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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一：穷则思变

时间倒退到 1993 年，送别了大学本科毕业的同学，

踌躇满志的李志能站在清华大学的校门口畅想着瑰丽

的未来。他确实是有理由骄傲的——当年毕业论文拿

到了本专业的最高分，免试保送到复旦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而大二以后的经商经历也让他多了一份与同龄

人迥异的成熟与自信。

1992 年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开启了一个标志性

的年代，从此以后大批人开始加入到快速致富的行列当

中，而那时李志能在中关村从事的电脑经营活动已经风

生水起了。对于李志能来说，当初做出这一抉择很不容

易。 “因为自己一直是个好学生，可是后来发生了一

些事儿，让自己觉得不能再这样学下去了。”当提起那

段往事，李志能仍然掩饰不住当时内心的波澜。

当年参加高考时，虽然清华在全国赫赫有名，但

对那时的李志能来说，离家更近的复旦大学显然更具

吸引力。不过，因为没分到年级推荐复旦的名额，成

绩优异的李志能轮上了清华的推荐名额。经过高考的

洗礼以后，他背起行囊来到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

筑管理工程专业。

初入清华，面对来自全国各地优秀学子的竞争，

心高气盛的李志能最初想到的就是要用两年的努力，

重演自己从小学到高中的辉煌。于是，大学的头两年

是焚膏继晷的刻苦学习，然而辛苦的学习并没能让李

志能如愿在高手如云的清华中遥遥领先。“当时我也

很懊恼，因为自己确实是很辛苦很努力地学习过，但

即使这样也没有进入前三名”，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

经历时，李志能已经坦然了很多，可我们不难想象当

年的李志能在第一次面对这种打击时内心的苦闷与彷

徨。“后来我就想，再这样学下去不是办法，我得给

自己找条别的出路。”穷则思变，这句话用在李志能

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经历了入学前期的挫折后，

李志能开始为自己的豪情壮志寻找别的出口。

1990 年暑假，李志能毅然为自己旺盛的斗志找

到了新的天地。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清华紫光集

团的前身——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的创建，开始

了那种在当时的同学眼中稍显异类的、腰挎 BP 机、

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业务的生活。在这段短暂的经商

经历当中，李志能渐渐开发了自己的沟通能力、组织

能力和适应能力。公司当时主要经营的产品是电脑

兼容机，“我们当时全球采购配件，雇了几个高中生

组装兼容机，又雇了几个计算机系的同学帮忙调试系

统，和美国戴尔公司早期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

万事开头难，虽然所组装的兼容机相对于同期市场上

IBM、康柏等国际品牌具有价格低廉、质量可靠的优点，

但由于品牌缺乏知名度，再加上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计算机设备又笼罩着一种高技术色彩的光环，最初的

业务开展得并不顺利。李志能一方面努力保持着不错

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还得考虑如何开拓产品市场，

面临着重重考验。这时，李志能身上的随机应变能力

再一次发挥了作用。在逐步摸索市场的过程当中，李

志能认识到只关注技术先进和产品质量是不够的，对

客户需求的认识和把握同样十分重要。除了对销售的

产品有充分的自信外，对于产品销售对象单位的业务

模式、组织架构他随后也渐渐了然于胸。“销售的过

程其实也是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你跟客户讲了没反

李志能：勇于做个有影响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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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那就得回去想别的办法。”耐心的付出终于见到

了成效。到 1991 年，他们的产品在一次教育系统的展

览会上展出后，优异的性价比让产品在整个北京城一

炮打响。

由于在这段创业经历中对于计算机软硬件技术有

了深入了解，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李志能很自然地想

到把计算机软件技术与本专业的研究结合起来，事实

证明，这种当时非常先进的技术在土木工程项目管理

中的应用的确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加分不少，最终他的

毕业论文答辩得到了满分的优异成绩。

篇章⼆二：改弦易易辙

当年的他肯定不会想到，送别同学时一句看似玩

笑的“准备先读个管理学硕士，再读个经济学的博士”

