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企业理论

聂 锐 王元地 编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印刷：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申桂萍
技术编辑：杨 玲
责任校对：龙 萧

720mm×1040mm/16 21印张 408千字
2007年 3月第 1版 2007年 3月第 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定价：42.00元

书号：ISBN 978-7-80207-729-4/F·60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号

电话：（010）68022974 邮编：100836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现代企业理论/聂锐，王元地编著. —北京：经济管

理出版社，2007.3
ISBN 978-7-80207-729-4

Ⅰ. 现... Ⅱ. ①聂...②王... Ⅲ. 企业管理 Ⅳ.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7） 第 023272号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号中雅大厦 11层
电话：（010）51915602 邮编：100038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序 言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微细胞，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
高紧密相连。企业兴，则国家强，国民富；企业败，则国家衰，国民穷。正是
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这种作用和地位，自从经济学诞生以来便受到了经济学家
的宠爱。在《国富论》中，斯密对企业进行了广泛讨论。只不过大多数经济学
家习惯于将企业作为一个在一定生产和技术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单
元，即能够自动地根据边际原则来决定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黑箱”。关于企
业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产生的，其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如何，企业是如何运
作的等问题并没有被经济学家系统、严肃地思考过。

理论来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现代企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顺应企业历史
发展的结果。现代企业理论的出现正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西方大量古典企
业向现代企业转轨，企业制度的创新要求企业理论做出创新。进入 70 年代后，
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轮企业的并购高潮，要求拓展企业理论，以便更好地对现实
企业的发展做出解释，这一时期企业理论出现了“丛林”化发展。80 年代以
后，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那就是占全球 1/5 的土地、占全球
1/4 的人口的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种转轨是将计划经济时代不
严格意义上的企业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亟待企业理论的支持，此
时，西方企业理论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吸收和消化创新。

现代企业理论的构建过程就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修正过程。众所周
知，价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为了论证价格协调机制的充分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做是一个“黑箱”。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假设的批
判，是现代企业理论产生的共同基础。

为了解释价格理论中企业存在的合理性，科斯把企业的本质归结为与市场
相区别的组织交易活动的契约形式。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经济协调活动
中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企业对交易成本的节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通过企业，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从而减少了交易次数所引发的契约
的签订和履行成本；二是通过契约，企业内部权威机制取代了市场的价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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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企业管理协调节约了市场交易的信息搜集成本。在有限理性约束下，长期
契约对未来预期的完全信息要求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活动。交
易成本的节约是“企业在一个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科斯，
1937）。以此观点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企业理论被称为企业契约理论，其被推上
了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位置。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 Lazonick （1991） 指出的一样，企业契约理论以交易作
为分析单元，仍未能跳出新古典的经济学范式，考虑到了企业交易的信息不对
称和不确定性问题，却隐含了企业生产方面的信息对称、零转化成本等。总
之，科斯的企业理论将企业内部关系简单化为契约关系，忽略了企业内部组织
的作用，同时未能跳出均衡、经济人、静态等分析范式。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现代企业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走出理论体系
的相似性，涌现出诸多不同的理论学派，它们不再建立在同一套假设条件的基
础上，而是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假设前提讨论企业问
题。其中，演化论经济学的观点较为新颖。

针对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的局限，演化论经济学试图从企业行为及其对
整个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考察经济协调问题。该理论认为，价格机制仅仅是经
济协调的方式之一。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具有本质意义的经济变迁的基础不是
价格机制，而是企业的创新性竞争行为。阿尔钦指出，在缺乏完全知识的条件
下，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是不确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行为的最优化假设只
是一种理论抽象，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不确定条件下，企业组织活动对整个
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是基础性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企业内部出发，讨论不确定条件下企业
的竞争行为和竞争优势，包含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企业动态
能力和企业知识理论等企业能力理论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企业
理论。该理论具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企业的本质是专业化生产组织形式，企业
的生产性资源、能力和知识是企业市场竞争行为的基础。它重点考察了企业的
“生产”属性，不过，现实中的企业活动不仅包括生产活动，而且包括契约活
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类活动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是动态互动的。在有限理
性假设条件下，企业生产活动和契约活动及其互动表现为企业内部独特知识的
积累过程。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企业理论流派的观点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这些企业
理论有企业自组织理论、企业进化理论、企业创新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
企业成长理论等。

