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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面向２１世纪的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党

和政府西部开发战略决策的实施，对地处西部地区的高等院校的

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办学效益均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院校只有

抓住机遇，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培

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才能不负历史使命，也才能取

得自身更大的发展。

在教育改革和教学建设过程中，教材建设工作至关重要，它是

总结教学成果的重要载体，也是体现高校办学特色的窗口。为此，

经我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十五”期间我校将陆续编审一批能

反映我校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的教材。首批审定的教材为：《保险

法》、《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策学》、《侦查学总论》、《刑事案

件侦查》、《文件检验学》、《警务技能训练教程》、《企业概论》、《人力

资源管理》等１０部。随着我校教学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化，其他教

材也将逐次审定和出版。

首批审定并出版的教材有的是目前国内同专业空缺教材，有

的虽然有相关教材出版，但因版本陈旧或者相关法律已修订等原

因在教学中已不能使用。因此，本次审定出版的教材注重吸收了

本学科发展前沿的理论，同时注重基本知识的阐释，具有系统性、

新颖性等特点，适合本科专业学生学习使用或者成人学历教育学

生使用。

甘肃政法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

二〇〇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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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的性质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细胞，现

代企业的发展和壮大直接推动着一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和持续

发展。而我们要有效地推动企业的发展，就必须对企业的基本理

论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首先要明确企业的基本涵义。本章我们

将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企业理论的有关认识，对企业

的本质、企业的组织、企业的制度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较为具体和

系统的阐释，并就国有企业的范围界定及性质进行探析。

第一节 对企业本质的认识

一、传统经济学对企业本质的认识

对企业的本质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是什么？企业为什

么会存在？企业产生和变化的根本原因等有关企业根本性质的一

些问题。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传统经济学未曾进行过专门研究，但

在论述和解释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经营活动时却有所涉及。尽管传

统经济学的有关说明并未真正从“本质”上揭示出企业的内在特

性，但这无疑是人们对企业的阶段性的历史认识。对这方面一些

代表性观点的简要介绍，必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交易费用经济学

关于企业的本质问题理论分析的理解。

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是谋求产出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经

济组织，其功能仅仅是把投入生产中的要素———土地、劳动、资本

等转化为一定的产出。因此，可以把企业简单地视为一个生产方



程，用生产函数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转化关系。也就是说，传统

经济学把企业视为一种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其表示的是一种产品的产出和生产这一产品所需

的要素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它是各种可能的投入组合与各种可

能的产出组合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反映出企业所具有

的一定的生产功能和行为特征。每给定一种既定的技术，都存在

一个生产函数，并由此决定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变换关系。即不

同的要素投入，经过具有特定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的转换，就可获

得相对应的产品产出。比如，化工企业、食品企业、服装企业，因其

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技术关系），从而需要不同的要素投入，并获

得与之相对应的不同产品。显然，生产函数所表达的一种技术关

系，其投入与产出之间以何种对应关系转化，同技术进步的水平是

密切相关的。因此，传统经济学把企业视为一个生产函数，无异于

把企业归结为技术关系。

正因为传统经济学把企业作为技术条件下的生产函数，因而

有关企业存在的理由及意义的探讨，也主要通过技术因素加以说

明。与企业存在有关的最重要的技术因素，是所谓的“分工协作”

和“规模经济”。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在其代表

作《国富论》中举例论证了分工协作可以大大改善劳动生产力，并

能推动劳动者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提高。他举了一个

关于制针业的著名例子：当一个拥有１０名操作工人的小工厂将整

个制针工艺分解为１８道工序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上千

倍。斯密分析了分工创造的劳动协作之所以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

生产率，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其一，分工促使工人操作熟练程度提

高；其二，分工节省了转换工种过程中的时间损失；其三，大量机器

的发明便利和节约了劳动力，使一个人可以做许多的工作。斯密

同时说明正是由于交换的力量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可能，因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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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始终受到这一力量的大小限制，也就是说，受市场规模的限

制。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有动机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职业中去，

同时他无法用自己所拥有的剩余产品交换到他人劳动产出的剩余

产品。从斯密的以上论述中，可以推断，斯密认为分工创造的协作

生产是工厂存在的原因之一，而工厂的规模又受到市场范围的限

制。

马克思（ＫａｒｌＭａｒｋｓ）在其《资本论》中明确提出，协作“在历史

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也就是说，协作是最简单和

最基本的内部分工形式，协作的产生也就是原始企业的产生。他

在考察了社会生产简单协作向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发展的历

史后提出，正是分工的深化，使企业规模扩大。企业规模的扩大，

不但可以从协作中得到好处，还可以因为产量提高但固定成本不

变而使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

由于协作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因此，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函数关

系，也就是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规模经济问题。许多学者从规模经

济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存在的必然性。随着企业产量的增加、规模

的扩大，企业能够通过实行劳动的专业化分工，采用大量的机器设

备，推行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生产工艺等方法来降低单位投入的平

均成本。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较大生产者的平均成本低于较小

的厂商。因此，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凡是不能把生产规模扩大到

足够高度的企业，生产成本难免较高，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反过来说，只有把企业规模提高到一定水平的企业才能生存

与发展。

用规模经济解释企业的存在比较适合企业横向经营的情况，

但却难以解释以纵向经营或多样化经营为主导方向的企业的存

在。因此，规模经济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

根据上述传统经济学及一些学者的观点，企业是基于技术关

系的生产函数，它在技术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协作关系，由此决定了

３


第一章 企业的性质



企业将按一定的组织规模产生和存在，企业规模扩大，具有降低单

位产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这些关于企业及其存在意

义的认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出现和存在的某种动因及

条件，因而并非完全不合理。但问题是，多数经济学家偏重于以协

作力、规模经济等技术因素解释企业的存在，不免带有某些局限性

和片面性，并且对有些问题很难作出明确而深刻的回答。这是因

为，分工与协作不仅能通过一种经济组织来实现，而且也可通过市

场交换来实现，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不同

个人或经济单位之间的协作已是常见的方法。所以，仅用发挥协

作力和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来说明企业存在的必然性，是不充分的。

ＲＨ科斯（ＲＨＣｏａｓｅ）及其追随者正是从市场交易过程出发，向

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并更为全面和深刻地阐释了企业存

在的理由及企业的本质。

二、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企业本质的探析

（一）交易费用分析的新视角

交易费用经济学诞生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其创始性的论著见

科斯于１９３７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杂志的题为《企业的本质》一

文。在这篇论文中，科斯正式提出“企业为何要存在”的论题，促使

人们深入考察企业这种制度安排的内部结构。尽管该文发表后很

长时间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但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经威

廉姆森（Ｏ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等人的努力及对该理论的充实完善，从

７０年代中期以来，该理论异军突起，使交易费用经济学成为现代

经济学发展中最活跃的一支。它的目的在于探求企业和市场之间

的关系，企业产生和变化的根本原因，企业和市场作为一种管理机

制的局限性和互补性等被传统经济学所忽视的重大命题。该理论

提出并论证了市场交易费用是企业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产生与变

化的决定因素，这是理解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的本质是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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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问题的关键。

（二）交易费用的涵义

经典的微观经济理论有一个隐含的基本假定，即假定市场交

易是没有成本的，但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家则认为，市

场交易存在着高昂的交易费用。那么，什么是交易费用呢？

直观而简单地说，所谓交易费用就是为了完成交易活动而发

生的费用。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进行社会生产，就一定会

有交易行为发生，而任何一笔交易得以进行和完成，就必须付出相

应的费用。按照具体的交易活动所涉及的程序，可将交易费用分

为：寻找和发现交易对象的成本、了解交易价格的成本、讨价还价

的成本、订立交易合约的成本、履行合约的成本、监督合约履行和

制裁违约行为的成本，等等。

我们不妨以汽车厂和发动机厂的交易活动为例来说明交易费

用的产生。在以上两家企业合并之前，汽车厂商决定向哪家发动

机厂定购时，它首先要了解目前在市场上有哪些公司生产汽车发

动机，这些公司分别坐落在何处，每一家公司的产品质量和价格如

何等情况，这些信息的收集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汽车厂商在获取

了基本的信息之后，还需要对不同发动机公司的情况进行比较，从

中初步选出交易对象。

通常情况下，一家汽车厂商不会只与一个备选对象进行谈判。

谈判意味着讨价还价，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包括准备

谈判的时间、谈判的时间、交通往返、谈判材料的准备和修改，并且

可能需要请客吃饭，等等。在达成协议后，交易合约的订立也有一

定的成本，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大公司举行各种签字仪式，耗费上万

元甚至数十万元来签订协议。

在合约签订之后，合约的履行仍是有成本的。汽车公司对发

动机的质量进行检验，以确认其是否符合合约的规定，达到要求的

标准；汽车公司还要对发动机的交货时间进行监督。合约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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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了问题，那么，交易双方就会因此而支付更多的费用。

总之，任何一笔市场交易都是一项合约（买卖合约、雇佣合约

等），从而任何一项经济交易的达成，都需要进行合约的准备、讨价

还价、合约的议定、合约的执行和监督以及违约制裁等过程，这一

过程会带来一系列的费用，有时甚至会高到合约无法达成。也就

是说，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的运行成本，即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

行交易的费用。

（三）交易行为、交易过程与交易费用

那么，交易费用是否可以通过市场避免呢？对此，回答是否定

的。对于这点可以从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因素上作进一步分析。

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人的因素”，另一类是“交

易因素”。前者与人的交易行为有关，后者则与交易过程相联系。

市场交易的主体是个人或组织，人的行为决定了交易的行为。

交易费用学认为，人类行为有两个特点：一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二是人的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这两个特点与交易费用的发

生有关。

人的有限理性是指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准确地预测未

来，而充其量只能获得“一知半解”。这是因为，首先，影响未来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人们能够把握的因素总是十分有限的；其次，

即使人们能够穷尽所有影响因素，也根本不可能对所有因素做出

正确的预测。

一个有限理性的人也想尽可能地预知未来，从而使自己利益

最大化，但实际上无法实现。上例中的发动机生产实际上是一个

极其复杂的过程，带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预知一切，两家

厂商也就不可能事先在合约中制定各种应付措施。因此，为了防

止合约出现纠纷，双方都会想方设法寻求各种仲裁方法，以防发生

不测之变，从而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

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有可能利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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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包括提供不确切信息，利用别人的不利

地位施加压力，等等。

如果没有机会主义倾向，在不少场合，由上述不完全理性所引

发的困难，仍可以合理解决。交易的双方只要等到当某种不测发

生时，坐下来协商，寻求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法就行了。如果双

方有机会主义的谋利倾向，当一方处于不利地位时，就会增加交易

的复杂性。例如，如果汽车厂在决定投资汽车组装线之前就和发

动机厂谈判，就会处于一种平等地位；而如果汽车组装线已经投资

后再与发动机厂谈判，那么，它就会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位置。此

时，发动机厂商就会利用汽车厂商已被投入的资金“套住”这一不

利条件，来要挟汽车厂商在成交价格、交货条件等方面做出让步，

从而使交易过程变得十分复杂。

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带来的交易费用，在很

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交易过程的特点。就交易过程而言，有三种情

况与交易费用的大小有关，这三种情况就是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

定性和交易频率。

首先是资产专用性程度。资产专用性程度高的交易使交易双

方不能轻易退出交易关系，从而增加了交易的难度。例如，假定一

家化工厂需要运输化工原料，为此需要专门的运输车辆。如果这

种专门的运输车辆由铁路部门来制造，并为化工厂服务的话，铁路

部门就会承担资产专用性风险。一旦化工厂商与铁路公司签订了

协议，而化工厂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违背协议不再让铁路公司承

担运输的业务的话，那么铁路公司的那种专用的运输车辆就会成

为一堆废铁。因此，这样的交易通常很难达成，即使达成也需要高

昂的交易成本。

其次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很高时，使交易双方对未

来都没有把握，因此也就很难达成交易合约。一般来讲，不确定性

与合约的时间长短有关。交易所涉及的时间越长，相关的很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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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就越难以确定，合约就越难以达成。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虽

然在合约中通过增加相应的条款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规定，在

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某些问题，但是，未来发生的情况可能有许多种

结果，要对这些结果都提供解决办法势必大大增加交易成本。

最后，交易频率也很重要。当交易次数减少时，交易双方的相

互依赖性就会增加，交易也就难以进行。一般来说，即使交易总费

用不变，交易次数减少会使平均分摊到每次交易的成本上升，从而

提高单位交易成本。而且，交易次数减少会带来交易对手的减少，

某一方采取机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当交易对手非常少，某

一方又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时，另一方很难有其他的选择，“机会主

义者”就会垄断交易，使交易的另一方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四）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观点

交易费用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外部成本，如果原来的交易双方

合并成一个企业，那么原来的外部成本就内部化了，从而减少了交

易费用。因此，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

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

行成本。企业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过程就是用企业内部运行机制

来替代市场价格运行机制，也就是用企业内部的上下级的权威关

系来替代市场的平等交易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内部的管理

成本有可能增加，但关键降低了交易费用，因而有可能使原来不可

能完成的市场交易通过企业内部交易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企业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的交易组织，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

能够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这正是企业的本质。

概括而言，我们可将交易费用理论关于企业本质研究的基本

观点归纳如下：（１）市场和企业为相互替代而不相同的交易机制，

因而企业可以取代市场实现交易；（２）企业取代市场实现交易是因

为能够减少交易的费用；（３）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决定了企业的存

在；（４）企业是通过行政管理机制取代市场价格机制“内化”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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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过程，但这种“内化”过程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企业

的内化过程是有限度的；（５）交易费用的存在及企业节省交易费用

的努力是企业结构演变的唯一动力。

第二节 企业的组织性质

一、企业的组织性质

通过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企业是一种代替市

场来协调生产的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它当然是由人们建立起来

的。那么，企业的组织从根本上来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呢？对

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对企业的组织性质的界定。

根据前面对企业本质的分析，由于企业的组织过程是“内化”

市场交易的过程。而交易总是通过某种明确或不明确的契约来进

行的。因此，企业的组织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内化了契约关系。威

廉姆森曾指出：“交易费用经济学将经济组织问题作为一个契约问

题而提出。”交易成本也就是从契约的角度定义的“运行经济体制

的成本”。我们说企业通过组织代替市场来协调生产，实质上就是

通过组织内部的契约关系代替市场机制来组织生产，因此，企业的

组织关系本质上就是契约联系。

关 于 这 方 面 的 认 识，詹 森 （ＭＣＪｅｎｓｅｎ）和 麦 克 林

（ＷＨＭｅｃｋｌｉｎｇ）有更明确的表述，他们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和

大多数的其他组织一样，也是一种法律虚构，其职能是为个人或主

体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充当连接点；就企业的组织而言，这“一组

契约关系”就是劳动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出

品的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就是说，整个企业是由各种当事

人之间的合同所联结、维系着的，所以企业又被称作“合同之网

（ｔｈｅｎｅｘ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下面我们借助图１－１对契约关系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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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执行作进一步的分析。

图１－１ 作为契约的关系连接点的企业

由图１－１我们注意到，一组多边的契约关系的确立是通过企

业组织连接起来的。其中的每一个主体都不只是和另一个主体订

立契约的，而是和所有其他的主体订立契约。因此，必须有一个主

体充当企业的代表，对每一个欲订立契约者，他代表其他主体。而

这一角色正是由企业的管理者来充当的。从确立契约关系的角度

来看，这个管理者充当着中心签约人。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上图中所示的一组契约关系可分为两

类：第一类是产品消费者、投入品提供者、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

分别与其他各方的契约。这一类契约的贯彻是在市场上完成的。

但是，为了保证契约按原定的条件完成，必须有人监督，于是，作为

中心签约人的管理者就成为契约履行的监督者。第二类是劳动者

与其他各方的契约，这类契约的情况更加复杂，除契约的履行必须

有人监督外，它本身在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在市场上完成，因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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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同时就是劳动过程。这类契约必须在企业内部履行，而且

只要加入这一组契约关系的劳动者多于一人，在各个劳动者之间

就必然引起内部分工。这样，企业组织就不会仅仅是这一组契约

关系的连接点了，作为内部分工的产物，它同时也是一个包含了内

部分工体系的层级组织。组织的管理者将代表其他各方接受劳动

者提供的劳动，对整个生产过程实施监督和管理。由此可见，企业

的契约之网可相对划分为外部之网和内部之网。外部之网是与企

业所需的外部要素的关系联系，主要是与要素投入相关的主体及

消费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内部之网则主要是协调内部安排所建

立的契约关系，并通过组织体系确定下来并加以实施。

通过以上对契约关系的确立和执行过程的分析，我们对西蒙

（ＨＳｉｍｏｎ）早在１９５１年曾提出的一个观点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

识，即：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其实质就是依赖权力关系维系联合起

来的合同。由此也可以揭示出企业组织的两大基本特性：其一，具

有连接契约关系的特性；其二，具有形成层级组织的特性。现代企

业制度和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就是在这两种基本特性的基础上发展

和完善起来的。

二、企业组织的扩展

企业的组织过程是通过一组契约把一些要素或资源联系起

来，使之成为具有内部结构的组织系统。而企业组织的扩展是在

契约联系的基础之上，不断内化通过市场所进行的交易或与之存

在交换关系的经济单位的过程。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表明，任何

类型的企业购并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内化市场交易行为，从而不同

程度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这也正是企业组织扩

展的根本原因所在。企业组织扩展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实现，但

我们把所有的组织扩展方式归纳为三类：横向的组织扩展、纵向的

组织扩展和多向的组织扩展。下面我们就这三类组织扩展方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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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予以介绍。

（一）企业组织的横向扩展

在企业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按照物流的流向可以把整个过

程逻辑划分为“供应→生产→销售→使用”前后紧密相联的不同环

节。“横向扩展”是指某一个环节的规模扩展，它是该企业垂直于

物流方向的组织扩展过程。也就是通过组织以实现与本环节相一

致的生产要素的扩张或深化，使活动程序中某一环节的组织规模

达到一定水平，这种扩展方式通常又称为横向一体化或水平一体

化。

导致企业横向扩展的主要因素是规模经济效益。所谓规模经

济就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呈

下降趋势。在规模经济作用下，凡是不能把生产规模扩大到足够

高度的企业，生产成本难免较高，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

就是说，只有把企业规模扩展到一定水平才能生存和发展。规模

经济的存在有多种原因：其一，企业规模扩大后使得劳动分工更

细，专业化程度更高，企业可采用专门化的设备和专有技术提高生

产效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其二，技术因素，亦即规模扩大后可

以使生产要素得以充分的利用，从而提高单位要素的生产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例如，某企业产品需要经过生产和包装两道工序。

生产车间每台生产机械每天生产３００００件产品。包装车间每台包

装机械每天包装４５０００件产品。如果只用一台生产机械和一台包

装机械的小规模方式生产，就会造成包装机械生产能力的闲置。

因此，扩大生产规模后，利用三台生产机械与两台包装机械进行生

产会使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利用。其三，规模经济还体现在企业职

能部门的节约上，只有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有关职能部门

才需按比例增加，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这些人均分摊成本会随企

业规模扩大而下降。总之，组织发展的横向方式，因其能降低成本

和节约管理费用，成为组织扩展的基本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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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组织的纵向扩展

企业组织的纵向扩展，又称为纵向一体化或垂直一体化。“纵

向扩展”指的是一个企业平行于物流方向的向前或向后的组织扩

展过程。也就是把处于经济活动供、产、销等不同环节的生产要素

或经济单位组织在一个企业之内，或者说使企业的组织延伸到其

它环节中去。依据企业组织纵向扩展的方向，纵向一体化可分为

后向一体化（生产企业与供应企业之间的联合）和前向一体化（生

产企业与用户企业之间的联合）两种。纵向扩展的意义就在于：原

本的市场机制决定了供销交易关系，经过纵向组织后，成为同一企

业内部不同部门的管理或协作关系。可见，纵向组织扩展的实质

是把纯粹的市场交换转变为企业内部层级间的权威关系，或者企

业内部受到管制的调配关系。

纵向组织方式对交易的内化必须考虑相对成本与收益关系，

实际上就是要选择那种使交易费用最小的交易协调方式。但是，

何种交易协调方式能使交易费用最小，须视不同交易过程的特征

而定。根据威廉姆森的研究，交易协调方式有四种类型，而影响这

些交易协调方式选择的变量因素就是前面所述的资产专用性、交

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

交易协调方式的着眼点是交易双方根据情况变化调整交易条

件的方式，有四种类型：一是“古典合约交易”。在这种交易中，交

易条件完全在事前定好，交易一经完成，双方的关系也告完成。二

是“双头关系”。这种交易方式的特点是，一切有关合约的应变事

宜均由双方借助自身的能力来协商决定，既不在合约中事先规定

各种可能变故及处理措施，也不依靠第三者来调解纠纷。这实际

上是一种双边长期合作方式，其主要形态是双方建立某种利益控

制或利益分享机制，借以提高长期合作的可能。三是“等级式交

易”。在这种交易中，一方是等级结构中的主导方，决定交易应如

何进行；另一方也保有某种权力，如退出合约等。四是“一统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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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结构”。这一方式的核心是由交易的一方拥有另一方资产，从而

使交易内部化。因实现了所有权的一体化，因而对交易的控制也

就成为企业内部管理问题了。

当企业资产的专用性很低时，交易双方可随时将资产移作它

用，随时可以寻找乐意合作的交易伙伴，故不必拘泥于和某一固定

对象的长期合作。因此，如果企业资产专用性很低，无论是否有不

确定或者交易频率大小，只要采用“古典合约”方式就可以了。相

反，当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都非常高时，使用关系或合约（双头

式、等级式）也可能仍然不能防止太高的交易费用发生。因为在这

种情况下，双方的风险都太大，必须花费更大的资源来进行合约前

的计划、分析与商定起草复杂的合约，以及合约执行中的监控。当

涉及到这种交易的维护与监督中的费用大到某一点时，交易中的

一方就可能买下另一方的资产，从而全面负责交易双方的协调与

控制。这样，就进入了“一统交易”协调方式，也就是企业内化市场

交易的纵向组织方式，它可使企业的交易费用最小。

（三）企业组织的多向扩展

多向的组织扩展是指企业不局限于已有行业的横向或纵向环

节的扩大，而是扩展到相关与不相关的行业中去。这样，在一个企

业组织内，存在着多种行业的经营内容。

推动企业多向扩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学角度，主要

有：（１）范围经济与协同作用。因增加相关产品种类而导致的节

约，就是所谓的“范围经济”。在同一企业经营的不同产品之间具

有技术互补性时，范围经济就更为显著。而“协同作用”就是由于

企业同时经营若干技术经济互补性产品而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改

善，这种作用在生产、销售、研究与开发及管理活动中，都可能发

生。（２）内部市场与资源优化配置。多产品企业可以根据企业内

不同产品部门的市场前景与经济效益，来对企业的要素进行合理

配置，追求最好的企业总体效益。当企业进行这种企业内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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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之间的资源分配时，在一定程度上就替代了市场机制的资源

分配功能，这种情况称之为“内部市场”。（３）分散经营风险。企业

的多向发展可以减少单一经营所产生的高风险，产生“东边不亮，

西边亮”的效果。（４）单一行业的发展极限约束。在一个产业之

内，企业发展是有极限的，这一极限来自市场和法律两个方面。企

业追求多向扩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寻求企业发展的新领域，有助于

企业长期发展壮大。

企业组织在扩展过程中，无论是横向的还是多向的扩展，从经

济因素而言，都是内化了许多本属于市场范畴的交易，以等级结构

的资源调配代替了以价格为杠杆的市场机制。这个替代过程是由

追求交易费用的节省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推动力的。那么，企业

组织是否可以无限度的扩展下去呢？下面，我们将对这一问题进

行简要分析。

三、企业组织的边界

（一）企业的组织成本

企业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组织，企业通常由一些不同的部

分组成，而作为一个盈利性的经营单位，企业又要追求利润最大

化。如果说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那么，这种替代产生

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其内部交易的成本要低于市场交易的成本，

而前者就是企业的组织成本。

因此，企业的组织成本是指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而产生的企

业组织内部交易的成本，并不包括企业原有的生产成本。企业内

部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不同，它是企业以行政命令来管理和

指挥企业时而产生的一种组织管理成本。这种组织成本可能是原

先交易成本中一部分的转化形式，也可能是在新的机制下产生的

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一般来说，企

业组织的内部运行是借助于内部计划来协调的，因而有关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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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计划的实施、计划执行中的监督、计划未能顺利完成时的惩

罚等，都构成组织成本。

此外，企业的组织成本也是企业内部信息交换的不完全引起

的。这种信息的不完全来自两方面：一是内部信息的质量。在企

业组织中，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使上级管理层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状况，而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使企业决策得以实现。信息的质量

指的就是这两种信息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不可避免地随着各级

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的增加而受损。管辖对象的增加使信息量增

加，管理者要掌握的信息量越多，则其对每一信息细节的了解就越

少。这便产生了一种“失控”现象，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失控就越积

越多。也就是说，信息质量与企业规模是负相关的。二是内部信

息传递速度，包括自上而下传递决策和自下而上反映情况的速度。

信息的传递速度也与管理层次、管理幅度负相关，从而与企业规模

负相关。总之，组织成本与企业规模负相关。

（二）企业的边界

从以上的分析知道，企业和市场作为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

调资源分配的机制，两种协调机制分别发挥作用都是需要成本的。

组织成本是企业规模扩大的主要限制因素，当企业规模扩大带来

的交易成本的下降与组织成本的上升相等时，企业就停止了扩张。

从历史经验来看，企业规模的动态由不断扩大转为相对稳定乃至

有所下降，是与企业规模———组织成本正相关理论相符的。企业

组织的边界位置就处于通过市场实现交易与通过企业组织实现交

易成本相等的地方。

我们可以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边际方法对其

进行分析。假定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都可以准确计算，

那么，相对企业而言，当企业规模扩大时，市场交易成本的下降可

以看作是企业的边际收益，而企业组织成本上升则可以认为是边

际成本。厂商在比较这两种成本的基础上，做出是否扩展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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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并最终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准则”确定企业的边

界。

总之，企业和市场都是组织社会生产的形式，用市场这种方式

组织生产会产生交易成本，因此出现了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但是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着组织成本，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又有一定的界

限。

第三节 企业制度的内涵

一、制度的含义及其特征

要理解企业的制度，首先需要对制度涵义及其特征有所了解。

关于制度的形成、构成及运行的经济分析，制度经济学特别是新制

度经济学做出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里，我们

就与企业制度研究相关的制度的有关理论进行简要说明。

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制度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行为规则，

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美国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

物之一ＤＣ诺斯（ＤＣＮｏｒｔｈ）就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

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

些制约。”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剖析制度，可以揭示其丰富的内涵：第一，

制度与人的动机、行为有内在的联系。历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是当

时人的利益及其选择的结果，现实的人只能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

约束条件下活动。第二，制度类似一种“公共品”，它是一种公共规

则。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是针对个别人而设定的，在一定

的范围内，对每一个行为主体的行动都将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

当然，这种“公共品”并不是以实物形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人

的观念的体现以及在既定利益格局下的公共选择，或者表现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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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或者表现为规则或规范，或者表现为一种习俗。第三，制

度有别于组织。制度是人们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规则，用以

约束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而组织是在一定契约联系基础上

的规则机构，它赋予行为主体在一定目标下的活动“角色”。如果

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社会玩游戏的角色。

在理解“制度”内涵的过程中，需要对“制度安排”作一说明。

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也就是具体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作

出安排。制度安排有两大目标：一是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

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利益追加收入；二是提供一种

能够影响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

式。制度安排的这两大目标可以概括为经济原则和安全原则，即

制度安排要求能够改变合作活动的经济效率，也要求能保障竞争

活动的正常秩序。

制度作为人类行为的规则，它所具有的特征可以通过人类活

动体现出来。尼尔（Ｎｅａｌｅ）对制度的特征作了归纳，认为制度有三

类可供识别的特征：（１）存在大量可见和可辨认的人类活动；（２）存

在许多规则，从而使人类活动具有重复性、稳定性并提供可预测的

秩序；（３）存在大众习俗，它对人类活动和各种规则加以解释和评

价。尼尔对制度特征所作的上述概括，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的概

念和分析制度构成。

二、企业的制度及其构成

在对制度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对企业的制度及

其构成进行剖析。企业的制度是关于企业组织所有行为规则的总

结。它不同于社会活动的其他制度的区别在于：首先，企业是替代

市场配置资源的管理组织，企业的制度当然涉及的是在组织管理

机制下如何进行资源配置的行为规则，即企业的制度是关于“内

化”交易的行为规则，或者说是用于支配行政方式调配资源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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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则。其次，企业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契约关系”的存

在形式，企业的制度也就是为决定人们在财产基础上的相互关系

而设定的一些制约。最后，企业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企业

的制度就是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服务。每一种制度都有特定的

功能和价值，它是为规范特定的主体行为服务的。

企业的制度概念包含了企业活动的各种规则，这些规则的联

系构成了企业的制度结构。对企业制度及其构成的研究，是对现

代企业制度进行分析的基本理论前提。根据一般制度的构成要

素，企业制度所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可以视为由法律规定的正式约

束及社会或组织认可的非正式约束所构成。

正式约束，又称正式规则，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行为法

则和活动规范。对企业来说，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企业作为市场主

体进行规范化运作和参与市场活动的有关规则，以及由这一系列

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到特殊的细

则，再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企业组织的行为。由于正式约

束是有意识创造出来的，因此，它在结构上是可以设计和构造的，

并且是可以加以选择的。

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潜在的

和长久的约束力，并构成文化模式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非正式约

束不是通过成形的规则产生强制性的约束作用，而是通过意识或

价值上的沟通和认可，形成一致性的行为取向。非正式约束主要

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

它往往表现为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和组织内部认可的行为规则。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正式约束只占整个行为约束的很小一分

部，人们的活动空间大部分仍由非正式规则来约束。在现代企业

里，作为非正式约束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对企业的行为正产生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日益成为企业生命的关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企业的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既相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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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又相互联系。从制度建立的过程看，非正式约束因与社会的价

值准则存在内在联系，因此，正式约束往往是在非正式约束的影响

下形成的，因而，对正式约束的选择必须考虑与社会认可和特定组

织的文化传统相容。从制度变革的速度看，正式约束是一种快变

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变化；而非正式约束却是一种慢变

量，它的变化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并且由于它内存着一定文

化积淀，其移植性就差得多了。从制度约束的作用看，非正式约束

的产生能形成一种共识，从而减少度量和实施成本，使得交换得以

发生。但是，非正式约束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没有强制性的

正式约束，仅靠非正式约束，就会提高实施成本，降低交易效率，从

而使复杂的变换难以进行。总之，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对企业

发展的“共同影响”是很难分割开的。将制度划分为正式约束和非

正式约束，主要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现实中，如果要全面进行

企业的制度创新，就应该促进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重新建构。

三、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

（一）企业制度的涵义

在以上对企业的制度特征及其构成框架进行了初步分析之

后，我们来重新界定“企业制度”。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制度”，是

属于企业制度结构中的正式约束的范畴，它不同于前述含义较广

的“企业的制度”这一概念，它仅仅是具有法律特征的正式规则，是

企业的所有制度规则中的最根本的制度。

所谓企业制度，是指以产权界定为基础和核心的企业组织的

治理规则。这一定义有以下特点：其一，企业制度是以产权关系的

界定或产权制度为根本内容的企业组织规则，它确定了不同组织

形式的企业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其

二，企业制度是关于企业运作的治理规则，这说明不同组织形式的

企业都内在一种权能制衡的约束规则。其三，企业制度主要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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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制度和组织制度为基本内容，这能够从本体上说明企业的存

在方式。

企业制度是规范化的正式约束规则，从法律角度看，企业制度

一般被划分为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三种基本法律形式。有关

这三种基本法律形式的企业的特征及其存在方式，我们将在以后

的章节中加以论述。

（二）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制度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即古典企业制度

时期和现代企业制度时期。古典企业制度主要有两种形式，即业

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而最早在欧洲兴起的现代企业（公司制

企业）是一种以资本联合为核心的企业组织形式。它是从业主制、

合伙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企业制度形式，在许多方面

优于古典企业，主要表现在：其一，股份制企业筹资的可能性和规

模扩张的便利性；其二，降低和分散风险的可能性，由于股东承担

有限责任，而且股票可以自由转让，因而对投资者特别有吸引力；

其三，公司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股票市场交易的延续，使

公司可获得稳定的资本；另一方面，公司的法人特性，使得股份公

司具有稳定的、延续不断的生命，只要公司经营合法、合情，就可以

长期存在。公司制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对自由竞争的经济发展，尤

其是市场效率的提高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现代公司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现代企业制

度的内涵还代表了企业制度不断演进和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说，

现代企业制度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不断创新

的企业制度。因此，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开放性。企业制度创新包

括企业产权制度、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和行为约束机制的创新。因

此，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特别要防止以有限公司、股份

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诠释现代企业制度。那种认为实行公司制

就是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观点，是以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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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而忽视了企业制度是与市场制度相适应

的制度规范，是非常有害的。

根据以上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分析，可以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是

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

度的形式，主要是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制。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说明。

第四节 国有企业的界定及其性质

一、国有企业的含义及范围界定

在前面论述了企业的本质、企业的组织及企业的制度等有关

内容后，下面，我们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发

展，来简单地探讨有关国有企业的范围界定及其性质确定的内容。

在经济学中，所有者被定义为所有者主体对各种资源和要素

的排他性占有。国有制则是国家作为所有者主体对资源和要素的

排他性占有。资源和要素必须集聚在一定的空间内结合为企业，

才可能有生产和经营过程。因此，国有企业是国有制的载体，是国

家所有者存在和表现的组织形式。

国家所有制并非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凡是存在国家的地

方，都有国家所有制，只是不同国家所有制和国有企业的范围和规

模有所不同，性质也有别而已。国有制和国有企业的性质区别，由

国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集团而定。因而，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被

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全民财产的一种公有

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制则是资本家集团所有制，因为其财

产最终是用来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国有制和国有企业

可以有不同的性质。形式相同，内容各异。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国有制和国有企业存在着多种实现形式。

２２


企业概论



二、国有企业的性质

（一）国有企业是国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契约关系

如前所述，在西方经济学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打破

了传统经济学的界限，以企业制度为研究对象，以交易费用、委托

代理理论等作为分析工具，逐步形成了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企业

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有机组合。不过西

方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所阐述的这一观点表明的企业，是个人之

间自由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离开个人产权就没有真正

意义上的企业存在。国有企业虽然不是个人产权的体现，而是国

家产权的体现，但它并没有超越产权展开过程中委托代理关系这

一基本制度安排。如果在私人产权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是资产

所有者与资产经营者的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话，那么国有企业的委

托代理关系也同样是作为所有者的国家与经营者之间的一种契约

关系，是国家与企业家之间自由交易产权的一种形式。即使是国

有国营企业，它最终还是要有具体的经营者来管理和经营，从而也

必然要体现国家与经营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因此，把国有企业的

性质理解为国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契约安排，不仅不违背现代企业

理论的原意，而且也同样可以解释国有企业的理性行为。

（二）国有企业是宏观理性与微观理性的统一

从形式上看，国有企业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或者说是一系列契

约的联结点，所不同的是，在契约关系的一端是国家而已。透过这

种契约形式来看，国家投资与私人投资存在明显的不同就在于，国

家是代表社会成员的意志行事的，反映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

远利益，所以，国家是宏观理性的。为了实现和履行国家管理经济

的职能，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国家的宏观理性通过契

约形式，反映到具有微观理性的企业组织中，就形成了宏观理性和

微观理性的统一体，这就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就成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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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般企业的特殊企业形式，具有特定的行为目标。

在私人所有制企业中，企业自身的行为目标和私有产权所有

者的目标基本一致，即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目标；而在国有企业

中，企业自身的行为目标受到所有者即国家的行为目标的约束而

发生了特殊变化，形成了具有两重性的国有企业行为目标，即国有

企业既具有“公共性”，又具有“企业性”，因而国有企业必然是“公

共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对立统一。

公共目标就是社会整体利益目标，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制的

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国有企业

的性质决定了其行为必然地被赋予国家所要求的特殊使命，即国

家以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产出、分配和资

产运作等行为控制、引导、影响社会经济行为和非公有制企业的行

为，来达到国家调控经济，实现国家管理和干预经济的宏观目标。

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服从于国家意志，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这就

是国有企业“公共性”的体现。

国有企业的企业目标是指国有企业作为具有独立商品经营权

的经营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追求的自身利益。非公有制企业

的企业目标是单一的利润最大化，而作为公有制企业的国有企业，

追求利润最大化也是它的基本目标。但是，国有企业的企业目标

有不同于非公有制企业的约束条件，即它应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

家赋予的社会目标，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企业目标不应违背社会

目标。

国有企业行为目标的二重性，进一步表明国有企业是宏观理

性和微观理性的对立统一体。只有深刻把握国有企业行为目标的

特殊性，才能深入剖析国有企业的行为特征和行为机制，从而为国

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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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制度的起源和变迁

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经济组织，有其自身的产生和发展的历

史。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其制度规范、法律形式、组

织结构等都是在历代企业发展历程中形成而定型的。本章我们将

通过对企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动因的考察，来探讨企业产生和

发展的规律性，进而说明现代企业制度及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并

就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作一全面的阐述。

第一节 企业演变的历史进程

一、企业形态的更替

企业形态是企业组织存在和运作的一定形式。企业的具体组

织形态可以有多种形式，从不同的视角可对其进行不同的分类。

但若按企业制度来划分，也就是主要以出资方式和债务责任的法

定规则来划分，可将所有的企业分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

司制企业。

各种形态的企业都有其形成、发展的演进过程，而且这些过程

都与一定的生产、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但如果从企业形态或企

业的组织形式更替发展的过程来看，却的确有一个从业主企业到

合伙企业再到公司企业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公司企业的出现

和发展有其客观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



二、企业制度的历史演进

企业制度是一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是以产权制度为基础

的企业组织和管理制度，它是在漫长的经济社会历史中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企业制度从最早的独资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发展

到现代公司制企业，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探究这个渊源，有助于了

解企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历史条件，从而说

明企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独资业主制企业是最

早出现的企业制度形式。这种企业是由业主个人投资兴办的，一

般由业主自己经营，但也可委托他人经营。这类企业一般投资规

模小，经营简单，风险较大，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大，业主对

债务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而，这类企业的规模都不大，只有少

数企业获得成功，使资本迅速扩张，形成家族式的大企业。对绝大

多数独资业主企业而言，只有另寻他途。这样，在个人财产难以为

继的情况下，由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合资，共同创办的企业形

式———合伙制企业就应运而生了。

合伙制企业是由合伙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

风险、共负责任的，其投资规模和经营规模相对独资业主制企业要

大，但企业成员须以其全部财产承担企业债务。所以，虽然合伙制

企业较之独资业主制企业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和市场经济的

需要，但受其自身特性的限制，其发展潜力仍不大。为了克服独资

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大规模投资和现代化生产经营的局限

性，人们逐渐探寻到一种新的企业制度形式———现代公司制企业。

现代公司制企业是一种法人企业，实现了出资人与经营人的

分离，并且所有出资人都只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负有

限的清偿责任，所以，它更容易吸纳社会上众多人的投资；同时，由

于现代公司制企业是依法确定的，企业具有法人资格，所以，它的

生存不以自然人的生死而定，可以永远延续，这也是前两种企业无

６２


企业概论



法比拟的。因此，现代公司制企业使得企业大规模向社会筹资变

得容易了，集中化的规模生产与技术创新也因而成为可能。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制度是不

断演进和创新的。然而，独资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作为早期

市场经济的产物，虽然仍然存在于现今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但无论

从其绝对数量、相对比重，还是经营业绩来看，都已不占据主导地

位。只有现代公司制企业更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我

们有必要对其起源和发展作一探讨，以指导我国企业顺利实现改

组、改造。

第二节 企业制度的起源和变迁

一、企业制度的起源

企业制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前的罗马帝国。据史料记

载，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出现过企业或类似于公司企业的组织。

在当时的采矿冶金业中，由于生产技术难度较大，需投入大量的资

金，个别人的资金难以当此大任，为适应这种客观需要，兴起了一

种“合股经营”的方式，即由一定数量的生产者共同入股出资、合伙

经营、利益共享、共担分险。此后，随着采矿冶金技术的发展，对设

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需资金更大，随之出现了合股公司，持股

人多为远离矿山的贵族、地主、商人、教会等，以获得红利为主要分

配收入，而不直接参与经营，这是最早的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的情况。

在古罗马时代，个体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商人们一般都把自己经营的商号传给子女、亲属。他们在得到祖

传的产业后，一般不愿意将其分割，仍共同继承、共同经营、共享盈

利、共担风险，把家族看作法人团体，其中男性家长是家族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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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