竟成了自己日后人生轨迹的真实写照，而且还读了两

个博士学位。毕业前夕，李志能来到同济面试保送攻

读硕士。当初选择同济大学看起来顺理成章，一方面

同济大学的土木建筑的科研力量很强，有一批国内工

程管理界知名的专家学者领军，当时也有与清华交流

学生的传统；另一方面自己有很多师兄也已经在同济

开始了学习。然而，这条“坦途”远比看上去要坎坷

的多。去同济面试的李志能遭遇了人生中另一次突变

的时刻。面试时，李志能意外地发现自己与同济的导

师沟通不顺。也许是为了杀杀他的锐气，导师一开始

并不同意他就读硕士，推脱没有名额。李志能想方设

法找到同济研究生院的院长商量拿到了一个额外名额，

可导师还是没有松口接纳的意思。

参与了几年公司经营，李志能当时已经意识到了

管理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李志能索性当场决定改弦

易辙，转向与同济一墙之隔的复旦大学。也许是上天

冥冥之中的安排，又或许是他扎实的学习基础、丰富

的经历、精心准备的论文打动了面试老师。经过一个

上午的面试，复旦大学同意他跨学校跨专业免试到管

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就这样李志能进入了复旦，续

上当年与复旦未了的缘分。

在复旦管理学院学习的过程中，为了弥补自己从

工科跨专业到理科的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基础相对薄弱

的问题，李志能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对新知识的吸收过

程中，并且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了三个专业的经济

管理课程。

由于在硕士就读期间表现优异，李志能提前半年

毕业，获得了复旦校内直推 1996 年春季产业经济学博

士的机会，接着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博士毕

业所需要的学分、发表文章、博士论文等要求。考虑

到国内的管理学学科发展较国外有相当的差距，再加

上国内的博士毕业工作已基本完成，拿到了美国大学

全额奖学金的李志能决定还是要出国继续深造。可身

边的人，甚至他的妻子都很难理解他的这一想法，在

大家看来，一个复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已经很不错了，

为什么还要远渡重洋出国留学？可在李志能看来，深

入地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绝不能仅停留在

表面，只有真正融入那里的社会生活才能真正了解中

西方在思维方式和文化上面的差异。最后，李志能于

1997 年秋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所私立大学凯斯西部保

留地大学继续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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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三：君⼦子豹变