以上对企业理论做了一个概略性的介绍，这些理论可以说或多或少都存在
一定的不足，即便是以科斯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理论也处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中。这对于企业理论这一新兴的经济学前沿学科而言不足为奇。世界各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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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正在为企业理论的完善而工作，大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过遗憾的是，
作者在长期的企业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一直没有找到一本合适的企业理论教科
书。近年，虽说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企业理论教科书，但是这些教科书基本上
都过分偏重某一个企业流派，因此，我们尝试编写这本教材，希望较为全面、
客观地介绍现代企业理论。

本教材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强调企业理论发展逻辑的完整性。西方企业理论存在自身发展的逻

辑，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保持这种逻辑关系。企业理论起源于对现实企业
的理论阐释，因此，现实企业发展是企业理论研究的本源所在。所以在教材第
一章我们安排了西方企业的发展，着重介绍了企业出现到现代企业的演化情
况。之后我们对传统企业理论进行了回顾，摸清了企业理论的来龙去脉。然后
介绍了企业的性质问题，也就是什么是企业、为什么存在企业的问题。紧接着
分三章分别介绍企业理论的三大基础理论：产权理论、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
论。在教材的第七章介绍了企业能力理论，之后针对现代企业发展的人力资
源、公司治理、企业并购和联盟等关键性问题进行了介绍。在教材的最后一
章，我们较详细地介绍了当前企业理论的一些新发展，包括企业自组织理论、
企业创新理论、企业进化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

其次，突出内容编写的全面性。本教材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研究文献，
一方面，力求编写出的教材能够基本包括所谓现代主流企业理论的全部内容，
比如交易费用理论、企业产权理论、企业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理论；另一方面，
又能够将企业理论的其他发展分支也纳入进来，比如基于进化思想的企业进化
理论，基于复杂系统的企业自组织理论以及在创新时代下的企业创新理论和受到
广泛关注的企业成长理论等。可以说，本教材充分体现出了企业理论的全面性。

最后，狠抓内容介绍的客观性。企业理论不同于企业管理，它具有一定的
理论深度，但是这种深度又不如经济学那样要求严格，所以在编写过程中，我
们紧紧抓住这点，一方面我们编写的教材要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但是同时又
要作为理论探讨来对待，不求结论的唯一性、确定性，只求客观反映研究者的
学术思想，将研究者的观点介绍给读者，让读者去思考。因此，从这点上说，
我们的教材更适合于具备一定经济管理知识的企业管理者、研究者阅读，同
时，也可以作为研究生和高年级的财经管理类本科生的教材。

总之，我们希望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地介绍企业理论的发展逻辑和基本分
析框架，以及当前企业理论的一些新发展，力求读者在阅读本教材的过程中能
够既把握了企业理论的演化逻辑，同时也开启思维，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创造出更多的研究成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由于
时间仓促、能力有限，在编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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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的出现与发展

企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生产性组织，
是经济发展的微观细胞，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说
企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企业兴则社会兴，企业衰则社会
败。不过长期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把企业作为具有一定行为特征的生产
性经济单元，没有深入到企业内部去探寻企业行为背后的秘密。直到 20 世纪
30年代科斯《企业性质》一文的发表才把人们的视角带到了企业内部，开始了
企业理论研究。70 年代后西方兴起了企业理论的研究高潮，企业理论迅速发
展，出现了所谓企业理论丛林，在科斯后继者的努力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现代
企业理论。

现代企业的发展使得企业的组织结构变得十分复杂，并且还在伴随着技术
和市场的迅猛变化而不断演化。企业理论是对实际企业发展的一种抽象，是对
实际企业现象的一种理性解释。因此，为了对西方企业理论进行系统概括和总
结，必须对企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梳理。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是伴随
工业革命的产生而出现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也有一些类似企业的组织形态出
现，我们称之为手工业工场或工场手工业。不过按照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
勒的观点，具备企业形态的组织应该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包含有不同的营业单
位；二是由各层级支薪的行政人员所管理。① 从这个特征来看，工场手工业并
不能称为企业，不过作为企业的最初形态，应该纳入企业发展过程之中。而且
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有股份公司出现，并且数量不小。因此，对企业发展历史
的考察，我们以工业革命前的企业作为开端，然后以时间为线索将这段历史分
为几个阶段进行考察，分析企业的发展过程。

① 钱德勒.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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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工业革命前的企业

