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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理论层面上看!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社会分工和专业
化的角度研究了企业! 进而探究了整个经济社会问题# 在科斯开
创现代企业理论之后! 企业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受宠的
对象之一# 从实践层面上看!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 微观
层面上的企业效率提升$ 利益冲突减少! 会使得宏观层面上的国
家或地区社会总产出增加! 进而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同时! 企
业需要通过构建一套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构! 才能实现 %多赢&
和 %共赢&# 于是! 研究企业治理多样化问题就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意义#

任何理论必须在 %源于现实& 的基础上 %高于现实&# 企业
治理理论也必须通过理论抽象反映企业治理多样化这一不争的客
观事实# 不过! 现代企业理论和以其为基础的四种典型的公司治
理理论并没有很好地反映企业治理多样化#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将
企业视为一个 %投入’产出& 最大化的 %黑箱&! 因而无法研究
任何企业治理问题# 在打开企业这一 %黑箱& 的同时! 现代企
业理论中的基础理论没有很好地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个体$ 最优和
可逆的资源配置观# 于是!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理论之上构
建的股东至上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 基于管理的公司治理理论
和基于创新的公司治理理论等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 也必然
难以协调市场配置和组织配置$ 难以统筹剩余生产和剩余分配$
难以兼顾企业效率和企业权力$ 难以突破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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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难以反映企业治理多样化的现实情况#
基于科斯的企业理论$ 团队生产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 本书

构建了基于企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动态合作博弈模型和基于企
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动态合作博弈模型结构图! 并得出如下两
个结论( 一是可以以企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 即其在市场或与其
他企业参与者合作获得的收益! 作为其参与企业治理的主要指
标# 这既强调了企业参与者的能力! 又将市场视为其能力的最终
评判者! 还突出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创造更多组织租金# 二是
可替代程度低的企业参与者可以通过侵占可替代程度高的企业参
与者利益的方式获得不当得利! 在微观层面上导致企业组织租金
下降和内部摩擦增加! 在宏观层面上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总
产出下降以及不和谐$ 不稳定因素增加# 于是! 需要构建一套企
业治理 )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 机制和治理结构! 使得不
同可替代程度的企业参与者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 以合作博弈的
方式! 创造并分享更多的组织租金#

在此基础上! 本书分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内因分析$ 企业治理
多样化的外因分析和企业外部治理多样化等三个部分! 以经验实
证验证上述企业治理模型# 从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内因来看! 由于
企业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 历史演进阶段不同和企业参
与者类型不同! 企业各个参与者的可替代程度随之不同! 企业治
理也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外
因来看! 企业治理是整个社会宏观制度的一个微观反映# 企业外
部环境! 主要是制度环境! 影响了企业参与者的可替代程度! 进
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治理结构# 于是! 由于各个国家或地
区的经济$ 政治$ 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背景不同! 往往导致后进国
家盲目照搬他国成功企业治理模式的做法可能 %南辕北辙&# 同
时! 虽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治理模式不同! 但是成功的企业
治理模式却具有相同的 %内核&! 即在相对公平的前提下!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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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参与者基于自身可替代程度! 创造和分享更多的组织租金#
与此相反! 在不成功的企业治理模式中! 可替代程度低的企业参
与者可以通过侵占可替代程度高的企业参与者利益的方式挣取
%快钱&! 使得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都陷入低水平发展 %陷阱&#
从企业外部治理多样化来看! 市场机制$ 政府及其法律规范$ 中
介机构监督和舆论机制等多样化的企业外部治理构成了企业治理
的基础设施! 是企业内部治理发挥作用的前提和保障# 企业外部
治理的作用在于重视企业各个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基础上! 修正
企业本身作为第二方强制性契约的内生的不公平性! 进而使得企
业兼顾效率和公平#

企业治理多样化的研究应该得出规律性的结论! 并最终要指
导和服务实践# 因此! 本书提出了基于企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
直接参与模式$ 基于企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间接参与模式和应
对不可证实性问题的企业治理模式等三种治理模式# 同时! 在企
业自主选择治理模式和构建良好的企业外部治理这一基础设施的
情况下! 企业参与者通过上述企业治理模式! 在动态合作博弈过
程中! 实现 %多赢& 和 %共赢& 的企业治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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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绪!论

!"!!选题背景和意义

在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企业是一种改进生产效率
的"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以至于到近现代成为国民经济的微观
基础#与其他经济现象具有各自的规律性一样!企业这种组织形
式有其独特的"内在的运行规律#因此!经济学家一开始就一直
在探究企业的运行规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社会分工的角
度探究企业!进而探究整个经济社会的问题#他指出%&劳动生
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熟练"
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可见!斯密主要关注
的正是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 (比如斯密的扣针制造厂)!而非社
会上的劳动分工 (不同的职业和工作岗位的分工)和最广泛意义
上的社会分工 (以工资为生存基础的阶级的出现)#" 如果说斯
密重点研究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及其带来的劳动熟练"技巧和
判断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那么马克思则重点关注了分工所带来
的协作!及其产生的集体生产力#马克思指出%&这里的问题不
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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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此后!马歇尔不仅关注企业内
部的分工和协作!还关注企业外部的联系!并探讨了知识和组织
演进等与企业密切相关的问题#自!G世纪中期开始至"#世纪