除了上述民间集资形成的企业之外，在当时，国家也曾利用股

份形式为战争筹集巨资。例如，１２世纪，热亚那人为了远征塞浦

路斯岛，就成立了一个股份信托企业，其目的是征服和发展这个岛

屿。

如果说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企业形式是企业制度源头的话，

那么，从中世纪的欧洲开始，企业制度得到了不断地发展。

二、企业制度的变迁

企业制度的发展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企业制度、近

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

（一）原始企业制度

一般认为，原始企业制度存在于１１世纪末至１６世纪，是与当

时社会贸易的兴旺及分散风险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在中世纪的

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商业贸易比较发达，但贸易所要求的资本规模

逐渐超出了一个家庭所能承担的限度，客观上需要创造出一种超

出血缘纽带的合作经营的经济组织。所以，一种专门从事航海贸

易的名叫康门达（Ｃｏｍｍｅｎｄａ）的组织和另一个名叫索塞特（Ｓｏｃｉ
ａｔｅｓ）的合伙组织便应运而生了。

康门达是一种契约，契约的一方把货币和商品委托给另一方，

受托方以委托的财物从事航海贸易，经营所得的利润由双方按契

约分享，委托人的责任仅以所出的财产为限，不承担无限责任，而

受托人则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康门达实际上是介于合伙

与借贷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一般每次航行募集一次资本，每次航

行结束后，资本退给原主。康门达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减少了投资

者的风险，刺激了资本所有者投资获利的愿望，同时又为冒险航海

外出经商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从而使这一形式在当时被广泛

采用，并且从海上贸易扩展到陆上贸易，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８２


企业概论



康门达这种形式后来被逐渐推广到了工商活动中，成为企业制度

的萌芽。

索塞特是一种较为稳定的持久的合伙形式。在这种形式下，

企业的存续期限由契约规定，从契约订立时起到契约期满为止是

企业的存续期间。在这期间，合伙人的资本不能随便抽回，一般每

次航行结束后，进行一次分配。契约期满，企业即解散，合伙各方

取回自己的本利。在这种企业中，合伙各方共同经营，企业盈利根

据合伙各方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企业经营的风险由合伙各方共

同承担，每个合伙人都是另外合伙人的代理人，并以全部私人财产

对企业承担债务责任。这不是完全的公司制企业，但随着商品经

济的发展，索塞特亦出现于其他行业中。

除了康门达和索塞特外，还有一种名叫“条例管理公司”的企

业形式。早在１４世纪，英国就出现了王室将某些特权以特许状的

形式授予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业风险组织，但在当时这种情况并不

多见。到了１６世纪，随着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大，这种情况逐

渐多起来了，所谓的“条例管理公司”就出现了。这种公司实际上

是行会组织在贸易领域中的一种扩展，其公司的每个成员拥有自

己的股份和账户，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并且只承担有限责任。

但是，那时特许公司还没有在企业制度中占主要地位，大的特许公

司还没有出现。

从罗马帝国到１６世纪末期，企业制度的发展处于幼稚和原始

的状态，但它的产生和发展为近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出

现奠定了基础，做好了经济上、组织上和法律上的准备。从原始企

业制度的演化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原始企业制度有以下特点：

（１）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依法设立是公司制企业的一个重

要特征。而早期的公司企业在设立程序、合伙内容、经营方式、分

配办法等方面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

（２）组织上的合伙性和不稳定性。无论哪种形式都具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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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伙性，都是由多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这种特性的存在导

致了企业的持久性较差，比较松散，而且具有不稳定性。

（３）投资规模有限，企业没有无限寿命。合伙虽然可以集中多

人的财产共同经营，但由于其本身的无限责任等特性，使其能够筹

集到的资本总是有限的，这就限制了它的投资规模；再加上这类企

业往往是为了一次或数次交易而筹集资金，一次或数次经营后即

进行分配，退还资本，使企业的投资具有短期性，从而导致企业没

有无限寿命。

（４）责任的无限性及结构上的简单性。尽管原始企业制度中

有些股东负有限责任，但这毕竟不是主流，更普遍的情况是股东或

合伙经营者要承担无限责任，责任的无限性仍是原始企业的一个

重要特点。此外，组织内部一般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经营过程也

少有明确的组织分工或规范组织，缺乏组织的稳定联系，使其寿命

的延续不长。

（二）近代企业制度

从１６世纪末至１９世纪中期，是近代企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

阶段，也是原始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的阶段。近代企业

制度主要有两种形式，即特许股份公司和合股公司。

１特许股份公司

在特许股份公司中，由于企业制度形成的时间和经营范围不

同，一般又将其分为两种形式，即特许贸易公司和特许经营公司。

（１）特许贸易公司。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１４９７年

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开通了东西方之间

的航线，使世界商业贸易大为改观，开辟了远洋贸易大发展的新纪

元。贸易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批大型贸易企业。于是，在西欧

各国重商主义的政策的支持下，建立了一批特许贸易公司。例如

英国在１６世纪５０年代，首次以合股形式成立了海外特许的“莫斯

科公司”。该公司于１５５３年成立，当时有股份２００股，每股２５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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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到１６６４年，该企业的成员发展到１６０人，有１５个董事。从

１５５３年到１６８０年，英国已建立了４９家这样的公司，其中以１６００
年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特许的“东印度公司”最为著名。东印

度公司被特许只准与东印度进行贸易，违者罚款。这就是说，东印

度公司凭借享有的特权，取得了掠夺印度和垄断远东贸易的权利。

该公司是由伦敦一批冒险商人合股集资组成的。最初，公司每航

行一次募集一次资本，每次航行结束后，资本退回原主，获得的利

润按资本大小在入股者之间进行分配。随着航运业的不断发展，

合股时间从一个航程延长到几年，股东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公司从

当初的临时组织演变为稳定的股份公司，实行定期分配利润但不

退还股本的方式。所以说，东印度公司已具有现代股份公司的一

些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于詹姆士一世时期确认了上述特许

贸易公司的法人地位（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ｅｒｓｏｎ）。继英国之后，西

欧各国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公司。

法国在１５９９年到１７９８年间也建立了７０多家特许贸易公司，

但这类公司大多不成功，最终在法国大革命的改革浪潮中消失了。

荷兰人也曾广泛组建过特许贸易公司，王室把它们作为国家企业

来对待，并用它们创造的收入来支付殖民战争的费用。荷兰东印

度公司于１６０２年建立，由于该公司具有靠募集股金建立、具有法

人地位、由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人员来经营、股票可转让等特点，

而被认为是首家永久性的股份公司，它更具有明显的现代企业制

度的特征。其后，英国仿效了荷兰的做法。

（２）特许经营公司。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中期，在英国及西欧

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和产业革命，相继走上了自由竞争的资本

主义发展道路。此时，特许贸易公司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与之类

似的特许经营公司出现了。特许经营公司主要是为了适应产业革

命的发展而建立的，主要从事公路、铁路、桥梁、运河的建筑等，后

来又涉足公用事业的经营，如煤气、水、电供应及市内轻轨铁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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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电话、保险及银行等业务。特许经营公司的性质与特许贸易

公司相同，也是合股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合股企业。

２合股公司

近代公司制度的直接母体，是１８世纪发展起来的合股公司

（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８世纪初，特许贸易公司获得的高额利润

使商人们垂涎欲滴。他们发现，在没有取得政府“特许状”的情况

下，也可以模仿特许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通过发行股票来吸引投

资商。这样组建起来的公司，被称为合股公司，也称股份公司，它

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公司组织，具有股本不退还、利息定期发放、股

票公开出售等特征。但是，合股公司又不同于特许贸易公司，因为

它没有皇室授予的特许状；它也不同于合伙企业，因为它可以出售

股票，并且股票可以自由转让，股票的持有者也不像合伙企业中的

合伙人那样有权代表其他合伙人签署对所有合伙人都有约束力的

合约，而是由被股东集体授权的经理人员来经营。

１６世纪至１７世纪初，股份公司主要存在于海外贸易，１７世纪

末、１８世纪初，股份公司则广泛存在于银行、保险、交通运输及公

共事业等领域。英格兰银行———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就是

于１６９４年由集资建立的。之后，相继在英、法、德、美等国迅速出

现了合股公司形式的银行。在交通领域，如英国运河系统的修筑、

美国铁路系统的修筑，都得益于合股公司的集资功能。１８世纪末

至１９世纪中叶，随着西欧国家产业革命进程的不断推进，企业也

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公司纷纷建立。

例如，英格兰的股份银行由１７８３年的３２家，发展到１８４１年的

１１５家；法国在１８２６—１８３６年的１０年间，股份公司发展到１６０
家。随着股份公司的不断增加，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

不断得到加强。

从１６世纪末至１９世纪中期，是原始企业向近代企业转化、原

始企业制度向近代企业制度变迁的时期。综观近代企业制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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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变化，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所有权与经营权有了初步的分离。个人资本作为股份投

入企业，其所有权仍归个人，但由指定或选举的人来经营企业，实

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初步分离。

（２）开始有了公司法律规范。１７世纪上半叶，在詹姆士一世

当政时期，首次确认了特许贸易公司的法人地位。１６７３年，法国

颁布了商事条例，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家族营业团体为公司制

度。１８０７年，在拿破仑颁布的第一部资本主义商法典中，明确规

定股份公司即是有限责任公司。只是由于建立这类公司规格严

格，因此，并未得到实行。１８２６年，英国颁布条件，给股份制以法

律认可；１８５５年，英国认可了有限责任制的股份公司；美国大多数

州也在１８７５年为公司的发展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

（３）股份公司的企业制度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与合伙公司

相比，股份公司具有股东可自由转让股票、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与经

营权分开、股东负有限责任等优点，且股份公司吸收的资本要远远

超过合伙公司。因此，在这一时期，许多独资业主企业和合伙企业

也改组为股份公司，使股份公司成为一种主要的企业制度形式。

以上特点说明，股份公司在这一时期正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当

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制度。

（三）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源于１９世纪中后期。１９世纪３０—６０年代，各

种有关股份公司的法律条款纷纷出现。如１８３７年，美国康涅狄州

颁布了第一部《一般公司法》，这是第一部具有现代形式的法令；

１８４４年，英国颁布了《股份公司法》；１８５６年，英国又颁布了第一部

现代的公司法，即有限责任形式的公司法，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法律。这些法律的问世，是现代企业制度诞生的标志。

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成长阶段和成

熟阶段。从１９世纪中后期到二战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成长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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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二战后，现代企业制度走向了成熟。

１现代企业制度的成长阶段及其特点

１９世纪中后期以后，发达国家先后都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

垄断资本主义迈进，尤其是１８７３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更

加速了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进程。而此时，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

资本主义国家又开始了以电气为中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从而使

企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以有

限责任制度和所有权、经营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企业形式———股份

公司在工业领域迅速增加，并且在工业部门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

地位。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１）股份公司的数量急剧增加，有限责任制得以加强。英国的

《股份公司法》颁布后，从１８４４年到１８５６年的１２年间，共成立了

９５６家公司；１８５７年，所登记的共有３４８家；１８６３年达６９１家；

１８７９年达１０３４家；而１８８１—１８８３年的３年间，每年则有１６００家

公司成立。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企业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德国于１８９２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有限责任公

司法》；之后，许多国家均出现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股份有限公

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在此间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

（２）企业规模扩大，并开始向巨型化、规模化的垄断组织方向

发展。股份公司通过企业间的参股和控股、兼并与合并，发展成为

巨型的垄断公司，从而使公司的规模空前扩大。这样，股份公司不

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规模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

司规模扩大的情况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１８７０年，美国最大的

纺织业经销商亚历山大·Ｔ·斯图亚特的年销售额就达５０００万美

元之多，公司拥有员工２０００多名。１８７９年，美国又出现了第一个

石油托拉斯，该托拉斯控制了３０家公司的全部股份，并持有２６家

公司的多数股份，从而掌握了全国石油产量的９０％。１８８８年，７
家采煤托拉斯控制了差不多美国全部无烟煤的产量。但由于美国

４３


企业概论



于１９００年制定了《谢尔曼法》，使得一些托拉斯组织被迫改组。美

国著名的标准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就是１９００年成立的。

（３）企业制度不断趋于完善。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及企业史

家钱德勒（Ｄ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在其著名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

管理革命》一书中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成长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

把握：一是企业规模的扩张过程，二是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

过程。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张，股东越来越多，业务日益复杂

化，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亲自担任最高经理人员，中下层经理人

员才由高薪雇员担任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对企业的要求，

在企业大规模从事多元化经营时，企业的经营管理只能由专业经

营人员来负责。于是，公司制企业就从旧的“企业主企业”演化为

现代的“经理人员企业”。在过去的企业主企业和家族企业中，企

业主本人与其家族成员或亲密伙伴在企业的高层管理中居于支配

地位，但如果这些人本身并未受过专业训练，没有良好的经营手

段，就不能在高层管理中发挥作用，并且有可能导致经营失败。这

就意味着真正决定他们在高层管理中地位的已不再是他们所掌握

的股份，而是他们自己的管理能力。这就导致了家族资本主义的

衰落和专业经理人员作用的增强，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

———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４）企业法律制度的规范与完善。在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发展

的过程中，法律规范始终相伴着。如１８４４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股

份公司法》；又于１８５６年制定了第一部有限责任的公司法；１８６２
年，英国又颁布了新的公司法。后来，又发展到严格的准则主义，

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格规定公司的组织与会计，强化监

督；二是严格公示主义原则，以促进公司制度的健全，维护商品交

换的秩序。

２现代企业制度的成熟阶段及其特点

二战后，以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为中心的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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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取

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并推动其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也进

一步促使企业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主

要有：

（１）企业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剧。二战后，企业的垄断化趋势不

断加强，垄断大公司在国民经济及各行各业中处于绝对的控制地

位。以美国为例，１９２９年，美国最大的２００家非金融公司的资产

都超过９０００万美元，其资产总额约达８１０亿美元，占全美所有公

司资产总额的４９％；１９７０年，美国最大的５００家工业公司占全国

工业产品销售额的６５％；１９７４年，美国最大的８００家公司赚取了

全国公司税后利润的７０％，资产总额达１８７０２亿美元，约占全国

公司资产的５０％。其中，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就占

全美汽车产量的９２％。同样，二战后，日本的技术、经济也飞速发

展，丰田、日产、东洋三大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占全日汽车市场的

７５％；德国的大众、阿佩尔、戴姆勒—奔驰三大汽车公司也占本国

汽车产量的７５％；而法国的雷诺、普吉奥—雪铁龙两大汽车公司

则几乎垄断了本国的汽车市场。

（２）股东具有分散性。现代企业资本的社会性也体现为股东

的分散性。大公司发行的股票往往分散在全国各地千万个投资者

手中，持股人不仅有自然人，还有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外国法人

和个人。据估计，从１９２０—１９２８年，美国持有公司股票的人数从

１２００万增加到了１８００万之多，很少有哪个公司的某一股东掌握

的股份超过股票发行总数的１％，任何个人很难依据股权控制公

司的运行。所以，公司的控制权往往垄断在公司的董事和经理手

中，个人股东完全凭借“用脚投票”获得利益。在１９８４年，美国的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ＩＢＭ）股东人数达７７万人，埃克森石油公司的

股东人数为８８７万人，而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东人数则高

达３２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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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企业经营的多角化与跨国化。二战后，欧、美、日等国的公

司力图向综合性、跨行业、跨地区的方向发展。例如，美国通用公

司生产的铁路机车占美国铁路机车总量的８５％，生产的柴油机引

擎占美国柴油机引擎的７５％，生产的电冰箱占美国电冰箱产量的

３０％，并且它目前仍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又如，美国国际

电话电报公司原来专营电信设备制造和电信服务，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兼并了５０多家公司后，成为一家以经营电信事业为主的混合

联合公司，其在工业公司的排名也由第３５位上升到了第９位。日

本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多角化经营的趋势也很明显，制造业中

有７４４％的企业实行多角化经营，在商业、服务业中也有５８７％
的企业实行多角化经营。企业实行多角化、跨国化经营，目的在于

扩大经营领域，谋求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分散经营风险。此外，

现代企业的经营发展还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

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现代企业在组织形式上进行了

改组和整合，实施集约化经营，企业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出

现了大型的跨国公司。

（４）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规范更为完善。为了保护公司的法

律地位，保障公司权利和义务的实现，西方国家现代企业制度的有

关法 律 规 范 更 加 完 善。美 国 法 学 家 伯 利（ＡＢｅｒｌｅ）和 米 恩 斯

（ＧＭｅａｎｓ）认为，经过长期的法律变迁过程，到１９世纪末，公司法

的设立已大体完成，这中间不仅有综合性的立法，而且有单行的法

规；不仅在一国形成了制度，而且具备了国际惯例的特征。公司立

法的完备，既是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发展的重要法律保证，也标志着

公司企业进入成熟阶段。

第三节 中国企业制度的演变

在回顾了西方国家主导企业制度的演进和变迁后，下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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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简要回顾一下我国企业制度的漫长发展历程及其各时期的主要

特点。

随着历史的推移，我们试图将我国企业制度的起源和演进划

分为三个阶段，即鸦片战争前的早期演变、鸦片战争后到新中国成

立前的近代发展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成长。

一、中国早期企业制度

我国企业制度的前期发展并不逊色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

国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私有财产制，并且受到国家

立法的保护。由于社会分工的优越性，中国早期的生产技术发展

迅速。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１０００多年，主要的传

统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技术）在中国的出现也比欧洲早

８００—１０００年。由社会分工及私有财产控制所带来的活跃经济，

是中国２０００多年来经济体制未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殷商时

期，不仅有个别氏族进行专业生产，国内贸易也已经盛行，殷人因

而得名，意为善于经商的氏族。这表明当时已有业主企业的最原

始、最简单的形式。到了周朝，专业氏族被网罗在政府之下，转化

为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也有，但为数不多。到了战国时期，私

营手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西周末年已有势力雄厚的大

商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生产规模大、使用工人多的大型

矿业。这种早期的采矿业采取了合股经营的方式，在以后的封建

王朝中，均有存在。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

策，致使中国后来的商品经济极为落后，因此，与商品经济发展密

切相关的企业组织难以发展，早期的业主制、合伙制企业无法演变

成现代公司组织。直至西欧列强入侵后，方由列强在中国开办公

司，从而使公司组织纳入中国经济活动之中。因此，可以认为，中

国企业的发展有源无流，公司组织的产生具有殖民性和外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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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近代企业制度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开始大

量侵入，并在中国建立了第一批现代公司，它们涉及航运业、金融

业、工矿业、房地产等行业，如１８６３年成立于香港的黄埔船坞公

司、１８５７年开设的英国麦加利银行。

与此同时，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和民族工商业者也纷纷创办模

仿西方的这种公司形式的企业，如１８６６年杨家濂创办的天津自来

水公司、１８８９年由钟显溪创办的广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等。据

统计，自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１１年，中国共创办公司３６０家。

之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也利用官僚资本投资兴建了一批

公司，但由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

极大的限制，同时，军阀专制统治，也不可能建立起公司生存与发

展的法律保障制度。因此，旧中国的近代公司受到限制而发展缓

慢。

三、中国现代企业制度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环

境，为我国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１９５６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私营公司通过公私合营方式改

造为公营公司。国家按行业归口原则组建了一批工业公司，并通

过这些工业公司实行对企业集中管理。但就其本质而言，这些公

司是政府管理企业的一级行政组织，而不是工业企业，其本质仍是

行政性公司。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国加强了对工业的集中管理，从而使工业

实现了高速发展。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开展联合和发挥专业

化协作的优势，我国开始在工业、交通等行业试办托拉斯。１９６４
年，我国率先在中央各部试办了１２家全国性工业公司。之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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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也相继建立了一批地方性的工业托拉斯组织。这种托拉斯实际

上是一种行业性联合公司。“文革”期间，试办托拉斯的工作被予

以否定，几乎所有的这类公司都被停办，没有停办的则被改组为行

政性公司。

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了经济体制的

改革。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公司在我国再

度兴起。１９８０年７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

定》，提出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允许打破行业、地区以及所有制和隶

属关系的界限，组织联合体，从而为综合性公司的建立奠定基础。

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心向城市转移，公司也有了迅猛的发

展，并出现了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等公司组织形式。１９９３年１２
月，我国通过了第一部《公司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公司的地位，这

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企业制度重建阶段。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共十四

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

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

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至

此，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艰巨复杂的

企业制度创新阶段。

第四节 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容

根据前一章的阐述，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制度应该是指在世界

范围内为人们所共识的，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符合国际惯

例的现代公司制度。具体地说，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指在现代

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规范和完善的法人制度为主体，以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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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以两权分离、有限责任和股权可转

让为基本特征的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由行为准则各

异、各种企业组织形式构成的网络或体系，其重心就是公司制度，

即企业法人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归纳起来，其基本内容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现代企业法人制度

《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力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力并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企

业不是自然人，它本来在法律上无所谓权、责、利而言，但为了使企

业能够在法律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我们在法律上就假定企业

是一个非自然人的“人”，并赋予它特定的法律地位。这种被赋予

了法律地位，依照法定程序组成，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场所和名称，

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或独自经营管理的财产，从事商品生产经营，以

资本盈利的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就是企业法人。

明确了企业法人的含义，我们进一步来考察企业法人的法律

特征。其特征主要有：

（１）企业法人是依法设立的，因此，企业法人都拥有自己的名

称、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经营场所。

（２）企业法人必须拥有自己能够独立支配的财产，能够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独立的财产是企业法人自身存在和进行生产经营活

动的物质基础，是取得法人主体资格、享受经济权利、承担经济义

务的前提条件。企业以其全部的财产（独立的法人财产）为限承担

民事责任和财产责任，而不涉及投资者的其他财产。这就意味着：

一方面，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而出资者、债权人对企业的资产有终极所有权，即他们只能凭

借所拥有的资产份额享有资金价值形态的所有权和资产收益权，

而无权控制已投入企业运营的资产；另一方面，企业法人财产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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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的财产是分离的，即投资人仅以投入企业的资金为限，对企

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３）企业法人的行为具有自主性。由于企业法人拥有独立的

财产权，所以，它对生产经营有完全的自主权，可以自由支配财产，

并分配由这些财产所获得的收益，而作为独立的“人”，它又可以拒

绝来自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指令，其整个过程

呈现出高度的独立自主性。

（４）企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力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格化

的社会经济组织。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企业法人享有法定的民

事权利，并能够承担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财产的风险责任和亏损

责任，能够实行自负盈亏。

现代企业法人制度把原来的自然人产权制度转变为法人产权

制度，明确了企业法人主体的地位，明晰了产权关系，比较恰当地

解决了出资者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从而为公司企业的

顺利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科学的管理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所谓“科

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就是要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完善企业的用

工制度、工资制度 、机构设置和财务会计制度等，并按照市场经济

发展的需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有效地进行管理，创造最佳

经济效益，以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谋求企业的长期发

展。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现代企业的用工制度。现代公司企业依法享有用工的自

主权，劳动者依法享有择业自主权，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在

双方平等自愿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来实现的，

并以合同作为保障双方合法权益的依据。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

流动的就业机制，以保证现代企业用工制度的真正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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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现代企业的工资制度。由于企业法人主体地位确立后，企

业的产权关系是明晰的，所以，现代企业依法享有工资分配的自主

权，国家只能通过立法进行指导和宏观调控。在此条件下，企业经

营者收入应以企业的经营状况、经营者市场的供求状况、企业资产

的保值增值等为依据，企业职工的收入则应以企业的经营状况、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职工的劳动技能和

实际的劳动贡献为依据，实现规范化管理。

（３）现代企业的机构设置。现代企业的机构设置应本着“精简

高效、统一指挥、责权明确、权责对等”的原则，然后从科学合理、有

效运行的角度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自主设计。可以根据企业的

规模、生产的特点等分别设置不同的组织结构，其根本目的在于企

业能够高效率地运行，以达到企业的战略目标。

（４）现代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必须有

与之相适应的规范的现代财务会计制度，因为规范的、符合国际惯

例的财会制度是企业投资者、经营者、生产者权益的保证。企业是

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而企业盈利的衡量、经营状况的评价，

关键在于会计资料的准确性及财务分析评价的客观性、合理性，否

则就难以评判企业经营的优劣，企业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就会受

到影响，企业的维持就会产生困难。这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

业所不应出现的问题。

（三）现代企业组织制度

现代企业组织制度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具体包括

组织形式、领导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三个部分。现代企业在市场

经济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组织制度，最明显的特征是

形成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组成的，相互独立、权

责分明、相互制衡的组织结构，即法人治理结构。这种组织结构明

确划分了各个利益主体的权利、责任、利益，形成相互制约、制衡的

关系，以利于企业高效、灵活地运作，既保证了经营者的经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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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又不至于失去投资者对经营者的控制。现代企业组织制度的

具体结构可参见图２－１。

注：“ →”表示垂直领导关系。

“ →”表示监督关系。

图２－１现代企业组织制度的具体结构

从图２－１中可以看出，现代企业组织制度主要由四个部分组

成，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由此，形成了决策机

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三大机构。

二、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

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的概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在我国理论界，存在以下一些代

表性的观点：（１）杨启先的五特征观点。他认为，现代企业制度的

特征可以概括为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及社会

责任感强。（２）孙效良的四特征观点。他认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特

征可以概括为企业的法人地位、股东的有限责任、董事的信托责

任、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３）施佑生的三特征观点。他认为，现

代企业制度应当体现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企业法人财产制度；

二是企业财产信托经营制度；三是科学的管理制度、监督制度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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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制度，以及企业经营的有限责任制度。（４）吴敬琏的两特征观

点。他认为，现代公司制度有两大特征：①公司是一个法人团体，

具有法人地位；②公司是由一个法人治理结构来统治和管理的。

（５）赵林如的两特征观点。他认为，与传统企业制度相比，现代企

业制度突出的特征在于：①公司是法人，拥有法人地位和法人财

产，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②公司承担有限责

任，出资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则以法人财产

为限承担有限责任。（６）宋养琰的一特征观点。他认为，现代企业

制度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企业的法人制度，其核心是企业的法人财

产制度。

上述观点视角各异，互相兼容，又各具特色。从现代企业理论

出发，我们可以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度，其典型形式就是公司制企业，包

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实行公司制的首要问题就是

明晰产权关系。企业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属于企业所有者即投资者

（股东），企业作为法人实体，拥有全部的法人财产权，有权支配、使

用、收益和分配企业资产，并享有民事权利，有能力承担民事责任。

同时，实行公司制还必须使投资人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

投资人只能以股东的身份享受股权的收益，而无权对自己投入企

业的资产进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只能运用股东的“手投票”或“脚

投票”机制对企业的经营行为施加影响。

２现代企业制度的有限责任特征

在公司制企业中，企业所有者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同时也承担

相应的责任。所有者的权益主要有资产受益权和重大经营决策

权。在享受权益的同时，公司的出资人也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公司

破产清算或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要以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为

限承担公司债务亏损的有限责任；同样，公司也仅以其全部法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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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限，对公司债务和亏损承担有限责任。

３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制度特征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也

不断走向成熟。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到今天，其管理制度方面的特

征主要有以下两点：（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既要体现符合市场经济

体制运行的要求，又要体现规范性，即符合国际惯例的合理的、规

范的企业组织制度，具体包括企业的领导制度、组织结构、关系层

次等。（２）先进、科学的管理制度。通过管理制度的运作，形成有

效的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有机地调节企业内部各方面

的关系。

４现代企业制度的保值增值特征

公司制企业以其全部的法人财产依法经营，独立自主，自负盈

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保值和增值的责任。公司制企业的经

营目标或财务目标就是企业财富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即在保证

企业各个利益主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经营，使企业的总体效

益不断增加，企业资产不断增值。这是由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关

系决定的，也是市场经济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

这样，企业才能经久不衰，永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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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业产权制度

企业组织形式从根本上来讲，是一定产权关系的反映。现代

企业就其内在关系来看，实际上就是一定产权安排的结果。因此，

企业的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中最基础和核心的制度。要真正认识

现代企业，就必须深入其内在关系———对决定企业组织形式的产

权关系进行剖析，从其根本制度上揭示企业内部深层次的联系。

本章我们将从介绍产权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入手，阐述产权理论

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为分析基础，说明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制度安

排，进一步分析现代企业所特有的三重产权权能；最后将以中国国

有企业的改革为背景，探析如何按照现代市场制度的规范实现国

有产权的重新配置。

第一节 产权理论

一、产权的内涵

产权（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是财产权的简称，它是指权利人在法

定的范围内直接支配一定的财产，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产权

是以财产为基础的多项权能的集合。也就是说，产权是一组权利

束。这已是产权经济学家的共识。Ｈ德姆塞茨（ＨＤｅｍｓｅｔｚ）在

其《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指出：“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

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一个所有者期望共同体能阻止其

他人对他以行动的干扰，假定在他的权利的界定中这些行动是不

受禁止的。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德姆塞



茨的这一定义把产权与外部性问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ＥＧ菲吕博腾（Ｆｕｒｕｂｏｔｎ）和Ｓ配杰威乔（Ｐｅｊｏｖｉｃｈ）对产权

的定义是：“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

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

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对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

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因此，对

共同体中通行的产权制度可以描述为，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

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在产权经济学家看来，商品交换实际上是产权的交换，当一种

交易在市场中议定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权利束常附着在

一种有形的物品或服务上，但是，正是权利的价值决定了所交换的

物品的价值。对于“权利束”，产权经济学家并没有给予一个明确

的定义。权利束是一个总量概念，即产权是由许多权利构成的，如

产权的排他性、可让渡性、可分割性等；权利束也是一个结构概念，

即不同权利束的排列组合决定产权的性质及其结构。

权利束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是产权理论的一个基本论点。产

权经济学家认为，在其他情况不变时，任何物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

于交易中所包含的产权束。产权理论把“产权”引入生产与交换活

动分析中，无疑是对经济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在产权经济学家看

来，一般的财产关系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产权

安排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产出的构成和收入的分配等。

二、产权的构成与属性

（一）产权的构成

在产权理论中，产权的范围很广，它比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要

宽。另外，产权也包括各种社会准则。一般而言，完备的产权通常

由以下三方面构成：

（１）使用权。即所有者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它是指所有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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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所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包括改变

甚至销毁这份资产的权利。

（２）受益权。它是指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可以享受从事物

中所获得的各种利益，如从资产中取得收入及与其他人订立契约

的权利。

（３）让渡权。它是指通过出租将受益权或所有权出售给他人

的权利。

（二）产权的属性

产权的属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产权的排他性、产权

的可分离性、产权的可分割性和产权的不完备性。

产权的排他性是指某一交易主体在行使对某一特定资源的一

组权利时，排斥了任何其他交易主体对同一资源行使相同的权利。

对于私有产权的排他性，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产权主体是一个

团体或国家，此时，产权的排他性仍然存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共有产权排除了共同体内部任何个人垄断特定的权利；二是共有

产权排斥共同体以外的成员行使对共同体资源的权利。

产权的排他性是由对稀缺资源使用上的竞争引起的。

产权的可分离性是指对特定财产的各项产权可以分属于不同

主体的性质。阿尔钦（ＡＡＡｌｃｈａｉｎ）曾这样描述过土地产权被分

割的情况：“⋯⋯我通过这个例子指出，在同一时间有几个人分别

拥有使用土地的一部分权利。Ａ可能拥有种小麦的权利，Ｂ的权

利是穿行，Ｃ的权利是倾倒垃圾，Ｄ的权利是驾车飞驰，而Ｅ的权

利是拥有是否允许邻里使用工具时发生震动。每一种权利都是可

以转让的。总之，按各种用途分开的土地私有产权归不同的人所

有。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两权分离是产权可分离的最典型的表现。”

产权的可分割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权的可分离性，这是

产权在第一个层次上的可分割表现，即产权束中的某一项权利从

整个产权中被分割出来；二是分离后的任一权利还可以进一步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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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如股份公司普通股“一股一票一权”的特征，就是产权束中的各

种权利在分离后进一步分割的结果。

产权的不完备性意味着产权是“残缺”的。产权作为社会工

具，最终是通过法律、习俗和道德得以表达的，这就意味着产权中

的任何权利都是受到限制的。事实上，对个人权力无限制的制度

就是无权力的制度。由此可见，政府管制是导致产权残缺的一个

直接原因。

三、科斯定理及其意义

１９３７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

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６０年，科斯又发表了《社会成本

问题》，从而把产权正式纳入了经济学研究的体系。１９６６年，施蒂

格勒（ＪＳｔｉｇｌｅｒ）在《价格理论》一书中，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

中表述的思想概括为“科斯定理”，后来又有人将其概括为“科斯第

一定理”和“科斯第二定理”。科斯定理由此成为产权理论的一个

重要基础。

（一）科斯第一定理

著名的科斯第一定理表述如下：只要法定权利可以自由交换，

且交易成本等于零，那么法定权利的最初配置状态对于资源配置

效率而言就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

产权不论如何界定，通过市场交易所达到的资源配置都是有效率

的。

科斯在１９６０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

名的论点，即无论哪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资源的有效配置。科

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牧场主和一个农场主是邻居，牧场主的

牛经常闯入农场主的田地并践踏庄稼，如果这片土地的产权没有

界定（比如说公共地产），那么损害庄稼就是一种外部成本。现在，

假定农场主拥有种庄稼的土地的产权，那么牧场主必须为他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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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犯的过失而向农场主支付赔偿，否则农场主可与他对簿公堂。

现在，践踏庄稼就成为牧场主的内部成本，他会因此而管教他的

牛，尽可能减少牛损害庄稼事件的发生，进而减少因损害庄稼而支

付给农场主的赔偿费。科斯还认为，即使牧场主拥有让他的牛践

踏庄稼的权力（因为他拥有这片土地的产权），一个资源最佳配置

的结局也同样能产生。因为，在这种产权界定下，农场主将愿意

“贿赂”牧场主，通过向后者支付一定的补偿让他不要放牛出来毁

坏自己的庄稼。这样，农场主的利润也就多一点了，资源配置的经

济效率也得以优化。

如果只是考虑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将产权赋予交易的任何

一方都没有差异，只要产权是明晰界定并受到法律有效保护，双方

之间的谈判和交易会带来资源的最有效利用，这就是科斯第一定

理。

（二）科斯第二定理

科斯第二定理是建立在第一定理的基础之上的。在《社会成

本问题》中，科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交易成本为正值的情况下，

不同权利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效率。

科斯指出，交易成本为零是一种很不现实的假定，市场交易成

本的存在会使一些本来可以在零交易成本条件下发生的交易中

止，而一些管制政策和责任规则也有同样的作用；产权只有满足以

下条件才会发生调整：产权调整后得到的利益大于产权调整的成

本。产权的制度安排有多种形式：（１）企业是替代市场节省交易成

本的一种形式，在企业内部，由于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生产

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但是，当许多不同的活动集

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内部交易的组织成本就会上升到足以

使组织失败的程度，因此，企业并不是产权制度安排中的唯一形

式。（２）政府管制是可供选择的另一种产权安排方式，其特点是：

政府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应如何使用，政府作为权威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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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节省很多交易成本；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也需花费行政成本。

（３）第三种产权制度的安排就是采用市场机制，当交易各方认为市

场交易成本可以承受时，市场便是一种有效的产权安排。

（三）科斯定理的意义

科斯定理的一般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产权制度安排、交易成本

高低与资源配置的效率之间的关系。从科斯定理中，我们可以推

论出：不同的产权安排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根据交易成本的大

小来选择特定的产权安排。产权制度的含义是广泛的，既包括契

约、规则，也包括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从企业的契约性质这一微

观层次上来看，不同的契约形式实际上就是不同的权利安排，因

此，产权制度的选择标准就是使交易成本达到最低，它也是一种组

织形式得以存在的选择标准。

四、产权的功能

（一）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

在产权经济学家看来，权利无非是一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确

定规章制度，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从而改善资源配置和福利分

配，促进经济增长。

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产权能帮

助一个人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

法律、习俗和道德得以体现。

在交易活动中，产权在界定一个所有者权利的同时也界定了

他的义务。当 Ａ 与 Ｂ发生交易时，Ａ 不仅能够预期“我能做什

么”，而且使Ｂ也能预期“他该做什么”，对于Ｂ来说也是这样。当

交易在社会习俗的基础上运行时，Ａ对Ｂ的预期以及Ｂ对Ａ的预

期是完全一致的。当机会主义倾向或不确定性等其他一些因素导

致交易双方对彼此的预期不一致时，通过一定法律形式所保护的

契约就会出现，而企业则可以被看作是通常意义上的契约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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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殊形态。

（二）产权是引导人们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机制

外部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活动

中，行为人对第三方行为人产生了成本或收益的影响，而这种影响

并未在经济活动中反映出来。之所以称其为“外部”，是因为经济

活动之外的人也受到了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外部经济），

也可能是负面的（外部成本）。

外部性内部化是指个体行为的后果、收益或成本将由产生这

一行为的个体来承担。

在产权理论中，外部性之所以存在，通常认为是由于产权在交

易主体之间界定不清楚或禁止交易主体之间的谈判所致。如工厂

在生产中造成空气和水源污染，使附近居民的利益受到威胁，这就

是所谓的生产的外部性。附近的居民若要补偿所承受的损失，首

先须在内部经过谈判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再与这家排放污染的工

厂进行谈判，索求赔偿。问题在于内部谈判时，人人都具有“搭便

车”的动机，即一方的努力会使不努力的一方带来利益（工厂赔

付），结果人人都不愿付出较多的努力，要求赔偿也就无从实现。

这种“搭便车”的动机是由内部谈判过程中的外部性引起的。在这

里，外部性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交易主体的活动空间界定模糊或

报酬计量上的成本太高。在本例中，工厂之所以污染了空气和水

源，是由于空气和水源的产权范围界定不清而导致的；居民之间的

联合索赔之所以难以实现，是由于个人在争取索赔过程中的努力

无法计量造成的。

事实上，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就是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

业制度从业主制、合伙制向有限责任制和股份有限公司制的演变。

禁止谈判是外部生产的又一个原因，如奴隶制，如果允许谈

判，奴隶可以用钱购买不给奴隶主干活的权利而成为自由民，也就

能摆脱奴隶主的决策或行为对自己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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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制度产生激励的动力表现为外部性内部化的收益大于成

本时，内部化就会产生。

以上我们对产权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即产权的内涵、产权的

构成、产权的属性、科斯定理及产权的社会功能等做了简要介绍。

概括而言，产权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交易是一组

权利束的交换；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基础，产权制度决定了组织

类型和形式，也决定了经济效率的高低；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特别

是技术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后者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

基本原因；私有产权与政府干预都是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选择的

标准取决于能否使交易成本达到最低；通过产权交易，一个私有产

权制度会产生出合作效率极高的组织。所以，私有产权的明确界

定为有效地寻找最优体制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产权的界定及产权制度

一、产权的界定

产权的界定就是把产权的权能界定给特定的行为主体。这是

对产权关系的选择和确定。那么，为什么要界定产权呢？由前述

的分析我们得知：产权与交易成本及资源配置的效率密切相关，通

过产权的明确界定及其交换，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达到资源配置

的最佳效率。因此，产权的界定对于经济的高效运行意义重大。

在经济活动中，产权的界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法

律机制，即通过法律予以明确界定；二是私下商定与交易，即按有

效的程序作出安排。依据不同的产权在排他性和可让渡性上的区

别，界定后的产权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１私有产权

私有产权就是将财产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收入的享用权界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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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主体，使其享有完整的产权。值得注意的是，私有产权并不

意味着与财产有关的权利都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它可以由两个或

多个人拥有。对于同一种财产，不同的人可以拥有不同的权利，只

要每个人拥有互不重合的不同的权利，多个人同时对某种财产行

使的权利仍是私有产权，因为私有产权的关键在于所有权利的行

使的决策完全是私自做出的。

２共有产权

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内的每个成员都行使同样的权利，或者

是说，这种产权是共同体成员共同享有的。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

相比，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共有产权在个人之间是完全不可分的，即

是完全重合的，共有产权在共同体内部不具有排他性。

３准私有产权或准共有产权

准私有产权或准共有产权是介于完全私有产权和完全共有产

权之间的一种所有制关系。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在产权转让时，

私有产权强调的是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的竞争，而准私有产权或

准共有产权取决于支付能力和个人特性的竞争，完全共有产权则

取决于个人特性的竞争。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产权的界定就是要使产权关系得到

明晰化，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要使产权关系明晰化，必须

从以下四方面着手：（１）产权性质的界定，即明确规定不同性质产

权的内在联系。（２）产权主体的界定，即明确拥有财产的法定主

体。（３）产权客体的界定，即明确产权主体拥有的财产的内容、形

式、数量等。（４）产权实现方式的界定。产权的实现方式是指财产

通过怎样的过程为法定主体所拥有。这就需要通过产权的不同制

度安排来落实。有关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其制度安排的内容，下

一节将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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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指对基于财产关系的各项产权权能按一定方式进

行的组合、分割、调节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具体表现为对财

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产权主体的地

位、行为权利、责任、相互关系加以规范的法定规则。产权制度是

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产权制

度处于最核心、最基础的位置，它支配和制约着经济运行机制、经

济组织、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

但是，产权制度并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

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产权制度是在人口增长压力、资源稀

缺、技术条件改变、经济规模扩展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它的出

现可促使人们以有规范的合作交易的方式而不是以暴力对抗等方

式来解决争夺和利用资源的矛盾，从而减少交易费用，提高资源的

利用效率。

产权制度就是通过法定形式制定出与财产相关的经济行为规

范，使行为主体的产权得到明确界定，主要包括一主体或其他主体

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在产权制度下，每个主体都必须遵守与其他

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否则，就必须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

这样，主体在利用资源或财产追求最佳效用时，不得不对其行为结

果的成本———收益进行合理预期，使得未在价格上反映出的外部

性问题，也被纳入因财产关系制度的约束而考虑的范围之内。因

此，可以说，有效的产权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

效应内部化的制度安排。产权界定的权利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

看其能否为在它支配下的主体提供将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刺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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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企业产权结构与制度

一、企业产权结构

企业产权结构是指企业组织内与财产相关的各种权利的联系

方式，它是为发挥企业配置资源的比较优势而进行的权利安排。

一旦这种安排通过规范化的法定规则确立起来，即形成企业产权

制度。也就是说，企业产权制度内存着对企业组织的产权进行安

排的权利结构。

如前所述，在企业内部，资源所有者基于一定的契约关系通过

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组织起来，实际上就是要形成权利约束和组织

动力，以节省市场交易费用。然而，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因协作和

技术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性，各种投入要素所有者的活动和行为，

不仅影响到整个组织群体中其他人的工作，而且也很难从其产出

品中观察到每种投入要素的贡献，因此，存在着计量不同要素投入

者的努力程度和计算其报酬的困难。如果报酬的差别不能反映各

项投入边际生产率的差别，那么，因人们的“机会主义”的动机，群

体成员中就会产生“搭便车”的“偷懒”行为，由此带来“道德风险”