一、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环境

15～17 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即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原始积
累时期。该时期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封建制自
然经济纷纷解体，商品经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得到了迅猛发展，国内市场
逐渐形成，美洲大陆的发现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流行于这一时期的重商主
义更加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谓重商主义是当时盛行于欧洲的一种代表商
业资本家利益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它产生于 15 世纪，16 世纪和 17 世纪
上半叶处于全盛时期，之后慢慢瓦解。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比较盛行
的经济思想，它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反映，顺应了当时社会上追求商
品生产的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不断积累的经济潮
流。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竞争对手的实
力，以增强本国实力，是政治专制主义在经济上的反映，它的出现往往与专制
制度的加强有密切联系。其主要内容是：金银充足是国家富足的标志，积极主
张发展工商业，拓展对外贸易，奖励出口，减少进口，使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
国内而不流出。同时，还对封建经济思想进行了批判。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准备了良好的气候，提供了获利的前景。重商主义者借助于王权变重商主义思
想为重商主义政策，有利于增加政府的收入，加剧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资本
主义发展。

另外，在重商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人们对于经济问题的思考已经突破了奴
隶主或封建庄园主的微观家庭经济管理的视角，转而注意到国家和社会宏观
的、动态的经济扩展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革命之前的企业主要以工场
手工业为主，工场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是欧洲的英国、亚洲的日本和北美一
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商品经济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的发展已经登上历史舞台，
逐渐取代了自然经济。人们对于消费产品的获取更多依靠市场的买卖，而不是
自己种植或者加工。农业正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都在不
同程度增加，贸易既是地区专业化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地区专业化的发展，
城市开始出现并在加速发展。① 股份公司首先在海外贸易中出现，并逐渐向其

① 韦伟，周耀东. 现代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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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的出现与发展

他领域渗透，呈现出了迅猛的发展态势。

二、工场手工业的出现

工场手工业首先出现在农业领域，自中世纪开始，英格兰出现了一些商业
性农业经营形式，这些农业经营形式养羊以获取羊毛，再将羊毛用于与欧洲大
陆国家的交易。在 1450～1650年，肯特或英吉利东部种植的谷物销往伦敦的市
场，北部和西部饲养的家畜则运到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家畜育肥地区。到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小麦的种植和家畜的喂养都是为了向英国提供不断膨胀
的城市消费。地区专业化的发展为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从 17 世纪中期到
18 世纪中期这段时间，这种地区分工更加明显，西部地区以盛产苹果和梨著
名，肯特盛产苹果和草莓，兰开夏盛产土豆，而伦敦周围则盛产蔬菜。在美国
情况也类似，美国独立革命以前，纽约、费城等大城镇的货品分配已经出现了
专业化，商人开始按照某些产品的系列进行贸易。在农业出现专业化生产的同
时，在新英格兰包括中部的某些州，随着家庭式外包加工制度的实行，一些简
单机器开始被首次采用，制造业也开始走向专业化。

地区专业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国家经济效率的提高，人们也从专业化的发
展中得到了实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经营的地区专业化和商业化增加了
非农业工作人员的需求，一些农民开始转化为工场手工业作坊中的雇佣员工，
当时拥有 10名左右雇员的乡村工场特别普遍。

地区专业化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反过来贸易又强化了专业化分工。随着商
品经济的发展，英国的贸易迅速增长，1720～1749 年，英国建立了 130 多家修
筑新公路的特许公司，大大促进了商品的内陆运输。另外，加强港口设施的建
设为沿海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贸易数量和种类日渐增加，贸易结构也从单纯
的羊毛出口转化为各种制成品，如金属制品、棉纺织品和羊毛制品，这又促进
了制造业的发展，为大量制造工场手工业提供了发展机遇。

农产品市场的扩大和农业专业化、商业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城镇发展。城镇
成为早期工业国家商品贸易不可缺少的集中地。如以陶瓷著名的伯斯莱姆，
1730年就有 60 家小工场，拥有大约 1000 人，其中约 2/3 是工薪人员，他们以
非农职业为生，利用便利的本地黏土生产黄油罐、水壶和杯子。以这些生产活
动为开端，伯斯莱姆在 17世纪末期和 18 世纪成为英国的一个工业中心。与此
同时的日本京都，其西阵地区拥有精致棉纺织机 70000 多台，如果按照每台机
器 2 个操作工计算，加上其他工种，那么这个城市就有 10 多万纺纱工、染工
和编织工从事纺纱品生产，棉纱纺织工场手工业在这里得到了蓬勃发展。工场
手工业和专业化、贸易以及城市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
用图 1-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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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工场手工业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城市化
专业化