B#年代之前!新古典经济学居于统治地位#为了抽象出系统的
微观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个类似于生产函数
的 &黑箱’!&缺乏关于工商企业的理论’#" 不过!!GBD年科斯
找到了 &交易费用’这一可有效地打开企业 &黑箱’的 &钥匙’!
使得企业"组织"制度等经济现象中的关键因素可以以 &成本.
收益’的方式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之中#同时!科斯认为!与市
场通过价格机制分配资源不同!企业内部是由 &企业家E协调
者’的 &权威’和 &命令’来分配资源#与之不同!阿尔钦和德
姆赛茨 (!GD")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 &团队生产’和拥有
&剩余索取权’的 &中心签约人’## 此后!交易费用学派代表人
物威廉姆森则提出了 &资产专用性’这一关键性概念!进一步丰
富了企业理论#正是由于包括上述经济学家在内的众多专家和学
者的不断努力!企业理论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受宠的对象之
一#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样!&经济学理论在考察整个经济体系效
率时!形成了从单个企业分析开始!而非以产业开始的明显的趋
势’#$ 因此!本书也试图加入这一研究行列之中!并希望 &站
在巨人的肩上’!从企业治理多样化的视角挖掘企业这一组织形
式运行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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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四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即股东至上理论"利益相
关者理论"基于管理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基于创新的公司治理理论
已成为主流的治理理论#不过!本书在从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
理论...这一理论 &源头’重新探究上述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
论时发现!虽然这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
新古典经济学个人"可逆"最优的资源配置观!但是它们不仅各
自存在理论缺陷!而且还都难以协调市场配置和组织配置"难以
统筹剩余生产和剩余分配"难以兼顾企业效率和企业权力"难以
突破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以及难以实现多样化治理 (详见本书
第!章分析)#因此!既有必要从公司治理理论延伸至企业治理
理论!又有必要从公司治理理论中的公司治理单一化 (现实并非
如此!即公司治理理论不能很好且全面地反映现实公司治理情
况)延伸到企业治理多样化#对此!本书以企业治理多样化为
题!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司治理理论因其基础理论必然导致
的内生性缺陷!探究企业治理的真实内核/并通过企业治理多样
化在微观层面上实现企业效率和公平!在宏观层面上实现社会总
产出提升和社会和谐#

此外!企业治理多样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
题#企业治理 (包括企业内部治理和企业外部治理)会随着生产
力不断发展和制度不断完善而日益展现出新形态#例如!"#世
纪G#年代后!美国硅谷出现了风险投资基金这一新的企业治理
结构#风险投资基金本身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其
中!普通合伙人具备发现具有市场潜力的企业的能力!拥有技
术"管理等技能和一定数量的资金!负责基金的具体运作!承担
无限责任/而有限合伙人则提供主要的资金#于是!风险投资基
金能够挖掘有市场前景的"由技术专家创立的高新技术小企业!
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资金"管理"技术等配套服务!使之做大做强
(参见本书第A章和第D章分析)#最近几年!浑水研究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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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8:8’*?&)和香橼研究 (%01*5(+8:8’*?&)等做空机构
(属于信息中介机构)成为新的企业外部治理的组织形式#这种
企业外部治理的组织形式可以有效地克服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
因信源的选择性编码"信道的噪声干扰和信宿本身的译码能力不
足等限制!减弱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可以有效地监管上
市公司高层的道德风险和资本市场的逆向选择 (详见本书第$章
分析)#对此!本书认为有必要在探究企业治理多样化理论的同
时!尝试论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企业治理的新形式#

当然!企业治理多样化研究应该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并最终
要指导和服务实践#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效率和
公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总产出以及和谐与稳定#
对此!本书认为有必要通过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内因研究得出!哪
些因素使得哪类企业参与者为了个人利益!没有实现更多的组织
租金!并造成了企业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企业如何通过治理多样
化!创造并分享更多的组织租金!即实现 &多赢’和 &共赢’!
进而实现社会总产出增加和社会和谐与稳定#任何一个国家!尤
其是后进国家!需要借鉴国外企业治理经验#不过!后进国家往
往希望照搬一套国外先进的企业治理模式!或盲目地借鉴多国治
理模式的优点!并将其运用到本国的企业治理实践当中!但这只
能达到 &南辕北辙’的效果#本书通过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外因研
究得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以企业自主选择为主!政府等
做好基础制度建设!进而共同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企业治理模
式#同理!企业外部治理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不过!这种企
业外部治理多样化既有前提条件的限制!又需要相互耦合才能发
挥最大效力#本书也试图在这方面给出意见#此外!本书认为企
业是一个基于各方合意的"可替代程度高的参与者服从可替代程
度低的参与者的第二方强制性契约!需要通过企业内部治理和企
业外部治理共同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使得二者尽各自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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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并通过合作生产和分享组织租金/而不是强化这种不平等
关系!使得企业成为可替代程度低的参与者侵占可替代程度高的
参与者的 &装置’!进而陷入不合作的低水平生产 &陷阱’#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在现实世界中!企业治理 (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是多样化
的#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企业理论研究者必然承认这一现实#
不过!在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中!&企业治理多样化
为什么’&企业治理多样化是什么’&企业治理多样化怎么运作’
(即企业治理多样化的企业治理模式)! 这三大问题却没有得到
很好的体现#于是!基于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理论之上的公司
治理理论也就难以回答这三个问题 (关于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
理论及其对应的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
详见本书第!章分析)#因此!本节将论述以现代企业理论中的
基础理论为主的理论研究没有很好解释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原因#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希望获得一个最小的概念性工具
(’.0(0.’2?5(?8R16’2’RR’*’16:)!从而对市场行为进行分析’"!
故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研究企业问题#在这一前提下!企业
被视为一个可以使得 &投入.产出’最大化的生产函数!企业治
理问题无从涉及!更不用谈企业治理多样化了#