问题。由此可见，道德风险的出现完全可能由于纯粹技术原因（要

素合作的不可分辨性）而造成。而不克服偷懒和搭便车这类道德

风险，通过企业组织降低交易费用，充分发挥企业配置资源的效率

潜力就难以实现。

那么，如何解决企业组织的计量问题和激励成员的工作效率

呢？德姆塞茨和阿尔钦的解决方案是：从制度上将企业的产权结

构化，形成一种可监督的结构，尤其是使某些人的职能专业化，即

专门从事监督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工作绩效。因而企业的产权结构

就是为了克服企业内部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在协作生产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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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懒和搭便车动机，以节省交易费用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

要使产权结构能够克服组织成员的偷懒和其他道德风险问

题，就必须设计一种监督机构，由组织群体中分离出来的一些人来

充当监督人，观察和监督组织成员的努力。研究表明，有效的监督

来自企业内部财产权力的结构变动。通常的做法是，赋予监督人

一种权利或地位，使其享有剩余索取权（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ｃｌａｉｍａｎｔｒｉｇｈｔｓ）。

“剩余”从理论上来说，是财产经营所获收益扣除必要开支后的剩

下部分，享用者必然与财产所有者密切相关。而剩余索取权是指

对于企业收益用来支付各项生产要素的报酬和投入品价格之后的

剩余收入的索取权。组织群体中的成员得到工资形式的报酬，而

监督人得到扣除工资之后的剩余收入。组织群体成员越努力，监

督人的剩余收入就越多，从而监督的动机也就越强。这就从根本

上解决了组织群体生产过程中的偷懒和道德风险问题。这种企业

内部的权利安排实质上造就了企业产权的结构化。

下面，我们来简要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关系。

（一）“业主制企业”的产权结构

“业主制企业”的产权结构安排如下：第一，企业财产的所有者

变成索取剩余的监督人；第二，其他要素所有者以契约的形式受雇

于企业所有者并受后者监督；第三，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企业所有者

决定资源的使用并对生产拥有资源决策权；第四，享有剩余索取权

的企业所有者同时拥有监督其他要素所有者的权利以及使用资源

的生产决策权。从财产权利的联系方式看，这是单一性的产权结

构，也就是全部产权包括剩余索取权、监督权以及经营决策权都掌

握在单个企业主手中。这种产权结构因其高度的集权而使其仅仅

适用于独资经营的小企业。

（二）“合伙制企业”的产权结构

从企业产权结构的发展沿革来看，单一性的产权结构并非唯

一有效的产权安排，与之并存的还有“合伙制”的产权结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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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伙制企业”的产权结构在本质上与“业主制企业”的产权结

构并无显著差异，只是实现了单一性产权结构中业主拥有的一揽

子产权在合伙人之间的分享，即实现了由一个人拥有完整产权到

由多个所有者共同拥有所有权的转化。因此，企业产权结构只是

形式上出现了分散化，而其内容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股份制企业”的产权结构

作为现代企业主要形式的股份制企业，其产权结构与业主制

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相比，由于产权的权能出现了分化，不同的主体

拥有不同的权能各司其职，从而导致了产权结构的内在联系的深

刻变化，实现了企业制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股份

制企业的产权结构已不再具有单一持有者的私人性，是典型的“集

体产权结构”。这表现在，分散在成千上万个股票持有者（即所有

者）那里的产权现在通过民主程序，以股东代表大会的方式来行

使、履行和保障；企业有关资源配置方面的决策是集体做出的，而

不再由单个人决定。如果某个股东的利益或意见不被集体的股东

代表大会这种“委员会”加以体现，他可以转让或出售他的股权，但

对集体的利益不构成大的影响。第二，产权结构中的“剩余索取

权”与“监督权”相分离。分离的结果是，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拥有

“剩余索取权”，而企业的监督权或控制权则由其他人来执行。这

样，使完整产权的权能分解到企业组织中的不同主体身上。产权

结构的这一分离使分散的剩余索取权对大规模的其他要素所有者

的协调和监督成为可能，这催生了职业经理阶层，使监督权以及后

来的经营权由支薪的职业经理来行使。自然，因剩余索取权与监

督权的分离，又出现了职业经理的监督动机。股份企业之所以设

计出这种权能分离的集体产权结构，是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的：一

是保持产权结构的监督机制，克服组织群体生产过程中要素所有

者的偷懒动机和道德风险；二是建立产权结构的协调机制，克服单

一持有者产权结构带有的生存和发展的缺陷，使大规模生产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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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并使大规模生产的效益得以发挥。所以，权能分离的产权结

构的出现，在企业发展史上是具有“革命性”的重大事件。

二、企业的三重产权制度

企业的产权制度，是对企业产权所包含的诸项权能依一定方

式进行的制度安排。企业产权是以企业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使用

权、受益权和转让权等权能的集合。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因产权结

构中权利关系的调整，使产权自身发生了分离。依据产权自身的

分离程度，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产权制度模式，也可称之为三重产权

制度模式。

（一）一重产权制度

一重产权制度是指企业产权没有发生分离，企业所有权与经

营权统一于所有者手中的一种产权制度模式。这一产权制度就是

对单一持有者的产权结构所作的制度安排。它主要存在于企业主

企业或自然人企业中，其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掌握在企业财产所

有者或企业主的手中，企业主既拥有企业也经营企业。也就是说，

企业主拥有全部的产权，包括剩余索取权、监督权和经营决策权。

这种产权制度的产权是统一明确的，使企业构成了完全独立的经

济实体。但是，这种产权制度下的企业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两大

问题：一是企业主拥有的私人财产是很有限的，企业规模的扩展受

到一重产权制度的约束；二是因企业的所有产权权能集于企业主

一身，由于个人能力的有限性使其发展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二）二重产权制度

二重产权制度是指企业的产权出现二重性，即企业所有权与

经营权出现分离的产权制度模式。这种产权制度是对“两权分离”

的产权结构所作的制度安排。二重产权制度主要存在于代理经营

或经理制的企业中。在这种企业中，财产所有者通过代理方式委

托一些有专门经营能力的人代他经营企业的业务。这些企业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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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仍归企业主所有，而经营权则由支薪的专业经理支配。在企

业内部，产权出现分离，企业主与经理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但从企业整体看，由于企业既有所有权，又有经营权，因此，在市场

经济活动中就可以保持完全的独立性。经理制因专门的经理人员

参与经营管理，使企业的经营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克服了企业主经

营能力的局限性，但企业的发展仍受到企业主财产的限制，经营规

模不可能很大。

（三）三重产权制度

三重产权制度是指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产生分离的同时，

企业所有权自身也出现分离，从而使企业产权具有了三重性的一

种产权制度模式。三重产权制度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公司制的法人

企业之中。

在公司制的法人企业中，企业的产权是一种三重结构：股东们

分散地掌握着企业的最终所有权，董事会代表股东并受股东大会

的委托整体地掌握着企业的法人所有权，经理人员具体地掌握着

企业的内部经营权。公司法人企业的产权分离是以公司法人为中

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次分离：第一次分离是具有法律意义的

发生在出资人与公司法人之间的分离，从产权关系来看，即最终所

有权与法人所有权的分离；第二次分离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发生在

企业法人内部的产权权能的分离，即法人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

分离。通过这两次分离，我们看到以法人财产为中介，形成了最终

所有权、法人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因此，公司制的法人企业实际

上实行的是一种三权分离的企业产权模式，这种三权分离的企业

产权模式是一种现代企业产权制度。

三重产权制度具有两大特点：

（１）企业的所有权出现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最终所有权，

另一个层次是法人所有权。三重产权制度是在企业产权关系及其

企业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不断演变过程中产生的。生产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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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打破个别所有者的产权界限，以扩大企业的规

模。于是，出现了企业财产投资主体的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发展，从

而众多的出资者以入股的方式组成法人企业。在这种法人企业

中，一方面，企业在股份上存在一个归谁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企

业在整体上也存在归谁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种法人企业

中，财产所有权形成了两个层次。从企业股份这一层次看，各个股

东对企业财产拥有一定的所有权，但个别股东只能拥有个别的股

份所有权，这是一种最终所有权，凭此，股东拥有剩余索取权，可以

获得以股息和红利表现的剩余收入，同时获得参加股东大会的权

利和投票权。但是，这种所有权是在集体产权结构中的权利安排，

股东个人没有权利凭此来支配企业的全部财产，因此，这种所有权

是一种不完全的所有权。而且按照规定，归股东最终所有的财产

是不能随意撤回的，这就保证了企业的财产始终处于完整状态。

从企业整体层次看，企业财产是归全体股东集体所有的，形成了一

种统一的企业所有者，即法人所有权，这是一种完整的所有权。但

这种所有权掌握在由股东投票选出的代表其利益的“委员会”———

董事会的手中。董事会代表全体股东对企业财产行使所有权。正

因为如此，从企业整体角度看，法人企业的产权关系是明晰的，企

业具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利益。

以上两个层次的所有权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最终所有

权是一种个别所有权，法人所有权是一种一般所有权，它们之间是

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具体讲，法人企业中，最终所有权是法人所有

权的基础，没有最终所有权，也就不会存在法人所有权；最终所有

权是一种终极所有权，它是分散地存在于企业财产独立运动之外

的一种所有权。而法人所有权是最终所有权的集中统一，它完整

地直接存在于企业的生产活动过程之中，是企业财产能够独立运

动的条件。

（２）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出现了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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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另一方面是法人所有权与企业经

营权的分离。在三重产权制度下，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存

在两个不同层次。在法人企业外部，股东所拥有的最终所有权与

法人企业内部的经营权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可以使企业避免不必

要的外部干预。从企业整体上讲，企业既有法人所有权，又有经营

权，企业拥有完整的产权这就使企业成为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成

为真正的产权完整的市场主体。同时，从法人企业内部看，法人所

有权与经营权又是互相分离的。董事会凭借其拥有的法人所有

权，对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对经理的经营活动进行监

督。经理的任务就是秉承董事会的旨意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

行统一指挥。法人企业内部的这种两权分离，既可以使企业灵活

经营，又可以利用权力制衡权力，防止经营失控。

总之，三重产权制度模式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司制企业

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使

企业既打破了自然人财产的限制，扩大了企业规模；又使企业保存

了自然人企业的独立性及产权完整性，在企业内部形成了自我约

束、自我发展的机制，推动了现代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第四节 三重产权权能分析

一、产权权能分离的涵义

如前所述，产权是对一定的财产排他性的支配权利，它包含有

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多项权能。而产权权能的分离

是指产权中所包含的诸项权能分属于不同的经济主体，或由不同

的经济主体分别享有。这种分离最基本的方式是所有权与其他几

项权能的分离，通常称之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三重产权

制度下，产权权能的分离具有特殊的涵义，它表现为最终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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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所有权和经营权三者相互分离。下面，我们来简要论述三重

产权制度下各项权能的涵义及其权限。

二、最终所有权

最终所有权，是指出资者（股东）对投入资本的终极所有权。

它是股东所有权的法律体现，这种最终所有权表现为股权，股票是

其载体。股权又称股东权，是出资者（股东）通过持有公司股份而

拥有的权利，它既不是物权，也不是债权。股东直接占有的不是营

运中的公司财产，而是股票，股东不能对公司实际财产进行支配，

因而它不是物权；股东一旦出资入股，就不能要求退股抽回股本，

因而也不是债权。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其主要权限包括：

（１）对股票或其他股份凭证的所有权。股东是股票或其他股

份凭证的所有者，对拥有的股票和其他股份凭证享有处置权。

（２）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这种参与权的内容较多，比

如，股东享有出席股东会议并对有关决议表决的权利；占公司全部

发行股份一定比例的股东有权请求或自行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权

利；对董事的违法行为提出诉讼的权利；等等。

（３）对公司的收益参与分配的权利。具体包括：获得股息和红

利的权利；在公司清算之后分得剩余财产的权利；在自己的利益难

以得到公司决议保障时，请求公司收买自己股票的权利；等等。

（４）其他权利。除以上权利之外，还包括优先购买本公司股票

的权利；记名股票更换为无记名股票或无记名股票改为记名股票

的权利；等等。

一般来说，作为拥有公司最终所有权的股东所享有的权能，通

过其持有公司的股份的股权表现出来，并且其权利的大小与其持

股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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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人所有权

法人所有权是指公司企业作为法人对企业财产享有的独占的

支配权，或称为公司企业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

法人所有权表现为公司法人作为所有者的所有权的经济行为，这

是从传统意义的所有权形式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所有权权能。由

此，企业法人以其财产进行独立经营，对财产风险承担责任，并以

法人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最终清偿责任。

相对于公司最终所有权表现为股权而言，公司法人所有权表

现为公司财产物权。所谓公司财产物权，是公司作为法人对其运

营的资产拥有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财产物权是对公司财产

的实际控制权，它是公司在取得法人资格的同时获得的一种派生

所有权。公司作为法人拥有公司财产物权，完全保证公司资产不

论是谁投资的，一旦形成公司的资产投入运营，其产权就归属公

司，而原来的出资者就与现实资产的运营脱离了关系。最终所有

权与法人所有权的分离，对公司企业的法人产权制度的建立具有

重大的意义。

四、企业经营权

企业经营权是指对企业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

权利。虽然它同法人所有权都是从一般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但

两者有着重要的区别，主要表现有：

（１）经营权和法人所有权两者的表述角度不同。企业的经营

权是相对于所有权而言的，而法人所有权是相对于最终所有权而

言的。此外，法人所有权还是相对于其他民事权利而言的，着重规

定的是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区别于其他民事主体与企业财产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

（２）经营权和法人所有权两者所包含的内容不完全一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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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权不包含收益权的内容，而法人所有权包含收益权的内容，即企

业作为法人，可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向外投资，依法获得投资

收益。另外，经营权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包含对财产的处置权，在特

定条件下，虽然包含有财产处置权，但在实际过程中却是非独立

的，而法人所有权则包含财产处置权。

（３）经营权的范围受法人所有权的制约。公司的法人所有权

主要集中于董事会，而经营权主要由经理人员来执行。由于法人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在企业内部的具有经济意义的分割，因

此，其界区不可能在法律上规定得十分明确。而且经理人员是受

董事会的委托进行代理经营，所以，其权利范围受董事会的控制和

制约。但是，对经营权的操作区间一旦给定，经理人员在其区间范

围内就具有独立的、自由的经营决策权。

第五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线：产权重置

一、国有产权配置及其与企业效率的相关性

（一）改革前的国有产权配置与企业效率

改革前我国的国有产权配置是政府集权型配置，这种配置的

典型特征是财产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合二为一，在实际行使时则以

行政权力代替财产权利，具体表现为：

１政府财产权的外溢与缺口

权利是一组法律范畴。在法律意义上，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称

的，享有权利必须承担义务。权利外溢和权利缺口是相对于与权

利人义务相对称的权利而言的。前者是指权利人超越与其义务相

对称的权利界区，从而享有一些本来不该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是指

权利人无法充分享有与其义务相对称的权利，或没有赋予与其义

务相对称的足够的权利，从而不能享有本该享有的一些权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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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外溢和缺口是人治社会法律不健全的一种必然现象。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

大同理想基础上的人治社会。“最高指示”（行政指令）可以代替法

律。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力使其对财产权利的行使

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渗进权力意志，即政府财产权高度表现为外

溢权利，政府可以随时以国有财产权主体的名义来行使权力。以

行政权力代替财产权利的结果是，政府财产权越出法定和合理的

界区，进而造成其他权利主体的权利不是丧失，就是不足，各主体

之间的权利关系总是处于动荡之中。

强调政府财产权的外溢并非意味着政府财产权没有缺口，突

出的缺口表现在政府的财产收益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改革开放

以前，企业不是财产主体，不承担经营风险，企业领导人是“风险逃

避者”。企业地位的升级也不是看其经济效益，而是看其完成的产

量、产值和达到的规模，这使企业存在一种盲目的数量扩张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产收益是无法实现最大化的。相反，由于企

业的“软预算约束”，还使一切无效经营和亏损都最终消失在“国家

所有”这个黑洞中，从而严重侵蚀了政府的财产收益。造成这种政

府财产制品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政府本身，即政府行政权力进入

经济生活，使经济生活丧失了活力。

政府财产权不论是外溢还是缺口，其实质上都是行政权对财

产权的“僭越”。用行政权行使财产权可以迅速调动全社会的资源

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不过，这一优点的实现有一个前提，即政府

的偏好与社会成员的偏好相一致及报酬与贡献相一致。就社会经

济的实际运行来分析，这个前提常常是不具备的，从而总是出现严

重的决策偏差。并且，由于存在着政治压力，这种严重的决策偏差

一般得不到迅速矫正。而与此同时，新的决策偏差又可能出现，社

会因此必须持续地负担集中决策错误的巨大损失。可见，财产权

的集中化和行政化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损失风险，它会显著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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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社会收益和经济增长率，是组织低效和资源利用低效的重

要根源之一。

２企业权利配置的非契约

在现代市场制度下，企业财产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都是平等

的市场主体，它们之间借助于权利契约发生关系，而契约是平等权

利人之间的自愿的权利交易关系。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在法律规范

下为企业运行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其对企业的影响仅是间接的，

不允许对企业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

改革前，企业财产权控制在政府手中，企业没有任何可独立支

配的财产和财产权，财产权是外在于企业的，企业不能享有内含于

财产权中的占有、支配、收益、处置等各项权能中的任何一项，从而

不可能与任何利益主体签订平等的契约关系。企业只是一个单纯

的生产执行单位，来执行政府的决策及设定的目标。由于政府是

一个行政机构，财产权集中于政府也必然使企业内部运行行政化。

这种行政化的企业有两大特征，即政企不分及责、权、利分离。而

这种政企不分、有责无权、有权无责的状况，往往形成经营管理上

的官僚主义，窒息企业的活力。

同时，由于企业与政府之间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企业便可以

通过与政府的讨价还价获得它所需要的一切，特别是财产占用，因

为企业行政级别和企业领导人职位高低与财产占有量呈正相关。

这样，在政府行政控制的“软预算约束”机制下，企业在获取这些

“权利”的同时，并没有承担与之相对称的义务，义务最终还是由国

家来承担，企业却可以得到晋升行政级别的好处。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集权制度下，企业产出几乎完全依赖于政

府的投入，或者说，依赖于企业的财产占用和劳动占用，而财产占

用和劳动占用的多寡又依赖于政府信息获知的可能性和企业与政

府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其使用效率则取决于政府管理和监督企业

的方式及企业的组织构造，这些显然要花费市场经济中没有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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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发生的成本付出和机会损失。也就是说，集权制度下的权利配

置存在高昂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要由企业来承担，从而导致了

企业效率的低下。

（二）改革以来的国有产权配置与企业效率

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８％的速度增长，

举世瞩目。然而，这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的贡献，国有经济虽然有所

好转，但总体态势趋于恶化。下面，我们试图从剖析改革以来国有

产权配置的变化入手，来分析国有企业效率持续递减的深层原因。

１两类政府的权利分化与交叉

改革使中国进入了“双轨”时期。政府中的革新者已经认识到

旧制度的效率不能普遍提高公众的福利水平。伴随着政府中革新

者的出现，政府对企业的调控权利发生了分化。作为国有财产所

有者代表的政府开始从“大一统的政府”（集社会经济行政管理和

国有财产所有者代表于一身）中分离出来，前者行使财产权利，后

者恢复其社会经济行政管理者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

政府调控企业权利的分化意味着行政权力的政府和行使财产

权利的政府开始出现不同的效用函数。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把

行使行政权力的政府称为政府Ⅰ，把行使财产权利的政府称为政

府Ⅱ。政府Ⅰ与企业构成一种权力结构，其效用函数是社会总福

利的最大化；政府Ⅱ与企业构成一种权利结构，其效用函数是国有

财产增值最大化。政府Ⅰ为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总是力图从

企业抽取更多的利益，这无疑是收缩企业收益权。但要收缩企业

收益权，企业的其他权利，特别是决策权也必须相应收缩。政府Ⅱ
为实现国有财产增值最大化，则必须赋予企业足够的自主权利，以

提高企业效率。然而，政府的这种分化并不能使企业达到最大效

率，这是因为，政府对企业调控权利的分化是相对的、不彻底的。

这时的变化仅在于作为国有财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Ⅱ已“独立化”

为一个专门的职能管理部门，就如同原来的职能管理部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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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企业财产所有者仍是政府，它在行使财产权利时就不可避免

地会“串借”行政权力。在这种权利（权力）配置格局下，试图建立

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界定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权责界限，其成

本是极其高昂的。实际上，当政府Ⅱ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行使财

产所有权职能时，其他政府部门的偏好不可避免地会进入它的效

用函数。就是说，政府Ⅱ的效用函数具有兼容其他政府部门偏好

的特性。这种兼容性势必导致国有财产权利行使中的经常性冲突

和权利“真空地带”的出现，为国有财产流失留下了很大空间。

２企业权利界区的不确定与非规范行为

“双轨”制度下的企业权利界区基本上取决于两类政府的博

弈。由于这种博弈经常变化，使得企业权利界区稳定性较差。与

此相对应，企业行为极不规范，它随政府博弈的变化而进行相机决

策。并且，企业行为在政府政策出台前后也有所不同。

第一，政策出台前的企业：无所适从。集权制度下长期形成的

“服从式”行为模式的惯性使企业在进入“双轨”制度后仍不敢或不

能自主行事，政府干预的继续存在更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心理。受

集权制度的影响，企业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只做政策允许的事，不

做政策没有规定的事，更不做政策不允许的事。因此，在政府政策

出台之前，业已习惯于循规蹈矩的企业，势必表现出手足无措，无

所适从，采取观望态度。

第二，政策出台后的企业：迎合政府偏好或“打边球”。企业迎

合政府偏好一般表现为企业严格按照政府政策行事。不过，由于

企业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可能出现偏差，使企业在表面上迎合政府

偏好下，实际上却可能部分偏离真正的政府偏好。为避免此种情

况的发生，保证自身安全，企业一般采取偏重于保守的政策选择。

而“打边球”是企业在不违反政策规定的前提下获得政策运用

收益的最大化。“打边球”可以理解为：只要不属于政策不允许的

范围，企业都可以涉足。由于它含有政策没有规定的部分，因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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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认为这是在“钻政策空子”。的确，“打边球”含有可能发生投机

等不正当行为之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企业的一种制度创

新行为。在“双轨”制度下，两类政府通过博弈而出台的政策相对

于企业效率的要求而言，一般适用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具有不稳定

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政策不允许的范围之外尽力扩大自己

的活动空间，显然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特别是政策偏重于守

旧时，企业“打边球”行为无疑有竭力矫正权利配置错位的作用。

总之，“双轨”制度是一个动态制度变迁过程，相对于现代市场

制度和集权计划制度，它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中间存在制度变形

和复归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由此，“双轨”制度下的企业效率就会表

现出较大的起伏不定的性状。但是，与集权制度相比，“双轨”制

度下已有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倾向，虽然追求产值或产量最

大化仍是重要的目标。这两种目标的均衡通常取决于企业内外权

利配置的状况。而权利配置除可能影响企业单位直接成本外，其

自身的成本也是相当可观的。也就是说，“双轨”制度下的国有企

业效率由于目标倾向的变动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进，但受高昂的

权利配置成本的局限，企业永远不会达到潜力所及的最大化。实

现国有企业效率的最大化，有待于按照现代市场制度的规范对国

有产权的重新配置。

二、构造国有产权与非国有产权的制衡机制

产权是法定权利的一种。国有产权与非国有产权是两种不同

形式的产权，其两者并不具有性质上的差异。现代市场制度作为

法制社会，对各类产权应一视同仁，并应形成各类产权有效竞争与

制衡的产权运行机制，从而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一）赋予各类产权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

由于产权权能的分解，同一类产权往往可以派生出多个主体，

即分解出来的独立的权能都有相对应的主体。国有产权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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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形式，其权能至少可以分解为两大类：一是国有财产所有权；

二是国有财产经营权。前者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其代表是国家政

府；后者的主体是实际占有国有财产的企业。当国家政府以国有

财产所有权主体（或代表）的身份出现时，其行使的是财产权利而

不是行政权力。在这里，财产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行政权力

则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列。只有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身份出现

时，它所行使的行政权力才受到法律保护。在产权框架下，只有经

济主体，没有行政主体。各种经济主体是平等的，不存在任何只针

对某一主体的特别优惠。也就是说，任何经济主体都不存在特权。

国有财产权和行政权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两者是可以分离的，

进而国有财产权主体的分离也是可能的。国有财产权主体作为市

场主体，必须与其他任何主体（包括各类非国有财产权主体）同等

看待，这是由现代市场制度的本质决定的。现代市场制度的内在

要求是不同主体在市场上平等交易、公平竞争，其在法律上的体现

就是不同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而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

首先表现为财产权利平等，即不同的市场主体，不管其所有制性质

和经济实力如何，其财产权利是平等的，在法律上应得到同等效力

的确认和保护。所谓“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

利益”的道德模式在财产权利领域是不适用的。

（二）构造国有产权与非国有产权的制衡机制

市场经济运行本质上是产权运行，不同的或多元的产权主体

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多元的产权主体必然形成多元的产

权运作机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这种多元的产权运行机制又必

然形成某种竞争与制衡关系，从而推动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那么，如何构造国有产权与非国有产权的有效制衡机制呢？

要建立各类产权的有效制衡机制，除了前述的独立化国有产权主

体外，还应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１）规范国有产权的运营。除

了社会公益性国有财产之外，其他所有国有产权都应纳入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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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轨道，使其按市场规则运作，以增强其排他性、扩张性和竞争

性，保证国有产权的完整统一。（２）扩大非国有产权的市场空间。

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还主要局限于工业领域。为了充分

发挥非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增进的作用

和贡献，应拓展非国有经济的市场空间，允许非国有经济在一定程

度上进入交通、通讯、金融等行业参与竞争，活跃经济。（３）促进各

类产权形式之间的开放和流转。集权制度下的产权结构是封闭型

的，缺乏产权之间的竞争和融合，从而限制了经济发展。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造就开放性产权结构。为此，必须破除所

有制等级制度，使所有制多种成分之间在同一起点、同等机会和环

境下平等竞争，并通过相互间的自由组合，最终促成产权之间制衡

机制的形成。

三、产权约束主体的构造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

业是产权规范下的公司制企业。所谓产权规范，是指通过现代市

场制度中完备的法律体系，创立、保护、促进和约束产权及其派生

的各项权能，使它们处于一个合理、有效和规范的交易结构中。在

现代企业中，产权关系直接规定着企业的权利配置。产权规范下

企业运营的有效性，在于以权利制约权利，而不是以权力制约权

力。因为权力约束是强制性约束，而权利约束是自愿性约束。也

就是说，在现代市场制度下，构造以权利制约权利的产权主体约束

机制对企业的高效运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必将使国有产权从

政府行政权力控制中分离出来，纳入到以契约维系的市场交易关

系中，从而提高财产运营的效率。结合我国改革以来重“放权”轻

“约束”的经验教训，要把国有产权纳入市场交易关系中，除了要在

国有经济外围积极推动非国有经济主体发展外，在国有经济内营

造市场化的、彼此制约的独立的不同国有产权主体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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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级产权约束主体构造的思路

我国学者认为，按照股份制的规范确立和设计三级产权主体

是形成产权约束机制的关键，这必将推动我国国有产权重置的顺

利进行。下面，我们对此加以简要说明。

１中央级：国有财产所有权管理主体的确立

国有财产所有权管理主体是国有财产所有权主体（全体人民）

的代表组织。在集权制度和改革以来的“双轨”制度中，这个主体

是由政府来充任的，其结果导致了政府以行政权力代替财产权利，

对企业进行直接行政控制，致使企业长期处于低效率徘徊状态。

鉴于此，可考虑设立纯经济性的国家国有财产管理中心（姑且称为

国家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来充任国有财产所有权管理主体。

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的管理权限是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

的。建立这一组织其目的在于解决企业内国有财产所有权无人负

责的问题，保护所有者权益。但是，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并不直接

从事国有财产的具体经营活动，其身份如同拥有众多企业股份的

股东，依靠投资所获得的法律认可的股权对所投入企业中的财产

进行控股，并享有投资财产的监督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这一组织

的设立客观上造就了与非国有经济主体相制衡的市场竞争主体

———国有经济主体。

２中介级：国有财产价值经营权主体的确立

国有财产价值经营权是该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对价值形态的国

有财产的经营权。在现代社会，财产权利（产权）分解为价值形态

的权利和实物形态的权利已成为普遍的现象，相应地，也出现了两

种不同的权利主体。两种权利的分离是伴随有价证券投资而出现

的。在两种权利和权利主体中，价值形态的权利和权利主体往往

对实物形态的权利和权利主体具有支配性影响（经济约束和刺

激）。

在我们确立了经济性的国有财产所有权管理主体之后，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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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财产经营的中介组织就更为必要了。该中介组织享有国有财

产价值形态的经营权。实际上，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进行股份投

资并拥有股权，这也是一种价值形态的权利。那么，它与国有财产

价值经营权主体有何区别呢？两者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单纯

的投资者；而后者既是投资者（向实体企业投资），又是财产经营

者。也就是说，国有财产价值经营权主体是典型的企业组织，我们

姑且称其为国有财产经营公司。

国有财产经营公司是通过对价值形态国有财产的经营，谋求

国有财产收益最大化的一种中介企业组织。在经营公司的组建

中，首先应由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对全国性的经营性国有财产进

行科学评估，得出经营性国有财产的价值总额，然后以相同份额将

这些价值化的国有财产划拨给各经营公司。经营公司以其所得财

产作为资本金，并同时取得了其财产实体所在企业的股份，国有财

产管理委员会也由此取得了经营公司的股份。这样，国有财产经

营公司就成为一种专业性的国有财产经营性中介企业。由于它们

拥有相同的财产份额，因而使它们能够在同一起点上开始独立经

营，展开竞争，从而必将使国有财产处于高效运营状态。

３实体企业级：财产实体经营权主体的确立

财产实体经营权主体即财产实体占有企业，包括实际占有财

产实体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由于经营公司的股份投资并非

一定要求对实体企业进行控股，因此，实体企业便不必全是国有企

业。在这种情况下，实体企业经股份制改造后，原有企业的财产结

构也发生重组，形成了一种国有股份与非国有股份相互制衡又相

互促进的财产运营和增值机制。同时，由于这里涉及的国有财产

是从政府控制中独立出来的经营性财产，因此，实体企业不论原来

是何种所有制企业，都会成为完全自主、自负盈亏的法人企业。

（二）三级产权主体之间的约束与激励

在上述设计中，三级产权主体同是市场中的经济人组织，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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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市场主体，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彼此之间完全按照市场规则

和法律规范来发生关系。

首先，从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对国有财产经营公司的产权约

束和激励看，这种产权约束和激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控股。国有

财产管理委员会是通过购买（初始创立时是通过财产价值折合方

式获取）经营公司相对多数的股份而获取对公司的控股权的。这

种控股权能使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有效地将自己的目标指向传导

给经营公司，保证经营公司的财产运营符合所有者的利益追求。

二是赎回或追加投资。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如果对经营公司的经

营业绩不满意，可以赎回投资另投其他经营公司。相反，如果经营

公司获得了颇佳的经营业绩，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就可以用所获

得的股息和红利对该公司进行追加投资，以示鼓励。显然，在这种

可以撤资的控股经营中，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既能够有效地约束

经营公司可能的不良行为，又能够有效地刺激经营公司对财产运

营效率的追求。

其次，从国有财产经营公司对实体企业的产权约束和激励看，

如果前者对后者形成控股关系，则与前述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对

经营公司控股中的产权约束和激励相同。与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

对经营公司的产权约束和激励不同的是，经营公司对实体企业不

论是否控股，均不能赎回其对实体企业的投资。如果经营公司对

实体企业的经营业绩不满意，它只能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所掌握的

实体企业的股份而另觅新的投资对象。显然，经营公司对实体企

业的产权约束和激励更多的是通过证券市场发生作用的。

总之，三级产权主体自上而下的产权约束和激励可使国有财

产运营效率得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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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现代企业的根本特征就是在产权结构上实现了所有权和控制

权的分离，随之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在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关

系中，当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有可能造成对委托人利益的损

害，这就是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委托人必须

设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来规范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从而减少

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更好地满足委托人

的利益。企业治理结构就是这样一套制度装置。

建立科学、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章我们主要介绍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有关问题，主

要涉及公司治理结构的构成，“内部人控制”问题及有效治理、公司

治理机制模式以及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和改革等。

第一节 公司治理结构概述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及其特征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

公司治理结构又称法人治理结构，就是用来规范公司不同权

利主体，即股东、董事会、经理人员和监事会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

益关系的一组制度安排，形成四者之间的制衡关系，以解决现代公

司制企业法人财产委托代理经营中的监督、激励和风险分配等问

题。

股东大会是由全体股东或股东代表组成的公司权力机构；董



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组成的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经理

是经董事会过半数同意聘任，负责组织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

执行机构；监事会是依照法律规定设置的检查公司财务状况、监督

公司董事和经理人员行为，维护股东利益为主要职责的监督机构。

上述四者之间，是各自独立、权责分明、相互制衡的关系。

（二）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

１权责分明，各司其职

从公司的内部关系来考察，其领导体制由权力机构、决策机

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四部分组成。各个机构的权利和职责都

是明确的，他们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

构，它代表产权所有者对所属公司拥有最终的控制权和决策权；董

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它对股东大会负责，执行股东大会的

决议；监事会是公司的自我监督机构，它对股东大会负责，依法对

董事会和经理任职时的行为进行监督；经理是公司决策的执行机

构，对董事会负责，在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行使职权，

开展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

机构之间责权分明，相互制衡，相互协调。

２委托代理，纵向授权

在公司中，公司各层之间是以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来维持

的。股东大会作为委托人将其财产交董事会代理，并委托监事会

进行监督。作为代理者，董事会又将公司财产委托给经理层代理。

从公司的经理层到公司的基本作业层之间，还存在着若干中间层

次。公司的规模越大，其中间层次就越多。经理层也可以对其下

属进行授权，这样由上而下以授权的方式在公司的各层次之间分

配权利。上下级之间是以劳动契约为界限的命令和股份关系，最

高层拥有进行决策和控制的主动权。

３激励和制衡机制并存

由于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代理人的动力和信息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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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性等问题，所以，就有对代理人进行激励和建立制衡关系的必

要。从激励方面来看，主要就是委托人如何通过一套激励机制促

进代理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委托人所预期的目标。

在公司中，除了以报酬形式对代理者激励外，还通过一整套制衡关

系对代理者的行为加以制约。在公司内部，存在股东大会与董事

会之间的制衡关系、董事会与高级经理人员之间的制衡关系、监事

会与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之间的制衡关系等。所有者对经营者

的制衡，主要表现在其对经理人员的聘任、解聘上。公司外部充分

竞争的经理人市场的存在，便是实现这种制衡的前提条件。通过

经理市场的竞争，可以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公司领导岗位上来。

二、公司治理结构的构成

在现代企业中，公司治理结构是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董事

组成的董事会、高层经理人员组成的执行机构和监事会四部分构

成。

（一）股东及股东大会

１股东

股东是出资设立公司并对公司债务负责的人。股东向公司投

资，从而持有公司的股票，并且凭持有股票行使其权利，享受法定

的经济利益，并承担应尽的义务。股东的权利在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中有明确规定。

股东享有的权利一般包括：第一，表决权。股东有权参加公司

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并就决议事项作出一定的意思的

表示。第二，选举权。股东有选举或被选举为公司领导人及董事

会、监事会成员的权利。第三，检查权。股东有权随时检查公司业

务状态，监督公司的业务活动，以保证其投资效益的合理性和安全

性。第四，股利分配权。股东有权根据其所持公司股票数额要求

公司发放股息和红利，获取投资收益，从而实现投资目的。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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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指公司清算完毕后，参与公司剩余资产分

配的权利。第六，股份转让权。股东有权通过适当的方式转让其

全部或部分股份。第七，其他合法权利，如控制权、知情权、优先认

股权等。

股东在享有以上各项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一定的义务。股

东的义务包括：按规定向公司缴纳足额资本；在出资额度内承担有

限责任；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

一般来说，股东的权利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所持股份的

种类（是普通股还是优先股）；二是所持股票的数量。

２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是全体股东聚集在一起决定公司投资计划、经营方

针、选举董事与监事的非常设机关。股东大会是股份公司的最高

权力机关，由全体股东参加。一般来说，股东大会有三种形式：

（１）年度大会

年度大会一般是在每年结算后的一定时期召开，主要任务有

选举董事、宣布股息、变更公司章程、讨论增减公司资本，审查董事

会提出的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表及其他表册，决定公司的合并与

解散等。

（２）法定大会

每一家公开招股的股份公司，在其开始营业之前，应在１—３
个月的期限内召开一次股东大会。大会主要审查董事会向公司股

东提交的法定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分配股份总数，公司从全部

股份中所收到的现金总额，公司董事和秘书的姓名、住址及其概

况，有关公司组成的其他事项。召开法定大会的目的在于使股东

有机会了解公司的全部情况。

（３）临时大会

临时大会一般由董事会认为必要时召开。此外，持有股份达

到一定比例的股东也有权召开股东临时大会；法院、监事会认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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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也可直接召开股东临时大会；清算中的公司，清算人也可召集

股东临时大会。

股东大会要达到一定比例才能召开。各国对股东大会的法定

人数有不同的规定，有些国家是按全体股东人数的一定百分比确

定的，有些国家则是按股权的一定百分比确定的。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拥有如下权利：

（１）要案决定权。包括：对于董事会提出的经营计划方案、经

营政策重大变更方案，股东大会拥有决定权；董事会关于公司章程

修改的方案以及拟定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的方案，须经股东大

会特别决议通过；董事会拟订的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

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均须经股东大会通过。

（２）人事任免权。股东大会有权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并决

定他们的报酬；此外，股东大会还有确定清算组人选的权利。

（３）听取报告权。主要是听取董事会、监事会的报告，并决定

是否予以批准的权利。

（４）行使确认权。股东大会对于董事会年终所编制的各种报

表、账册以及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后制定的方案，有确认和不确认的权利；此外，对于董事、监事、经

理与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股东大会拥有确认与否的权利。

（５）财务处理权。董事会在每个营业年度终了时，须向股东大

会提出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或弥补亏损方案。

由此，股东大会决定股份分配方案、提取公积金的比例、发行新股

的办法或者弥补亏损的办法，凡此种种，均属股东大会财务处理权

的行使。

（二）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

１董事

董事是由股东大会从所有股东中选举产生的，对公司的经营

活动进行决策和管理的专门人员。公司董事会的组成成员，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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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代理人和公司财产委托人的身份代表公司对其事务进行管理。

按照董事与公司的关系，董事可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内部董

事也称为执行董事，主要指担任董事的公司管理人员，如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等；外部董事亦称外聘董事，指不是本公司职工的董

事，包括不参与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外股东以及股东大会

决议聘任的非股东专家，等等。

２董事长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会全体股东过半数选举产生。

从各国的公司立法看，董事长的权利不是由股东大会授予的，而是

由公司法直接规定的。一般来说，董事长拥有以下权利：

（１）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２）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并向董事会汇报；

（３）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

（４）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休会期间行使董事会的部

分职权；

（５）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

（６）除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定的事项外，董

事长对公司重大业务和行政事项作出决定。

３董事会

董事会是由全体董事组成的行使公司经营管理权，集体决定

公司业务执行意思的机构。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是股东大会

闭幕期间公司常设的权力机构，董事会要定期向股东大会提交资

产负债表，报告业务经营状况，并提出经营方面的发展计划。董事

会有常会和临时会两种。常会也叫例会，是定期召开的会议。临

时会是不定期的，遇到必要事项，由董事长随时召集。董事会在进

行表决时，实行一人一票制，而不像股东大会那样一股一票。在投

票出现僵局时，董事长有最终裁决权。

董事会的权限包括很多内容，具体来讲，董事会主要有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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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权利：

（１）召集股东大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２）选任和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选派负责公司日常业务的

高级职员；

（３）确定总经理、副总经理的报酬和待遇；

（４）批准金额较大的合同和开支；

（５）提出股息和红利分配方案，确定公司财务原则和资金周转

等重大财务问题；

（６）规定营业方针和其它关系公司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７）批准雇员的报酬和待遇，监督和提高整个公司的福利水

平；

（８）提出公司的合并与解散方案；

（９）提出公司破产的申请。

公司董事会一般都设如下几个常委会，分工从事各方面的工

作：

（１）常务委员会，也称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董事会闭幕

期间代表董事会行使职权，实际上是公司的最高领导核心。常务

委员会一般由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以及重要

部门的经理组成，由董事长任主席。执行委员会虽然负责公司的

最高决策但不从事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执行工作。

（２）财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代表董事会对公司的财务活动

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它有权决定公司的财务政策，甚至负责组

织公司的财务活动；有权管理公司的一切资金调拨，解决向新行业

投资等金融活动。

（３）红利和工薪委员会。其职责是研究股东、经营人员及其他

职工的报酬问题，提出有关这方面的建议。

（４）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有关审计师的雇

用，会计程序、会计数据的审计与传递，加强董事会的审计工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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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对公司活动进行监督，审查公司内部的财务活动。