贸易

工场业

三、股份公司的出现

在工场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海外贸易又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
了强力促动，也促进了股份公司的发展。1550～1650 年，美洲大陆被哥伦布发
现以后，随着欧洲国家海外贸易、商业、航海业的迅速发展，国际经济和贸易
的中心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这种转变也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公司提出了挑战。
从事海外贸易不仅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而且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这是独资或
合伙企业所无力或不愿承担的，这就导致了股份公司的出现。股份公司的决策
权集中在董事手上，使得股份能够自由地从一个投资人手上转卖到另一个投资
人手上。不过，此时的股份公司和今天的股份公司存在差别，这些公司的成立
主要依靠国王特许。在特许的股份公司，国王赐予一些商人从事某一商品的贸
易或在某一特定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的特权。为吸引商人进入风险事业领域，特
许状经常将垄断特权赐予商人的公司。作为投资者，商人购买股份公司的股
票，并希望从所持有的股份中获得分红。不过，其经营管理和今天的股份没有
两样，股份公司选举出来的董事和一名总裁负责经营，股份公司制度使用于风
险投资的融资成为可能。1553 年，英国成立了第一家股份公司———莫斯科公
司，专门负责与俄罗斯的贸易。同一时期的股份公司主要有：马斯柯维公司
（1555 年）、伊斯特兰德公司 （1579 年）、非洲公司 （1588 年）、立宛特公司
（1592 年）、东印度公司 （1600 年）、维吉尼亚公司 （1606 年）。荷兰组成了荷
属西印度公司，法国于 1664 年组成了法属东印度公司以及加拿大公司、北海
公司等。葡萄牙、普鲁士、瑞典等国也竞相仿效，成立了类似的股份公司 （韦
伟、周耀东，2003）。

最初为了发展对外贸易而建立的股份公司，不久就涉足于广泛的领域，业
务范围不断拓展。1660～1719 年的英国，有 54 家主要的股份公司获得了特
许———矿业和制造业领域 23 家，海外贸易 11 家，银行保险业、渔业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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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20 家。不过，在后来成立的这些公司中，公司的性质已经变味，很多带
有欺骗性质，其组织者成立公司的目的只是骗取投资者的钱财。有名的南海公
司的股票销售诈骗案就是其中一例，该诈骗案也致使议会于 1720年通过了《泡
沫法案》，这是一项对股份公司的成立与运作实施严格限制的立法。美国的情
况与英国不太一样，美国 19 世纪前十年贸易的发展使得商业企业在集资和商
品运输方面开始走向专业化，金融和运输中的专业化与分配中的专业化不同，
它导致了股份公司的出现和发展。

同时，股份公司成立条件的特许开始逐渐放松。在 17 世纪末，英国商人
完全模仿那些持有皇家或议会特许状的公司的结构建立股份公司，从而利用转
让股份来吸引投资者。这就是普通法形式———将合伙和信托结合在一起。基于
家族关系的合伙协议进行经营活动的公司在这一时期比较典型。

股份公司虽然在历史上出现较早，不过其规模较小，在经营上主要依赖于
家族成员的经营管理，这时期的组织结构也较简单，由合伙人之一充当工场的
经营管理。合伙制和业主制的工场手工业是这一时期最为普遍的企业形式。

第二节 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的企业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始于 18世纪中期，在西方国家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其他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工业革命前的企业更多依赖
于政治制度的创新和美洲大陆发现带来的海上贸易的推动。而在工业化时期的
企业则更多来源于科技革命的推动，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小企业依然是社会
的支配力量，而大企业开始不断涌现。不过此时的外部市场环境已经变得更加
复杂，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

一、小企业的发展

在工业化时期小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处于绝
对的支配地位。在英国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是小规模的家族企业，它们的
组织形式依然是个人业主制或合伙制，血缘关系在这些企业的运营中具有极高
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时期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每年都有一些企
业因失败而被新的企业所替代，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逐
步形成。

虽然是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企业随时都可能面临破产，存在很大风
险，但是，这一时期的企业大多数负有无限责任，即便当时存在着保护破产者

5



现代企业理论

的法律，即企业的所有者个人对公司所发生的任何债务都负有个人责任。不
过，这种无限责任也有一大好处，就是它向那些可能会对新的制造企业感兴趣
的人灌输信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表明所有者是企业的后盾，这在英
国比较典型。