!GBD年!科斯以 ,企业的性质-一文!开创了现代企业理
论#在科斯的企业理论中!企业以 &企业家E协调者’的 &权
威’和 &命令’代替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实现了节约交易成本的
目的#同时!科斯认为!作为管理者的 &企业家E协调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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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D章对上述三个问题给予了解答#

P’:S%52822 P H!=8**3 + O,P0?*58?5(5.0? T&85*3,LU;5*)%LU;5*)
V(098*?013K*8::!!GGF,



完美地制定和执行契约!进而可以清晰地界定企业和市场的边
界#可见!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 &投入.产出’最大
化的 &黑箱’!科斯的企业理论既具有革命性!企业因交易费用
的存在而不能自发地实现效率最大化/又具有妥协性!企业存在
一个可以无交易费用!即完美协调企业内部关系并准确确定企业
和市场边界的 &企业家E协调者’#在这种理论前提下!企业需
要 &企业家E协调者’通过 &权威’和 &命令’加以治理以便节
约交易费用!却又难以深入地探讨企业治理和企业治理多样化问
题!因为理论中假设 &企业家E协调者’已经将企业治理问题完
美解决了#在实际的运用中!科斯的企业理论也更多地用于解释
企业和市场边界的 (替代)问题!即所谓的企业和市场 &二分
法’#其中!科斯的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和市场边界的论述!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很好解释的企业纵向一体化
和多角化 (需要结合企业能力理论)#! 可见!科斯的企业理论
更关注于企业和市场的关系!而非企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更难
以解释且探究以企业参与者之间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企业治理
多样化问题#

与科斯的企业理论不同!团队生产理论强调企业的本质不是
科斯意义上的 &权威’和 &命令’!而是团队生产和拥有剩余索
取权的 &中心签约人’#团队生产理论不完全认同 &资本强权’

的观点!将资本和劳动放在对称性位置!甚至分析了工会在企业
治理中的监督地位#同时!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参与者达成
契约需要他们之间进行讨价还价!而非强势的一方强制性命令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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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于企业纵向一体化的解释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技术相
互依存论!二是市场缺陷论#威廉姆森指出!技术依存的企业可以独立存在!只需
要地理位置靠近就可以了 (如冶炼和轧钢)/而市场缺陷论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新古
典经济学本身市场完美的前提#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纵向一体化的解释受到
普遍的质疑和批评#



势的另一方#从这一层面上看!团队生产理论似乎可以分析任何
性质的企业及企业治理多样化问题#不过!团队生产理论认为!

企业参与者有偷懒的动机!为了防止可以准确监督其他企业参与
者偷懒行为的 &中心签约人’自身的偷懒问题!必须给予其全部
剩余索取权#这使得团队生产理论只有唯一的企业治理形式!即
&中心签约人’拥有全部剩余索取权!而非 &中心签约人’没有
任何剩余索取权#正是由于团队生产理论的 &中心签约人’观念
没有顾及企业治理多样化!而导致了两方面的负面问题%一是极
大地限制了团队生产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和运用范围!往往被视为
只能解释抽象意义上古典企业的企业理论/二是 &中心签约人’

既可以准确地监督企业参与者的偷懒行为!又可以执行完美契约
来监督其他企业参与者的偷懒行为#这一前提既过于苛刻!缺乏
现实的解释力/又在一定程度上与团队生产理论中生产要素贡献
具有不可分离性和不可相加性相矛盾#

在科斯的企业理论和团队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威廉姆森开创
了交易费用理论 (简称T%>理论)!格鲁斯曼"哈特和穆尔开创
了新产权学派 (简称OJP理论)#这两个理论认可了科斯的企
业理论中关于企业是一种契约和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易
费用的观点/却放弃了科斯的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是以 &权威’

和 &命令’代替市场价格机制的观点!反而借鉴了团队生产理论
中关于剩余索取权概念及其必要性的论述!将企业剩余控制权或
剩余索取权给予资产专用性投资者#交易费用理论 &把工商企业
看作一种治理结构!而不是一个生产函数’!!即因存在不确定
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企业被视为针对交易频率高且资产专
用性程度高的交易而设计出的一种有别于市场的治理结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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