（５）特别委员会。这是董事会为处理一些特殊问题而成立的

多种临时专门委员会的总称。

一般当某项特别任务完成后，该特别委员会就随之解散。

（三）经理人员及执行机构

１经理

经理是股份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行政首脑。总经理指挥

整个公司的行政工作，是通过经理部门来进行的。经理部门大致

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工程师和各职能部

门的经理。

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并对董事会负责，是公司财产的代理

人。总经理可以是本企业的职工、股东，也可以不是，但他必须是

精通本行业务和管理的行家里手，或者是社会上有声望的专家、学

者。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的职责和权限

是：

（１）依据董事会确定的大政方针规划全部事业，研究制定具体

措施，并督促下属执行；

（２）运用资金；

（３）确定内部组织机构，安排各个职能部门的人员；

（４）协调各部门工作及调度人员；

（５）拟订公司的发展规划、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年度财务结算

方案，以及股息红利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６）审核数目较大的合同；

（７）代表公司对外洽谈业务；

（８）遇到重大而又不能由总经理自己决定的紧急事宜，取得董

事长、常务董事的同意后，可以先执行，然后报董事会追认。

２执行机构

公司执行机构是由受聘于公司董事会的高级经理人员（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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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副总经理等）组成，具体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一个执行机

构。执行机构的负责人通常由总经理担任，有时也由董事长担任。

不管公司执行机构的具体形式如何，它总是由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组成，不包括公司下属部门的负责人。公司执行机构是公司业

务活动的最高指挥中心。

（四）监事会

监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督和检查公司财务状况

及业务执行状况的常设机构。监事会负责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实施

全面监督，对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的工作也有监督权。

对于监事会的权限，各国的规定差别较大。从西方国家的规

定来看，监事会享有以下几项权利：

（１）监事会成员的任免权；

（２）监督董事会及高级经理人员的经营活动；

（３）审核（稽核）公司表册与文件的权利；

（４）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

（５）对董事会及经理人员违法行为的制止权。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多元的权力机构，它的决策权、管理权和

监督权相互分立，并且相应形成若干个分立的机构。公司治理是

依靠集体的治理，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防

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的滥用。这是一种不同

利益主体相互控制的平衡机制，通常称之为制衡机制。

（一）股东大会与董事之间的信任托管关系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两个关键的会议体机

构。从法律角度看，股东大会集中体现了分散掌握股权的股东们

的意愿，并在最终所有权的基础上对公司的运行产生着影响；而董

事会整体地享有法人所有权，代表股东们行使其经营管理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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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权利。那么，这两个会议体机构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又如何

协调呢？下面，我们对其相互关系作一分析。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资产授权经营关系，

即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实际经营的需要，股东们把

直接管理公司的权力委托给董事会，而董事会受股东们的委托，管

理公司法人财产、负责公司经营。于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

是股东的受托人，承担受托责任。从法律原则上说，股东大会与董

事会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种信任托管关系。这种关系有以下几个

特点：

（１）一旦董事会受托经营公司，董事会就成为公司的法定代

表，它在公司的章程和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享有管理公司的充

分权力。股东既然将公司交于董事会管理，就不再干预公司管理

事务，也不能因商业经营原因（如非故意的经营失误）解聘董事，但

可以因玩忽职守，未尽到受托责任而起诉董事，或者不再选举其连

任。不过，选举不能由单个股东决定，而要取决于股东大会投票的

结果。如果个别股东对受托经营者的治理绩效不满意，还可以“用

脚投票”，即转让股权而离去。

（２）董事会集体对股东大会负责。股东大会将管理公司的权

力委托给董事会集体，而非董事会单个成员。凡是公司委托给董

事会的权力，原则上由董事会集体行使。董事会在处理公司事务

时，需要召开董事会会议，综合全体董事的意见以作出决定。公司

的董事、高级经理人员可以代表公司处理公司事务，但他们在行使

这些权力时，应有董事会的决议案作为行使权力的依据。除非董

事会授权，否则，个别董事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也无权处

理公司的其他事务。

（３）董事会不能超越给定的权力范围行使权力。信任托管的

一般原则是受托人必须在信托人给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否则，信

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弥补损失或终止财产信托。董事会作为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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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谨慎地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

（４）受托经营公司的董事不同于受雇的经理人员。外部董事

或不兼任高级经理的董事一般不领取报酬，只领取一定的津贴或

称“车马费”，表明董事与公司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信任托管关系。

（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董事会代表股东的利益承担了管理经营公司的责任，但是，董

事会作为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它并不直接进行日常经营，而把日

常经营的权利委托给有经营才能的经理人员来掌管。因此，在公

司治理结构中，必然存在董事会与经理人员及执行机构的相互关

系问题。下面，我们对这层相互关系进行详细分析。

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董事会与经理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

系。董事会成为委托人，它有权以经营管理知识、经验和创利能力

为标准，挑选和任命适合于本公司的经理人员；而经理作为董事会

选定的代理人，受托统管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他们既拥有对

公司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又拥有在诉讼方面及诉讼之外的商业代

理权。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有以下特点：

（１）经理人员作为意定代理人，其权利受到董事会委托范围的

限制，包括法定限制和意定限制，如营业方向的限制、处理公司财

产的限制等，超越限制的决策和被公司章程或董事会确定为重大

战略的决策，须报请董事会决定。

（２）公司对经理人员是一种有偿委任的雇佣，经理人员有义务

和责任依法经营好公司的事务，董事会有权对经理人员的经营绩

效进行监督，并据此对经理人员做出奖励或激励的决定，并可随时

解聘。

（三）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的要职在于明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

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形成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最终保证公

司制度的有效运行。（１）所有者掌握着最终的控制权，他们可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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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董事会人选，并有推选或不推选甚至起诉董事的权利；但是，一

旦授权董事会负责公司后，股东就不能随意干预董事会的决策，更

无权对公司经理者说三道四。（２）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全

权负责公司经营，拥有支配公司法人财产的权利，并有任命和指挥

经理人员的全权；但是，董事会必须对股东负责。正是由于需要建

立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制约与均衡关系，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得出

结论，股权的过分分散化容易使股东失去对董事会的控制，对公司

的有效运营也是不利的。（３）经理人员受聘于董事会，作为公司的

意定代理人统管企业的日常经营事务，在董事会授权范围之内经

理人员有权决定，其他人员不能随意干涉；但是，经理人员的管理

权限和代理权限不能超出董事会的授权范围，经理人员经营绩效

的优劣也受到董事会的监督和评判。

第二节 委托代理理论及代理问题

现代企业的一个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此产生

了委托代理关系，所有者将其在企业产权中的经营权委托给经营

者代理行使。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及利益差异，使

得经营者的行为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期望，便产生了“代理问题”。

本节我们就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及代理问题的产生作一论述。

一、委托代理理论观点

最早讨论两权分离的理论是从贝利（Ｂｅｒｌｅ）和米恩斯（Ｍｅａｎｓ）

于１９３３年开始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后继者鲍莫尔

（Ｂａｒｍｏｌ，１９５９）、马里斯（Ｍａｒｒｉｓ，１９６４）等人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

发展。这个理论将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描述成无私的信托

交换忠诚关系：一方面，作为所有者的风险投资人将企业的资产委

托给他们信得过又具备经营能力的代理人管理，不要抵押、不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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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完全承担授权不当的全部损失和授权得当的全部收益；另一方

面，经营者顺从、忠诚的履行其信托责任，在竞争性的即期和远期

市场上，买入当前和未来的投入，卖出当前和未来的产出，按照使

企业利润或价值实现最大化的要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此来为所有

者谋利。如果经营者经营不善、业绩低劣，就会被所有者解除信托

责任，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这种理论建立在无外部性、无个人利

益冲突、无信息不对称、无交易成本的假定之上，是一种理想状态。

委托代理理论（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是在最近２０年中

发展起来的，对此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有威尔森（Ｗｉｌｓｏｎ）、威廉姆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罗斯（Ｒｏｓｓ）、马里斯（Ｍａｒｒｉｓ）和哈特（Ｈａｒｔ）等人。这

一理论的特点是首先放弃了经营者无私的假设，认为经营者不仅

有自己的利益（个人效用函数），而且追求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如在

职消费、经理权威等；其次，这一理论放弃了完全信息的假定，认为

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此，即使在最佳的风险和

激励安排下，经营者也仍然能更多地偏向于自己的追求。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哈特认为委托代理理论为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奠定了

基础。

委托代理理论有其隐含的前提条件，即：（１）契约建立在自由

选择和产权明晰化基础之上，维持契约的条件是，代理成本小于代

理收益；（２）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委托人是风险中性者，从而不存在

偷懒动机，即具有监督代理人行为的积极性；（３）由于剩余权具有

可转让性，委托人通过行使其退出权（或称“用脚投票”）惩罚代理

人违约行为的威胁是可信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委托代理理论重

点研究如何设置一种能给代理人足够刺激和动力的机制或契约，

使代理人在追求个人效用的同时实现委托人预期效用的最大化。

二、委托代理问题

在委托代理关系里，对他方的行为承担一定的风险而获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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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他方的权力的一方，被称为委托方。相应地，代理方则是指不一

定非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一方，他不承担风险。委托代理的结果不

仅取决于代理方的行为，同样也取决于委托方本身的行为，取决于

两者之间的一系列契约的签订和执行。

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基于有限理性及信息不对称

的契约的不完备、机会主义行为和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差

异。

（一）不完备契约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契约关系，借助代理合同

来规定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合约是完备的，

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合约中把所有情况都规定得清清楚楚，那么，委

托—代理问题也就不重要了。事实上，契约是不可能完备的。契

约之所以不完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１有限理性（ｂｏｕｎｄｅ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有限理性是指在处理信

息、应付复杂情形和寻求理性目标中，个人能力的局限性。有限理

性的当事人无法推测或列举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意外事

件，结果是他们无法签署完备协议。

２详细规定或衡量权力和责任很困难。契约关系中的权力、

责任和义务很难用文字精确表达，所以，契约中的语言通常是模糊

不清并且开放式的。例如，新车出租契约中的标准条款使得公司

可以因为“过分的磨损和破坏”向租户收费。但是，契约却很难明

确表述“磨损和破坏”及“过分”的含义。

３不对称信息（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契约不完备的主要

原因是因为当事人不能同等获得有关契约的信息。信息的不对称

性可以从两个角度划分：一是不对称发生的时间，二是不对称信息

的内容。从时间上看，不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

能发生在签约之后。如果在签订契约前，一方当事人知道的事，而

另一方不知道，那么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契约有利于信息多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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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息不对称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那么一方当事人无法观察

到另一方是否真实地履行了契约。

（二）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１逆向选择（Ａｄｖｅｒｓ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由于人类具有机会主义的谋利倾向，不对称市场有可能产生

逆向选择。逆向选择是指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

信息使自己受益而使他方受损，那么就倾向于与对方签订协议进

行交易。我们以商品市场为例说明逆向选择问题。

商品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对称信息，卖方对所卖商品

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买方却很难了解产品的内在质量。在这种情

况下，伪劣产品会堂而皇之进入市场，甚至会排挤优质产品而占据

市场的主角，使消费者的效用和正当生产者的利润都受到损失。

也就是说，能够利用多于消费者的信息的伪劣产品的卖方更容易

卖掉其产品，这就是存在于消费品市场的逆向选择。

２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

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又一个问题是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

交易双方在交易协议签订后，其中一方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有

目的地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我们以保险市

场为例来说明道德风险问题。

在保险市场上，由于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谋利倾向，投保人在

购买了保险之后，其行为会变得不合情理。例如，购买了医疗保险

的人会更多地看医生，让医生多开一些不必要的贵重药品；买了家

庭财产盗窃险的人不愿花钱加固门锁；买了汽车偷盗保险的车主

不再愿意安装先进的防盗装置等。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保险市场上

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从其名称来看，毕竟只是道德范围内的事，

无法用法律对投保人实施强制性约束，在道德风险和犯罪行为之

间还是有一条比较明确的界限。

人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企业代理人也可能采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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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行为。一般来说，企业代理人相对于委托人，所掌握的企业

信息往往更全面、更准确，他们可以凭借这些信息对自己的行为进

行选择。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包括事前机会主义行为（逆向

选择）和事后机会主义行为（道德风险）。事前机会主义行为包括

向委托人隐瞒企业经营状况、经营环境等有关信息，以谋取委托人

的较低期望值，从而减少经营压力，为以后的谋取私利创造条件；

还包括向委托人隐瞒自己的经营管理能力，以骗取委托人的任命

等。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包括企业不采取措施减少经营损失（或增

加经营收入），增加不必要的费用以谋取私利；还包括编造种种理

由推卸责任，运用不正当手段减少委托人可能给予的惩罚等。

（三）委托人与代理人效用函数的不一致性

在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条件下，委托人与代理人的

效用函数不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资本所有者作为委托人拥有剩

余索取权，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资本增值和资本收益最大化，最终

表现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经理人员作为所

有者的代理人，除了追求更高的货币收益外，还力图获得更多的非

货币物品，实现尽可能多的非货币收益。非货币物品，通常是指那

些不以货币来进行买卖，但和那些能以货币买卖的物品一样可以

给消费者带来效用的消费项目，如舒适豪华的办公设备、气派的业

务旅游和商业应酬、权势、地位等。经营人员的这些目标追求，必

然导致其行为模式偏离所有者的目标追求，导致委托代理中不良

行为的发生。

既然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以上众多的代理问题，那么如何

规范代理人的行为，以使其实现委托人的目标追求呢？有关委托

代理关系下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结合“内部人

控制”问题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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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企业“内部人控制”及其治理

一、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

从现代企业理论来分析，“内部人控制”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

分离的条件下产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适应现代经济与社

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而出现的，它是现代公司的特征。在两权分离

的条件下，不掌握企业经营权的分散的股东成为企业的外部成员，

企业实际上是由不拥有股份或只拥有很少份额的经理阶层（内部

人）所控制，因此，内部人控制问题涉及的是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

权的分配问题。下面，我们就对这一问题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

造成的危害加以分析。

（一）内部人控制及其现象

内部人控制（Ｉｎｓｉ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是指经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

握了公司控制权，他们的利益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内部人控制作为现代公司的内生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

企业内部人控制的具体表现和后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１）过分的在职消费；（２）信息披露不规范；（３）短期行为；（４）过度

投资和耗用资产；（５）工资、奖金、福利等收入增长过快，侵占资产

所有者的剩余；（６）转移侵犯国有资产，逃避债务。

（二）内部人控制产生的原因

这里的“内部人”，是指对企业各方面信息充分掌握并具有管

理权的人员，包括经理层和企业的内部职工，是相对于拥有企业所

有权却不掌握管理权的所有者而言的。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研

究后指出，虽然内部人控制在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

经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这绝不是转轨经济中所特有的，在西方

国家，由于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和委托代理关系等问题的存在，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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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地再现过内部人控制现象。

现代公司产权上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委托代理关系随

之出现。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各自具有不同

的利益，在代理行为中，当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就有可能造

成对委托人利益的损害，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问题的产生，也是内

部人控制的实质。代理人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和行为目标的“经

济人”，其行为目标与委托人的利益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委托人

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又使代理人损害或侵蚀

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成为可能。

在内部治理结构的约束和制衡机制尚未建立或完善的情况

下，所有者将部分或全部决策权、收益分配权交给了经理层，经理

人员的权利扩大后，企业出现利益向内部人倾斜，是导致内部人控

制现象产生的一个普遍原因。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家的公司中，股权的高度分散

化是其重要特点。公司的股权极为分散，股东的数量极大，每个股

东只拥有极为有限的发言权。另一方面，股权的流动性也很高，意

味着众多股东只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感兴趣，而对经营者的经营行

为并无兴趣。即使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不满，也不会干预公司的经

营运转，只会转让掉公司的股票。因此，股东对经理人员几乎不造

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对内部人的监督约束机制便推动

了应有的作用。

所有权代表明确化的困难，是内部人控制加强的又一重要因

素。在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时，为了维持转轨时期的平稳性

和渐进性，企业的绝大部分股权都交给国家持有，但如此一来，企

业便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谁将代理国家在股东大会中行使

表决权，并监督经理人员。由于该问题的解决十分困难，所以，实

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就更为突出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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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者事实上的空位以及所有权约束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

下产生的，归根结底是由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而造成的。

（三）内部人控制的危害

内部人控制是公司制不成熟、不规范的产物，它往往会给公司

规范运行和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危害。

１内部人控制的企业行为目标通常不是利润最大化，或企业

价值最大化，而是内部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既包括内部人

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也包括追求其他非货币收入。为了达到

这一目标，企业不仅有不断提高工资、奖金水平的刚性趋势，还会

耗费资本与非生产性项目，以提高工人的福利。此外，高层经理的

在职消费也会加大经营成本，从而蚕食企业利润。

２内部人控制在企业中实际是一个权力失衡的格局，没有外

部人的监控和约束，企业经理为了营造自己的独立王国，扩大自己

的控制权，会采取不顾风险大量举债的行为。由于内部人实际上

是风险逃避者，企业的债务风险由投资者承担，因此，企业规模的

扩大并不能保证投资收益的增加，但投资风险却加大了。

３内部人控制还会导致出资者资产流失的倾向。为了消除

内部人控制现象，企业需要健全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尽快从法人

治理结构的“形式”走向法人治理结构的“实质”———三权制衡，强

化所有者、监督者对决策者、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其中，对

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至关重要，我们将在下一个问题中予以重点

论述。

二、对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由于所有

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何处理所有者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

理关系，以便降低代理成本和代理风险，是搞好公司经营的一个根

本性问题。为了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建立起对经理人员的激励与

约束机制就成为关键。

对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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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两者是相互配合的。激励机制从正面发挥作用，影响经营者的

行为，促使其努力工作；约束机制从反面发挥作用，监督和制约有

损股东权益和公司利益的行为。

（一）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指通过设计出一些激励项目，使受激励者由此受

益而产生认真工作、努力开拓的动力，又称动力机制。激励的核心

是经理人员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转化为对公司利润最大化的

追求。有效的激励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报酬激励机制

一般而言，对经营者的报酬由固定薪金、股票与股票期权、退

休金计划等构成。其中，固定薪金的优点在于它是稳定可靠的收

入，没有风险，起到基本的保障作用，但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高强

度的刺激性。奖金和股票与其经营业绩紧密相关，对于经营者来

说有一定的风险，也有较强的激励作用，但容易引发经理人员的短

期行为。股票期权激励允许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以接受期权时

的价格购买股票，如果股票价格上涨，经营者收益就会增加，这种

激励机制在激励经营者的长期化行为时，其激励作用很大，但风险

也较大，因为时间越长，经营者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就越多。退休

金计划则有助于激励经营者的长期行为，以解除其后顾之忧。经

营者的报酬结构确定的理论基础在于激励与风险分担的最优替

代。最优报酬激励机制的设计与选择应根据公司情况和行业特点

进行最优组合。

２剩余支配权与经营权激励机制

剩余支配权激励机制表现为向经营者大幅度地转让剩余支配

权。对剩余支配权的分配，即如何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分配事后

剩余或利润，影响到对经营者的激励。如果一个契约能产生最大

化剩余或者能产生最大化效率，那么这样的契约无疑是一种最优

的选择。如果公司得到的剩余越是接近于企业家开创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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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激励效果越好。

同样，经营控制权对经营者也产生激励。经营控制权使经营

者具有职位特权享受职位消费，给经营者带来正规报酬之外的物

质利益满足。因为经营者效用除了货币物品外，还有非货币物品。

非货币物品是指那些通常不以货币进行买卖，但能与以货币买卖

的物品一样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效用的消费项目，如豪华的办公室、

合意的雇员、公务旅行等等。

３声誉或荣誉激励机制

在公司治理中，除了物质激励之外，还有精神激励。对于公司

高层经营者而言，一般非常注重自己长期职业生涯的声誉。良好

的职位声誉，一方面是声誉或荣誉激励，使经营者获得社会的赞

誉，从而产生成就感和心理满足。声誉、荣誉和地位是激励经营者

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声誉、荣誉和地位等意味着未来

的货币收入。经营者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是一种长期的行为，现

期货币收入和声誉之间有着替代关系，经理人员过去工作的良好

声誉可能使其获得较高的现期或未来收入。

４聘用与解聘激励机制

虽然货币支付是资本拥有者用来对经营者行为进行激励的主

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资本所有者还拥有一个重要手段，那就

是对经营者人选的决定权。聘用和解聘对经营者行为的激励是通

过经理市场竞争来实现的。资本所有者可以比较自由地对经理人

选进行选择。对于已聘的经理，他们不仅面临外部经理市场的竞

争，而且面临公司内部下级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已聘用的经理面临

着被解聘的潜在威胁。聘用与解聘对经理人员行为的激励作用通

过经理人员自身声誉而实现。声誉是经理被聘用或解聘的重要条

件，经营者对于声誉越重视，聘用和解聘作用激励手段的作用就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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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约机制

制约机制是指通过对特定活动者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使其行

为受到一定的限制。对经理人员来说，其行为的正常化，不全是因

为所谓商业事务上的诚实和公共精神的发展，实际上，其行为始终

受到来自公司内部和外部的多种监督制约作用。

１内部约束机制

内部制约是指股东、董事会及监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和约

束。股东、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是通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

相互制衡关系来实现的。监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主要是通过

检查公司的业务活动来实现的。内部制约的作用通常是直接作用

于经理人员身上，因此对其行为起到了基本的制约作用。但因股

东、董事会在公司产权结构中的位置和其角色关系，使这种内部制

约存在有限性的问题。

股东的制约作用主要是通过股票市场和股东大会投票这两条

途径施加自己的监督权。这种监督的有效前提是股东能够明确公

司绩效对自己的影响，因而在预期收益下降时，就抛售股票；或集

中投票权替换现任董事会成员，从而促使经理人员的更换。但事

实上，很多股东其个人投票在众多股票中微不足道，再加信息费用

高昂，或只是求得较高的股息，而对公司经营状况并不十分关心，

这就削弱了内部制约的作用。

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和约束也存在有限性。从法律上

讲，董事会应代表股东的利益，但是，董事只是股东的受托人，他们

是在忠诚和信任的基础上为股东谋利益。然而因董事并不都是股

东，且忠诚的执著对不同的董事也是很不一样的，因此，董事也不

乏偷懒的问题，对他们也需要建立动力机制。而且，董事们的动力

机制不能与经理们的动力机制相一致，否则就会产生勾结谋夺股

东利益的问题。此外，由于经理人员与董事之间接触较多，人际关

系比较密切，所以董事们一般并不苛求经理人员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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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会是由股东、职工代表组成的公司内部自律性的机

构，是公司自身监督的典型形式，是对董事和经理人员进行监督的

专门机构。发挥监事会的监督功能的关键是要赋予监事不受干扰

的独立监察权，同时提高监事的业务水平，对不称职的监事通过股

东大会予以及时罢免。

２外部约束机制

除了以上来自公司内部或治理结构本身的制约外，市场对制

约经理人员的行为也起着重要作用。来自市场的制约主要是经理

人员受到三重市场竞争机制的约束，这就是：

（１）经理市场竞争的约束。经理市场的竞争对经理人员的晋

升和被取代施加有效的压力。如果经理人员长期的经营业绩很

差，那么，在经理市场上，其个人资本就会贬值。因此，如果从动态

的角度来看，即使不考虑直接报酬的作用，代理费用也不会很大。

这是因为市场会根据经理人员过去的表现来计算出其将来的价

值。经理要顾及长远利益，因而他会努力工作，以获得市场对其经

理能力的价值有一个“好价格”。

（２）商品市场竞争的约束。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归根到底要

由它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来衡量，而商品在市场竞争中的状况，能

够直接反映出经理人员经营企业的业绩。如果企业生产或提供的

商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这种竞争会形成对经理人员的压

力。一般说来，商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对商品的综合质量要求就越

高，同时，价格就可能压得很低，从而对企业中的经理的压力就越

大，促使他只有努力经营以提高商品的综合价值，并降低成本，增

强其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以赢得市场通过商品竞争对其工作

的认可。

（３）资本市场竞争的约束。资本市场竞争的实质是对公司控

制权的争夺，它的主要形式是接管。接管被认为是防止经理损害

股东利益的最后一种武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虽然每个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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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个企业中的股份很小，不足以对经理实行有效的监督，但是

由于股份可以自由买卖，分散在千百万人手中的股份就可能被集

中起来。如果经理经营不善，企业的股票价值就会下跌。于是，有

能力的企业家或其他公司就能以低价买进足够的股份，从而接管

该企业，赶走在任的经理，重新组织经营，获得利润。因此，企业在

资本市场中的表现，主要可通过证券市场股票价格的涨落反映出

来。这样，为了防止本公司股价下跌和被收购，经理人员就会不遗

余力地改善经营管理。但是，由于股价变化除了受企业盈利状况

的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的重要影响，因而，在股价扭曲或发生不

正常波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就很难充当控制代理风险的主要手

段。

第四节 企业治理机制的模式及发展趋势

一、公司治理机制的模式

现代各国的法人治理结构虽然基本上根据“公司所有权与经

营权相分离”的理论，在公司治理机构的设置上体现了权力分工与

相互制衡的特点，但因其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以及股权结构上的

种种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按照投资者行使权力的情况，可

将公司治理机制分为两种模式：外部人模式（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ｙｓｔｅｍ）和

内部人模式（Ｉｎｓｉｄ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一）外部人模式

外部人模式以英、美等国为代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１股权分散在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手中。在外部人模式的国

家中，个人有持股的传统，股份分布广泛，同时投资机构化趋势正

在出现。目前，机构投资者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股权所有者，在英国

工业部门中也已经成为占位的所有者。这些个人与机构投资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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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心的是能否获得足够的短期投资回报。长期以来，机构投资

者被视为“消极投资者”。但近年来，以美国加州雇员退休共同基

金等为代表的大型机构投资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司运作，大力推

动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并在国际层面上推进这一领域的合作。

２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在外部人模式中，

直接融资是企业的重要融资方式，资本市场发达，流动性高，是股

东约束管理层的主要途径，公司管理层面临较大的来自资本市场

的压力。如果公司管理不善，忽视股东利益，投资者就会“用脚投

票”，通过出售股票作出反应，导致股价下跌，使公司面临恶意收购

的危险。

３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保障信

息披露。美国和英国都较早地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和信息披露

等进行了立法。例如美国《１９３３年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保障投

资者能够知道与上市证券有关的财务和其他重要信息，禁止证券

交易中的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因此被称为“证券真相”法。

美国的《示范公司法》和英国的《示范公司章程》规定了董事会和董

事的权利和义务，保护股东的权利。

（二）内部人模式

内部人模式包括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ＯＥＣＤ）和发展中国

家，其主要特征是：

１股权高度集中在内部人集团中

典型的内部人集团包括家族、工业企业联盟、银行和控股公司

等，内部人集团通常较小，成员彼此熟知，且除了对公司投资之外，

还与公司有其他关系。在这类模式的国家中，投资机构化程度低

于外部人模式国家，缺乏能够比得上美国、英国养老基金、共同基

金以及保险公司这样的最大、最为活跃的股东阶层，因为这类机构

的股权投资常受到法规的限制。

２通过公司内部的直接控制机制对管理层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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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人模式的国家，企业融资模式侧重于间接融资，银行与

企业客户保持较为复杂和长期的联系，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一般

逊于外部人模式国家，内部人可以通过持有多数有投票权的股份

或其他安排来控制公司，对公司管理层进行直接监控，管理层可以

逃避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压力而不受小投资者的约束。

内部人模式有不同的形式：

（１）以银行为中心的模式。在一些欧洲国家，如德国，商业银

行占领导地位。银行持有大量股票，任命驻公司董事会的代表，在

非金融性公司或是企业集团里起领导作用。为了拥有超过其直接

控制股权所带来的权利，银行还为投资者持股，并代理行使他们的

投票权。

（２）交叉持股模式。在日本、法国等国家，公司间交叉持股比

较普遍，通过交叉持股形成一些有较稳定联系的集团。如在日本，

交叉持股将工业集团和金融公司、顾客和供应商紧密组织在一起，

银行是其中的中心，银行在集团中起领导作用。

（３）家族或政府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出现在东亚国家或地区。

在许多这样的国家中，创立家族和他们的同盟控制了大量的上市

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公司所有权集中程度高，同时政府控制了基础

设施、大部分重工业以及金融系统。银行系统以政府为中心，在经

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公司所有权高度集中和家族控制，导致了能

使居支配地位的家族自己作出关键决策的治理结构。董事会成员

的任命基本上由控制企业的家族掌握。这样，占支配地位的股东

和经理人同小股东间可能会有利益冲突。虽然表面上，东亚国家

在法律制度上采取了保护中小股东的重要措施，但缺乏行之有效

的执行机制，结果侵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现象在这些国家相当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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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和产品市场的全球化、法律和

机构运作规范的日益接近以及更为开放的环境，公司治理机制发

展出现了趋同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股东运用投票权对管理层约束成为潮流

传统委托—代理分析认为，对于股权分散的公司，由于监管成

本高和股东（委托人）遇到的“搭便车”问题，管理层行使着极大的

权力，他们可能追求自身机会主义的目标，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

化。因此，股东实施监管的可行办法就是接管机制。但是随着公

司经营透明度的提高、科技手段的发展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兴起，股

东不一定选择消极退出作为公司治理的唯一手段，股东可以更加

积极地运用投票权。就透明度而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提

供的信息增多，投资者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强，从而降低了股东监督

约束管理层的成本。公开披露经理层薪酬，确立符合股东利益的

管理层薪酬计划，也会对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制定了有关经理层薪酬的自律法规，规定设

置一个由独立董事（即非内部人）领导的薪酬委员会，对股东直接

负责。

２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

首先，在日、德等内部人模式国家中，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正趋

于松散，机构投资者正在发展。在传统上银行占支配地位的国家

里，银行正在重新评价它们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随着国际竞争

的加剧，银行业正在进行大规模重组，加强成本控制，强化核心竞

争力和减少外围业务。在重组过程中，银行正淡出对公司的直接

参与。德国最大的两家银行将其持有的长期股份分离出来，形成

独立公司，这样母银行可集中于金融中介业务。通过公司直接到

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日本银行与企业间传统的关系也日趋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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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银行重组中，主办银行开始清理非金融性分支业务。在

许多欧洲银行的私有化进程中，银行发行股票的同时，往往伴随着

卖出银行持有的公司股票。

在那些原来机构投资者并不受重视的国家，由于国际竞争和

放松管制，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共同基金有了长足的发展。养老金

制度改革使养老基金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

育，内部人模式正日益呈现出许多以市场为基础的外部人模式的

特征。

其次，在外部人模式中，很大一部分机构投资者和公司不再是

传统的疏远关系，而是偏好更多样化的“关系投资”，并强化与公司

管理层的联系。近年来，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和投资基金等机构投

资者的持股数额越来越大，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仅通过“用脚投

票”来表达对管理层的不满，相反，机构投资者正日益加强和管理

层的接触，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公司越来越重视与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

联系和沟通，以保持公司经营的透明度，增强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

良好形象和筹资能力；而机构投资者为保证持续获利，也希望与公

司建立一种长期信任关系，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对企业的影响力。

这种合作共进的治理方式既推动了企业发展，促进了长期发展目

标的实现，也使机构投资者能够持续获利，增强了长期投资的信

心。

３股东利益日益受到管理层重视

由于西方企业越来越重视通过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而且证券

投资的跨国化趋势也迅速发展，因此，股东利益日益受到公司管理

层的重视，股东价值已被普遍接受为衡量管理层业绩的基准。上

述趋势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首先在英、美等国出现，目前已经蔓延到

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传统上日本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

制，企业以超稳定结构运行，企业经理将职工利益和市场份额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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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放在首位，将利润和股东利益置于脑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注重对职工负责而忽视股东利益的日本企业家意识到，视股东为

企业之外的人在目前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是完全错误的。

对股东利益的重视导致企业更注重盈利能力和竞争地位，并

使企业的经营更加透明，决策更加民主，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

股市的稳定。

４董事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

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有助于加强对公司经理阶层的控制和监

督，维护股东的利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大量的外部董事加入

董事会，使西方企业董事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对全美１００家最

大公司董事会的分析表明：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的比例平均为

３∶１；而外部董事中又以专家董事和其他公司的经理人员为主。全

美公司董事协会的有关研究报告也表明：规模小、积极并富有专业

技能、具有充分信息的真正独立的董事会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在日本等主要的内部人模式国家中，企业董事会中也开始引入外

部董事。

５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成为公司治理中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除管理层和股东之外的与

公司发展密切联系的不同利益集团，通常包括投资者、雇员、债权

人和供应商等。这些利益集团通过人力资源贡献、投入品供应、资

金往来等与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了密切的联系，这些力量的共同结

合和有效协作，是公司保持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因

而，治理机制应通过董事会的雇员代表制、雇员股票所有权计划和

其他参与公司管理的渠道，来保证公司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结

构中发挥作用，以及在管理过程中获得相关信息。

许多内部人模式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制

度中的重要性。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奥地利等国在监事会中提供

给员工代表少数席位。在属于外部人模式的英国，管理层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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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雇员的作用，大约已有５０多家公司已经或正在考虑设立职工

委员会。

第五节 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及其改革

一、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企业治理结构是否完善，是关系到企业能否持续快速发展，是

否有竞争能力的重要问题。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

被简化为对国有企业的计划控制和行政管理，形成了政府“管理过

死”的经营机制。实行放权让利、政企分开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为目标的股份制改组等一系列改革后，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引发了一些新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内在矛盾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和

路线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的演进，是和国有企业的产权

改革密切相关的。

产权概念既简单又复杂。从理论上来讲，在私有制条件下，产

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它具有可让渡性和排他性两个基本特

征。但在公有制条件下，产权概念就具有复杂性和抽象性，表现为

产权的可让渡性和排他性都要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在公有经济

产权运作的具体实践中，体现为产权模糊。因此，我国国有企业改

革的历史逻辑就是这样：最初的改革没有涉及国有企业产权的深

层次问题，而是局限于国有企业外部环境的改革，如价格改革；进

一步对国有企业进行财政金融关系调整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如利

改税、放权、落实经营责任制等；最后，不可避免地对国有企业的产

权关系进行调整，承包制、股份制都涉及到产权配置关系的调整。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经验表明，当产权关系改革比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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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产权关系比较清晰时，就能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就能提高企

业的经营效率。

产权可以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收益权，另一部分称为控

制权。这两部分构成了完整的产权，如果对某一物品或资源，只有

收益权而没有控制权，或者只有控制权而没有收益权，就表明对该

物品的或资源的产权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产权是残缺的。收益权

和控制权相脱节、产权残缺，结果就是资源利用的低效率或浪费。

产权实际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约束关系。德姆塞茨认

为，产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工具，它有助于人们在与他人交往中形

成理性的预期，这种预期一般是通过法律、习俗、道德规范来表现。

通常来说，对资源具有意义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就是剩余控制

权和剩余索取权。在一个处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

中，剩余索取权包括企业的留利、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剩余控制

权则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国家将

部分控制权委托给管理者和工人，这部分控制权基本上为剩余控

制权。随着剩余控制权的扩大，企业管理者和工人的积极性得到

了提高，他们的剩余收益也相应增加。但是，这种改革措施也相应

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管理者和工人控制了剩余控制权，他们可

以利用这些权利来获取更多的额外收益，并且以牺牲企业长远发

展和企业上缴国家的利润为代价。一旦国家通过调整剩余控制权

来约束这些短期行为时，企业管理者和工人又会因既得利益的丧

失而缺乏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

企业改革的困境：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

（二）当前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改革和产权制度的变化，可以

基本上概括为围绕国有企业中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展

开的。如果按照经营者控制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来分类，

我们可以将改革前后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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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４－１所示）。
表４－１ 国有企业不同的治理类型

剩 余

控制权

名义上的

剩余控制权

理论上的

剩余索取权
实际上的剩余索取权

典型的国有企业 较大 较小 很小或没有 大于名义上的，不确定

有经营特点的国有企业 较大 较小 相当大分部
介于名义上的与理论上

的之间，不确定

改革后的国有企业 很大 较小 较大部分
介于名义上的与理论上

的之间，不确定

市场化的国有企业 很大 较小 绝大部分
大于名义上的，接近理论

上的，不确定

注：名义上的剩余控制权是指按照特定经济条件下由法律规定的，理论上的剩余

索取权是指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应当获得的，实际上的剩余索取权是指现实企业经营

者获得的。

上表所罗列的国有企业形态，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国有企业改

革过程中出现的基本治理模式。第一类是典型的传统国有企业。

在这类企业中，企业经营者是标准的由行政任命的国有资产的代

理人，通常来说企业经营者与企业经营成果之间不存在太大的联

系，经营者的去留决定于政治需要。第二类国有企业是指市场化

改革前被赋予自主权的企业，企业经营者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果，承包制改革下的国有企业就具有这

样的特点。第三类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其资本来源依靠银行贷款，

经营者的努力成为国有企业成败的关键或主要因素。第四类国有

企业是指基本上按照市场化原则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一般来

说，按照市场化原则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只是具有国有企

业的法律“外壳”，其真实内涵不一定是国有企业。

从以上国有企业的不同治理情况来看，由于剩余控制权大于

名义上的剩余控制权，为经营者提供了使实际剩余索取权大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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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剩余索取权的可能性；同时，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国有企业改

革，使理论上的剩余索取权增加，但是又由于产权改革的不到位，

实际的剩余索取权小于理论上的剩余索取权，因此使经营者感觉

到“吃亏”了；最后，国有企业的实际剩余索取权具有不确定性，受

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在传统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下，产生了许多不规范的企业行

为，如：（１）企业的在职消费膨胀；（２）追求数量扩张和短期利益，忽

视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和持续的发展，通过规模扩张来增强企业的

实际剩余控制权，从而获取更多的实际上的剩余索取权；（３）财务

关系混乱，屏蔽财务信息，从而使上级无法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状

况，增强企业内部的财务自主权；（４）抵制兼并和资产重组；（５）侵

占和转移企业资产。

二、规范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公司制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

总方向。公司制的核心就是要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十五届四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

确指出，要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

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出了国有企

业公司制改革的基本取向。

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是建立国有独资

的有限责任公司；二是建立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

公司；三是建立国家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在第

一、二种形式下，由于国家对公司拥有１００％或控股比例的股份，

因而在理论上可以将国家干预经济和国有股东的意志体现在公司

行为中。

通过企业制度改革，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公司，是国

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要求。下面，我们对此作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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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意味着股东的所有权和企业控制权相

分离。特别是在国有独资公司中，强调股东所有权和企业控制权

分离是十分必要的。在完善我国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应

当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１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机制是法人治理结构的

根本基础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信任托管关系、董事会与经理层的

委托代理关系、监事会的监护责任，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三个最重

要的基本关系，它们构成了现代公司的基本法律框架，其中董事会

的规范运作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主要内容。从股东大会与董事会

的关系来看，董事会的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因此董事具有受

托管理股东投资的责任；从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关系来看，董事会对

企业的重大决策进行讨论表决并监督实施和评价绩效，因此董事

会又具有管理职能。由于股东大会是一个非常设机构，股东大会

闭幕期间企业的重要决策，都是董事会作出的，股东大会往往起到

事后审查、监督的作用。所以，董事会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十

分关键，企业能否具有活力，能否在竞争中获胜，关键在于董事会。

但是，我国经过公司制改组的国有企业，其董事会运作机制往

往继承了国有企业传统的决策体系，主要表现在：（１）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缺乏约束，董事通常由主管机关任命，股东大会徒具形式。

（２）董事会对企业经理层缺乏约束，董事如同聘任的顾问。（３）董

事会不受监事会约束，拿监事会当摆设。这样就造成企业高级经

理控制董事会，董事会决策不受约束的局面，形成严重的“内部人

控制”。公司法人治理就落不到实处。

解决当前国有企业法人治理存在的问题，应当从规范董事会

和监事会入手，要明确董事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同时要规范董事会

基本的议事规则、表决规则、聘选程序和报酬制度、审计制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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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监事会的法律地位，在公司法中要规定监事会在某些情

况下有代位（董事会）行使职能的权利，并可以独立聘请审计师对

董事进行审计监督。

２建立多元的股权结构约束

从企业组织的一般理论来说，企业作为一系列的合约的整体，

其最主要的联结是股东投资形成的有机体，股东之间的利益均衡

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最重要的基础。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

建设，首先要从构建股权约束开始。这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有

企业作为国家出资建立的独立法人组织，国家以其出资为限承担

有限责任，而不承担无限责任。我国在《公司法》中已经明确了国

有独资公司的法律地位；二是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组，在其股权

结构中引进除了国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

通过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建立股东之间的制衡关系，特别是利用股

东之间的利益竞争，形成法人治理结构。但股权结构多元化能否

起到促进公司治理机构的完善，关键还在于引进股东的行为是否

实现了市场化。

３完善独立监督机制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法律的

形式确立了企业的法人地位，约束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在

此前提下，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必须依据一定的机制进行，

这一机制就是企业的法人治理机制，即国家通过企业的董事会或

监事会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实施控制和监督。这样，至少在形式上

使国家行使股东权力纳入到了规范的公司制度中，从而有利于企

业规范地进行投资决策和管理。

４强化以银行为主体的外部监督

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机制得到了硬化。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

看，企业的预算约束要受到产权制度的制约，但即使是股份公司，

如果存在较强的内部人控制，也可以存在软预算约束。因为作为

１１１


第四章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内部人的经理人员作出融资和投资决策时，可能考虑自身的目标，