在这一时期英国小企业的发展根源之一来自于英国的市场性质 （韦伟、周
耀东，2003）。英国市场与当时美国市场的比较十分引人注意。尽管经济在持
续增长，但英国国内市场比美国国内市场要小，并且不如美国国内市场繁荣。
1880年，美国拥有 5000万人口和 72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同年，英国的人口为
3500万，只有 52 亿美元的国民收入。1920 年，美国的人口和国民收入都是英
国的 3倍。此外，英国的全国性市场被区域性口味和偏好所分割的程度比美国
严重。相对于美国企业而言，外国市场对英国企业更为重要。在 1860～1913
年，英国对外贸易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 27％～30％，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大约仅
为 5%。

英国拥有比美国建设得更为完善的批发和零售体系，这是英国长期作为一
个商业国家的遗产。市场上的这些买卖人能够成功地销售英国不断扩大的产
出。相对于美国的一些同行而言，英国企业家面临的是一个被分割的市场，而
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同质市场。这种状况意味着英国制造业者倾向于不生产需要
较长生产过程的均质产品，而这种均质产品是很适合于拥有大规模工厂的大企
业进行生产的。每个区域性市场和海外市场的需求各不相同，英国企业家能够
通过一个由独立买卖人所结成的完善体系来销售他们的产品，这就意味着他们
没有必要直接拥有或控制销售渠道，这也是他们将其企业保持在相对较小规模
的原因 （韦伟、周耀东，2003）。

这一时期英国的政治环境同样推动了小企业的发展。美国在 1890 年的
《谢尔曼法》对卡特尔实施了禁止，禁止企业家或其他的公司联合起来分割市
场或为其产品制定价格。但是，英国并不存在诸如此类针对卡特尔的法律限
制。英国小企业只有通过简单地加入卡特尔而形成的联合，才能获得美国公司
所得到的一些利益，而这些卡特尔有助于保护英国的小规模工业企业。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 （韦伟、周耀东，2003）：区域趋向的小规模家族企业
促进了英国工业化的大部分进程。甚至是在 1856 年通过的《合资法》和 1862
年允许创办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美国的股份制企业的对应物之后，绝大多数英国
企业仍旧是合伙制企业。直到 1885 年，有限责任公司在英国主要企业组织总
数中仅占 5％～10％的比例。仅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及以后，合伙制企业组织形
式的适用性才有了显著的衰退，甚至是在公众公司兴起之后家族对英国企业的
影响是长期的。

整个 19世纪以及 20 世纪初期，由于企业长期以来是个人的，所有权与经
营管理权是统一的，英国的企业体制运转正常。到 1880 年，英国制造业者控

6



第一章 企业的出现与发展

制了世界工业品贸易的 41％，而到 1913 年他们仍旧控制了 30％。该体制的成
功就在于一些英国企业发现了有效的合作方法。小规模的制造业者经常相对孤
立地进行生产活动，通过制造商代理人来销售他们的产品。

生产被细化为不同的公司同时进行，许多小公司经常对各自的业务活动相
互补充，定址于一个特定的区域，并承担某一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过程中不同阶
段的活动，少有控制生产和销售全过程的单一公司。例如，到 1834 年，英国
拥有 1200 家棉纺织工厂，其中绝大多数是独立的公司，几乎所有这些公司都
是个人业主制或合伙制的性质。这些公司只承担制造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生产
活动。1884 年，这些企业有 40％只从事纺纱，有 33％只从事织布，而将纺纱
和织布连为一体的企业只有 27％。金融服务、市场交换和运输网络都发展完
好，足以应付棉纺织品不断增加的产出 （韦伟、周耀东，2003）。

另外，这一时期分包的发展给大量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留足了空间，小企
业充当了大企业分包商的作用。18 世纪，煤矿将业务分包给许多人，这种策
略蔓延到了一些铁厂和纺织厂。19 世纪，分包制度的内容经常超出了劳动业
务的范围，像一些早期铁路一样，运河的建设和运营经常是以分包为基础进行
的。此外，在 19世纪 40年代，分包商承担了维持铁路的正常运行、修理机车
甚至给机车的钟表上发条的工作。但是，随着他们负责的线路变得更长以及他
们的业务内容变得更加复杂，铁路公司发现必须接管原先由分包商所承担的功
能，这就产生了独立小企业在早些时期尝试过的内部化活动 （韦伟、周耀东，
2003）。

