律，结合自身实力，坚持

“以我为主”，按既定战略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把握节奏

的关键是不被外部环境的过冷过热所干扰，在周围人都

一哄而上“玩资本”的时候，不随波逐流，贪功冒进，坚持

按自己的节奏和步调行事。当企业经营积累到一定阶段

时，会遭遇发展步伐变缓、竞争压力加大、资金严重不足

等瓶颈，完全依靠自身积累的内源式增长逐渐乏力，要实

现企业的战略目标，保持快速增长的节奏，必须依靠外源

式增长，此时选择资本运作，借助资本的力量，将为企业

外源式增长输入巨大动力，企业发展将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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