采取盲目扩大投资的行为。所以，要形成比较有力的预算约束机

制，除了要有合理的产权安排外，更需要对内部人的约束机制。这

一层约束关系，首先是来自银行和其他债权人的外部监督。银行

对企业的监督有两种模式，一是距离型监督，在企业正常经营时一

般不介入企业的经营决策，只有在企业出现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

下才采取干预措施；二是直接监督，即银行从给予企业贷款开始，

不断地介入企业管理，甚至和企业一起对投资决策作出判断。我

国有不少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还没有得到硬化，主要原因有二：一

是银行体制改革还比较滞后，银行对债权管理不严；二是国有企业

的负债约束对经理人员不构成任何约束，导致国有企业依赖于银

行贷款。所以，在产权制度改革推进的同时，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

软预算约束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５建立以企业控制权市场为导向的市场化监督机制

企业控制权市场，是指潜在的竞争者通过收购的办法获得目

标公司的控制权，并且对目标公司进行全面的重整和改组。在资

本市场上，一旦企业经营者不能领导企业获得有利的市场地位时，

企业的股价就会下跌，这样就为有能力的竞争者提供了收购机会。

企业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治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机制。特别

是在股东不能有效监督企业经营者的条件下，潜在竞争者的收购

威胁可以有效地监督经营者行为。尽管我国企业控制权市场仍存

在一定的干预，但是总体上发挥了盘活国有资产存量的作用。

（二）建立新型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

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历次改革的经验得失，我们可以看到，国有

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权改革；而产权改革的关键在于通过明

晰国有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使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完整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企业经营者不仅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且

还有与经营自主权的有效行使紧密联系的“剩余”利益，这样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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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三位一体，从而有效地建立国有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

实践证明，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问题。然而，产权

不是单一的权利，因而可以简单地授权或处置；产权是一项复杂的

权利关系的集合，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由一组特殊的产权关系联

结起来的各方代理人的集合。这样来看，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在

本质上就是对代理人权利的重新配置，究竟谁拥有控制权，谁拥有

剩余索取权，经营风险和收益如何分配。

如何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企业经营者

在承担经营风险的同时，也相应地得到经营报酬，这个问题即使在

实行股份制改组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尽管通过股份制改革，证券所有者或股东已经同公司直接具有控

制权的董事会和经理分离，证券所有者的所有表现为获取股息和

投票权，而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为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所拥有，这一

体制从组织形式上看，是符合现代股份公司要求的。但是，我国国

有控股的股份公司中，国有股只有代表而没有真实所有者，国家委

派的代表所掌握的投票权对于其本人来说，是一种廉价的投票权，

这就容易造成国有股权利的滥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决策失误以

及重复传统国有企业的一些弊端。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表明，通过实行工资奖励制度改革、

放权让利、承包制改革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

经营效率。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只能起到短期的激励效果，从长

期来考虑，会在提高当期企业经营效率的同时，也会造成国有企业

短期行为的盛行，企业缺乏长期发展能力等弊端。因此，要从根本

上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必须在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同时，在

国有企业内部建立长期、持续、有效的激励机制，使企业经营者尤

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与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经营效益紧密

挂钩。

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摸索，提出了将经理者和职工利益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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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利益紧密联系，并具有长期激励作用的机制，这就是高层经理股

票期权计划和职工股份计划。这两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其核心思

想就是要将企业的经营成果的一部分以公司股份的形式通过期权

方式，奖励给作出贡献的高级经营人员，这一计划目前在发达国家

特别是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中十分普遍。美国的一些著名公司如

ＩＢＭ、迪斯尼等都实行了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计划。

我国部分地方也开始积极探索对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实

行股票期权计划。也有的地方采取由公司出资公开购买可流通的

股份，锁定在被奖励人员的名下，并规定其工作绩效满足预定的目

标才可以真正转为其拥有的股票。

职工持股制度曾经在我国股份公司中存在相当长的时期，但

是后来由于职工股份发行过程中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就取消了职工股的发行。从职工持股与企业绩效的关

系看，原来股份公司职工普遍的做法是在公开发行股份中留出一

部分定向发行给职工，由于发行市场与股票二级市场之间巨大的

价格差异，职工股发行等于是向职工提供了获得额外福利的机会，

而没有起到激励职工的效果。

从国外上市公司尤其是美国上市公司实行高级管理人员股票

期权制度的效果来看，应当说，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提高经理人员

的积极性，同时也解决了经理人员行为短期化的问题。当然，对股

票股权计划也有许多反对意见，认为股票价格不能反映企业的真

实业绩，因此，与股票价格相挂钩的股票期权计划不是好的奖励办

法。在我国，在建立具有长期激励作用的高级管理人员持股计划

时，更因为法规欠缺、环境不完善等原因而处于争议的过程中。

总之，尽管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计划是调动管理人员长期

积极性的措施，也经过国外上市公司的实践检验，但是在我国该计

划的建立和发展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条件的成熟，需要进一步探索

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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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企业组织结构

企业在其内部的产权关系和治理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各种相

关因素的作用，将形成一定的组织结构形式。企业组织结构是完

善企业组织和对其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框架。企业组织体现了企

业内劳动分工和劳动协作的状态，体现了企业成员、任务及各项活

动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企业各项资源实现有效配置的全过程。因

此，研究企业组织结构对认识现代企业和以科学的方法组织管理

现代企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章我们将对影响企业组织结

构建立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对企业组织的基本模式、现代企业

的组织结构，以及维系企业组织结构的内在联系进行全面介绍，最

后还将对现代企业组织形态的发展趋势和演变倾向作一些初步的

展望，并就我国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转换和企业重组等有关问题

作一分析。

第一节 企业组织因素及基本模式

一、组织与组织结构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指出，企业在内化市场交易的过程

中，通过内部组织管理机制代替市场机制来组织生产经营，为了使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顺利进行，需要进行内部的合理分工与控制，

从而使企业成为一种层级制组织。

组织一般被定义为，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有目的地构成的联

系群体。一般的组织都具有结构严谨和行为规范的特点，这是因



为在组织内部，有一定的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每个成员在组织中

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都有明确的界定。就企业而言，其组织就是

将为实现企业目标所必要进行的各类活动加以分类，并分配给相

应的单位和个人，分别委以职责，赋以职权的联系体系。在组织过

程中也伴随着控制活动，即上级对下级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

根据绩效予以激励，保证其行为符合企业的目标和整体要求。

而组织结构，就是组织内部分工协作的基本联系方式或框架。

分工是协作的前提，但又离不开协作。组织结构的功能就是为分

工协作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并对管理对象、工作范围、联络路线等

予以规定。为了确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必须考虑和确定以下五个

方面的问题：

第一，分工关系。为了实现预定目标，组织必须完成一系列的

工作任务。分工过程就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对必要的工作或

职能进行细分化，并确定不同职位和相应的承担者。在企业内部，

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分工：一种是纵向的部门分工，体现组织的层

级关系；另一种是横向的职能分工，体现组织的协作关系。合理的

组织，就是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将两种分工恰当地结合起来。

第二，部门化。部门化就是把一个组织整体划分成不同的部

门。在部门化的组织中，所有的部门就成为组织的基本单位，或者

是组织系统的子系统。在企业里，把组织的全体成员分别归属到

不同的部门，将使协调工作变得非常简单。

第三，权限关系。如果部门化是机构的分割，那么，权限关系

就涉及权力的分割。当然，机构分割的实质也是权力的划分，只是

它是通过划分的部门进行职权的划分。组织中的权限关系，就是

组织中职权的安排和行使关系。

要理解权限关系问题，首先应对权力和职权加以说明。权力

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是个人或团体劝导和影响别人或其他团体

的信念或行动的能力。职权也是一种权力，不过是组织安排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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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权力。组织中的职权是处于某一职位上的权力，占有这个职位

的人通过它去谨慎行使影响他人或决策的权力。职权既然是组织

赋予的，其行使就应该是有限度的，这就是权限问题。权限关系主

要涉及集权与分权。集权是将决策权限尽量集中于组织上层，而

分权则将决策权限分散于组织下层。集权与分权问题的关键在于

分权的程度。正确处理决策权限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集权与分权的

适度结合。当然，这个度受制于许多具体因素。著名的管理学专

家孔茨认为，集权和分权的极端形式是无组织结构。

第四，沟通与协商。组织结构因部门化和分工，使部门与部门

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尤为重要。合理的组织结构系统

可使组织内的信息传递路线大大改变和减少。在层级制组织中，

分层次的传递方式可以有效地减少传递路线，而管理者也就成为

分层传递路线的联结点，对沟通上下级和信息选择起着重要作用。

管理者必须对各类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据此作出自己的解释，

予以上传或下传。

第五，程序化。组织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有一套预设的行

动框架。由此它才能稳定地指导和规范组织成员和单位的行为。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通过事先制定行动方案，当某些事件发生时

按预设的方案进行处置的组织工作叫程序化。程序化是针对经常

发生、周期性重复出现的常规工作而言的。当组织工作的程序化

程度较高时，可以降低协商和管理工作的费用，增强组织的协调能

力。但是，事先预设的方案不可能包罗万象，现实中还会有许多偶

发性事件，这些事件不经常发生，也没有周期性规律可循，但却存

在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在组织结构中不仅注意通过程序化对周

而复始常规性工作的规范，而且还要注意对偶发性事件的适应，实

际上也就是要注意为发挥非程序化方法或非正式约束的作用留有

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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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立企业组织的相关因素

以上我们对组织和组织结构的一般含义及与企业有关的部分

内容作了介绍。然而，实际过程中的任何一种组织都是在特定条

件下形成和生存的，相对于特定的条件，一定的组织才显示出优越

性。那么，确立企业组织需要考虑哪些相关因素呢？下面，我们将

从五个方面来予以说明。

（一）信息沟通

信息沟通贯穿于企业活动的全过程，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都需要通过信息沟通来实现。可以说，组织

结构功能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获取信息、能否有效

地处理和利用信息。因此，企业组织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畅通、清

晰、高效的信息沟通体系。

（二）技术特点

企业的技术特点影响到组织工作的各方面，组织结构的确定

要受到不同特点的技术的影响。技术特点主要包括技术的复杂性

和稳定性两个方面，它们都对组织结构产生直接影响。首先，技术

的复杂程度决定着组织的分工和作业的专业化程度，进而决定着

部门的大小、层次的多少、各类人员的比例等。其次，技术的稳定

性决定着组织结构的刚柔特性。对于较少变革、比较稳定的技术，

适宜采用机械式的刚性组织形态；而对于技术多变、不稳定的企

业，则适宜采用有机式的柔性组织形态。

（三）经营战略

组织的建筑必须服从于企业的经营战略，随着经营战略的变

化而调整。经营战略有许多类型，就以组织发展的阶段性而言，有

扩大规模、地区开拓、纵向发展和产品多样化等相应的战略。在经

营起始阶段，组织战略重点是注重与经营发展相适应的组织规模，

而不必强求系统、完整的组织分工和结构，随着组织的发展再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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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在市场开拓阶段，则需要考虑调整和设立满足特定市场或

地区需要的部门，并对其职能和协调关系按市场的需要进行调整。

在产品多样化阶段，就可能引起组织结构的重大变革，即从集权制

结构转向分权制结构等等。

（四）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影响组织结构的又一因素。一般规律是企业规模

小，组织工作量小，组织结构也相应较简单；企业规模大，组织工作

量大，需要设置的部门机构多，各机构间的关系也复杂。可以说，

组织结构的规模和复杂性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相应增长的。

（五）环境变化

企业面临的环境特点，对组织结构中职权的划分和组织结构

的稳定性有较大影响。一般来说，对复杂多变、有较多不确定性的

环境，要求给中下层管理人员较多的经营决策权和随机处理权，以

增强企业的适应力。对稳定的、可把握的环境，可设置比较稳定的

组织结构，严格界定权力范围，并可较多集中于上级，进行程序化

的管理。因此，任何一种组织结构都离不开一定的外部环境，只有

那种与外部环境变化保持动态对应的组织结构，才可能成为有效

的组织结构。

三、企业组织的基本模式

以上我们分析了确立企业组织的相关因素，也可称之为企业

组织变量。按照组织学中的权变理论，根据以上不同组织变量的

变化特点，可以归纳出四种企业组织的基本模式，每一种模式适用

于一组特定的组织变量。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组织变量下，需要不

同的组织模式；组织变量变化了，组织模式也可能随之变化。下面

我们就对这四种模式分别予以介绍。

（一）机械—科层制模式

这一组织模式最早由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提出的，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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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建筑大规模正规组织最有效的办法。表５－１列出了机械—

科层制模式的主要特征。
表５－１ 机械—科层制模式：原因与结果

环境变量 结构特征与过程

低度专业化

大规模需求 高度集权，固定的领导

标准化服务 权威由位置决定

规模经济 严格的岗位责任制

简单／常规技术 做事程序标准化、形式化

资本集约型 垂直通讯

物质奖励作为主要控制手段

绩 效 弱 点

大批量生产 对多变性需求不适应

低成本 变化与反应能力差

高劳动生产率 士气低

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不高

产生机械—科层制模式的主要环境是简单常规技术基础上的

规模经济和标准化需求产生的大规模市场。在这种条件下，竞争

的关键是降低成本和价格，尽可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因此，组织结

构形式上就强调分工与专业化，强调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强调集中

统一指挥下的大规模作业。在这种工作结构中，不可能通过发挥

创造性及追求工作满足来激励部属，所以只能借助于物质鼓励与

惩罚。这一模式的典型实例是汽车装配线。

这一组织模式与大批量、低成本生产是适应的。但是，当市场

需求发生大的变化时，这种组织形式的反应能力就是一个问题。

集中统一的指挥可能会压抑中下层的创造性，形式化与标准化的

办事程序也无助于培养企业成员灵活应变的能力。因此，从长期

看，这种组织模式有严重的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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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机—专业化模式

当生产过程以高技术为特征，市场是小批量多变化的需求时，

上述机械—科层制模式有严重的局限时，这时，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就变成了所谓的有机—专业化模式。表５－２归纳了有机—专业

化模式的结构特征与适用范围。
表５－２ 有机—专业化模式：原因与结果

环境变量 结构特征

小规模需求 多种专业人士的委员会

非标准化服务 高度分权，移动性领导

复杂技术 权威基于专业知识

专业人士 角色与责任的规定不明，灵活可变

横向通讯，注重团队讨论

风险资本 借助目标认同、专业规范及工作满足来激励

绩 效 弱 点

面向顾客的产品与服务

创新 产品高昂

高品质 劳动生产率不高

对环境变化的高适应性 生产速度慢

研究与技术进步作为价值观

有机—专业化模式强调的是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横向交流、

创新与品质，以及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显然，它适用于使用复杂

技术为满足小规模要求而进行的生产，比如商用卫星的制造，喷气

客机的生产，等等。在这一领域中，产品创新、紧密配合顾客独特

的要求、质量保证等远比价格更为重要。其中使用的生产设备一

般也是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密集型的，使用的人员较多也是有各种

专门学历的技术人才。而且，由于顾客要求因人而异，生产过程必

须经常调整。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不可能采用一成不变的岗位责任

制，也不适宜建立僵硬的权威等级式管理系统。可行而有效的办

法只能是组成具有相对自主权、又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团队，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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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团队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技术发展的新动向，及时调整制造

与销售策略。因此，灵活的权威结构，广泛而畅通的信息交流，高

度的敬业精神，这些就成为远比成本控制与规模经济更为重要的

因素和条件。

（三）传统—手工模式

有机—专业化模式的环境变量特征是小市场加上高技术。当

小市场加上简单技术时，合适的组织形式就是传统—手工模式了。

表５－３列举了传统—手工模式的主要特征。
表５－３ 传统—手工模式：原因与结果

环境变量 结构特征

小规模本地需求 集权，但作业自主

简单技术 少量企业管理人员

部分标准化服务 低度形式化与标准化

工匠师傅、艺人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通讯

家庭资本 正规与非正规控制的混合

绩 效 弱 点

根据地方需求变化灵活调整 劳动生产率低

容易启动 成本高

低管理成本 死亡率高

无发展战略

传统—手工模式的特征是其小规模及其产品的工艺性。企业

主通常对决策具有直接支配权，而没有一个专业管理队伍来讨论

与协助。因此，决策多数出自业主的个人判断。然而，因为生产过

程高度依赖工匠师傅的技艺，工人们一般会有很大的操作自主权。

由于规模很小，又由于工作过程本身具有高度工艺性质，故而控制

与激励的问题也就不显得重要了。这类组织一般运用简单技术装

备，随时调整产品来适应地方需求的变化。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管

理人员及知识，这类组织通常受管理不善之苦。劳动生产率低、积

累少，使得这些组织很难有长期发展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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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械—有机混合模式

这是一种包含了机械—科层制模式和有机—专业化模式的某

些特征的组织形式。表５－４列举了机械—有机混合模式的主要

特征。
表５－４ 机械—有机混合模式：原因与结果

环境变量 结构特征

中等或大量需求 工程师与专家有重要地位

同一技术上的多种产品 集权与分权并存

规模经济 部分操作按机械—科层制模式组织

复杂技术 部分按有机—专业化模式组织

熟练工人 委员会管理

资本集约 强调就业安全

横向与纵向沟通

绩 效 弱 点

质量与数量并举

相当程度的创新 启动资本大

一定程度的效率 可能有价值冲突

生产率较高 机械性与有机性之间平衡困难

环境适应性较强

选择机械—有机混合模式的前提是大规模市场上使用复杂技

术进行的生产，譬如个人电脑的生产与销售。这种组织强调的是

兼顾效率与创新、产量与质量、生产率与面向多种顾客。而实现这

种兼顾的主要办法就是把组织的一部分按照机械—科层制方式进

行管理，而把另一部分按照有机—专业化模式来构造。这种混合

管理的目的乃是在实现规模经济与效率的同时，保持组织对环境

变化的反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以上四种不同的组织模式都有其发挥作用的特殊环境，不存

在唯一不变的“最好”组织形式，根据环境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最

优”组织。不同部门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与市场特征，因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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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

第二节 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

如前所述，企业组织结构是对企业整体框架的描述，体现了企

业内劳动分工的落实情况，反映了企业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此

外，企业的组织结构还是决定企业内正式指挥系统、网络构建模

式、信息传递通道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正确

选择并建立与企业自身特点相匹配的组织结构，是企业实现其既

定目标并得以发展的关键。

一、机械型组织与有机型组织

对企业组织结构的一般性描述，可通过一个三维的因素模型

来诠释。这个模型中的三维分别指的是组织的复杂化程度、组织

的正规化程度和组织的集权化程度。

组织的复杂化程度主要是指组织的分工程度，包括组织内劳

动分工的细致程度、组织层次的设置状况、组织单位的区域分布形

态等。组织的正规化程度是指组织通过建立企业规范系统来影响

员工行为的举措，它包括企业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及程序和条

例等，对所属员工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和制约性。组织的集权化程

度考察的是企业内决策权的分配及使用情况，主要指企业内的授

权程度。

根据以上三维因素模型，可以将企业的组织结构简单地划分

为两大类：机械型组织和有机型组织（如图５－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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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型组织 有机型组织

◇严格的层级关系 ◇合作（纵向的和横向的）

◇固定的职责 ◇不断调整的职责

◇高度的正规化 ◇低度的正规化

◇正式的沟通渠道 ◇非正式的沟通渠道

◇集权的决策 ◇分权的决策

图５－１ 机械型组织和有机型组织

（一）机械型组织

机械型组织，又称官僚行政组织，是对传统组织设计原则综合

运用的产物。它强调统一指挥的原则，即重视集权化的程度，形成

了一条正规的职权层级链，并特别强调上级对下属所拥有的绝对

控制和监督权。机械型组织通常拥有复杂的管理层次，因而易形

成高耸且非人格化的组织平面图。此外，该类组织会随着企业规

模的日益扩大、组织层级的日益增多而使上下级的管理沟通变得

日趋复杂化，这时，一系列的规范性条例就会应运而生，形成严密

的保障程序，从而加强企业正规化的程度。所以，这类组织结构通

常体现出很高的“三高”特征，即高复杂化、高正规化和高集权化。

它通过对企业运作规则、经营条例及正规化操作程序的制定来代

替人的随机判断和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所以，这类组织结构强调

的是标准化，而非人性化。

（二）有机型组织

有机型组织，又称适应型组织，它是与机械型组织截然相反的

一种组织结构模式，主要表现为低复杂化、低正规化及分权化的特

性。有机型组织通常较为松散且具有较强的灵活应变性，能随着

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应对决策。因此，这类组织并不如机械

型组织那样僵硬和稳定。在有机型组织内部同样也进行相应的劳

动分工，但这种分工并不强调标准化程度。有机型组织内的员工

通常是职业化的，具有相当熟练的工作技巧，因此，通常能独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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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并处理一些工作中的问题，体现了较强的人性空间。与机械型

组织中员工从事纯粹的操作性、执行性工作相比，在有机型组织

中，上级往往只需给出任务的方向和目标，其他工作则可由下属自

行解决和处理。因此，在机械型组织中，下属对上级的依赖性较

强；而在有机型组织中，下属无需对上级有过高的期望。

二、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

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形成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化

的成长、市场容量的扩大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逐步演化成的。从

其构成的平面图形来看，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类：Ｕ
型结构、Ｈ型结构和 Ｍ 型结构。

（一）企业组织的Ｕ型结构

企业组织的Ｕ型结构，又称为功能垂直型结构，它是一种以

权力集中于企业高层为特征的企业组织结构。钱德勒在著名的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管理革命》一书中称其为“单一单位的

企业”。在这种结构中，企业内部按照企业经营运作的流程环节进

行职能上的划分，形成一系列独立的运作部门。所以，其显著的特

点是对控制权的集中管理。这类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集权性，十

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管理的原则。它通过对其管理职能的水平

化和垂直化划分，形成各职能部门和相应的管理层级。企业 Ｕ型

结构的基本框架如图５－２所示。

一般而言，根据企业内职能管理部门的设立和职权范围的不

同，企业组织的 Ｕ型结构又可具体划分为以下四种形式：

１直线结构，又称简单结构。它是以低复杂化、低正规化、高

度集权为其主要特征的，属于有机型组织的范畴。直线结构是一

种扁平型的组织，通常仅拥有两三个纵向管理层，且员工队伍松

散。但是，这类组织的决策权高度集中，通常掌握在企业战略核心

人物一人手中。这类组织的结构一般比较简单，较少的管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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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幅度一般都较大。直线结构的基本框架

可参见图５－３。

图５－２ 企业组织的Ｕ型结构

图５－３ 直线结构

注：Ｌ为直线机构。

直线结构由于其结构的简单性，优点十分明显：（１）组织的灵

活度高，其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都较强；（２）企业内信息传递畅通、

快捷，反馈及时，且决策反应速度快；（３）管理成本有限，责任易到

位；（４）组织成员、部门间沟通便捷，有利于默契感的形成和组织关

系的确立；（５）决策集中、组织目标明确，并且有利于对员工业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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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

另一方面，直线结构也有其弱点：（１）局限性强。随着企业规

模的扩展、业务量的增加，这种非正规化、高度集权的结构是无法

迅速处理完所有超载的信息量的，而这些则会导致企业决策过程

的滞后、缓慢，并且会削弱企业对机会的把握能力。（２）决策权高

度集中于一人手中，具有极大的风险性。一方面，企业会因掌权者

个人知识量的局限性而产生对重大事件的误判、错判行为；另一方

面，企业也会因为掌权者个人的变故而陷入困境或处于瘫痪状态。

总之，直线结构较适用于以下情况：（１）企业规模较小。企业

员工人数有限，管理者能够有效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营的全部活动。

（２）企业的草创阶段。在企业诞生之初，可通过对这种组织结构模

式的运用来凝合决策者对生产或服务领域的精力投入程度。（３）

企业所处的环境简单易变。通过对该类组织灵活性的运用，来提

高企业的反应速度。（４）企业突然遇到困境或面临生存威胁时。

通常，在这种关键时刻，企业的高层决策者会下意识地实行集权式

管理，以渡过难关。从总体上看，直线结构较适用于所有者和经营

者合一的小企业。

２职能结构，又称专家结构。它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职能结构是一种标准化与分权化并存的组织结构模式，属于

机械型组织的范畴。职能结构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对职能性专业分

工的管理办法的采用，来取代原先直线结构中的全能型管理者。

在采用职能结构的企业中，各职能部门有权根据各自具体的业务

范围向下级人员发布命令或下达指示，而其下级人员除了要服从

其直接上级的指挥外，还要听从其上级职能部门的命令。职能结

构的基本结构如图５－４所示。

职能结构具有专业化生产的优越性，具体可表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１）由专家群组成的职能部门，容易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效

益。（２）有效地避免了企业在人员和设备配置上的重复构建。（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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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员工忠诚度的建立。通过为员工创造与相关专家的交流和

沟通，从而为员工的职业发展创造机会。（４）形成更高效的分工体

系。职能部门专家的有效介入能很好地减轻直线管理人员的工作

负担，从而使直线管理人员将精力更好地集中于对企业前景的规

划上来。

图５－４ 职能结构

注：Ｆ为职能机构。

当然，在职能结构中，各职能部门对各自职能目标的过度追求

也容易造成其对整体利益缺乏关注，忽略企业的最终目标。（１）由

于职能部门对企业最终目标的实现不承担责任，所以，企业只能依

靠高层管理人员的作用，从中进行协调安排；（２）不同职能部门间

容易因为各自职能利益和视野的相异而产生冲突；（３）职能部门间

的高度封闭性不利于企业对其潜在高层管理人员的培养和训练。

此外，采用职能结构的企业还会因其多头领导的特性而造成指挥

—执行上的矛盾。

从职能结构自身的特点来看，其较适用于规模大、外部环境复

杂但稳定，以某项有一定掌握难度且又能标准化的技术贯穿于整

个专业化活动过程的企业。也正因为如此，职能结构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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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直线参谋结构，又叫机械结构，它是以直线结构为基础，在

各直线主管人员之下设立相应的职能参谋部门，是管理人员统一

指挥与职能参谋部门相结合的一种管理模式。这种组织有两个显

著的特点：第一，它是按照组织的任务和管理职能来划分部门和设

置机构的，实行专业分工，可以加强作业管理。第二，这种组织结

构把管理人员和管理部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线指挥结构的管

理人员，另一类是职能参谋机构的管理人员。前者在职权范围内

拥有对其下属指挥和命令的权利，并全面负责其主管的工作；而后

者只是直线指挥人员的军师和助手，在相关的业务领域内提供建

议或进行业务指导，但无权对下属发布命令或进行指挥。直线参

谋结构的基本结构如图５－５所示。

图５－５ 直线参谋结构

直线参谋结构是对直线结构和职能结构的综合运用，它吸收

了两者的优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两者的部分缺点。所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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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参谋结构具有以下优势：（１）在实现对企业进行统一指挥、统一

管理的同时，又保留了职能结构在管理专业化上的优势；（２）能以

较高的效率实现标准化的活动；（３）规范化操作程序的制定，减轻

了企业中层管理者的压力；（４）直线指挥人员与职能参谋人员之间

形成团队决策的雏形，有利于最终决策者对企业问题的全面考察。

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膨胀，技术的不断进步，企业管理

活动的日趋复杂化、专业管理分工程度的日益加剧和职能参谋机

构的逐步增多，这种组织结构也会产生以下问题：（１）直线参谋结

构仍以集中指挥为其总原则，仍留有明显的集权化管理的痕迹；

（２）职能参谋部门没有任何实际的管辖权，所以，在企业运作中容

易被忽视而无法真正发挥其作用；（３）这种结构中的各职能部门仍

比较封闭，彼此间缺乏横向交流，容易因立场或视角的不同而产生

摩擦；（４）职能部门不享有决策权和指挥权，因此，并不能在真正意

义上帮助直线管理人员减轻负担。

直线参谋结构主要适用于进行大规模、少品种生产的企业；它

对其存在的外部市场环境通常有较高的要求，如市场要简单且稳

定、行业内的竞争压力不能过强，并且对技术创新的速度要求不能

太高等。总之，这种结构适用于环境平和、外部挑战有限的情况

下。此外，该类型的组织结构也较适用于已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企

业。

４直线职能参谋结构。它建立在直线参谋结构和职能结构

的基础上。它是在保证统一指挥、统一管理的前提条件下，为了充

分发挥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而通过授权的形式所形成的一种组织

结构的管理形态，其结构图如图５－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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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６ 直线职能参谋结构

注：“———”表示直线指挥权。

“ →”表示业务指导或部分直线指挥权。

从企业组织的管理形态来看，直线职能参谋结构是 Ｕ型组织

结构中最完善、最理想的企业构架模式。它比直线参谋结构更为

完善和有效，所以，被采用的频率也相对较高。但是，作为 Ｕ型组

织结构中的一种，它仍无法克服存在于直线结构、职能结构、直线

参谋结构中的缺陷，因此，它仍只能在企业规模有限、经营品种单

一、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才能发挥优势。但是，随着知识

经济时代的到来，外部环境变化的日趋活跃和不稳定，再加上消费

领域对个性化产品的追逐，使得多品种、少批量的生产需求日益增

多，而大规模定制等理念的提出，更是对企业现有的管理模式和组

织结构提出了挑战。过去企业高度集权式的领导指挥方式已不再

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需要，所以，企业的组织结构模式也需

要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二）企业组织的Ｈ型结构

企业组织的Ｈ型结构，也称为控股公司型结构，它是公司内

部实行分权的一种组织形式。企业组织的 Ｈ型结构，其最初诞生

于美国，是一种专门针对企业集团的组织构架模式。在这样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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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团中，母公司将有子公司或分公司部分甚至是全部的股份，但

即使如此，其下属的子公司或分公司仍是相对独立的利润中心和

投资中心，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彼此间所经营、涉及的领域可

以具有相当大的产业关联度，但也可以是产业关联度微弱的。此

外，Ｈ型结构与Ｕ型结构相比，其在权利分配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前者以分权形式为主，而后者则以集权形式为代表。在 Ｈ型结构

公司中，母公司的控制权仅仅表现为对其下属子公司在财务绩效

上的评估、在资金流量的调配以及通过对其子公司股票的买卖而

对其总体业务规模的调整等。一般而言，母公司是不直接插手或

干涉其子公司的经营运转过程的，所以，Ｈ型结构看上去更像企业

内部资金市场。Ｈ型结构的经典案例当属美国洛克菲勒标准石油

公司。企业组织Ｈ型结构的基本框架如图５－７所示。

图５－７ 企业组织的Ｈ型结构

Ｈ型组织结构与 Ｕ 型组织结构相比，是一种略显松散的结

构。Ｈ型组织结构内部的管理运作通常以资产为纽带，它对其子

公司的控制通常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Ｈ型结构中的下属子公

司一般都会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具有自主决策、自主投资

的权利。当然，这样的组织模式在激励子公司经营绩效以及分散

公司投资风险等方面会有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这种组织模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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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母公司无法有效控制和协调各子公司在资源和利益上的矛盾

而产生高额的管理费用。因此，该类组织结构也并非是完美无缺

的。（１）母公司制定的战略规划及实施方针通常无法在其子公司

中有效推广和落实。（２）企业集团的资源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共享。（３）机构重复设置严重。（４）投资协调困难。

也正因为以上种种原因，所以，Ｈ型结构作为企业规模扩张过

程中的一种创新形态，在全球并不十分流行。Ｈ型结构只能被视

为企业组织形态变迁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

（三）企业组织的 Ｍ 型结构

企业组织的 Ｍ 型结构，又称事业部型分权结构，它是在 Ｕ型

结构和Ｈ型结构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钱德勒称其为“多分支公

司结构”。Ｍ 型结构中的各事业部通常是自主性较强的利润中

心，按不同的形式进行划分和组合。在这种组织结构中，每个事业

部都会拥有各自独立且非共享的职能部门，并通过这些职能部门

的运作来带动整个事业部的经营发展。所以，一般而言，各事业部

之间并不存在横向的交流和沟通，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企业组织

Ｍ 型结构的基本框架如图５－８所示。

Ｍ 型结构的企业一般会遵循“集中决策、分散经营”的总原

则，在对各事业部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公司总部也会设立一个监督

管理各事业部运作情况的专门机构———总办事处。它的组成人员

包括高级经理以及各职能部门的参谋人员，而其主要职责着重体

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监督并协调各事业部的主要活动，并客观

地评价其工作业绩；第二，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并有

效配置整个公司的各种资源。Ｍ 型企业组织结构较好地实现了

公司战略决策与日常运营决策的分离，在为各事业部创造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分权管理舞台的同时，也真正将高层管理人员从繁

忙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在其位，谋其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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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８ 企业组织的 Ｍ型结构

根据其划分事业部的不同依据，Ｍ 型结构的企业组织形态大

致存在着三种类型：产品事业部结构、区域事业部结构和混合事业

部结构。

产品事业部结构是以产品类别和产品品牌为划分标准的一种

事业部组织形式。其典型代表是美国通用公司。在产品事业部的

组织结构中，每个产品事业部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职能部门，都负责

从事各自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销售活动。

区域事业部结构是以地理位置和市场管辖范围为划分依据的

一种事业部组织形式。区域事业部下的各事业部主要承担对企业

现有产品在某一市场领域（主要指地理区位）内的生产销售活动。

混合事业部结构是基于产品事业部结构和区域事业部基础上

的一种事业部组织形式，是对前两者综合运用的结果。它依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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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的需要将业务进行事业部形式的划分，所

以，在这种结构里，其事业部的形式既有产品形式的，也有区域形

式的。

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Ｏ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认为，Ｍ 型组织结

构是２０世纪最重要的组织创新形式。与传统的Ｕ型结构和Ｈ型

结构相比，Ｍ 型结构所呈现出的主要特点是：（１）Ｍ 型结构是在 Ｕ
型结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 Ｍ 型结构中，各事业部本身都是

以Ｕ型结构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所以，Ｍ 型结构实际上是由一个

总办事处和若干个 Ｕ型结构相结合而成的组织形态。（２）Ｍ 型结

构有效地实现了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在 Ｍ 型结构中，公司总部与

各事业部之间形成了集中与民主相结合的结构状态，有助于高级

经理层的分工合作。（３）Ｍ 型结构将层级制和市场机制有机结

合。Ｍ 型结构中的各事业部虽然不是独立的法人，需受公司总部

指令性的领导，但其仍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

体。（４）Ｍ 型结构的劳动分工更合理，也更趋于完善。公司总部

负责全局性的战略筹划，各事业部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使得各个

部门的人员都将集中精力，从而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５）Ｍ 型

结构能更有效地实现管理的协调和控制职能。在 Ｍ 型结构中，来

自公司总部强有力的协调机制能将各事业部的发展囿于企业总体

战略部署的框架下，而这种有效的协调往往又会给企业带来管理

成本的节约。（６）Ｍ 型结构有利于企业收集、整理以及处理各种

外部信息，并且及时采取行动。

根据 Ｍ 型结构的上述特点，可将其具备的优势概括如下：（１）

授权与控制间的平衡形成了对各事业部有效的激励约束作用。

（２）各事业部拥有独立、完整的运作体系，有助于企业产品或市场

的纵向开发和延伸。（３）权责明确，分工到位，有利于企业对绩效

的正确评估。（４）灵活性较大，能较好地实现资源禀赋上的有效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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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Ｍ 型结构本身仍存在不少问题：（１）机构重叠现象

严重。（２）总部与事业部间自身利益的差异会引起人为的信息不

对称。（３）各事业部间的业务关联性不强，划分界限过于分明，这

不利于彼此间的横向交流。

总的来说，Ｍ 型结构较适用于那些经营规模较大、业务多样

化程度高、市场环境差异大且对适应性有较高要求的企业。

（四）Ｍ 型结构的延伸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Ｍ 型结构得到了广泛使用。与此同时，

这种组织结构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

了一系列的延伸形态。

１矩阵结构，又称规划—目标结构，实质上是在 Ｕ型结构基

础上演变而来的。该结构通过增加一组横向的目标系统，把按职

能划分的管理机构与按产品划分的项目小组结合起来，使该结构

中的每个成员都需接受来自不同层面上的双重领导，即不仅要与

原职能部门保持专业性的垂直联系，而且还要与项目小组保持基

于产品研制、开发上的横向联系，由此所形成的矩阵模式，也就是

这种结构诞生的基础。矩阵结构的基本框架如图５－９所示。

图５－９ 矩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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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结构能有效加强各职能部门间的横向联系，实现跨职能

的合作，并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灵活

性较强。此外，这种结构还有利于企业集中优势力量进行项目开

发和运作，能较好地将专业化的经济性与对产品结果的责任感结

合起来。所以，这种组织结构较适用于那些进行多产品规划，并在

技术上对职能部门有较强依赖性的企业。

２超事业部结构。它是 Ｍ 型结构进一步演化的结果。它主

要是从企业规模不断扩张的角度出发，考虑到总办事处在管理幅

度上的有限性，所以，在总办事处和各事业部之间加设一层执行事

业部，从而协助总办事处进行管理与协调。这种组织结构通常适

用于规模庞大的企业，也是 Ｍ 型结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

然选择。

３多维立体结构。它是由美国道一科宁化学工业公司（Ｄｏｗ
Ｃｏｍｉｎｇ）于１９６７年首先建立的。它是矩阵结构和事业部结构形

式的综合发展。这种组织形式由三个管理系统构成；（１）按产品

（或项目）划分的事业部形成其产品利润中心；（２）按职能划分的专

业参谋机构形成其专业成本中心或职能利润中心；（３）按区域划分

的事业部形成其地区利润中心。所以，这种组织结构产品的产销

工作需接受三方主管人员的领导，即产品事业部经理、专业参谋机

构主管以及区域事业部经理。企业的决策问题需由三方共同协商

解决，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作出决定。这种模式虽然会因其多头

领导的特征而造成管理上一定程度的混乱，但它在集思广益、群策

群力等方面对企业还是大有裨益的。

４任务小组结构。它具有临时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任务小

组通常是为了完成某种特定复杂任务而设立的，所以，其成立的目

的性一般较为明确和单一。任务小组的成员是根据项目的需要而

从各职能部门中抽调出来的，他们通常以项目的完成时间为限，临

时集结在一起工作。一旦任务完成，该小组就会随之解散，而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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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就会根据企业的需要或转入新的任务小组，或回到其永久性隶

属的职能部门。这种形式的组织结构一般较适用于那些有特定期

限和工作绩效标准的任务型企业，并且这种任务通常是比较独特、

非常规的，需要的专业技术一般是跨职能部门的。

第三节 企业组织的内在联系

企业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对其部门和人员所

做的系统性安排，它体现了企业的构成要素所形成的联系方式。

然而，这样的联系方式是通过其内部的一系列联系过程来实现的。

这些内在联系，主要是制度规范的联系、信息沟通的联系、物质转

换的联系等，正是由于这些内在联系的过程，才使企业组织结构能

够稳定地存在和发展。因此，要深入理解企业组织结构，还需对这

些内在联系有所认识。

一、制度规范联系

（一）制度规范联系的涵义

企业的制度规范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予以理解和分析

说明。广义的制度规范包括组织中所有具有稳定性和约束力的体

系化的标准和规程。狭义的制度规范是指为实现组织结构的系统

安排而制定的用来约束和协调企业各部门和全体员工的行为，规

定活动程度和方法的各种规范。也就是说，狭义的企业制度规范

是通过对企业各部门和员工的行为约束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规范化

的工作联系。由此可以说，企业的制度规范联系，就是通过制定一

系列的行为规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规范化的工作联系。

（二）制度规范的类型

制度规范是形式化的联系方式，往往通过制定具体的规章、标

准等建立起来。这些规章、标准依据不同的方法可以进行各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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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而依据制度规范涉及的层次和约束不同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

五类：

１企业基本制度。企业基本制度是企业的“宪法”。它是企

业制度规范中具有根本性质的、规定企业形式和组织方式、决定企

业性质的基本制度，即规范化的企业制度。企业基本制度主要包

括企业的法律和财产所有形式、企业章程、公司治理结构、高层管

理组织规范等方面的制度和规范。

２管理制度。管理制度是对企业管理各基本方面规定活动

框架、调节集体协作行为的制度。管理制度是比企业基本制度层

次略低的制度规范，它是用来约束集体性行为的成体系的活动和

行为规范，主要针对集体而非个人。管理制度建立起了企业中各

部门、各方面、各层次的责、权、利关系，使各项业务和工作能够协

调顺利地进行和得以完成。

３技术规范。技术规范是涉及某些技术标准、技术规程的规

定。它反映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客观事物的内在技术要求，科学性

和规律性强，是经济活动中必须予以重视的。技术规范所约束的

主要是业务活动，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以技术内容和技术相关性为

特征的联系过程。

４业务规范。业务规范是针对业务活动过程中那些大量存

在、反复出现，又能摸索出科学处理办法的事务所制定的作业处理

规定，其对象均具有可重复性特点。业务规范多为定性的、程序性

强，是人们用来处理重复性问题的有力手段。通过业务规范实现

的是以业务工作的固定流程为内容的程序化工作联系。

５个人行为规范。个人行为规范是所有对个人行为有制约

作用的制度规范的总称。它是企业组织中层次最低、约束范围最

窄，但也最具有基础性的制度规范。个人行为规范是组织中对行

为和活动约束的第一个层次，其效果好坏、程序如何往往是更高层

次的约束能否有效实现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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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制度规范涉及到企业组织的所有