二、大企业的出现

按照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观点，现代工业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垂
直一体化。它在单一的商业企业内包含了许多工厂、销售办事处、采购中心、
运输部门以及一些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部门。同时，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销
融为一体。

按照他的这个观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具备现代企业性质的工业企业，其规
模较大，企业部门结构多，人员众多。如在 18世纪中期的英国，克罗莱·安布
罗斯的铁制品公司由轧制、制版、切割的工厂和 4个钢炉以及两个大型锻炉所
构成，该公司还拥有 10 座仓库和 4 艘船舶。其铁制品生产雇用了大约 800 名
男子，另有 150人从事运输，还有 150 人在伦敦处理公司的事务。作为英国最
大的企业之一，铁制品公司开始用官僚管理方法代替个人管理方法。克罗莱公
司并不是唯一的适度规模的工业企业。到 1813 年，某铁矿雇用了 600 名工人，
拥有 20公里的铁路、1000 匹马在铁路上拖拉运煤的大车。16 年后，莱茵河畔
的 41 家煤矿平均每家雇用了 300 人。到 1790 年，4 家最大的锡铜矿每家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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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超过了 1000 人，并使用了总计达 17 台的蒸汽发动机。到 18 世纪 90 年
代，绝大多数英国铁制品企业为大约 300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什罗浦郡的煤
矿则平均雇用了 700 人。到 1830 年，有的煤矿雇用的劳动者超过了 5000 人。
即使是在棉纺织工业这一小企业的堡垒中也出现了一些大企业，如 1795 年，
皮尔公司有 23 家工厂，道格拉斯·威廉与帕特纳公司有 9 家，罗宾逊公司有 5
家。1815 年，那拉克·纽公司雇用了 1600 名劳动者，詹姆斯·芬莱公司和斯特
如特公司各雇用了 1500 名工人。19 世纪 30 年代初期，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平
均雇用 300～400 名工人，而其中有 7 家企业平均雇用的人数超过了 1000 人
（韦伟、周耀东，2003）。

19 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一次合并浪潮促进了大企业的发展 （韦伟、周耀
东，2003）。以 1902 年为例，伯明翰的工业家杜德利·道克尔在一次合并中将
英国最大的轧板公司中的 5 家联合在一起，创办了卡里基与万庚都市联合公
司。1888～1914 年间，每年平均有 67 家公司通过合并而消失，1898～1900 年年
末，该平均数飙升到了 650 家。这一时期，美国的大企业也获得了发展。1919
年在美国最大的 200家工业企业中，有 177 家只是在少数几个领域中运营：食
品加工、纺织、化学、金属和机械。这些领域存在着比其他领域更多的优势，
通过将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生产阶段和销售合并到一个单一企业中，就可以获
得优势，而业已存在的大规模市场足以支持这种合并。

规模经济已经被认可，一个企业单独承担市场和市场营销的全部功能即所
谓的“垂直一体化”，这时被企业界接受。为了确保经营的稳定性和使自己获
得所有的利润，经营者致力于控制其产品制造和销售过程的全部阶段。当制造
商在给定时间内的产出达到一个高水平时，他们发现，拥有自己的原材料供应
和他们自己的销售渠道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借助这种方法，他们就有信心使企
业在需求高峰时免于原材料短缺，他们也能够合理地确定其工厂不断增加产量
的销售活动。

受传统小企业发展的影响，英国的大企业发展滞后，同美国相比，英国工
业家仍旧不太倾向于彻底地将其生产与经营活动联合在一起。英国更小的、更
紧凑的、更具有分割性的市场和一个完好的批发零售网络的存在，与上述完全
的垂直一体化相冲突。甚至最大的英国企业也倾向于比美国的同行要小 （韦
伟、周耀东，2003）。1930 年，英国只有最大 50 家工业公司的规模达到了可
以列入美国制造企业前 200家名单的程度。

19 世纪 50 年代，现代的大规模企业在美国首先出现在铁路工业中，到七
八十年代，类似规模的企业在其他工业部门中也出现了。虽然一些企业单纯地
通过内部扩张而迅速扩大，但大多数企业是通过横向联合以及法律和管理上的
合并，实现垂直一体化的。

在石油领域，早期企业组织采取的是合伙人形式，但随着资金要求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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