刻苦的学习精神同样被他带到了国外的学习生活

当中。在去美国之前，李志能已经将整本牛津英汉字

典都捻熟于心了。在采访中，李志能笑谈到，以前觉

得像辜鸿铭、钱钟书、茅盾这样的大师能整本整本地

背诵书籍，过程一定是很枯燥的，后来自己亲身实践

过才发现其中别具乐趣。与导师见面伊始，也许是为

了考察他的英文能力，当得知他来自上海以后，导师

笑问他，你是否知道“SHANGHAI”的意思？这当然

难不倒已经将牛津英文字典反复背过数遍的李志能了。

原来“SHANGHAI”除了指地名以外，用作动词时还

可以表示“拐骗”的意思。关于这个词，有一个饶有

趣味的典故：19 世纪的美国，由于到远东贸易航海的

条件很差，所以往往很难招募到足够的人手当水手，

因此一些船长在起航前会带上水手去一些酒吧喝酒，

然后把一些年轻人灌醉以后带到船上去，等这些人醒

来，船已经在海上航行，而航行的目的地就是当时的

远东大都市——上海。因此后来“SHANGHAI”用作

动词时就有诓骗或者强迫让某人从事某项工作的意思。

李志能的对答如流让老师很惊奇。

在美国攻读博士的五年多时间里，爱书如命的他

读遍了自己三个专业领域的文献，并通过交往、工作

和旅游，深刻体会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和思维。李志能

在外租住的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和论文，稍有空闲，他

便沉浸在书的海洋中。当他博士毕业准备回国的时候，

面对着屋里他阅读过的一摞摞文献，70 多岁的美国老

房东感慨道：“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

纸！”也许正是这份学术上的刻苦耕耘和英语上的深

厚造诣，才让日后的李志能成为了颇受国外出版社欢

迎的作者。2012 年，国际知名的 Springer 出版社为

他出版英文专著，全书几乎只字未改便付梓出版。

如果说一以贯之的勤奋努力和对深邃思想的追求

是贯穿他从小学算起长达近二十七年的求学生涯的主

线的话，思维上特有的柔性总能让他的人生有意外的

转折和收获。在美国就读博士期间，李志能最初主修

跨国公司战略方向，后来他敏锐地察觉到，创业活动

已经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而创业学作为一

个崭新的领域，毫无疑问将是管理学界下一个热点方

向。因此，他转向主修创业学方向，并成为中国最早

的创业学博士。1998 年，他联合自己的导师，著名创

业学家罗博特·D·希斯瑞克博士，以及复旦的一位

老师共同编写了国内首部《创业学》MBA 教材。这时

候，李志能的统筹策划能力又充分发挥了出来。李志

能找到当时复旦管理学院的郑绍濂院长，提出“已有

的 MBA 教材以培养白领为主，是消耗就业资源的；《创

业学》是培养企业家的，是创造就业资源的”，一下

子打动了郑院长，书还未出版，复旦管理学院就专门

安排了创业学的 MBA 课程。有了德高望重的郑院长

的激赏，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对书的前景非常有信心，

还为此特意开出了优惠的出版条件。李志能随后又找

到国内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提出作为复旦大学等大学

管理学院 MBA 的教材，也将会是企业向莘莘学子的

绝佳展示机会。在这些企业的支持下，全书的案例很

快就收集编写完毕。“创业学”，这个李志能当初选

定的“entrepreneurship”的译法，后来成为国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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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科的标准。这本教科书后来被国内

100 多所大学选用，并成为国内至今为数

不多的有出口版权的 MBA 教科书。

篇章四：融汇贯通

2003 年毕业的时候，李志能觉得不

应该拿着两个博士学位去经商赚钱，而是

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于是下决心回

国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关于国家竞

争力、产业集群、跨国公司战略和创业管

理方面的政策研究。清华的同班同学说起

李志能很有意思：“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他在经商赚钱；我们工作赚钱的时候，他

又去读书了；等他毕业了，他成了我们班

唯一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

李志能的研究同样秉承了他的鲜明特点，严谨缜

密又独具慧眼，总能透过表面的现象指出背后各种力

量的博弈与制衡格局。创业被誉为是科技进步甚至社

会发展的活力源泉，但这一行为却被很多学者看作是

“约定俗成”而遭到忽视。李志能在美国攻读博士时，

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发展对于创业创新的强烈需求。他

在全面综合了创业机会起源的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

认知的理论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创业机敏性的范畴，并

在创业研究领域中开展了跨文化研究，用中国的数据

实证检验基于美国文化的理论和研究工具。2011 年出

版的中文版博士论文中，虽然英文版的文章已经有了

扎实的基础，但如何既能准确地用中文表述根据西方

研究范式构建的创业机敏性四维结构，又能便于国内

读者理解，却成为一个横亘在翻译工作前的难题。后

来，李志能运用了他在中国传统的释道儒中所接触到

的概念，而悖论的平衡和解释也正是东方智慧的核心。

于是，一个用东方经典重新阐释的符合西方规范的理

论就这样焕然一新地呈现在大家眼前。《创业机敏性》

一书获得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经管和人文社科分社 2011

年度十佳学术专著称号。

政策层面的研究，离不开对事物的整体把握，站

在制高点的高屋建瓴和文采斐然的精心创作。2005 年，

当全球铁矿石正掀起第一轮涨价风暴时，经过认真思

考，李志能觉得这可能是国际势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

的新一轮围堵措施。他撰写的文章在《国际商报》刊

登后，对问题的精辟见解得到了高层人士的交口称赞。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李志能准确地预言了世界

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他随后撰文从国际金融的演

化和博弈的角度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影响，

文章被广泛转载。有一天，李志能忽然接到了在美国

华尔街工作的同学的电话，一阵寒暄之后，才知道原

来有人向这位同学打听起了那篇见解独到的文章作者

究竟是何许人也。

谈起现在的研究和在学校里的生活，李志能谈到，

清华学子具有优秀的学科基础和严谨的执行能力，但

是从创业的角度讲，如果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创业者，

同样离不开自身社会阅历的成熟和个人心灵的成长。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很快就结束了，采访期间，

李志能爽朗的笑声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这也许是对政策研究的智囊所具有

的重大影响力的生动描绘。经历过诸多山重水复的人

生转折，想来今后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止他淡定自如了

吧！李志能送我们到老外交部门口，分手之际，他说：

“我们每一个清华人，都要勇于做有影响力的人。”

是的，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清华人对于人生理

想价值一以贯之的坚守和执着，对于发展道路不断探

索的勇气和努力，对于学贯中西、文理兼修、博古通今、

行胜于言等清华学养的不懈实践和体悟，我们也终于

明白，他的影响力，溯清源而来，积跬步而行！

李志能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