层次和所有方面。所有这些制度规范结合起来，实质上构成了企

业组织一套完整的约束系统和联系体系，使其结构严谨、工作有

序、关系协调、组织有效。

二、信息沟通联系

（一）信息沟通的涵义

有效的信息沟通是企业组织实现其内在联系的基础。因为在

企业里，任何部门和个人决不是孤军作战，其计划、组织、指挥、控

制等工作，都必须要与其他部门或个人交往，通过交流信息和思想

以建立和实现一定的联系过程，这就存在信息沟通问题。

所谓信息沟通，一般就是指通过符号的传递，使一个人理解另

一个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这里，“符号”是指文字、语言、数字、图

表、手势、表情等等。人们通过信息沟通，进行信息、观点、思想、感

情等的交流。需要强调的是，信息沟通不是仅指信息的传递，还包

括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企业内部的信息沟通联系，是要通过信

息沟通，达到企业组织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获得行动

上的协调一致，有效地实现企业的整体发展。

（二）信息沟通种类

信息沟通种类按不同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与企业组织联

系相关的信息沟通的种类主要有：

１正式信息沟通。这是指通过正式组织明文规定的渠道进

行的信息沟通。如组织间公函往来、组织内部的命令指示和请示

汇报、会议和正式刊物等。正式信息沟通有较强的权威性和约束

力，但有时速度太慢，范围受到限制，传递程序较烦琐。由正式信

息沟通而形成的正式交流网络主要有链式、轮式、Ｙ式、圆圈式和

全渠道式等。

２非正式沟通。这是指非正式组织或个别人之间的信息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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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如小道消息、私下交谈等。非正式沟通往往能表露出个人真实

的思想动机，有时可以用来传递一些不便通过正式渠道传递的消

息。但如应用不当，会传播流言蜚语，影响团结。

３下行信息沟通。这是指自上而下地传递信息，即上级给下

级发布的指示、命令、规章制度、工作程序、方针目标等，使组织内

下级了解上级的意图，统一思想和行动。但有时形成一种“权力气

氛”，影响下级的主动性、创造性，还可能由于层层延误而失去时效

性或使信息失真。

４上行信息沟通。这是指自下而上的传递信息，即下级对上

级的请示汇报、提供建议、申诉意见等。这可以使上级了解下情，

发挥和调动下级的积极性，关心和参与企业组织的管理工作。

５平行或斜向信息沟通。平行沟通是指同级组织、部门或个

人之间的信息沟通；斜向沟通是指不同级别而又无隶属关系的组

织、部门或个人之间的信息沟通。这些信息沟通对加强相互了解、

协调工作、增强团结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三、物质实施联系

在企业的内部联系过程中，物质实施过程中的联系是最具体、

最直接的和最基础的联系。企业内部的其他联系都与之相关并且

很多联系过程都是通过物质关系来实现的。在企业组织里，物质

关系的联系具体地体现在各个工作单元之间或不同工作环节之间

的实物交换之中。它主要表现在以直接生产为对象的企业基础系

统的实施过程内部。它们在生产性企业中最典型的形式是获取、

加工和处理物质对象。而在服务性的企业中，物质对象则是以信

息承担者，如支票、股票、保险单等为特征的。

实施过程反映着企业各实施单位之间内在的固定或协作关系

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表现在企业生产技术的相互联系和结构性

的关系之中，并通过它们传递着物质实施对象和信息。这些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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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设置要以各工作单元或环节在实施过程中分工进行对象加

工而产生的交换为基础。总之，企业内部的物质关系的实施过程

表现为一种空间与时间上的不断运行的过程，它直接影响着企业

基本任务的实现。设置物质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各个工作单元或环

节在相互交换物质对象时发生的时间性协作与区域性协作。企业

内部物质实施过程中的时间性及空间性关系，将会影响企业组织

内在结构的联系，并且组织整体性的最佳安排是以物质关系的设

置为基础的。

第四节 企业组织的创新与发展

企业组织的创新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涉及众多因素。

其内容可包括对企业员工行为态度的改造，对企业组织结构的修

正或对企业运营过程的调整等，但不管是其中哪一项，其最终目标

都是相同的，即有效提高组织的绩效，并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整体效

率。企业对其组织构架的选择过程通常是一个对其生存环境的适

应过程。因此，企业的组织结构一直处于不断的进化和演变过程

之中。在２０世纪后半叶，随着全球化经济趋势的日渐清晰，计算

机、网络等支撑、辅助技术的日趋成熟和完善，企业组织的内部构

架也开始呈现出质变的端倪。本节我们将立足于对企业组织创新

领域的探讨，希望能通过对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特征的描述来介绍

几种未来可能的组织结构模式。

一、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基本趋势

通过对企业组织目前现状的考察和描述，可将企业在组织结

构上显现出的发展趋势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扁平化趋势

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趋势是指企业组织形态随着管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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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削减、管理幅度的增大，从金字塔向圆筒形转变的倾向。

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通常是在直线结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管理的重要性，所以，其通常会形成并建立

一套等级森严的层级组织体系，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层层汇报和层

层下达。尤其是当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时，层级体系中的中间管理

层就会发生几何级数般的连续扩充，从而形成臃肿的企业管理形

态。此外，传统的企业组织由于受资源和技术力量的限制，一般通

过增加管理层次、削减管理幅度的方法来保持管理层次和管理幅

度两者间的平衡。因此，其较适用于那些只需对有限信息进行集

中决策或外部环境稳定且单一的情况。但是，从２０世纪后半叶开

始，随着科技实力的不断突破、提升，信息容量的不断扩充、增长，

企业原有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传统的层级结构已无

法满足企业有效运作的需要，严密的等级层次更是阻碍了信息的

快速流通和反馈，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许多企业开始了对组织结构

模式的全新探索，提出了通过扩大管理幅度来减少企业中间层的

想法，而这就是组织扁平化特征的最初形成过程。

组织结构扁平化强调的是通过对管理人员管理幅度的增加来

尽可能削减企业的中间管理层，从而确保各种信息在企业内部快

速而准确的传递。因此，它的有效实施必须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

其一，技术支撑力。通过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支持，实现对大

量复杂信息快速而及时的处理、传输是缩减原有从事日常信息处

理和传输工作的中间管理层的关键一步。其二，人力资源的支撑。

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会形成对人独立工作能力的挑战，大量授权的

发生要求企业工作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需具备一定的工作技

能，并承担相应的工作责任。在这种扁平化的格局中，上级管理层

与下级管理层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新型的团队成员的关系，而不是

一种指挥—执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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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道化趋势

企业组织结构的管道化趋势是指企业在其业务流程的设计和

运行过程中，有从垂直烟囱型向水平管道型转变的趋势。

传统的企业组织内部通常都以职能部门作为其运作经营的独

立单位，形成自下而上的层层汇报以及自上而下的层层指挥，也就

是通称的垂直烟囱式结构。这种结构虽然有利于企业各职能部门

的独立运作和管理，但却不利于企业业务流程运作的完整性。各

职能部门间的封闭式管理导致企业业务进程的脱节和不连贯。此

外，这种模式也容易引起各职能部门间因各自利益所得而互相推

诿、互相推卸责任等现象的发生。所以，近年来，企业在其业务组

织结构的设计上向水平化发展。通过跨职能工作团队的建立，打

破原来的垂直分工体系，形成从供应商至最终顾客的完整业务流

程。这种构造将不仅有利于企业对外部信息的把握和反馈，而且

有利于企业内部学习型组织的形成。

（三）柔性化趋势

企业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指通过对一些临时性的、以任务为

导向的团队或组织的建立来取代原来组织结构所设置的那些固定

的或正式的组织机构，以增强企业的灵活性。

组织结构柔性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

充分利用来增强企业对动态、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

其主要特征可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集权与

分权的内在统一。集权和分权是企业权力分配形式中的两个极端

形式，各自在拥有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带有各自不可避免的缺陷，所

以，需将两者结合使用。而将集权与分权问题相统一的关键则是

上、下级之间是否能通过一些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流沟通渠道，实现

信息的及时沟通、权限上的及时调整，从而保证企业战略目标与各

项具体活动间形成有机的联结关系。对于这一点，柔性化的组织

结构能很好地通过对非正式组织的利用来实现建立在分权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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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集中。其二，组织结构柔性化是稳定和变革的内在统一。

通过实现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职能部门与项目小组的并存，达

到企业建立稳定基础上的灵活性与求变性。虽然如此，但从柔性

化组织的总体特征来看，其偏重的仍是授权和变革这两个主要内

容。

（四）分立化趋势

企业组织结构的分立化是指企业将其内部一些功能性组织外

化的过程，即从原来的企业组织中分离出一些能独立运营、自负盈

亏的小企业，从而将其原本与公司总部的上下级关系外部化，形成

建立在股权基础上的市场化合作关系。

企业组织结构的分立化趋势很好地验证了经济学中的交易费

用理论。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内部的组织成本也不断增

加。当这种增加量一旦突破市场交易费用所需的极限时，企业就

会表现出一种分立的趋势。从企业分立的特性来看，其不同于那

种仅在企业内部进行的单位细分化：（１）企业的分立化趋势是建立

在市场基础上的，而非传统的层级关系基础上；（２）企业的分立化

实行的是一种基于产权变革立场上的行为，完全遵循公司法的规

定；（３）从公司中分立出的各个组织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享有完

全的独立经营权。企业组织的分立可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标准：其

一，根据产品的类别进行分立；其二，根据产品的生产阶段进行分

立。

（五）信息中心化趋势

企业组织结构的信息中心化是指对企业组织的结构设计有从

过程中心论向信息数据中心论转变的倾向。

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设计通常都是从业务流程的设置、职能

部门作用的发挥、劳动分工的细化程度等方面出发，进行着重考虑

的。所以，传统企业运作的系统模式是：输入—过程—输出。对于

信息及数据资料的需求，只是以过程的涉及情况为限加以采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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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但如今，企业在这方面的设计已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更

多的企业开始注重其数据库和信息库的建立，更有甚者将其放到

了企业的中心位置，变“信息围着过程转”为“过程围着信息转”。

这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组织结构模式的探索，完全摆脱了企业过去

业务流程僵硬、不合理的弊端，通过对大量信息的灵活使用来更新

和完善企业固有的业务过程，从而实现更有效的经营运作。

二、企业组织结构的几种新兴形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一些新兴的企业组织形态相继

出现。这是企业组织结构不断进化和创新的结果，同时也是企业

在努力适应市场环境变化过程中的成果。这些企业组织形态大都

是建立在信息通讯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上，不仅为其组织成

员个性化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也具有极大的促进和推动

作用。与传统的层级制组织类型相比，这类组织大都具有扁平化、

管道化、柔性化、分立化和信息中心化等特点。此外，这些类型的

组织结构还具有松散性和灵活性的特征。所以，稳定性差、抗压能

力有限也就相应地成为其结构模式上的弱点。因此，很多企业在

实际选择和使用时，通常会将这些新兴的组织形态与那些传统的

组织形态结合起来考虑，即在企业的中上层管理中使用新兴的组

织模式，以加强其决策的灵活性和快速应变性；在企业的中下层操

作层中仍维系原有的传统模式，以保证其生产或销售上的稳定性。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新兴组织形态的诞生拓宽了组织模式的适

用范围，将企业间的联结关系有序地纳入了一定的组织结构框架

中，这对于组织结构模式的进化史而言，是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义

的。

（一）虚拟公司模式

“虚拟”一词可以理解为：虽然没有实际或明确的存在形式，但

仍能获得同样有效的结果。现在，这一词已被引入企业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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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组织模式———虚拟公司。虚拟企

业，就其自身的特征而言，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

基础上的，由各独立企业、法人或组织为实现各自目标利益而形成

的暂时性的联结与合作关系。它克服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局限，

是一种将企业集权与分权活动有效结合的企业组织形态。

虚拟公司是不同企业出于其各自战略目标的考虑而结成的一

种联盟和合作关系，所以，其又可被称为战略联盟组织。此外，由

于在虚拟企业的加盟企业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实体型的中心企业，

所以，这种组织结构在形态上会呈现出一种团状式的结构图形，各

加盟企业通过充分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来共同享有对其产品的开

发、生产和销售，所以，这种结构还可以被称为团簇型组织体。

虚拟企业的建立过程事实上也是对“开放式组织”这个概念的

运用和发展过程。与传统的企业组织相比，虚拟公司具有以下一

些特征：

１组织结构较为松散。虚拟企业打破了传统企业固有的等

级制，将企业联盟完全建筑于各独立企业自愿的基础上，是一种战

略利益捆绑的松散型组织形态。虚拟企业通常不存在特定的公司

总部，没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图，也不存在细致的管理层级，是完全

依赖彼此间的利益关系而存在的，其联结的纽带是利益的趋同性。

所以，这种结构在具有较强灵活性和应变性的同时，短暂性和不稳

定性也是其不可避免的弱点。

２战略联盟的技术含量较高。虚拟企业的联盟通常是以高

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其基本内容的，所以，就其本质而言，它是

一种技术上的联盟。各加盟企业通常是在项目合作上具有技术优

势和技术互补性的企业。它们通过各自在核心技术上的优势互补

来相得益彰，进而获得在整个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这种技术优势

可以体现在产品零部件的生产上，也可以体现在销售渠道上，又或

是在研究开发上等。但不管怎样，各企业间的强强联合无疑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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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标志。

３具有不同于传统企业的识别标准。对传统企业的识别通

常可以通过所有权的属性、企业的业务经营范畴等指标来进行判

断，但虚拟企业在这些方面都不具有明显的可判性。正如前面所

说，虚拟企业的建立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和不稳定性，它是以联盟

目标的实现、项目的完成情况等作为其合作关系的决定条件的，所

以，传统企业的所有权问题对它的关系和影响力十分有限。在虚

拟企业中，各加盟企业都是独立的功能性组织，并通过功能作用的

发挥来实现互利。此外，虚拟企业规模大小的决定因素不同于传

统企业，它以项目完成的需要作为其规模底线，所以，其可以通过

网状形式向外不断延伸，形成较大范围内的互惠合作。

虚拟企业是一种具有强竞争力的企业组织形态，也是未来企

业组织发展的一个主导趋势。但虚拟企业的建立和有效运作却不

是一个简单的操作过程，它不仅需依托于强有力的信息技术和网

络技术，还需依托于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情况以及核心技术

的结合情况。所以，这种组织结构至今仍处于试用和起步阶段，还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和有效驾驭。

（二）团队结构模式

团队工作这种组织结构现已为许多企业所熟识，它是建立在

工作内容分割基础上的一种组织形态，也是近２０年来比较流行、

理论界比较推崇的组织结构模式。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得·Ｆ·德鲁克（Ｐｅ
ｔｅｒＦＤｒｕｃｔｅｒ）就预示了这种新兴组织形式的出现，他将其描述

为：“未来的典型企业应该被称为信息组织。它以知识为基础，由

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

量信息，自主决策、自我管理。”德鲁克所描述的组织模式事实上就

是由专家组成的团队工作模式。这种组织模式概括起来，具有如

下一些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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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强化了职能部门，强化了单位工作小组。团队结构模式是

以任务和工作内容为导向建立的一种跨职能型的工作小组，所以，

其决策权大都集中于各工作小组手中。这种组织结构通常不需要

累赘的中间层次，所以，其结构上的扁平趋势十分显著。各工作小

组的上属管理层通常只需对所下达的任务或项目完成要求做相应

的描述和指点，其余的都可交由下属团队工作小组完成，所以，通

常这种小组都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能及时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作

出反应，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２对团队成员的能力要求较高。在团队结构中，各工作小组

的成员通常是由拥有各种不同技能的专家或技术人员组成。他们

一般都是某一领域内的权威，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此外，由于团

队结构在组织纵向结构上的削减，所以，其工作小组内成员的升迁

机会减少，横向发展的可能性会增加，这就使得很多技术人员在经

历了多次横向工作小组的轮换后，会变成一个“专才＋通才”的多

面手，从而实现自身能力的提高。当然，对于团队成员能力要求的

多样化，也是出于工作小组完成实际任务的需要。

团队结构这种组织模式在一些规模较小、任务性较强的公司

内可被用于对整个组织结构框架的设计，但在一些规模偏大的企

业中，则需要与传统的组织结构模式结合使用，从而实现在一定生

产效率下的灵活性。

（三）网络组织模式

网络组织是一个由中心企业以职能外包形式形成的组织结构

形态。从其结构外形来看，呈现为一种网状图形，是企业在对各职

能部门或工作任务进行专业化归类后，对其实行外购还是自有的

选择。

网络组织在很多方面有类似于虚拟企业的特性，但事实上两

者并不相同。分析网络结构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网络结构实行的是职能外包制。网络结构的建立过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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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讲就是企业部分职能外化的过程。这种组织结构较注重企

业经营能力与效用最大化间的平衡，提倡以最经济的营运方式实

现企业的根本目标，所以，其通常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出发，考

虑将企业自身无法实现最优运作的部分职能外包，从而精简内部

职能机构，实现对核心能力的开发与拓展。

２网络结构的中心层是一个小规模的经理人组织。职能的

大量外包将网络结构的企业浓缩为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协调、控

制性机构。在这个核心层工作的经理人员，其主要职责就是监管

并协调企业内、外部各项业务的正常运作，既包括企业内留存的职

能部门的业务开展情况，也包括企业外包出去的各项业务的进展

情况。所以，这些人员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

的连接，来对企业内、外部的各种关系进行协调与控制。

３网络结构是一种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组织结构模式。

网络结构的企业在其职能外包过程中与外部机构所形成的关系，

通常是建立在合同基础上的。双方根据各自可接受的合同条件订

立契约，并随着业务的完成情况各自履约，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

４网络结构的柔性化特点显著。网络结构的企业注重资源

的最优投入，注重对自己核心能力的挖掘和开发，它会将所有自己

不擅长的职能工作或业务项目外包，通过对其他企业相关优势的

利用来提高自己的整体竞争力。所以，网络结构的企业通常都具

有显著的灵活性特点，而这种灵活性往往也就是网络企业提高自

身经济效益的最佳途径之一。

网络结构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较适用于那些对灵活性要求

高、对环境变化要做出快速反应的企业。当然，在那些自身经营能

力有限、生产制造仍维系于劳动力密集的企业中，也可以考虑通过

职能外包的形式进行企业组织的规划。此外，这种组织结构也有

其相应的弱点，主要表现为其对外包业务的质量控制具有一定的

难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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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边界组织模式

无边界组织模式是一种完全消除了等级层次，将企业边界虚

拟化的组织形态。它强调对传统指挥链的弱化处理，通过控制幅

度的无限扩大来实现授权团队对职能部门的替代。无边界组织模

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无边界组织消除了企业纵向结构上的界限。在无边界组

织中，无论是重大决策的制定，还是员工业绩的考评，都应是企业

全体人员共同出谋划策的结果。简单而言，无边界应是一种全员

参与性的组织形态，是一种类似于学习型组织的组织模式。无边

界组织强调普通员工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智慧贡献，提倡企业全体

员工的平等性和无差异性。所以，这种组织模型是一种纯粹的筒

包型结构。

２无边界组织消除了企业横向结构上的界限。无边界组织

注重对跨职能小组的建立和运用，注重围绕产品或服务进行业务

单位的划分。所以，在这种结构内部，工作团队更多地会取代职能

部门地位而成为企业经营运作的关键。

３无边界组织消除了企业员工在工作场所与家庭住所间的

界限。无边界组织对弹性工作制的运用，能够很好地实现员工在

家办公的需要。而这样的工作方式，将不仅有利于企业在办公成

本上的大量削减，而且也有利于企业对一些关键性人才的吸引。

４无边界组织消除了企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间的界限。

无边界组织提倡开放式的管理和交流，注重将企业直接融于全球

化的外部环境中。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其增强自身对环境的适应

性，而且有利于其对外部成本和信息的把握和捕获。此外，无边界

组织还突破了传统的产业链界限，可以随时随地依据自身的需要

将其前、后项关联环节内化或外化，加强了自身的灵活性和自主

性。

无边界组织是一个完全依赖于网络计算机技术的企业组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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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因为只有这些信息技术的存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打破组织内

和组织间的界限，形成无限外延的合作。所以，采用这种组织结构

的企业需要建立庞大的信息管理系统，需要强有力的网络技术的

支持。

第五节 国有企业组织结构：重组与改造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组织结构正处于“动大手术”的历史变革

时期。选择怎样的组织结构才能保证国有企业运营的高效率，组

织规模如何决定和实现，怎样的组织决策和管理才是有效率的，所

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的生存和发展。

组织结构选择得当，企业就成功了一半，现代企业发展史已充分证

明了这一点。

一、两类企业的组织结构与其效率分析

在企业发展史上，有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之分，它们的组织结

构是截然不同的。按照著名的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界定，古典企

业是指只掌管一种经济职能，经营单一产品系列，且仅在一个地区

内经营，小规模的、由个人拥有和经营的“单一单位的企业”。古典

企业具体又分为两种类型：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这两类企业都

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并由法律认可的组织形式，但两者

权利配置的基本特征是共同的：（１）权利人以自然人为本位，并分

为两个层级，即雇主和雇员；（２）权利配置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集

权结构，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３）权利运作的准则是财产保值。

古典企业权利配置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其小规模的性质，也决定了

这种企业制度只有在其规模界值之内才是有效率的制度选择，超

出此规模界值，这种制度的效率就会下降。

根据钱德勒的界定，现代企业则是指具有多种经营职能，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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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产品系列，在不同的地区经营，“由一组支薪的中、高级经理人

员管理的多单位企业”。现代企业是企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企业

法律形式。其权利配置的基本特征是：（１）所有权外在化，所有者

责任有限化；（２）企业法人产权独立化；（３）经营管理专家化；（４）企

业内部权利结构层次化；（５）财产所有者对企业经营享有监督权；

（６）政府在企业的权利仅限于课税和间接调控。

现代企业的这些特征使其较古典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表现

在：（１）财产所有权外在化和所有者责任有限化为资本集中提供了

可能，企业经营借此可以达到规模经济；（２）企业法人财产权独立

化保证了企业财产的正常运营，使企业具有永续存在的“生命”；

（３）企业经营管理的专家化提高了管理效率；（４）企业内部权利结

构的层次化可以节约因资产专用性而可能付出的较高的市场交易

成本；（５）财产所有者享有对企业经营的监督权，有利于刺激经营

者提高工作效率；（６）政府对企业的课税权和间接调控权保证了政

府对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同时避免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

依据产生的历史顺序，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基本可以划分为

三种类型：Ｕ型结构、Ｈ型结构和 Ｍ 型结构。有关现代企业组织

结构的内容我们已在本章第二节作了分析和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二、中国企业组织结构的转换

由于传统的国有企业在相当意义上是古典企业，而古典企业

因其权利配置的特征，相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企业经营是缺乏效率

的。为了改变传统国有企业的矛盾和组织的低效率，１９８４年起我

国开始了对国有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历程。

１９８４年开始全面推行的承包制、租赁制和资产经营责任制等

形式迈出了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第一步。我国国有企业真正

的、较为规范的组织结构变革是从进入９０年代开始的，主要有以

下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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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无疑是国

有企业从古典向现代转变的契机。到１９９６年底列入原国家经贸

委、原国家体改委的１００家试点企业，除１户解散，１户被兼并外，

其余９８户已经改制完毕。改制形式有四种：一是股份公司，共计

１７户；二是国有独资公司，共计６９户；三是控股型国有独资公司，

共计１０户；四是资产重组，有２户。通过试点，到１９９６年底，这些

企业的总资产额达到３６００８亿元，比试点前增加９９４５亿元，增

长２７６％；所有者权益１２３１８亿元，比试点前增加３８３亿元，增

长３１１％；资产负债率从试点前的６７５９％下降到６２７８％；分流

富余人员１１７万人，占富余人员总数的６５％。此外，各地也相继

选择２３４３户企业进行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２发展企业集团。企业集团是加快企业组织结构变革、增强

企业实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１９９１年，国务院决定

选择一批大型企业进行试点，经过几年的发展，形成了诸如一汽、

华源、长虹、海信、轻骑等较为规范的大型企业集团。

３推进国有小企业的改组。从组织结构看，国有小企业更像

古典企业。从整体上讲，国有小企业活力不强，效率较低，亏损严

重。鉴于这种情况，自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政府采取了“抓

大放小”的改革方针，对国有小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重组，而其主

要形式是股份合作制。目前国有小企业的改组已初见成效。

尽管对国有企业采取了各种形式进行改制和重组，并且也确

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改制和重组企业总归只占全部国有企业

的很小比例，估计企业数比重不足１０％，资产总额比重不足３５％。

从总体上说，国有企业仍没有从过去的古典式企业中走出来，所有

权和经营权集中于政府，主要追求财产保险仍是许多国有企业的

首要特征。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组织仍属小规模结构形态，并且产

业集中度总体上偏低，经济绩效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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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企业重组与现代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的引入

（一）国有企业的重组

国有企业组织结构转换的目标是实现大型化、规模化和集约

化，这是由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仅取决于经济的总体规模，而且

取决于企业的组织结构水平，特别是大型企业的规模和实力。美

国经济就是依靠波音、通用、杜邦、微软等大企业而称雄世界；日本

也是因为有丰田、日立、三菱才使世界刮目相看；德国则是由于有

了大众、西门子等而闻名于世。中国如不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发

展起自己的一批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立足的大型企业，我们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甚至落伍。

企业重组是实现企业组织结构转换，进而实现企业大型化、规

模化和集约化的重要方式。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企业重组发展较

快，但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企业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仍在不断扩大。

鉴于此，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政府应该采取“以小促大”、“以弱促

强”的政策。可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一是出售弱小企业以补充强

大企业发展资金的不足；二是通过兼并、租赁承包和联合等形式，

实现强大企业与弱小企业的资产融合和重组；三是小小之间、弱弱

之间和小弱之间合并为大或强的企业。以上三种方式中，第一种

方式主要适用于基础性、主导性和支柱性企业的发展；第二种方式

则适用于竞争性企业；第三种方式可行性较小，因为组合双方的比

较优势不明显，容易产生较大的矛盾。相比较而言，第二种方式成

本最低，从而是最可行的。

企业兼并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企业规模扩张和发展途径。

美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企业兼并浪潮，兼并浪潮迅速

改变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企业所有制格局，优化了企业组织结构

和资源配置。企业兼并的基本形式有三种：一是横向兼并，即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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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部门内部的企业兼并；二是纵向兼并，即相互衔接的生产部门

之间的企业兼并；三是混合兼并，即不同产品、不同部门、不同领域

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兼并。而企业的兼并又可通过出资收购、承接

债务、收购股份三种方式来进行。企业的三种兼并形式存在着历

史和逻辑的统一关系。在目前的世界市场舞台上，三种形式是同

时或交相存在的。企业兼并采取何种形式，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实

力和企业家的驾驭能力。实现兼并后，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必须进

行相应的调整。

除了企业兼并之外，租赁承包和联合也是进行企业重组，从而

实现“以小促大”或“以弱促强”的方式。租赁承包是指租赁或承包

方在交付一定保证金的前提下，以租赁或承包的形式受让“标的”

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管理权，成为“标的”的直接管理者。租赁承

包方须与“标的”企业所有者签定租赁承包合同，企业的性质和所

有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只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由租凭承包一方接

管。对于租凭承包后的企业经营利润按合同规定，交给所有者一

定比例的租金或承包费。这种方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下半期曾广

为流行，但近年来逐渐退出，但其存在的价值并未丧失。联合则是

指大或强的企业通过有形或无形资产的投入，与小或弱的企业组

建新企业，并根据双方投入比例分享控制权和利润。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重组的前提是企业财产所有者的明确和

到位，企业财产所有者不明确，重组协议就无法达成，或者与非企

业财产所有者达成重组协议而使国有财产流失到私人手中，这是

必须防止和禁止的。

（二）现代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的引入：委托代理

现代企业的大型化和规模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管理方

式，由于大型化和规模化的现代企业组织是层级式结构，因此，现

代企业便呈现出层层委托代理式管理。在现代企业中，从所有者

到高层经理，从高层经理到部门经理，从部门经理到职员，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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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委托代理链条。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大特色。

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下的分工关系，通过契约，一个或一

些人（委托人）授权另一个或另一些人（代理人）为他们的利益而从

事某些活动，其中包括授予代理人一定的决策权力。这里的契约

是对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分工或权利配置的确认和对相关义务

的承诺。

委托代理关系包含两个大的层次：一是企业财产所有者或股

东与企业高层主管之间的委托代理；二是企业高层主管与下属管

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前者称为一重

代理，将后者称为二重代理。

一重代理中的权利配置经历了一个所有者权利逐渐向企业高

层主管手中让渡的过程。在股份制进入成熟阶段后，企业规模不

断扩大，所有者人数迅速增加，所有权更加分散，从而要求经营者

必须具有充分的管理技术和对市场急剧变化的应变能力。这时，

经营者的“局部代理”效率下降，它不可避免地要被具有更高效率

的“完全代理”所代替。所谓“完全代理”，是指所有者与经营者的

职能完全分离，经营者根据契约全权代理经营法人财产，并拥有契

约以外的“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代理人可能并不拥

有企业股份，但他拥有排他的产权———作为经营者所必须具备的

经营能力。其产权在经济上的实现程度一般与其经济绩效正相

关。需要指出的是，完全代理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委托代理制度的

最终确立。委托代理制度的最终确立的标志是经理市场的形成。

因为借助于经理市场，所有者才可以选择到最优秀、最适当、具有

综合优势的经营者或代理者。而经理市场制度和完全代理制度的

综合作用，可使企业运行既不会脱离所有者目标，又能保证法人的

独立地位，实现企业的最大化经济增长和最大化市场占有率。

二重代理实际上是企业内部的权利配置。就现代企业来说，

其二重代理的成长轨迹与一重代理有很大不同。后者经历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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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权到分权的过程，其轨迹近似于直线型。而前者经历了一个

从分权到集权、又到分权的过程，其轨迹近似于 Ｕ 型。在最早出

现的Ｈ型或控股公司结构中，总公司（委托人）的权利是非常有限

的，而各子公司（代理人）则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权利，总公司基本上

无权干预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在继后出现的 Ｕ型结构却近似

相反的情形，各部门（代理人）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权利，绝大部分

权利都高度集中在企业最高领导人（委托人）手里。作为现代许多

大公司所普遍采用的 Ｍ 型结构，其二重代理中的权利配置似乎又

回到了Ｈ型结构。其实不然，作为委托人的总部和作为代理人的

各利润中心各有自己独立的权利范围，尽管两者权利分配的“度”

常常很难把握。另外，各利润中心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又近似于

Ｈ型结构。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委托代理制度是在追求效率中

得以发展的。企业组织制度的更新必然伴随着效率的变化，为了

追求更高的效率，作为企业组织制度重要内容的委托代理制度必

须进行相应的变革。

我国国有企业在实现企业组织结构转换的同时，为了在企业

所有者、组织各部门及职员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和权利配置

结构，也必然要以产权理论为基础确立完善的企业委托代理关系，

以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顺畅进行和企业运营的正常化和规范化，

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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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企业的组织形式

企业的组织形式是企业的存在方式。认真研究并合理选择企

业的组织形式，是建立和发展企业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随着现代

企业的发展，公司制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性而备受关注，在实践中

也显现出了其较强的适应力和优越性。本章我们将从企业组织的

三种基本形态的考察入手，着重对公司制企业进行分析，并对近年

来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制企业发展的新特点作一简要介绍，最后就

中国国有企业改制、改组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简要阐述。

第一节 企业组织的法律形态

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法律形态

———独资型企业（业主制企业）、合伙型企业和公司型企业。这种

划分是以产权的组织形式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为依据的，因此，将

其称之为企业组织的法律形态。

一、业主制企业

业主制企业（Ｓｉｎｇｌｅ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ｏｒｓｈｉｐ）是最简单的企业组织形式，

也称个人企业或独资型企业，是古典企业的基本形态。业主制企

业通常是指那些由单个自然人出资设立、独立拥有和控制、不具备

法人资格的企业。

业主制企业主要有以下几点法律特征：（１）业主制企业的投资

主体是单一的自然人；（２）业主制企业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

资格；（３）业主制企业的财产虽然在账户上与其投资者的其他财产



相区别，但在法律上其实是不能分离的；（４）企业的投资者拥有对

企业两权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完全控制，并独自享有企业全部的

经营所得；（５）投资者通常独自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并对企业的

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业主制企业由于其所具有的上述法律特征，因而在制度和结

构上拥有一定的优势：（１）业主制企业设立、变更及解体的程序和

步骤较为简单、方便；（２）业主制企业的投资者对企业的经营利润

具有完全的独享性，所以，该类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通常较高；

（３）业主制企业受其资金来源和规模限制，企业规模一般较小，且

结构层次简单，所以，企业内部信息流通和反馈的速度较快；（４）业

主制企业的两权通常都集中于企业主一人手中，因此，企业对需求

变化和环境变化的决策应变能力较强。

当然，业主制企业也具有自身的一些劣势：（１）企业的资本来

源单一，其规模扩张有很大的局限性；（２）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抗

风险能力较差；（３）企业对企业主个人的依赖性很强，通常会因为

企业主的意外变故而中途夭折，其寿命相对较短。

业主制企业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其适用的范围是那些规

模要求不高、经营比较单一、经济活动比较简单的行业，如零售业、

饮食业及其他一些服务性行业和部分自由职业。

二、合伙制企业

合伙制企业（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通常是指那些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

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盈利性组织。合伙制企业的产生是企业在

资金、生产规模、生产工艺等因素上试图不断突破的结果，所以，与

业主制企业相比，合伙制企业内部又增添了一层各合伙人之间的

相互监督约束关系。

从法律角度识别，合伙制企业具有以下一些特点：（１）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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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建立是以合伙协议为基础的；（２）合伙企业是一种人合性质的

经济共同体，其有效运作需以合伙人之间的彼此信任为前提；（３）

合伙企业一般不具备法人资格；（４）合伙企业内部根据协议或合同

对企业的经营利润实行分享；（５）合伙企业的所有合伙人需共同承

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并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鉴于此，合伙企业具有以下一些优点：（１）合伙企业的创建、解

散手续都比较简单；（２）合伙企业与业主企业相比，其资金来源相

对充裕；（３）合伙企业的资金与其经营能力的结合更加有效。

同样地，合伙企业也有其自身的缺点：（１）合伙企业的资金规

模虽有一定的扩大，但仍有局限性；（２）合伙企业容易成为合伙人

在经营决策上发生重大分歧或产生矛盾的牺牲品；（３）合伙人对合

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不以其投入企业的资本为限；

（４）产权转让困难。

合伙企业较注重合伙人的个人信誉和个人能力及责任感，所

以，其适用于一些规模性较小的服务行业，尤其是在各大事务所和

咨询公司中，其效果十分显著。

三、公司制企业

公司制企业（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通常是指那些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出

资者筹资，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设立，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制企业主要有两种组

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公司制企业的特性、

优劣点的分析，将在本章第三节中详细论述，这里不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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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的概念及其特性

一、公司的概念与内涵

公司（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就其字义上理解，“公”即“共同

的，大家的”意思；“司”即“操作、经营、管理”的意思。公司，也即由

众多的人经营某项事业而组成的一个集合体。在法律上，大陆法

和英美法对其有不同的定义。大陆法中，公司被定义为：依法定程

序设立，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法人。这一定义有四层涵义：公司是

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公司

是由两个以上股东共同出资经营的经济组织；公司是依照法律进

行登记注册的企业组织。而在英美法中的公司并非仅指以营利为

目的的公司。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是商业公司；而非营利性公司

则相当于大陆法中的非营利的社团法人。我国公司法所称的公司

是大陆法中所指的公司，它具有以下丰富的内涵：

（一）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

法人（Ｌｅｇａｌｐｅｒｓｏｎ）是与自然人相对的民事主体。法人是组

织，与自然人不同，每一个自然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而法

人则是以一个整体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公司是法人，

即公司是具有进行生产经营或其他服务性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

能力，依法独立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的组织。这是公司

与其他企业性质不同的一个重要区别。

公司是法人，则公司必须具有法人的基本特征：（１）公司必须

依法设立。这就是说，公司要依照公司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条件

和程序而成立。公司要在法人资格取得前筹措到开办公司所需的

法定数额的资金，制定公司章程，邀集相关的从业人员，组织公司

的各类机构，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申请和核准手续，办理公司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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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一系列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最后才能取得法人资

格。（２）公司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公司作为一个从事生产经

营或服务性经济活动的实体，要能够独立地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

经济义务，必须具备进行这些活动和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物质基

础。（３）公司必须是一个组织体。法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是

一个组织体。公司作为法人，也必须是一个组织体。具体包括：公

司必须具有自己的名称；要有自己的住所以及固定的经营场所；必

须设置与该公司类型相一致的组织机构；要有专门的财会人员和

健全的财务制度；公司要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从业人员。（４）公司

必须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公司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也就决定了它必

须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具体包括：公司以自己的名称或名义进行

活动；公司对其法定代表和代理人在其权限内的活动，承担民事责

任；公司应以其全部财产承担债务；股东不对公司的债务直接负

责，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起诉、

应诉。

（二）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

法人依据其组织基础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所谓“社团

法人”（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ｅ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ｒｕｍ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是指由一定数量的、

具有相同目的的社员（自然人、法人）所组成，并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的社会团体。其基本特征是以社会为成立的基础，属于人的集合

体。“财团法人”（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ｅｓｂｏｎｏｒｕｍ）是指以实现一定的目的

而捐献的财产为基础而设立的法人。其基本特征是以财产为成立

的基础，为财产的集合体，没有社员。所谓“营利”，就是指公司及

其成员，以某资本或成员的出资来共同经营某项事业，以此来达到

货币增值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依各自出资的份额进行获利的分

配。社团法人可依据其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分为营利法人和公益法

人两种。“营利法人”是指以谋求其成员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

法人。其特征是，营利法人通过自身活动去获得经济利益，并将所

４６１


企业概论



获得的经济利益分配给社员。“公益法人”是指以谋求社会公共利

益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而设立的法人。其特征是，公益法人原

则上不能经营营利事业，不能自营商业，也不将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分配给社员。公司是营利性经济组织，是营利法人。但以营利为

目的的组织并不一定是公司。只有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才

能称之为公司。

（三）公司是一种股权式的集合体

公司从其财产组成上来讲，都是由两个以上的出资者（股东）

为了共同的目的、互集资本、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经济上的联合

统一体，即以资金联合为基础。但从法律上看，出资者（股东）以一

定的资本换取了在公司中享有的一定的权利，这就是各股东以其

出资数额形成的对公司的股权，这在法律上体现为一种股权式的

联合，成为具有法律人格的主体。

由于公司是一种股权式集合体，因而任何一国立法都把公司

责任形式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规定，这正是由公司财产组成的

特点决定的。纵观世界各国公司立法，对公司责任形式的分类基

本有两种，即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我国公司法中对股东的责任

规定为后者，即承担有限责任。

（四）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进行登记注册

公司的设立必须符合公司法准则，才能登记注册。公司登记

注册便意味着它符合了公司法的要求，得到法律的承认。公司只

有经登记注册后才具有法人的资格。

二、公司的性质和特征

公司作为一种独特的企业组织形式，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性质和特征：

（一）集合性

公司是由众多股东所组成的经济组织，有明显的集合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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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强调公司的集合性，是因为公司作为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

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及商品经济激烈竞争的需要，它要筹集大量

的资金，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的企业管理技能和信息系统，

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这些都需要社会上众多组织和个人的共同

努力，而非单个人或单个组织所能为的。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需

要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去“集合”一定的人员和资金，以推进现代

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二）营利性

前面已经讲到，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公司作为

一个独立的企业，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能

力，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立足，当然要追求财产的增值。而且公司

出资者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使其所出资产额获得增长。公司的营利

性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营业特征。所谓营业特征指公司从

事经营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营业的获利目的并

不表示获利的结果，即使公司因经营不善而达不到获利的目的，也

并没有丧失其营业获利的特征。其二，商事特征。由于凡是从事

营业活动的人都属于商人，因而公司营业特征也就决定了它的商

事特征。商人可分为商自然人和商法人。作为商法人的公司，区

别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同时也区别于以行政管理为目

的的国家机关。其三，行业特征。公司的行业特征指公司这种组

织形式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如采掘业、建筑业、制造业、加工业、

运输业、商业、保险业、银行业、信托业、旅店业、咨询及服务业等，

这些行业均以营利为目的，在许多国家采用了公司的组织形式。

（三）自由性

公司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虽然各国先后通过公司立法，使

公司逐渐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但公司仍不失其自由性。主要包

括：（１）择业的自由。在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公司可以自由选

择一种或多种行业为其经营项目。（２）经营方式的自由。实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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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公司经营的目的，为此，公司可以自由地采取适当的经营方

式，以便使公司在竞争中获胜，达到营利的目的。（３）设立与解散

的自由。在法定的公司种类内，公司可以自由设立。这有助于加

强竞争，提高生产力，繁荣经济。所谓解散自由，是指除破产与解

散命令外，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由解散公司。

（四）独立性

公司作为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地享有权利和义务，与

合伙及其它类似的社团有很大区别。公司的这种独立性具体表现

在三个方面：（１）财产的独立性。公司组成后，其财产已经与股东

个人的财产脱离，从而独立于股东及发起人、董事等，公司由此而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财产的经济实体，其财产完全由公司支配。（２）

生产经营的自主性。公司有权依法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

动；有权制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计划；有权选购所需物资，铺售产品

以及其他经济技术服务活动；有权对外签订合同；有权决定其职员

的任免；有权决定自己的收入分配形式；等等。这些经营上的自主

权，充分体现了公司的独立性。（３）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和仲裁

活动。公司在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发生法律纠纷时，能以自己的名

义作为申诉人或被申诉人的身份参加仲裁机构的仲裁活动，也可

以作为原告或被告参加法院的诉讼活动。这种权利既维护了公司

的法律地位，也体现了公司的独立性。

（五）规范性

公司作为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它的行为受到规范化的法规

约束。公司的设立必须按法律所规定的公司种类，以及法律对各

类公司的具体规定来进行，即按法定的规范要求组建公司。所有

成立的公司，都必须选择法定的公司类型中的某一种，要么是无限

公司，要么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它规范的形式。这样，可以明确公

司的责任形式，加强对公司的审批、登记和其它方面的管理，防止

公司的滥设，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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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规范性。

