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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富豪的低迷不是偶然现象，反映的是国家经济中运行机制

问题。 一年一度的胡润《富豪榜》已经俨然成为了中国经济

生活中的一个事件，发榜前的猜测，发榜后的评论、热议，

富豪榜人物的兴衰沉浮也受到广泛的关注。而胡润似乎也善

于调动媒体和读者的兴趣，每年总能挖出一些让公众兴奋的

事件和人物。2006年的最大惊奇自然是富豪榜首席让位给了

一个巾帼豪杰，而且是废纸堆里拣出来的富豪。不过这些对

于大众来说，都可以当作娱乐事件来看，大可以轻松面对。 

但是《百富榜》中也有不轻松的事情，在国家对房地产投资

实施数年的宏观调控背景下，房地产行业的富豪不但比例增

加，而且个人财富也大幅度提高，前十大富豪中，涉足房地

产业的更是占据了八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IT、

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富豪的名次却普遍下降，曾经占据榜

单前列的丁磊、陈天桥跌到了10名以外，除无锡尚德的施正

荣受益于能源行业的高价格仍然在榜单前列占据一席之外，

高科技行业在《百富榜》上几乎全军皆墨，要知道，这是中

央政府把创新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 政府宏观调控

的行业，财富仍然在高速积累，而政府大力支持的行业，财

富却在快速的缩水，在国家之间竞争更多取决于科技实力的

竞争的全球背景下，这种对比形成了一个有点刺目的悖论，

其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创新危机。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在

逐利动力的驱使下，总是会趋向于获利更高的区域，所以公



司和个人做为一种个体行为，把钱投向能够带来更大回报的

房地产业，我们无须加以指责。但是对于这种从整体结果上

可能带来国家竞争优势丧失的现象，却需要我们去辨析和思

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需要在什

么环节加以改进？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知识产权保护和金

融体制上。 一、 知识产权保护 把房地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做一

下对比就可以发现，房地产业是实物产权，从土地、配套设

施到建筑材料，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有真实的、看得见的实

物相对应。而高科技业是知识产权，企业价值主要通过人力

资源、管理模式、技术专利等看不见的虚拟资产构成。我们

现在从政策、法律、社会舆论等各个方面，对实物产权从界

定到价值评估，都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并建立了配

套的体系。但是对于知识产权从开发、评估到转让、交易等

各个环节却留下了太多的空白，从社会普遍认知上，知识产

权的保护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是知识

经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技术实力的竞争，但是，没有知识

产品领域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产业价值就无法得到体现，

也不可能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华为总裁任正非认为：必须把

知识产权作为自己国家发展所必须的国家战略来推行，变防

御、解释为自己主动建立知识产权体系，包括重视开发，重

视知识产权积累，重视知识产权转化，重视保护知识产权。

没有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不通过保护使原创发明人享受应

得的利益，就不会有人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地去探索奋斗，

就不会有原创发明，没有大量中国公司的原创发明，中国就

永远进不了“高地俱乐部”，就将永远受制于人。真正受伤

害的是中国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而不是西方企业。 而创意产



业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约翰霍金斯更是认为：知识产权是创

意经济的货币。它在创意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远比其在工业

经济中的角色要重要得多。在过去的工业经济时代，人们需

要知道的主要是原材料和合同法；而现在，人们需要知道的

则变成了知识产权和合同法。其需要处理的问题无非是“我

如何运作；如何向他人销售产品。”就此而言，合同法只是

我们所做事情的外在伞形框架，而真正处于创意经济核心位

置的则是知识产权。 对比这些真知灼见，再来看看现实经济

中的资本流动方向，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大量的投资不

愿受国家战略指挥棒的指引，投向高科技行业，而是在调控

之下锲而不舍的进入房地产领域。 二、 金融体制 任何产业的

发展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但是不同的产业，由于产业

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在投资回报、价值评估、风险控制上表

现出很大的不同，那么就需要不同的投融资模式。而中国目

前的金融体制，金融形态的单一、金融工具的欠缺远远不能

适应多样化的产业形态和资本需求。但恰恰是房地产的抵押

贷款模式，却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中找到了最佳匹配。无论是

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抵押贷款，还是房产购买者的分期付款

，在传统的银行业务中，都是高收益、低风险的优质客户，

非常容易获得银行资本的支持。 而高科技行业的资产主要是

人力资本和技术专利，在传统的银行贷款评估中，或者是不

予考虑，或者是被严重保守估值，很难从传统的金融体制中

获得发展的资金支持。即使是这样，还经常面临着放贷风险

而产生坏账。高科技行业首先是个高风险的行业，在传统的

银行业务中，不是管理执行的问题，而是根本从模式上就不

适应。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高科技行业的真正价



值无法得到认证，反而只能通过厂房、土地这些次要资产获

得信用。方正集团总裁魏新认为，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银行的

观念仍停留在"钱庄"时代，它们在提供贷款服务时，先看报

表中资产负债率的高低，一般在60％以上的被认为"比较安全"

，其次看固定资产的比例，如果比例小，就认为风险很大，"

在这种小农经济观念里，房子、土地等实物成为放贷的凭据

，几个人、几张桌子的高科技企业普遍难以从银行融资，而

知识产权还无法进行估价"。 在这种情况下，方正这样的“高

科技企业”却不得不调整资产结构，其突破口就是切入传统

行业，因为传统行业的经营风险较小，"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

稍微多赚一点，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少赚一点"。与此同时

，在购买各大传统型企业之后，方正固定资产的比例也随之

增加，如苏钢集团就有近4000亩土地，还有大量的厂房和设

备，"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心里就非常踏实了” 而相对比的是，

美国的高科技业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引领潮流，固然有其

雄厚的基础教育和科技实力的支撑，但更重要的是，从一项

技术问世，到建立公司，发展壮大、规模扩张、业务转型，

都有适应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市融资等投资模式的支

持。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也一样是高风险，同样有大量的小公

司死在襁褓中，大量的公司短暂繁华后又迅速衰落，但是创

新的金融体系在有效化解投资风险的同时，保证了产业的整

体利益和持续兴盛。高科技行业也产生了以比尔盖茨为代表

的高科技富豪群体。 《百富榜》上富豪们个人财富的升降起

落，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群体性的升降变化中，反映的

行业的兴衰和资本的流向，回想世界经济论坛前一段时期发

布今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竞争力落后印度11位排



名第54位，就应该知道，《百富榜》中科技业富豪的低迷不

是偶然现象，反映的是国家经济中运行机制问题。国家创新

战略真正得到实施，不只是一个舆论导向就可以驱动，而是

一个需要触及深层次问题的系统工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