第三节 公司制企业的组织形式

如前所述，公司制企业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和

股份有限公司。下面，我们对此作一介绍。

一、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又称有限公司，是指由一定人数以上的股东组

成，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

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人数一般都具有上限额度。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由２人

以上、５０人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设立。（２）有限责任公司通常无

法公开募集股份，也不能发行股票。股东在交付股金后，以出资证

明书作为其出资的凭证。（３）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转让具有严格

限制，一般要经公司批准，并在公司登记。依据我国《公司法》规

定，股东在向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其出资份额时，须经全体股东

半数以上同意；不同意者要出资购买转让的份额，若不购买，则视

为同意转让。（４）有限责任公司具有非公开特征。有限责任公司

的出资证明书不能参与市场交易，其经营业绩的好坏也不涉及社

会其他公众的利益，所以，公司的财务资料等无需向社会公开。

（５）有限责任公司对注册资本的底线要求较低，其规模可大可小。

（６）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变更、解散的程序较为简单，其管理机构也

相对较简单。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采取“准则主义”原则，除了对

一些特殊行业的经营限制外，其他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就可

登记设立，无需烦琐的审查批准程序。（７）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

构设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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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组织机构的设置可根据企业规模大小按需设置。（８）有限责任

公司的出资方式具有一定的变通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选

择以现金出资，也可以选择以实物、知识产权、专有技术等出资，且

出资额可以是等额的，也可以是非等额的。（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对公司实有资本的锐减负有增补责任。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运作

过程中，如果发现其实际资产价值明显低于公司章程中已确定的

价值额，则股东们有责任将其补齐。

有限责任公司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较适用于一些中小规模的

企业。这些小企业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后，不仅能使自身享

有政府在各类政策倾斜上所给予的优惠，而且还可以享受到由法

人资格所带来的益处。此外，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组织模式还有利

于企业内部财产资料的保密和企业经营的封闭性。所以，这种形

式在国外十分流行。但总的来说，有限责任公司在总资本的筹集

上仍无法与股份制公司相提并论，所以，其在经营地位上仍处于相

对较弱的位置。

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又称股份公司，是指由一定人数以上股东组

成，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份额为限对公司承担

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特征有：（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必

须达到法定人数。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

必须在５人以上。（２）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本被划分为若干个

等额股份，这是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最主要的区别。（３）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可以公开发行、募集，并能依法转让。股份有

限公司可以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来筹集资本，股民则可以通过认

购股票来取得相应的股权。股东虽然不能要求退股，但可以通过

在交易市场中买卖股票而随时让渡股份。（４）股东以其所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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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５）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开募集涉及公

众的经济利益，所以，其有责任向公众公开披露自身真实的财务状

况。（６）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程序较为复杂。

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法律形态的组织相比，有着自身独特的

优越性，具体表现为：（１）有效扩展了资金来源和资金规模。股份

有限公司的存在为企业筹集大规模的资本提供了可能，也使得社

会上大量的闲散资本得到了有效运用，这对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是有重要作用的。（２）股份的等额划分有利于股份有限公司分

散投资风险。（３）股份有限公司有利于企业资本产权的社会化和

公众化，有利于社会公众对其实行监督和约束。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股份有限公司也有其不足之处，具体

表现在：（１）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变更、解散程序非常复杂，并且

要求十分严格。（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分离，造

就了公司内部复杂的信任托管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并且对企业

的内部人控制机制及激励约束机制的制定提出了较大的挑战，所

以，其管理成本相应较高。（３）公司经营业绩的公开化使股份有限

公司难以维护自身在运作过程中的一些秘密。

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组织形态较适用于一些具有一定规模，所

从事的行业具有一定风险性，对资金需求量较大，且其成长、扩张

速度较快的企业。

三、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联系与区别

（一）两种公司形式的联系

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联系表现在：（１）两者都是以

营利为目的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都是一种股权式的经济联合

体。（２）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责任都以其出资额为限，都属有限责

任。（３）两者都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主要公司形式，各国公司法对

这两种形式都有较多的规范要求。

０７１


企业概论



（二）两种公司形式的区别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主要表现在：（１）股份有

限公司的资本必须划分为均等的股份，股东出资的证明为股票，股

票可以自由流通、转让或继承；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不必划分为等

额的股份，股东出资的证明是股权证或股单，它不能自由流通，股

东转让出资受到很多限制。（２）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发起设立，也可

以采取募集方式设立。同时，经营状况良好，有偿债能力时，还可

以发行公司债券；而有限责任公司则不能募集设立，只能发起设

立。（３）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状况要向社会公开，故是“开放式的

公司”；而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则不对外公开，故为“封闭式公司”。

（４）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比较高；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一般比较低。（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有下

限无严格上限规定，其股东人数众多，个别股东很难对公司营业施

加很大影响，许多小股东沦落到“用脚投票”的地步；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具有严格的最低及最高人数限制，其股东人数较少，这样，每

位股东都能对公司营业施加一定影响；（６）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一

股一票”制，持有股份数较多的人自然拥有较多票数的表决权；而

许多有限责任公司实行“一人一票”制，即原则上是一票表决权。

（７）在股份有限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公司内部组织

结构复杂；但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没有那

么彻底，合一的可能性也很大，其内部组织结构相对较简单。（８）

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是资合，有限责任公司兼有资合与人合的特点。

四、国外公司发展的新特点

目前，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

统治地位，成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现代企业制度以公司制为

主导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二战后，随着国际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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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形式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公司企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

引人注目的新特点和新动向。

（一）公司法律规范更趋完善和统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变化，各国对公司法作了充实和调

整。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备公司立法；另

一方面，对原有公司法普遍进行修改，使其更为科学化、完善化。

各国对公司法的修改的普遍倾向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来加强对公

司的监督和管理，增强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随

着现代商品交换、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各国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

也大量涌现，为适应国际经济交往的需要，出现了公司法律制度的

统一趋向，主要体现在：各国在制定新法和修改旧法时，尽可能吸

收他国的立法长处，使本国法律与之统一，编纂普遍适用的统一公

司法典。

（二）股份结构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

这里所说的股份结构多样化和复杂化实际是指股东持股形式

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股份结构的变化大致有：（１）股份资本的来源

趋于多样化。早期的公司，股份资本基本上为私人持有。随着经

济的发展，公司形式发生了变化，除私人组成的公司外，还有国家

为了控制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而在铁路、能源、钢铁、银行等部门

投资组建的公私合营公司；适应资本国际化成立的合资公司或跨

国公司、企业法人兼并或控股而形成的母子公司；为缓和劳资矛盾

或鼓励职工积极参与而吸收本企业职工入股的职工股份制等。这

些公司形式的出现，势必导致股权结构的变化，使原来单一的私人

股权结构中加入了国家股、法人股、外资股、职工股等新的成分。

（２）法人持股比率不断增长。（３）个人持股人数不断增加。尽管个

人持股的比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统计资料表明，个人持股人数

却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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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公司与证券市场联系更为密切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健全，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关系更

加密切，这主要表现在：（１）股份公司筹集资本的必须途径是股票

市场，股票市场是证券市场的一个分支或组成部分。现代股份公

司一般都采取募集方式设立，如不通过市场公开发行股票就难以

成立起来。并且其扩大规模，也主要通过股票市场发行新股或债

券来完成。（２）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也是通过证券市场来评价的。

（３）股东对股份公司的监督也是通过证券市场来进行的。（４）公司

兼并或收购其他企业，或自身破产倒闭也需通过证券市场来完成。

（四）股份公司权力向经营者倾斜

现代股份公司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即经营者的地位

不断上升，逐步登上企业领导的舞台，而作为出资者的股东已不及

在早期股份公司中那么重要，公司的权力结构出现了倾斜。主要

表现为：（１）股份公司随持股人数增加不断向大型化和巨型化发

展，而公司规模的扩大，使资本所有者与公司管理权脱节越来越明

显，这为权力倾斜于经营者提供了可能。（２）股份公司公开招股的

广泛性和股票市场的发达，使大多数股东投资入股的目的趋向单

一化，即股东购买股票只是为了获取股息红利，而无意参与公司的

管理事务，必然使经营者行使的经营权扩大。（３）股份公司股东的

分散化和持股目的的单一化，使股份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十分困

难，即使召开了，也是行动迟缓，决策不力。这就导致了公司权力

向董事会集中。而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经营管理好一个大型企业，单靠股东来充任董事已难以适应，

还必须选择聘用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的非股东董事，这必然

使公司权力进一步向经营者倾斜。

（五）有限公司有了新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企业的另一主要形式，已受到人们更

普遍的关注。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达到相对的顶点，人们也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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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股份公司的许多不足之处，尤其是大量控股公司的产生，导致

了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不断升级，甚至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

威胁。因此西方各国都普遍制定了反垄断法，对股份公司的盲目

发展进行必要的遏制。针对股份公司上市可能对股东和与之交往

的第三人带来不利因素，各国法律一般都对公司上市的条件作了

严格的限制，使股份公司的成立和发展，也并不完全依当事人主观

愿望来决定。而有限公司由于其具有的优点使其在许多方面正好

弥补了股份公司的不足，二战后获得了较为稳定和迅速的发展，不

少国家有限公司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现已不

仅仅只存在中小企业领域，随着法人持股和相互参股的普遍化，也

进入了大型企业领域，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重要。

第四节 国有企业组织形式：改组与改制

本节将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来阐述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

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企业集团的途径及改制中

要注意的问题。

一、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是目前国有企业进行公司改组的主要形式，是

一种适应性较广泛的公司形式，除少数企业只能改组为国有独资

公司外，一般的国有企业都可以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一）国有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的途径

有限责任公司克服了一般股份公司股权流动性大、股东对公

司经营难以直接控制、公司内部管理层次多、决策过程长、公司设

立程序复杂、成本高等缺点，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是许多国有企业

改制的一种较好形式。将目前单一所有制性质的全民企业改制为

有限责任公司，不仅涉及到企业现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理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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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业产权关系、行政隶属关系及财产隶属关系等问题，还涉及

到解决企业现有的各种负担问题。

国有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大致可通过以下具体途径：

（１）现有的联营、合作企业及中外合资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２）以骨干企业为基础进行有限责任公司改组；（３）吸引外资改组

为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双方各自的股权比例，要遵守国

家有关规定；（４）通过购买企业银行债务的办法进行改组；（５）通过

职能持股会进行改组。

（二）国有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时应注意的问题

１国有资产重新评估

国有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时，出资各方由于相互熟悉、联

系紧密，因而，往往不重视企业资产的重新评估，直接将企业的账

面资产净值折资入股，忽视了在同一时间、地点，不同形态资产市

场评估价值的差异，极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２企业无形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的评估

国有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时，企业无形资产和土地使用

权的评估，是容易忽视的问题。企业的无形资产是市场对企业长

期努力创建起来的市场竞争能力的综合评价。因此，珍惜企业的

无形资产，充分发展和运用企业无形资产是国有企业在进行有限

责任公司改组中应注意的问题。另外，国有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一

般都是通过国家划拨方式获得的，国有企业的资产中往往没有予

以考虑和反映，土地的级差收益更无人顾及。所以国有企业在改

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时，应当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视企业的消化

和承受能力，直接折资入股或采用长期租用，支付土地使用费的办

法解决。

３企业中非经营性资产的分离

国有企业改组成有限责任公司时，要认真分析企业非生产性

单位的职能，区别对待。在资产重新评估后，属于行政职能的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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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府接管；属于企业生产后勤服务的改组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

的经济实体。

二、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上市公

司为少数。

（一）国有大中型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途径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具体途径为：（１）国有

企业在新建、扩建时可将多方投资的份额转换成股份，改组为股份

有限公司。（２）在国有企业兼并中，被兼并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可将

资产作为股份入股到兼并企业中，将兼并方企业改组成股份有限

公司；兼并方企业也可通过对其他企业控股，实现兼并，将被兼并

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３）需要新增投资的企业，可通过发行

股票筹集资金，并将原有的资产评估核股，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４）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可通过参股、控股、壮大紧密层，发展业余

成员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５）完全靠贷款建设、负债率比

较高的企业，可以发行股票改变不良的资本结构，改组为股份有限

公司。（６）需要增加外商投资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境外发行人民币

特种股票的方式，将企业改组为国外股东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份有限公司改建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明确界定资产，划清资产责任。《公司法》中指出，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的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

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本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２改建中必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３维护国有资产，搞好国有资产股权管理。《公司法》中明确

指出：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

司时，严禁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无偿分给个人，要实

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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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按《公司

法》设立的，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是我国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一

种公司制企业，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有着本质区

别。

（一）国有独资公司的组建途径

国有独资公司组建的途径主要有合并、兼并、分立和改组等方

式。

１通过企业合并组建国有独资公司。通过企业联合的方式

组建一个新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公司。原联合各方的债权、债

务由新成立的公司继承，人员由新公司统一安排。

２通过企业兼并组建国有独资公司。企业通过兼并的方式

取消被兼并企业的法人地位，被兼并企业的债权、债务由兼并企业

承担，人员采用由兼并方重新安排为主与政府协助安排为辅的方

式解决。

３通过企业分立组建国有独资公司。将大型企业的生产性

单位和非生产性单位分离，在保证原企业生产后勤需要的前提下，

组建各自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按照母子公司体制处理

它们之间的资产关系。

４通过改组原企业组建国有独资公司。将现有企业整体改

组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二）国有独资公司在改制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防止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成为“翻牌公司”。在国有独资公

司这种组织形式下，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要避免成为“翻牌公司”。

一方面，国有投资主体要有能力抵制其他政府部门越权对企业的

直接干预，要有能力维护自己作为企业出资者的权益；另一方面，

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自己要按《公司法》进行规范化，对国有资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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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值承担责任。

２公司董事会发挥其独立作用。董事会是公司法人代表机

构，并以公司的利益为最高行为准则。公司董事的身份具有两重

性，即每个董事个人作为全体股东的代表，必须对全体股东利益负

责，但当全体董事组成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机构时，则必

须对公司负责。董事身份的两重性是董事会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

内在根据。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组成由国有投资主体决定，因

此，对股东负责与对公司负责在实践中难以区分。因此，如何使国

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在行使职权时，既符合国有投资主体的利益，

又切实维护公司自身发展的长远利益，是一个有待继续研究和完

善的内容。

３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会。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会是公司

的国有投资主体根据《公司法》规定，为了对自己经营的国有资产

进行监督而设置的，不同于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派至企业中的监事

会。

四、企业集团

企业集团是企业组织发展的高级形式，它不是从财产上划分

的组织形式，因而有别于前三种公司制的财产组织形式。随着我

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企业横向经济联合的深入，陆续涌现出一批

企业集团。这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态显示了很强的生命力，并在

我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企业集团的特征

我国是从日本引进“企业集团”一词的，根据日本《经济辞典》

的解释，企业集团是指“多数企业互相保持独立性，并互相持股，在

融资关系、人员派遣、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制造技术等方面建立紧

密关系而协调行动的企业集体。”

企业集团是以资本联合为特征，产权主体多元化的复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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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组织，它的本质属性为：两个或多个法人企业的联合组织。在

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行政性公司、托拉斯式的紧密联合体、联合

企业、松散的企业群体，都曾被称为“企业集团”。为了明确企业集

团的概念，现将企业集团的特征概括如下：

１层次性。企业集团有两种联结纽带：其一为股份化的资本

联合；其二为具有长期优惠性的合同协议联结。以此为依据，企业

集团划分为四个层次：核心层、控股层、持股层和固定协作层。前

三个层次建立在股份制基础上，是集团的正式成员。第四个层次

建立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或协议上，通常不是集团的正式成员，

只是集团的影响范围。

２非法人性。集团企业由四个层次，即母公司、子公司、关联

公司和其他合同协议联结的企业组成，从法律上来看，母公司、子

公司和关联公司都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而集团总体则是一种建立

在持股基础上的法人合伙，它既不是统一纳税、统负盈亏的经济实

体，也不具备总体法人地位。

３建立在企业法人股份基础上的相互持股与干部互派。企

业集团成员间的持股关系可按两种形式进行：一种是“金字塔型”

持股，另一种是不对称的“环状持股”。所有权的互相渗透，导致经

营方式的变化———建立在控股基础上的干部互派。当一家企业成

为另一家企业的法人大股东时，它就会运用股权向被控企业派驻

董事，进行内部管理，以保证资产保值增值。

４实行集团经理会与母公司董事会相结合的领导管理体制。

在纵向持股较为明显的集团中，母公司的核心地位十分突出，从而

自然地确立了母公司董事会作为集团最高管理机关的地位。母公

司董事会可以通过持股关系去影响控股子公司和关联公司董事会

的决策，达到整个集团一致行动的结果。

而在单一纵向持股不甚明显、成员企业相互持股较多的集团

中，实力大的公司不只一个，某一个公司的核心地位难以确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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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需要有成员企业经理组成的集团经理会。经理会主要起调节和

联络作用，对内负责调解成员企业的经济往来、市场划分、市场价

格、指导性计划的贯彻等；对外负责与外部企业、行业协会、国家有

关部门保持联系，统一接受国家订货合同等。

５以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为“龙头”，实行多角产品和系列

产品经营。

６建立联合投资公司。由于企业集团是有内在经济联系的

资本联合，金融企业在集团内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集团内部可设

立投资公司，一方面融通资金，集中使用，对成员企业发放系列贷

款；另一方面投资于与集团紧密相关的企业，开发新项目，扩充集

团配套能力。

７具有强大的集团供销网络，其作用有三：一是组织集团内

部进行物资交易；二是从外部为成员采购原料；三是负责成员企业

的产品销售和市场信息反馈。

８具有共同的集团名称、一致的商标符号。由于企业集团采

取多角经营战略，因而在新产品投放市场时，宜采用共同的与集团

相一致的商标符号，这样既可以提高集团整体的知名度，又可增强

集团产品的竞争力。由于集团总体的非法人性，集团经理会十分

重视商标管理，以防某一成员企业的低劣产品砸了整个集团的牌

子。

（二）企业集团的组建方式

我国规范化的企业集团的组建尚处在初始阶段，已有的不少

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与成员企业间的关系是靠行政隶属关系、统

一承包关系、统一计划单列关系或契约、协议来维持，作为核心企

业的集团公司无法按产权关系对集团内企业统一实行专业化分工

和结构调整，所以，集团的整体优势也难以发挥出来。因此，如何

将集团企业间的非产权关系转化为产权关系，是我国企业集团发

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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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间的非产权关系转化为产权关系的方式有两种：市

场方式与半市场方式。

１市场方式，就是通过投资、兼并、收购等方式确立企业间的

产权关系。这是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集团发展的基本途径。一般说

来，以这种方式完成企业重组要经过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要付

出一定的社会代价和巨大的交易费用，但所组建的企业集团比较

规范，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的作用。具体地说，

市场方式有以下几种类型。

（１）分立式。所谓分立式是指一个实力雄厚、市场前景良好的

企业，根据市场和竞争的需要，从企业母体中分立出一部分实体资

产，独立注册成法人实体，与原企业法人构成母子公司关系。

（２）对外投资式。母企业以资金、实物、无形资产作为资本独

资或与他人合资设立一个法人企业。这个新设企业成为母企业的

独资控股或参股公司。采用这种方式时，常常是由多个股东共同

出资设立企业，开辟新的经营项目，或是在异地、他国投资建厂。

（３）购买兼并式。企业兼并是指优势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产

权，其他企业或失去法人资格与优势企业合并，或改变其股权结

构，成为优势企业的控股子公司（保留法人资格）。

（４）承担债务式。承担债务式是指当Ｂ企业的资产与债务数

额相等，即Ｂ企业账面净资产为零时，Ａ企业以承担Ｂ企业债务

为条件接受Ｂ企业全部资产以实现兼并。它的实质是零字购买，

属于现金购买产权（股份）的一种特例。兼并后，可以保留或取消

被兼并企业的独立法人资格。

（５）补偿式。Ａ企业欲兼并Ｂ企业，由Ａ企业与Ｂ企业的股

东协商签订兼并协议。Ａ企业对Ｂ企业的股东作出承诺，兼并后

按协议分期偿还Ｂ企业股东应得的资金。这种协议一旦签订，即

实现了Ａ企业对Ｂ企业的兼并。Ｂ企业可以并入Ａ企业；也可以

仍然独立经营，作为Ａ企业的子公司。补偿式实质上是现金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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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股份）的一种非即期交易方式，是以分期付款方式兼并企业。

（６）等值换股式。在集团公司（Ａ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对被

兼并企业（Ｂ企业）投资入股达到控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Ａ企业

与Ｂ企业等量股份的等值置换实现控股。等值换股式实质上是

股票交换股票。由于 Ａ企业股本大于Ｂ企业股本，交换后，Ａ企

业股东除了仍控制扩股后的Ａ企业；同时也通过Ａ企业控制了Ｂ
企业。

２半市场方式，是指同一所有制下的企业所有者根据市场和

企业发展的需要所进行的产权重组的产权划转。半市场方式被称

之为授权投资或授权持股，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企业

集团国有资产授权持股定义为：“国有资产授权持股（授权经营）是

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企业集团中国家与各种形式直接投资设立

的成员企业的国有资产授权集团公司统一持有，以确定母子公司

产权关系。集团公司根据产权关系成为授权范围内成员企业的出

资者，依法统一行使出资所有权，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

者等权利，统一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具体地说：

（１）授权的主体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２）授权的客体是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

（３）授权持股的范围是国家以各种形式直接设立的成员企业；

（４）授权持股后，集团公司与授权范围内的集团成员形成母子

公司产权关系；

（５）授权持股后，授权范围的集团成员企业与集团公司直接设

立的集团成员企业，与集团公司的产权关系均为母子公司产权关

系。

授权持股的实质是确定集团公司与成员企业间的母子公司关

系，即将集团公司与非产权关系成员间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统一

承包关系、统一计划原则关系等转化为公司产权关系。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企业集团模式要注意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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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原则：一是要有利于激发企业集团各成员企业的生机与活力，

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要有利于长期持续

稳定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是要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促进企业向

专业化发展，产生整体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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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独立董事制度

独立董事制度是西方国家“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下的一种制

度安排。在“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既是公司的决策机

构，又是公司的监督机构，没有独立的监督机构。为了在现有的制

度框架内改良监督机制，英、美等国家率先在董事会中引入独立的

外部董事，以使董事会能更好地监督公司管理层。在实践中，这一

制度也获得了不断地发展完善。本章就独立董事制度作一概要说

明。

第一节 独立董事问题的产生

独立董事制度产生于英、美、法等国。这一制度是伴随着西方

国家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董事会结构的改变、公司经营行为的规

范化等而产生的。本节，我们就这一制度产生的背景及现实需要

作一说明。

一、股东诉讼案件大量增加

英、美、法等国实行“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即：股东将公司

交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又将公司的经营权委托给管理层负责，董

事会既是决策机构又是监督机构。根据法律规定，股东主要通过

投票选举董事并组建董事会来行使其对公司经理的监控权。董事

会拥有聘任、解聘经理的权利，是公司唯一对公司经理及公司决策

进行监督和控制的机构。选举自己信任的代表进入董事会是股东

行使对公司控制权的主要方式。然而，董事会与股东之间并非诚



信的信托关系，两者的目的并非完全一致。

在现实生活中，董事与经理人员合谋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事件

时有发生，引起了股东对董事会的不信任，股东诉讼案件大量增

加。根据美国 ＷＹＡＴＴ公司的一项调查，《财富》１０００家大公司

中，２０世纪初没有一家公司卷入股东诉讼赔偿案，而１９７９年有

１／９的公司董事卷入了股东诉讼赔偿案，１９８５年有１／６的公司董

事卷入了股东诉讼赔偿案。在这些案件的诉讼理由中，指控董事

和经理人员误导股东的占２１．４％，而结成密谋作假的占１３．６％，

有不恰当支出的占６．２％，未有效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占６％。此

外，经理人员的报酬大幅度上涨也引起股东们的不满。美国《商业

周刊》对美国１０００家大公司的总裁收入情况的调查表明，１９８０
年，上述公司总裁的平均收入为６２４９９６美元，比普通职工的平均

收入高４２倍；１９９２年增长到创纪录的３８４２２４７美元，比普通职工

的平均收入高１５７倍。为了恢复股东对董事会的信任，保护投资

者的利益，英、美等国引入了外部董事，借以加强对公司经理人员

及内部董事的监督和控制。

二、两权分离结果的矫正

在股份公司的发展初期，股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或大股东手

中。大股东往往是公司的经营者，掌握公司的经营大权，公司的经

营权与所有权合一。少数大股东通常持有较高比例的股份控制着

公司，并对公司的经营战略、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的任免有重大

的影响。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和

资本的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企业内部和外部专业化程度提高，竞

争更为激烈，对经营者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些大

股东由于自身素质、专业知识、管理水平的限制，往往难以胜任经

营者的角色，于是就把公司交给那些具有较高的管理才能、强烈的

事业心和远见卓识的专业人士经营。大股东持有的股票份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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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全部或部分退出公司领导岗位，不再通过控制公司的股东大会

和董事会来操纵公司，而主要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的意见。作为法人代表的经营者在保证所有者资产保值、增值的

前提下，对公司的资产享有占有、支配和处分权，能独立从事业务

活动。经营者不仅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而且对公司的战略

性问题也有自主决策权，越来越多的经营人员进入公司董事会。

对英、美两国各２７家典型大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１９７１—１９８１
年，董事会中高级经理的比例分别为４８％和７４％。

公司的一切权力都由董事会行使或由董事会授权行使，公司

的一切业务活动都在董事会的指导下进行，董事会大权独揽，却没

有一个常设的监督机构来监督、制约董事会的决策行为，致使公司

的权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权力滥用现象时有发生。两权分离确

实能有效提高经营效率，增强公司竞争力，但它也为经营者滥用职

权、以权谋私、违背股东利益提供了条件，经营者的权力因失去监

督、约束而膨胀。尤其是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情况下，董事根本

无法监督公司管理人员。经营者把公司的资金投资于个人偏好但

未必符合公司根本利益的项目，稍有不慎，将导致公司经营状态不

佳，真正蒙受损失的还是股东。

为了强化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和制约，英、美等国提出强化董

事会职能，在董事会中引入外部董事。外部董事主要从法律界、银

行业、保险业、大学及其他公司聘请专家。一些企业也开始逐步改

变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兼任状况。此外，英、美等国还通过法律来限

制经营者的权力，强化对经营者的监督、审查和制约。

三、解决股东监督缺位的问题

资本的集中和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工商业的发展，

公司的规模迅速扩大和股东数量的急剧增加导致股权高度分散。

这种股权的分散化趋势，使私人股东的控股比例大幅度下降，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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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控股来左右公司的发展。在股东失去控股地位的情况下，单

个股东对公司的监督缺乏积极性。理由有二：其一，理性的冷漠，

即当一些股东在投票决定对公司决策是赞成还是反对之前，他为

作出理性判断而获得信息的成本要大于因投票获得的收益；其二，

“搭便车”问题，即如果某些股东，尤其是大股东积极行使监督权来

维护自身的利益，因而获得的将是全体股东，没有行使股东权力的

股东不付出任何代价而享受到了其他股东带来的好处。在股权分

散、股东独立的情况下，每一个股东都希望其他股东积极行使监督

权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是无人行使监督权。对这个问题的解

决，一是需借助股东的“用脚投票”机制来间接控制经营者，二是需

强化董事会职能，引入外部的独立董事代替股东行使监督职能。

另外，美国公司股权的高度分散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也为

独立董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对于个人股东来讲，由于其

所占公司股份的比重非常小，对于由谁来出任董事已不太在乎。

如果由与公司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出任董事更能保护他们的利

益。所以，独立董事的出现对广大小股东来讲是一件好事。而对

于在股份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机构投资者来讲，也倾向于独

立董事进入董事会，因为美国的有关法律限制机构投资者干预公

司的运作。

多年来，美国的商界、业界及法律界人士一直认为引入独立董

事的目的是解决代理成本问题。独立董事是指不担任任何内部行

政职务的外聘人士。他们多是商界及业界的领袖，有自己的正式

职务和丰厚的收入。由他们出任独立董事，薪金只是象征性的，甚

至没有任何报酬。由于独立董事不会与股东争夺个人利益，又可

以监督负责行政事务的董事和经营者，实乃一举两得。随着对独

立董事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监督经

营者的制度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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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董事制度的架构

独立董事制度主要是由独立的外部董事在公司董事会的专门

委员会中担负一定的职责，形成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和制约，达到

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因此，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独立董事在专

门委员会中的职责、独立董事的选择、独立董事决策的支持体系等

构成了独立董事制度的基本架构。

一、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界定

独立董事（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ｏｒ）是指不在公司担任董事以外

的其他职务，并且与公司没有任何可能严重影响其作出独立判断

的交易或关系的董事。独立董事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非公司雇

员；与公司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独立董事的最大特点

是其独立性，这也决定了其与“灰色的外部人”的区别。

独立董事是凭借其专业知识、丰富的经验或良好的声望进入

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应是技术、管理、法律、财务或管理方面的专

家，具有相当的从业经验，并且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履行董事职

责。因此，担任独立董事，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经济独立。独立董事不能是公司的股东或者不能持有

较大份额的股份，并且不应代表任何重要的股东。独立董事在一

定的时间段内不能拥有或控制一定数额的公司已发行股本，具体

时间段和数额由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确定。

第二，人格独立。能够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独立的判断，并且

能够阅读公司财务报表，这是对独立董事最基本的要求。纽约证

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守则》认为，独立董事意味着他应独立于管

理层，且不得有在董事会看来会影响其作为审计委员会成员进行

独立判断的任何关系。由此可见，公司及其附属机构的官员和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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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不符合独立董事的定义。

第三，利益独立。一般地，独立董事不代表大股东或其他单个

利益团体，而只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在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

单层制董事会由职能化的专门委员会组成。委员会在董事会

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委员会的存在和构成是衡量董事会独立性的

重要标志。独立董事在参与公司治理时，除了以董事身份参加董

事会外，为确保其有效发挥作用，还要在公司董事会的专门委员会

中充当重要的角色。

１审计委员会

早在１９３８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针对 Ｍｃｋｅｓｓｉｏｎ和Ｒｏｂ
ｂｉｎｓ公司丑闻案的调查结果，建议在公司中设立独立的审计委员

会，但当时未受到重视。纽约股票所从１９５６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

至少应有两名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并要求上市公司必须设立完

全独立的审计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每一家上市

公司都必须设立完全由独立的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１９８７年，

美国全国证券商协会要求所有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绝大

部分成员为董事的审计委员会。英国公司法也要求所有的上市公

司都必须设立由非执行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就审计和控制中

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有：经股东大会批准，负责提名公司的会计

师和审计人员；在公司外部审计人员提供审计服务之前，对其服务

范围进行界定；帮助公司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更好地理解公司的会

计核算体系、内部控制制度、财务报表、商业伦理政策；负责监察公

司的内部审计程序，并与外部合法的审计人员一起保证公司的财

务完全符合法律的要求；在公司董事、独立的注册会计师、内部审

计员、公司财务经理之间建立畅通的交流渠道。审计委员会的设

９８１


第七章 独立董事制度



立并不能降低公司内部审计人员的重要性。从审计委员会的发展

来看，其职责范围在不断扩大。

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增添了独立性

和公正性的“砝码”。因为，其一，独立董事发表的有关意见为注册

会计师的评估结论、出具的审计报告提供了可信度较高的佐证。

其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中任职，有助于内部控

制制度的适当设计及有效运作，便于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制度

的实施情况进行测试与评价。其三，独立董事倾向于聘请外部审

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止操纵财务信息的“不当委托”，从而

委托要求的虚假动机将有所减少。因此，注册会计师的监督作用

与独立董事制衡作用的结合对于上市公司的稳健运行将起到推动

作用。

２报酬委员会

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制定一个合理的报酬标准是董事会的一

项重要任务，政府监管部门希望企业成立以独立董事为主要成员

的报酬委员会，因为内部董事进入报酬委员会，会产生一些机会主

义行为，从而对企业经营产生不利的影响。

报酬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公司的执行董事和高级经理的报酬提

出建议，制定一般管理人员的报酬以及股票期权计划。公司通常

设立以独立董事为主要成员的报酬委员会，由他们来决定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报酬。

３提名委员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上市公司设立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

的提名委员会，以对拟选董事进行事前的资格认定，加强股东对企

业管理层的控制。

提名委员会的职责是向董事会提出有能力担任董事的人选，

对现有董事会的组成、结构、成员资格进行审查，对董事会的业绩

进行评估等。具体包括：对担任董事的资格、条件进行说明；对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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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下属层次的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提出方案；对空缺的董事职位

提出候选人名单；评价董事会的业绩，包括评价ＣＥＯ、董事个人及

董事会全体成员的业绩；对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的人选提出方

案；处理股东提出的董事会人选提案。

１９７８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提名委员会的工作程序提出

规范意见，建议董事的任命应遵循下列程序：提名委员会提出人选

→董事会集体通过→股东大会批准任命。提名委员会通常为４～
５人组成，一般由外部董事控制。

专门委员会在董事会中起着关键作用，专门委员会的存在和

构成是衡量董事会独立性的重要指标。至于独立董事在专门委员

会中的比例，各国的规定不尽一致，但大的趋势是增加其比重，加

强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及各主要专门委员会中的力量。

三、独立董事的甄选

全美公司董事协会有一种董事登记候选计划，通过该计划为

各公司选聘独立董事提供服务。各公司可按其需要从董事协会的

会员中选聘与其要求相一致的会员作为候选人。全美公司董事协

会认定，要具备董事会成员资格，董事候选人应具备以下特质：

（１）品质正直，责任心强。品质是评价任何董事候选人的首要

考察点，董事会应寻求那些在个人行为和职业生涯中品质正直、高

尚，愿意按董事会的决定行动并对此负责的候选人。

（２）准确的判断力。就各方面的问题表现出明智、准确的判断

能力，是一个董事应具备的重要品质。董事会应寻求那些具有聪

明才智并将其运用于决策制定的董事候选人。

（３）丰富的财务知识。董事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监控公司的

经营业绩，所以董事会应寻求懂财务的董事候选人。董事应懂得

如何分析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应熟知各种用来评估

公司业绩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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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成熟的自信。一个好的董事应重视董事会和公司的业绩，

乐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同时具有良好的说服力和交流能力。董事

会寻求的董事候选人应善于沟通、自信、负责、乐意配合他人，同时

愿意以公开讨论的方式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５）高业绩标准。董事会寻求的董事候选人应拥有能反映其

高业绩标准的历史业绩。

独立董事候选人除具备董事会所要求的个人特征外，还要保

持其“独立性”。因此，董事会应向股东披露“独立董事”的定义；应

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披露他或他的雇主与公司之间存在的所有关

系；应评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其他活动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

他作为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并明确在何种情况下该独立董事候

选人将不再被认为具有独立性。

四、独立董事决策支持体系

董事会决策来自每个董事的意见、建议和判断。为帮助独立

董事正确决策，克服独立董事个人能力、知识的限制，需要建立一

套决策支持体系。

西方国家建立的董事决策支持体系，从以下四个方面为董事

决策提供服务：一是董事可以向公司索取有关信息，最高经营者必

须予以支持；二是董事可以接触公司高层经营者或其他雇员，以便

了解情况；三是董事可以咨询有关外部独立专家的意见，由公司承

担有关费用；四是允许非董事会成员的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以便

向董事会提供有关信息，并回答有关问题或质问。此外，公司还要

及时地向独立董事提供充分的信息，以便独立董事作出正确的决

断。董事会一般还会有足够的预算，可以让独立董事进行远距离

的访问，与经理、客户、供应商、竞争者、贸易代表、审计师及其他董

事进行个别交流。对于所聘任的独立董事，还要进行必要的培训，

向他们介绍公司的历史、经营策略、财务状况等，提供过去几年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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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和公司的重要文件和资料等。

第三节 独立董事的职能及其保障

一、独立董事的职能

独立董事作为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除行使董事的职能外，还依

据其与执行董事的分工，行使以下职能：

（一）监督公司管理层

董事作为股东的代表，拥有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权。但是，由

执行董事控制的董事会的一个潜在问题是他们“给自己的考卷打

分”。尤其是当董事长与ＣＥＯ两职合一时，执行董事是ＣＥＯ的下

属，他们不可能监督或约束ＣＥＯ，董事长更不可能监督自己。加

之董事会工作复杂多变，董事的市场机制薄弱，难以完全依靠市场

力量来约束董事的行为。这些都使得股东不容易判断董事会工作

的好坏，也难以监督管理层。因此，英、美、法等国在董事会中引入

独立董事，以监督管理层。

独立董事独立于公司管理层，与公司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

系，能够作出独立、公正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谁监督”“监

督者”的问题。独立董事行使其监督权，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有效监督，确保其按股东利益最大化行事。当管理人员与股东

发生利益冲突时，独立董事的利益受直接的影响，能够起到“润滑

剂”的作用，很好地解决问题。此外，独立董事有权询问公司的有

关问题，独立行使判断权，并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中说明公司管理层

是否遵守了公司治理准则。

（二）评价董事会

评价董事会有助于分清董事与董事会的责任和作用，保持董

事会与ＣＥＯ之间的权力平衡，防止ＣＥＯ控制董事会，或者逃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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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业绩不佳的责任。评价董事会既包括对ＣＥＯ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评价，也包括对董事会整体及非执行董事的评价。对董事会进

行评价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这种评价是一种自我评价，同时它会

受到ＣＥＯ的影响。但由于独立董事具有独立性，使之能够客观、

公正地行使表决权，因此，独立董事负有评价董事会和执行董事业

绩的职责。

（三）拓宽董事会的战略视野

随着公司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大，公司规模的扩张和资产

分散化作用的加强，制定一个合理的战略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据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布瑞克（ＨａｎＢｒｉｃｋ）和福克托玛（Ｆｕｋｕｔｏ
ｍｉ）的总裁生命周期理论，由于“认知模式刚性”和“信息源宽度和

质量”等因素，总裁的业绩存在一个抛物线现象。另外，随着时间

的推移，组织机构“合理筛选”的趋势增强，经理人员会排斥那些

“持不同政见者”，在思想上很容易形成“近亲繁殖”。在这种情况

下，在制定与公司前途攸关的战略时，具有专业知识的独立董事的

参与就显得非常必要。

独立董事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协助执行董事制定公司的战略

规划并确保合理性。独立董事来自不同的行业，具有良好的专业

知识背景，能帮助公司抓住市场机会，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源，提

交公司在制定战略时对环境变化的预测能力，拓宽董事会的视野。

与此同时，独立董事能够通过其日常活动获取执行董事不容易获

取的信息，为董事会解决问题提供信息来源，发挥“外部窗口”的作

用。独立董事还能从不同角度审视公司的问题，在战略决策过程

中导入他们的独立判断，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指明正确方向，促进

公司的长远发展。此外，由于独立董事中的一部分人在不同公司

兼职，因而可以帮助公司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同盟关系。

（四）促进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是保护股东利益的根本所在，只有在全面、准确掌握

４９１


企业概论



信息的基础上，股东才有可能对董事会的业绩进行评价，才有可能

正确判断公司资产的真实价值。因此，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对

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做了强制性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应该对

所公开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及时性负责。也就是说，上市公司

的董事会应该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作出公正的评价，所提供的财务

报告要符合公开性和准确性的要求，同时要对影响公司未来成长

的因素作出解释，并将其纳入业绩评价范围。

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担负公开信息的具体工作。审计委

员会由至少三名独立的非执行董事组成，他们定期对公司的主要

财务指标和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并将结果及相应的评价意见提交

给董事会讨论，同时在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接受股东的质询。

审计委员会有效履行职责的前提条件是其成员具有独立性。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他们的提名和任命应由董事会集体作出，而不是听命于

ＣＥＯ。

二是建立独立的命令体系和沟通渠道。这一命令体系的核心

是提名和任命公司的内部审计人员，并对其权责作出说明，建立起

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公司外部审计人员、公司内部审计人员、公司

财务经理之间的沟通渠道。

三是制定规范的运作程序。包括多长时间召开一次会议，何

时召开，会议由哪些人参加，例行的议案，会议结果的整理、反馈等

等，都应该有章可循。

四是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审计委员会应对公司的内部

审计人员的绩效评价负主要责任。此外，还要对审计人员的兼职

情况进行限制，强化内部审计人员和外部审计人员的职责，使其能

完成信息收集、整理工作，使独立的非执行董事能集中精力审核资

料并提出控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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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与外界联系的渠道，树立公司形象

英国首相顾问大卫·西蒙曾说过，公司除了要致力于经营外，

还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此，董事会要打开一个“窗口”，让公

众信任的人以某种特殊的身份介入公司治理。独立董事通过其个

人关系将董事会和最高管理层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特

别是当政治因素对企业影响较大时，即当企业同政府的贸易合作

增多、企业向政府销售物资、企业需向政府游说以取得有利的经营

政策或进出口贸易政策时，企业中常常会有很多拥有政府背景的

独立董事。而当企业由于环境污染或者垄断问题与政府存在较大

分歧时，企业中拥有律师背景的独立董事就会增多。他们可以为

企业提供具有洞察力的意见，帮助企业分析和预测政府的相关行

为。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制度有助于制衡控股股东，监督经营者。

从股东层面来看，独立董事有助于保持董事会的独立，维护所有股

东的利益。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能从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监控公

司管理层。从公司层面来看，独立董事有利于公司的专业化运作。

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能以其专业知识及独立的判断为公司的发展

提供建设性建议，协助管理层搞好经营活动，从而有利于公司提高

决策水平，进而提高公司价值。从社会层面来看，独立董事有利于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独立董事制度

将使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从源头上得到控制，从而对投资者的

信心和上市公司的价值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独立董事的职责

界定独立董事的职责，明确其权利与义务是独立董事制度有

效运行的前提。

董事会最重要的责任是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这与其对股东

所担负的信托责任一致。从法律方面来看，执行董事与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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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是相同的，他们对公司经营负有同样的责任和义务，独立董

事不得以自己是“挂名董事”为由逃避责任。虽然不同国家对董事

法律地位的界定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广泛适用的一般的责任，

即：

１对股东履行受托责任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董事是由公司的股东选举产生的，所有者

是提名和选举董事的权力基础。虽然事实上对董事的任命可能来

自董事会甚至高级执行人员。但是，最终还是需要经过股东大会

的批准。因此，作为回报，董事的基本责任就是自觉地对股东尽到

职责。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积极、稳妥地对公司提供战略指导，

制定有关的政策并监督最高管理层的活动；第二，及时向股东通报

并解释重要的行动和相应的结果，其中包括依法需要提供的正常

报告和账目。

２对公司履行忠诚责任

第一，董事必须是为了公司利益而不是自己或他人的利益行

使权力，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及其他非法收入。第二，董事必须

为全体股东而不只是为部分股东服务，应该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

的利益。第三，董事不得损害公司利益，不得泄露公司秘密，也不

得在他和企业的交易中制造秘密利润；相反，他有义务向董事会揭

露任何此类利益并严格执行董事会关于公司最大利益的决策。第

四，董事不得参与内幕交易（即根据其利用特权获得的价格敏感性

信息、交易挂牌公司股票的行为）。

３对职位履行合格责任

具体来说，就是要求董事在处理公司事务时要表现出符合他

们职位、经历和身份的知识、经验、技能，在所负责的工作中表现出

应有的才能，在分管的工作失误、造成损失时承担用人不当和管理

不严的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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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董事的权利与义务

为保证独立董事在与管理层发生争执时敢于伸张正义，各国

对独立董事的权力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独

立董事除拥有董事的一般权利，即出席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议权、报酬享有权、请求赔偿权、监督

权、参与行使董事会集体职权之外，还应当享有以下一些“特权”：

（１）监督权。对董事会及其成员和经营管理层及其成员进行

监督，并以适当的方式发表评价结果。

（２）审核权。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关联交易和分红派息方案进

行全面审查，确保公司在这些方面的行为符合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并且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否决权。对公司的重大投资、交易和分配行为，独立董事

应具有一票否决权。被独立董事否决的议案再议时，要经过全体

董事２／３以上同意才能通过，并且要在公开披露的决议中列明独

立董事的意见。

中国证监会与国家经贸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第六部分提出：“逐步建立健全

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明确了独立董事的四大权利：“独立董

事所发表的意见应在董事会决议中明确；公司的关联交易必须由

独立董事签字后方能生效；两名以上的独立董事可提议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可直接向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

门报告情况。”这是国内第一次对独立董事的地位有一个明确的说

法：独立董事不是“摆设”，而是把握实权的董事，是企业最高决策

层的一分子，与持有股权的董事在权利上是平等关系。

独立董事与一般董事一样，在享有各项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履

行相应的义务，不应当享有“豁免权”。独立董事应当遵守公司章

程，维护公司利益。独立董事不得利用其在公司中的地位和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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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取私利；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获取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

公司财产；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将公

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他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不得自营或替他

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或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

动；非经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不得

泄露公司秘密；等等。

独立董事如果不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出现工作失误，或者不

作为，导致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或信息披露不真实，应当承担相应

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但是，如果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作出决议

时发表了独立意见但没有被采纳，对由此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不应

追究独立董事的责任；对独立董事据以作出判断的信息已经中介

机构鉴证，所发生的后果确非独立董事的过失造成的，应豁免独立

董事的责任。

为避免独立董事不出席董事会会议或委托其他董事代为投票

的情况，应该在法律、法规上将独立董事缺席视为他们同意董事会

所作出的决定，并要求他们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除非他们的反对

意见被记录在案并确实投了反对票。这样做可以促使他们出席董

事会会议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履行其职责。当然，公司也

应该为独立董事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以保证他们工作的顺利进

行和工作质量的提高。

第四节 独立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对独立董事进行激励、约束的必要性

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内担任其他职务，与公司没有其他实

质性利益关系的那一部分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实质上是企业的

代理人，是企业的经营者而不是所有者，是职业企业家队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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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作为企业家，他们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投入者，而人力资

本具有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的特点，只有通过激励才能让他们做

出贡献。另一方面，由于独立董事承担的责任重大，只有相应的报

酬才能保证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对公司管理人员给予激

励和约束的理论，同样适用于独立董事。

１独立董事的工作动力

独立董事既不是公司的职员，也不是公司的大股东，他们是受

全体股东的委托参加董事会的。他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参

加董事会？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分析公司的有关报告？

又为什么要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去监督公司的管理人员呢？董事

参与董事会的决策过程，首先是其人力资本的运用过程，要让他们

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予他们适当的激励。

独立董事在公司中没有股权，就更需要通过各种激励来激发他们

的工作动力。

２独立董事的保守

独立董事深知其主要责任在于维护公司利益。因此，在实际

工作中，独立董事通常表现出令人难以接受的保守。这是因为独

立董事的报酬与公司的利润无关或关系不大，在风险项目成功时

并不能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在风险项目失败时却有可能名誉受

损，甚至承担法律责任。这就决定了独立董事总是倾向于规避风

险。对于公司的股东而言，在遇到回报高的项目时，即使该项目的

风险可能危及公司的未来，但对于预期收益的向往使他们不愿意

提出潜在的有争议的事项，以免丧失投资机会。

３独立董事的谨慎

独立董事并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他所了解的信息大都来

源于现在管理层的介绍和相关记录，因而他无法监控高风险项目

的运作过程。这样，尽管独立董事都是专家，但信息的不完全使他

们处在将信将疑的状态之中，而且他们所获得的信息还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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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歪曲等种种风险，使他们永远无法确信股东董事有没有欺骗

自己。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责使他们本能地要在管理层的方案和运

营安全之间寻找平衡。加之公司业务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独立

董事没有时间对上市公司进行深入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独立

董事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就是谨慎行事，以免招致更大的损失。

为了调动独立董事的积极性，激发其工作热情，解决独立董事

过分保守和谨慎的问题，企业应考虑给予他们以有效的激励。

二、独立董事的激励

为了减少独立董事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企业可采用以激

励为基础的报酬制度来鼓励独立董事履行其职责。但由于独立董

事的独特性质，对独立董事既要采取激励措施，又不能使其对公司

产生依附感，并尽可能使独立董事承担的责任合理化。为此对独

立董事可采取以下一些激励措施：

１固定薪金。固定薪金是一种最基本、通用的激励措施。美

国大公司的独立董事每年从董事会领取的数额固定的津贴，一般

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美元之间。除此之外，独立董事每参加一次董事会

会议还能得到一笔１０００～５０００美元不等的“车马费”。独立董事

的年均收入一般在３３０００美元。

２持有公司股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一个拥有公

司股份的人相对于没有公司股份的人，更关心公司的利益。让独

立董事持有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不仅能使他们与公司建立更紧

密的利益关系，调动他们参与公司决策的积极性，还有利于将独立

董事的利益与整个公司的利益，而不是与某一部分股东的利益连

为一体。

在反对独立董事持股的声浪中，美国基金业的一项研究结果

却显示：相对于所管理的基金的总资产，聘请独立董事的成本所占

的比例并不高。独立董事持有的企业股份，与其服务的企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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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相比更是微不足道。如果独立董事持有的股份太少，确实不

能保证他们真正对股东负责。

３延期支付计划。为了使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而

不给予独立董事太多的股份，会影响到对独立董事的长期激励。

于是，国外一些公司开始对独立董事实施延期支付计划，规定参与

这一计划的独立董事，其固定津贴的一部分（通常是１／４）会被自

动存入延期支付户头，在独立董事离职或退休时再以公司普通股

票的形式支付。这一做法可以在对独立董事进行激励的同时保持

其独立性。

４股票期权。一些公司除了向独立董事支付固定报酬外，还

向独立董事支付股票期权。这一做法使独立董事的薪酬中增加了

极大的变数。具体实施时，要注意对独立董事与执行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股票期权的设计方案加以区别，否则容易发生“共谋”的

危险，使独立董事丧失独立性。收入激励和股权激励是公司激励

独立董事的主要措施，两者应结合使用。收入激励的特点是可预

见性强，经营者的风险相对较小，但它容易导致短期行为，不利于

企业的长期发展。股权激励则能使经营者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发

展。经营者通过股票期权可以取得较高的收入和报酬，但其风险

相对于收入激励要高。

５保险保障制度。独立董事在行使职权的同时，也要承担一

定的责任。由于独立董事的知识和判断能力有限，他们不能充分

意识到自己的不良行为会导致严重后果。当其行为对股东利益造

成损害时，必须承担连带责任。这就需要一种风险转嫁机制来分

散独立董事可能承担的风险。否则，独立董事为了逃避责任，会消

极地对待其工作。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建立董事保险制度，

由公司为独立董事购买董事责任风险，当独立董事代表公司行使

职权而引发个人责任时，可以通过保险得到一定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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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董事的约束

独立董事作为代理人，与企业的经营者一样，可能利用自己的

职权以权谋私，或者不负责任地行使职权。如何保证独立董事正

确、独立地行使职权，是独立董事制度本身所面临的一个现实而又

重要的问题。要使独立董事正确、独立地行使职权，必须有严格

的、制度上的约束措施。

１声誉约束。一般而言，独立董事是各领域的专家，视声誉

为自己的生命。一旦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

用，将极大地维护和提升其声誉，拓展其未来市场。声誉将在一定

程度上约束独立董事去监督执行董事和经理人员。在美国，凭借

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而被聘为一家知名公司的独立董事，

是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标志之一，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也为他

们尽职尽责地履行权利和义务起到了鞭策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大

都建立了对公司管理人员和董事的业绩进行评估的中介机构，定

期发布评估结果，供各公司参考，从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个人声誉

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一旦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发挥了其应有的

作用，通过积极的参与提高了公司的业绩，将极大地维护和提升他

们的声誉；反之，如果独立董事对管理层的错误决策投赞成票或没

有极力反对，给企业和股东造成重大损失，其声誉就会受到极大的

影响，甚至被独立董事市场淘汰。

２法律约束。董事会的一项错误决策可能给整个公司，特别

是广大中小股东造成巨大损失。如果是因为董事会的失误给股东

造成损失，股东中的任何一员都可以状告董事会。若法院判决董

事会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则此时可以查阅董事会作出这一决定

的记录，凡是没有投反对票的董事，都要负连带责任。当独立董事

的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时，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其他成员一样要承

担法律或经济责任。只有通过法律约束，独立董事才能切实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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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而潜在的法律责任也会极大地督促独立董事履行其职责。

３股权约束。股权对于持有者来说，既是一种激励又是一种

约束。正是这种激励与约束的双重作用，促使独立董事认真对待

董事会的每一项议案。因此，从建立约束机制考虑，应该让独立董

事持有一定的股份。

４市场约束。如前所述，独立董事是职业经理人队伍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经理人才市场应当包括独立董事市场。在经理人

才市场上，素质高、能力强、对股东负责的职业经理（或董事）将供

不应求，成为市场上的稀缺人才，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其人

力资本的市场价值就会升值。发达而完善的经理人才市场迫使职

业经理（或董事）不断提高其素质和业务能力，形成自我约束机制。

此外，在独立董事群体中引入竞争机制，在各评估机构中建立独立

董事详细的个人档案，并根据其业绩进行考核（包括个人信用、个

人业绩及个人声望），确定独立董事的“聘用价格”。业绩优良的独

立董事，会赢来更多的需求者，得到更高的薪酬；而业绩差的独立

董事，其市场价值会大大贬值，甚至有可能被逐出独立董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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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企业核心专长分析

２０世纪的后１０年，企业管理领域里研究思潮异常活跃，人们

在探求企业，特别是多元化经营企业成功的本源时，提出了一种新

的企业理论观———核心专长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将企业的长

期竞争优势的本源归结为，“单个”企业拥有的能够比竞争者更加

卓有成效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解决各种难题的结果和表现。由

于企业核心专长理论的研究突破了传统企业理论的局限，弥补了

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缺憾。因而，该理论一经问世，便引起了理论界

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成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最有影响的企业理论

流派。本章我们将论述企业能力理论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核

心专长理论，并就企业核心专长的内涵、特征、功能及与竞争优势

的关系等问题加以分析。

第一节 企业能力理论与核心专长理论

与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代理理论相比，企业能力理论属

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范围。该理论一改以往的管理专家倾向于从外

部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并从中受益的角度来探

寻企业成功之路的模式，更加侧重于从企业内部来发现导致企业

成功的因素，着重培育，并以此作为取得竞争优势的长久动力。

一、企业能力理论的渊源

（一）企业能力理论形成的背景

１竞争环境的变化

全球市场环境的变化促使企业不得不重视审视自身的经营行



为，而企业界和理论界也开始探索新的企业发展战略，尤其是竞争

战略。

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生产过剩使企业竞争加剧。二战后，西

方国家将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运用于经济建设，使得经济迅速恢

复发展，企业规模日益壮大，企业数量与日俱进，加上世界贸易的

发展和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使得商品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发达国

家人口增长停滞，市场需求萎缩，企业争夺有限的消费者，消费者

的需求决定了企业的成败。短缺经济就此结束，生产过剩开始，卖

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企业被迫进入过度竞争。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产品和市场战略只被看做是企业生命中

相对短暂的表面现象，企业核心专长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独特的

本质，传统的“波特战略”定位方法已时过境迁，企业从外部市场的

竞争转为内部能力的竞争，核心专长的方法应运而生。

２信息技术对公司能力的支持作用

１９４６年，第一台电脑问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电脑仅应用于工

资处理；之后，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展，相继推出了数据处理系统

（ＥＤＰ）、管理信息系统（ＭＩＳ）、决策支持系统（ＤＳＳ）、经理支持系统

（ＥＳＳ）、经理信息系统（ＥＩＳ）。这些系统采用规范的自动化流程，

帮助精简业务处理步骤，缩短了反应时间，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运作

效率和效益。在企业业务处理自动化系统，电脑起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此外，信息技术也剧烈地改变着企业的经营环境。首先，市场

的全球化，表现为全球的市场竞争、全球的工作组合、全球的快速

递送系统；其次，工业经济转为知识经济，表现为生产率的提高、新

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时间竞争、知识成为最主要的资源、知识资

本取代货币资本；最后，企业组织的变化，表现为扁平化、分散化、

柔性化、区域独立、授权、团队工作。在这种经营环境中，企业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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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培育赢得长期制胜的强大能力。

总之，信息技术、信息系统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

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成为企业经营的有力支撑工具。信息技术、

信息系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经营理念，对组织行为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使得ＩＴ能力具备坚实的技术基础。

３知识经济的崛起

知识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地位的空前提

高。与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社会对知识地位认可的最本质变化在

于，在这一时代，知识不仅不再是资本的附庸，而且已经替代资本

成为最稀缺的资源。此外，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传输、处

理、储存或者说信息的技术和效率“瓶颈”也不再是制约经济增长

的主要障碍。知识需求正成为人类社会超越其他一切需求、是更

好地满足其他需求的前提和条件；而知识生产是最为重要的生产

活动，知识生产能力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经济组织、生活

方式、价值观甚至知识观，都应当以知识生产能力或知识创新能力

为目标和原则，重新加以规制和定位。这才是知识经济替代以资

本为核心的工业经济关键所在。当然，从能力理论看，我们更关注

知识经济对企业能力、战略和组织的影响。

事实上，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欧美不少公司已经开始增

设知识管理、组织学习、智力资本等高级职位。知识成为企业竞争

优势的可靠保证，知识和能力是最新企业战略的关键要素。

（二）企业能力理论的渊源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马歇尔（Ｍａｒｓｈａｌｌ）曾把每个产业看做是由一

系列在生产规模、企业寿命、专业知识、组织结构、生产成本、市场

份额等方面都不同的异质企业组成的，单个企业的成长和衰落是

经常性的，而一个产业则可以经受长期的波动，甚至会出现长期平

稳地向前发展的态势。５０年代，马歇尔的弟子潘若斯（ＥｄｉｔｈＰｅｎ
ｒｏｓｅ）提出企业进化论，指出新古典企业理论中被视为“黑箱”的企

７０２


第八章 企业核心专长分析



业资源和能力构成了企业经济效益的稳固基础。她认为，企业不

仅仅是一个管理单位，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同用途、随着时间推移由

管理决策决定的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随后，她又深入分析了作

为企业成长基础的企业资源和能力的突出特征和功能。

企业能力理论不仅在管理学界声誉鹊起，而且在经济学界广

受响应。１９８２年，纳尔逊（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ｅｌｓｏｎ）和温特（ＳｉｄｎｅｙＷｉｎｔｅｒ）

在《经济变革成长论》中，借鉴企业的能力理论，以企业拥有的智力

资本对 企 业 进 行 分 类。同 年，里 普 曼（Ｌｉｐｐｍａｎ）和 鲁 曼 尔 特

（Ｒｕｍｅｌｔ）遥相呼应，在《不确定模仿力：竞争条件下企业运作效率

的差异分析》一文中，他们推断，如果企业无法有效地仿制或复制

优势企业产生核心专长的资源，那么，企业间业已存在的效率差异

将无法消除。该推断被称为“能力制胜论”。１９８４年，沃纳菲特发

表《企业资源基础论》，这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具影响的有关企业

资源的学术论文。从此以后，有关企业能力理论的学术研究被统

称为“企业资源基础论”。１９８８年，德姆塞茨（ＨａｒｏｌｄＤｅｍｓｅｔｚ）又

提出了“企业知识基础论”。

１９９０年，哈默（Ｈａｍｅｌ）和普哈拉德（Ｐｒａｈａｌａｄ）在《哈佛商业评

论》上发表“公司核心专长”一文。这使得能力理论作为快速发展

的企业理论，开始更直接地运用于战略计划和战略管理中。也就

是说，能力理论由此从纯粹理论进入应用和实践的领域。之后，以

企业核心专长为主题的学术探讨后来居上，流行全球。在这期间，

有关资源基础论或核心专长论的论文较有影响的包括兰格路斯

（Ｌａｎｇｌｏｉｓ，１９９２）的“能力论”，福斯（Ｆｏｓｓ，１９９３）的“核心专长论”，

哈默、贺尼（Ｈａｍｅｌ、Ｈｅｅｎｅ，１９９４）的“企业能力竞争论”。

企业能力理论起源并依存于门类广泛的经济学理论，如进化

经济学、现代产业经济学等。所以，许多经济学理论都与企业能力

理论保持了逻辑上的高度一致的和谐关系，或者说对企业能力基

础理论的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但是，企业能力理论的构造，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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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所有广泛而不同的经济学学派一律不加区别地融入其中，而

是批判地吸收。

二、企业能力及核心专长理论

（一）企业能力理论的基本观点

能力理论有许多分支，最为重要的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沃纳菲

特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以及９０年代哈默和普哈拉德的“核心专

长论”。可以说，核心专长理论代表了能力理论的最新发展。能力

理论和核心专长理论的主要观点有：（１）能力是企业拥有的关键技

能和隐性知识，是企业拥有的一种智力资本，是企业决策和创新的

源泉。（２）能力这种智力资本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经营绩

效，规定了企业的本质和边界，能力是分析企业的恰当切入点。

（３）企业能力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不均衡状态。随着外部经营环境

和内部企业目标的变化，企业能力必须持续不断地积累、培养、开

发、运用、维护、扬弃，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形成正反馈的增强

回路。（４）企业能力理论是一种战略管理方法，是对传统计划方法

和定位方法的补充。

（二）能力理论与核心专长理论的关系

理查德·纳尔逊和西迪尼·温特在１９８２年曾论及经济学中的

正规理论和非正规理论的差别：“当经济学家研究或传授经济学理

论时⋯⋯理论是规范的、有逻辑性的和正式的。比较而言，当经济

学家承担了应用的任务时⋯⋯或要解决一个大众感兴趣的问题

时，理论倾向于被使用得不很正规，而且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组织分

析。理论分析的这两种不同风格，我们称之为正规理论和非正规

理论。”这段话可以用来理解能力理论和核心专长理论的差别。

能力理论是企业理论的一种，以沃纳菲特的企业资源基础论

为其代表。能力理论一般被认为较为正规和规范，偏重理论的纯

粹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强调理论的渊源，严格遵循经济学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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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内容上，能力理论关注怎样保持企业

的竞争优势，而不是探讨怎样开发企业的竞争优势。

核心专长理论以１９９０年哈默和普哈拉德的“公司核心专长”

一文为代表。该理论缺乏论证的严密性，常常以简单的事例替代

必要的逻辑，甚至没有给出最基本的“核心专长”一个统一、明确的

概念。但是，在内容上，该理论关注如何建立竞争优势，在企业界

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欧美不少企业以其为指导制定的战略大获成

功。

第二节 核心专长的内涵和特征

一、核心专长的内涵

“核心专长”一词是由哈默和普哈拉德于１９９０年提出的，被定

义为：能使企业提供附加价值给客户的一组独特的技能和技术。

经过１０多年的深入研究，人们对核心专长的认识更加准确和完

备。现在理论界将企业核心专长定义为：企业拥有的独特技能、智

力资产和隐性知识，是创造顾客价值和企业创新的源泉，决定了企

业的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能力。

（一）核心专长是独特技能的组合

哈默和普哈拉德在对众多全球性领先企业的成功经验进行总

结时发现，这些企业成功的基础是它们拥有各具特色的技能和技

术，这些独特的技能和技术为顾客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并为企业提

供了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

核心专长问题基本上有两类。第一类问题是描述性的：哪些

是我们的核心专长？哪些是我们研究与发展中的核心专长？第二

类问题是规范化的：哪些应该是我们的核心专长？它们怎样反映

到研究与发展中去？实践中，将这两类问题结合起来思考大有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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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企业可以从三方面认识其核心专长，即：（１）可借以进入广阔

的、不同的市场；（２）对最终产品作出客户看得到的重大贡献；（３）

竞争对手难以仿造。

（二）核心专长是智力资产

一般地，我们可以把企业的无形资产分为四个部分，即权利、

秘密、名誉、关系。“权利”，包括商标权、许可权、专利权、经营权

等；“秘密”，包括工艺、配方、生产技术诀窍、经营秘密、管理能力

等；“名誉”，包括社会对企业的评价、企业产品及管理者的知名度

和信誉度等；而“关系”类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

与外界有关企业、人员、机构之间，以及内部员工之间所形成的、有

助于企业经营的良好关系。“关系”类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稳定的

客户关系、有效的销售网络、有组织的职工队伍以及良好的公共关

系等。

哈默和普哈拉德强调，核心专长是一群技能及技术的组合，能

使公司为顾客提供某种特殊的利益。索尼提供的利益是“便于携

带”，其核心专长则是迷你化；联邦快递的利益是即时运送，核心专

长是高水准的后勤管理；ＥＤＳ给予顾客的好处是密实无缝的资讯

流通，而其核心专长之一是系统整合；摩托罗拉则以无线通讯的专

长提供顾客“无远弗至”通讯服务。由此可见，核心专长可以存在

于无形资产所有四个组成部分之中，而与传统无形资产中的“秘

密”最为相似。秘密是难以仿制和收购的，只能依靠长期积累。

近年来，国外有关智力资产的争论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智力

资产正在取代无形资产这个概念，它是无形资产概念的扩展。由

于评估智力资产，可以帮助管理者发掘公司的价值所在；可以为衡

量业绩和公司发展建立标准；可以作为筹集资金的依据。因此，长

期以来，一直有人不断努力，希望能衡量智力资产。为了能够准确

衡量智力资产，我们试图将智力资产分为以下四个方面：（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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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包括服务品牌、产品品牌、公司品牌、客户依赖、客户忠诚度、

销售渠道、商业协议和特许权等。（２）人才资产，包括教育水平、专

业资历、知识和工作能力。（３）知识产权资产，包括专利、版权、商

标、商业秘密和专业技能等。（４）基础结构资产，包括管理理念、公

司文化、管理流程、信息影响力、金融关系、企业标准和网络系统

等。

企业核心专长可能分布在市场资产、人才资产、知识产权资产

和基础结构资产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核心专长是智力资产中长期

积累形成的、难以仿制和转让的、能够提高竞争优势的那一部分。

（三）核心专长是隐性知识

彼得·豪威特指出：“把知识按照潜在的可观察的行为来定义，

它是个人或群体的一种能力，去从事或者指导他人去从事一个能

够产生对物质对象的可预见的改变过程。当知识为数学定理或能

够通过已知过程再生产和计算机程序所传达时，知识就是可编码

的；当知识只存在于特定的个人思想中，或者是组织已建立起来的

日常工作中，并且不能进行常规的传达或生产时，知识就是隐性

的。”

知识管理就是为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

径。显性知识易于整理和进行计算机存储；隐性知识则难以掌握，

它分散在员工的脑海里，是员工所取得的经验的体现。知识管理

要求有效地实现这两类知识的相互转换，并在转换中创新。隐性

知识显性化，就是使私人知识成为公共知识。

目前，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如可口可乐（ＣｏｃｏＣｏｌａ）、通用

电气（ＧＥ）、ＩＢＭ 等均已设立知识主管（ＣＫＯ）。库珀·利布兰公司

的知识主管埃伦·纳普认为，“知识主管就是创造、运用、保存并转

让知识。这些知识不仅仅是数据，更重要的是智力资产⋯⋯知识

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新来源。”设立知识主管的目的，是在尚无先例

的情况下尝试知识管理，运用集体智慧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２１２


企业概论



知识管理有助于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进行处理，并把这些知识

用一种适合于客户和商务环境的方式表现出来。

考格特（Ｋｏｇｕｔ）、詹德（Ｚａｎｄｅｒ）和温特（Ｗｉｎｔｅｒ）在有关著作中

提出了评价知识的价值尺度。他们对知识仿制性的有关分析认

为，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具有信息特征的知识易于模仿，而

具有方法性特征的知识相对来说难以仿制。后者可能是因为这些

知识不公开、内容模糊、无法传授、使用中难以察觉、复杂而又自成

系统的缘故。而核心专长可以被认为是关于如何协调企业各种资

源用途的知识形式。如果企业能力和核心专长被赋予公共物品的

属性，它们就不可能使企业具有持续竞争的优势，因为它们易于被

效仿。企业核心专长往往是以不规则或内部规定的特殊形式存在

的，从而使核心专长隐形化和内部化，非内部的根本无法认识、理

解和模仿。

二、核心专长（竞争力）的特征

（一）核心专长的本质特征

为了更好地理解核心专长，我们应从把握其本质特征入手。

根据艾米特和斯考尔马克（Ａｍｉｔ＆Ｓｃｈｏｅｍａｋｅｒ）、迪瑞克思和库勒

（Ｄｉｅｒｉｃｋｘ＆Ｃｏｏｌ）的研究，核心专长具有以下本质特征：

１核心专长是通过组织学习和信息共享而缓慢积累。核心

专长是企业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不能被收购的，必须长时间通过公

司对人才资源的投资和信息交流，缓慢地积累发展起来。

２核心专长不能以加倍投入的形式而迅速开发。由于企业

核心专长的开发和积累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许多公司常常

在短期受制于核心专长的匮乏，急于投资、开发，力求迅速构建核

心竞争力，但常常事与愿违，收效甚微。

３核心专长不易被模仿或转移。核心专长最关键部分常常

是易被忽略的企业知识、管理技能、声誉等无形资产，难以言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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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规范，具有极强的暗默性，难以仿制和收购，通过交易进行转

移或移植也是极其困难的。

４核心专长是顾客心目中竞争优势的源泉。顾客通过购买

产品和服务所获得的满足是多方面的，如产品质量、性能、品牌、畅

通的渠道、灵活的促销手段等。企业要在这些方面比竞争对手做

得更好，其根本原因是需要有高素质的人员、规范的管理制度、明

确的战略目标、实用有效的实施手段，这些都需要以能力体系为支

撑的。

５核心专长与其他能力组合可发挥耦合作用，即１＋１＞２。

核心专长不是单一的能力或技能，而是由不同层次、主辅相助的能

力体系组成的。核心专长的存在及发挥作用不排斥其他能力的作

用发挥，甚至核心专长本身需要有相应的低层次能力做补充，使核

心专长发挥更大的辐射效应。

６对核心专长的投资具有不可还原性，即不能变现。由于核

心专长具有特殊性和不可还原性，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投资总的来

说是不可还原的。它不是一种有形物质，它只是通过企业运行载

体发挥作用。因此，企业对其投资建设不会像其设备一样，可以转

卖、销售，甚至对企业核心专长的评估和成本确定也是无法用财产

方法分析的。

（二）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特征

对核心竞争力本质特征的剖析，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清晰明了

其内涵，更好地把握其基本特征，为构建核心竞争力分析体系提供

依据。

１价值性

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在所拥有的资源基础上，开发的核心专

长的集合，其价值性是通过市场检验实现的。企业所开发的资源

要素，必须在各个方面，如时间、地点、价格、数量上满足市场所需，

才具备了企业向顾客提供产品的基础，企业才能在满足顾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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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实现价值，才可能从中获利，实现企业的生存发展。符合市场

需求程度越高，核心竞争力的价值性越大，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就越

显著。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电讯市场中有良好的声誉。在

新兴的竞争激烈的长途电话市场，该公司迅速利用它的品牌声誉

发起进攻，利用其系统规范的服务营销来抵制其他竞争者。该公

司的子公司贝尔实验室拥有研究和开发方面的雄厚实力，为了在

新的竞争背景下开发利用这些实力，公司将贝尔实验室的使命由

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然后通过成立合资企业、收购其他公司及

采取相关措施来发挥这些技能的作用。借助这个过程，利用其历

史上的重要能力，现在，该公司已使自己成为全球通讯和计算机产

业的一个重要角色。由此可见，企业资源在真空中是无价值的，只

有当企业抓住机会和抵御威胁时，才显得有价值。需强调的是，在

同一产业或领域竞争，不同企业可以在不同的方式下体现出能力

在不同方面的价值。

２稀缺性

对于企业来讲，如果满足市场需求的资源要素能够充分供给

或可以很容易复制或模仿，那么企业之间的资源差异就不会长期

存在，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就不会长期保持。但由于现实中满足市

场需求的资源要素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特别是一

些与环境、人力资本有关的个人潜在意识、洞察力、组织等差异，以

及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企业文化等，这些都极不易复

制与模仿，因而存在着短缺。企业要得到这些要素不仅需要付出

成本，甚至即使付出成本也无法得到。那些拥有了稀缺资源、且极

有价值要素的企业，就能够通过优于其他企业满足顾客需求而实

现企业目标。

长虹和海尔是我国家电行业的两家龙头企业，它们在我国家

电及相关市场中竞争。这两家企业都注重培育未来的市场竞争中

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如扩大规模、产品技术升级、组织机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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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显然，这些能力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并不稀缺，因为在我国家电

市场有十余家大型企业在角逐，而这些能力都是他们所关注的。

由于这些能力并不是稀缺的，它们本身无论对于长虹或海尔都不

能成为竞争优势的源泉。这些企业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在

此基础上开发出与众不同的能力。如海尔大资金投入研制开发的

无氟制冷技术，以“海豚式升迁”、“三工转换”为代表的管理模式；

长虹企业内部的“三大制度改革”、“全目标双馈控制”管理等都可

以看作是企业的镇山之宝，是独一无二的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源

泉。

３知识性

对于核心竞争力所体现的知识性特征，考格特（Ｋｏｇｕｔ）、詹德

（Ｚａｎｄｅｒ）和温特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在论著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评

价企业知识的价值尺度；对知识仿制性的有关分析，也使我们了解

了信息的公共产品的性质。他们指出，具有信息特征的知识易于

被效仿，并且只需要使用者运用较少的能力，如语言交流和低水平

的训练就足够了；而具有“方法性”特征的知识由于具有不公开、内

容模糊、无法传授、使用中难以察觉而又自成体系的特征，这类知

识相对而言难以仿制。

核心竞争力具有如何协调企业各种运作体系的知识性特点。

例如，企业文化可以被视为说明企业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一种

非公开的适应。如果企业能力和核心专长被赋予公共物品的属

性，他们就不可能使企业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因为易于

被效仿。

４系统性

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所以，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是企

业以能力为核心的各类资源、环境要素共同作用以及要素间相互

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个别力量，离开其中任何一类

要素，企业的生命运动都难以为继。而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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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系统，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不仅取决于核心竞争力的强

弱，与核心竞争力相配套的次能力体系完善与否也会影响企业的

竞争位势。同时，企业自身的能力体系的优势、劣势对比以及与竞

争对手竞争位势差别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优势的发挥。诸

多方面优势显著的企业，仍然有可能因为能力体系中某一方面的

显著劣势而葬送企业竞争优势，如同链条总是在最薄弱的一环断

裂一样。

核心竞争力体现着系统的特性，还表现为企业处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它所关注的竞争力也不同。如果不能培育出适应不同时

期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也很难继续发展。联想集团是我国计

算机行业的龙头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企业一直十分注重培育在

不同阶段的核心专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企业比拼产品质量，把生

产制造程序的作业流程作为核心管理，建立了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认证

体系。这使联想产品的市场份额、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都快速

增高，联想也雄踞产品销量亚洲第一。９０年代初期，联想对组织

能力特别关注，公司不断地进行业务流程再造。９０年代末期，联

想在构建学习型组织的同时，又把信息网络建设作为其塑造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使其制度设计建设在良好的信息平台基础上。

２１世纪的联想实现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全球化，为联想打造

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５延展性

核心竞争力的“弹性”，即能够为自身所复制和模仿的特性也

是十分重要的。企业多元化发展时，通常是几种相关方式的组合。

从本质上讲，企业进行纵向整合或者横向购并时，必须可以复制或

者模仿已建立的成功的企业能力。除此之外，企业还会以某些能

力替代另一些能力，这些替代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合理延展，同样

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肯定战略协同与范围经济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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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核心竞争力角度可能更有助于理解。也就是说，围绕核心竞

争力，战略协同可以产生范围经济性。多数情况下，战略协同是建

立在范围经济基础之上的相关多元化，它把战略协同转化为竞争

优势。这主要依靠两方面：一是不同业务的成本分摊产生较低成

本；二是关键技能、技术开发或管理诀窍的有效转移。相关多元化

使企业在各业务之间保持了一定的统一度，获得技能转移和较低

成本的竞争优势，能够使多角化企业获得比独立运作时更多的利

润，且能在更大基础上分散业务风险。

６持久性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持久性来源于核心竞争力的持久性和长期

性，但不是所有资源要素都会对核心竞争力的成长产生有益的作

用。有些符合市场需求的资源要素能给企业带来收益，但如果这

些能够带来价值的要素存在较低的获得障碍，其他企业很容易模

仿、复制、购买或以其他方式获得，那么独享这些要素的状况就会

被改变，其他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成功仿效会打破原有的竞争格

局，激烈的竞争会威胁所涉及这一范围的所有企业的生存。因此，

企业必须拥有其他企业不易获得、仿效、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并能

够长期占用，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环境中长期发挥作用，使企业的

竞争优势进一步提高，才能带来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但是，在产品、技术革新日益加快的今天，保持原有的竞争优

势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所说的核心竞争力的持久性，并不是说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永久不变的，而是要在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开

发、维护已有的核心竞争力，善于变更和培育新的核心专长。世界

排名５００强首位的通用电气公司（ＧＥ）以善于变革著称，在韦尔奇

担任公司领导的２０年中，公司每年平均进行近百项收购和转卖。

在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企业中，敢于变革和善于变革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但是通用电气公司却做到了。它总是把变革当作一种

激励或机遇，而不是当作威胁或危机。公司总是在恰当的时候，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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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有利时机，进行较大的变革，以保持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三节 核心专长的功能

一、核心专长决定组织结构

（一）各类能力对应各个组织层次

普哈拉德和哈默提出了企业战略理念，认为它是企业竞争优

势理论同组织设计理论的一种有机结合方式。然而，他们未能给

出组织设计的清晰框架。他们认为，企业应当选择拟作为其竞争

优势基础的能力，并确定这些能力分散在组织中，以便运用和进一

步开发。

卡尔森（Ｃａｌｌｓｏｎ）和艾利森（Ｅｌｉａｓｓｉｎ）提出，能力存在于组织的

许多不同部分中，可以分为选择性的、组织性的、技术性的、学习性

的和 功 能 性 的 能 力。 将 这 种 能 力 分 类 方 法 与 明 兹 伯 格

（Ｍｉｎｔｚｂｅｒｇ）对组织五个基本组成部分的分析相联系，可得出如下

结论：

（１）选择性能力主要存在于企业的战略制高点———董事会，企

业重大的投资和经营决策在这一层次作出；

（２）组织性能力主要存在于与董事会相连接的中级管理层及

技术结构层；

（３）技术性能力主要存在于生产作业层，基本的作业活动都在

这一层次完成；

（４）功能性能力主要存在于企业的职能部门中，以强化职能部

门的专业管理技能，并保证部门之间的协调；

（５）学习性能力应当与组织的各个层次密切相关，并可以通过

某种方式转化为企业的内部规则。

认清组织拥有不同的能力，并且这些能力可能存在于组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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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次，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能力和组织设计间的关系。如果企

业的能力使企业以一种有效方式组织生产，那么，支撑这一能力的

可能就是工人的技术水平和作业流程。这表明，某些核心专长的

存在需要企业中其他资源和能力的辅助和匹配。能力经常超越职

能或部门的界限，因此，不能仅仅把职能或部门作为核心专长的载

体，而必须把整个企业作为能力的载体。

（二）组织结构应当适应核心专长

企业核心专长如果能使企业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从事经营活

动，并且难以仿制或替代，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关键问题是企

业能否拓展其运用核心专长的活动领域，这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

（１）企业能力的生产力。这里的“生产力”是指企业能够有效

处理同一性质的行为活动的数量，并且如有需求，企业还可以增加

处理类似活动。

（２）企业能力的弹性。这里的“弹性”是指企业能够有效地处

理不同性质的活动数量。

兰热尼克（Ｌａｚｏｎｉｃｋ）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企业组织结构的

演变给出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制造

业主宰了整个世界，其企业竞争优势依赖于扁平式组织和高度熟

练的技术工人。然而，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由于未能适时变革组

织以利用大批量的优势，英国制造业企业的内部竞争优势丧失了，

以美国企业的组织结构为先导，职能经理制建立起来了，并且随着

科学管理的引入，企业内部作业走向了标准化。这种组织结构使

一般管理职能化，使职能管理成为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把技

术下放到作业层。后来，美国工业的领先地位让位于日本，因为日

本引入了新的组织原则，强调组织的灵活性和在组织所有层次上

的持续技术创新。

以上企业组织结构的发展历程对我们理解核心专长提供了一

些启示：第一，不同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和生产力不同；第二，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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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适应相对不同的核心专长，这些核心专长的价值依赖于

对未来状况的理性预期或产业远见。也就是说，经营环境的变化

对企业核心专长和持续竞争优势影响深远。

一般说来，如果企业的组织结构具有灵活性，那么，核心专长

就可以在相当大的目标范围内发挥作用；而组织结构具有较高的

生产力，核心专长可以随着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的增长而提高。所

以，组织结构的生产力和弹性这两个尺度和企业的核心专长密切

相关。

（三）核心专长的开发与组织转型

企业在开发核心专长时，需考虑以下一些深层次的问题：（１）

组织目标的界定；（２）在创建核心专长过程中的组织转型的作用；

（３）决策者趋于有限理性，倾向于使用决策程序。

很显然，企业是具有特定目标的组织。新古典经济学家假设

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而许多组织理论家在设计组织结构

则认为组织追求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组织可视为参与组织活

动、追求各自利益并产生成本的众多个人的集合。按照这一观点，

组织结构是通过协商过程而产生和发展的。在此，可以找到不同

的有效组织形式，因为可能有多个帕累托最优点。组织转型可被

视为取决于组织记忆。组织最初的成功经验、规则制度保留在组

织中，并决定企业可以选择的战略类型。按照钱德勒（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著名的组织结构服从组织战略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核心专长决

定组织结构的结论。因为核心专长属于不可还原性投资，所以，组

织结构部分地可以被认为具有依附性。而且，根据组织的内部协

调，改变不同群体和个人的效用同样可以影响企业组织结构的演

变。

管理人员的有限理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作用范围。

如果设定了企业的一定目标，那么，也就规定了有限理性的形式。

有限理性可能会把组织结构推向应急性，因为组织结构在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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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可以看做是不断的试验过程的结果。成功的经验被采用，不

成功的经验被抛弃，这就是所谓的试错过程。

二、核心专长决定企业发展战略

（一）核心专长决定企业多角化战略

根据能力理论，假设特殊的企业能力是给定的，则企业战略应

着眼于现有能力的利用，而不是新能力的利用。最近几年出现了

一种解释多产品生产企业如何在关联性多角化战略和非关联性多

角化战略之间进行抉择的理论模式。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企业

发展是与使企业可能拓展生产领域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密切相关

的。正如潘若斯和罗曼特强调的一样：成功的多角化战略建立在

能够促使企业长期在其相关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一系列“核心

技能”的基础上。

核心专长理论认为，企业是不同知识、能力和核心专长组成的

集合，没有两家公司是相似的，因为没有两家公司具有同样的经

验、获取同样的资源和技能或建立同样的组织文化，这些资源和能

力决定公司运作的效率和效益，也决定了企业经营的范围和领域。

换句话说，企业的能力和核心专长是长期的累积性学习、路径依赖

和不可还原性投资的结果，这些能力和专长决定了企业只能从事

现有的经营领域；如果企业希望开始多角化经营，那么，明智的做

法是选择关联性产业，这样可以大量运用原有能力和核心专长，对

少量尚不具备的能力和核心专长通过内部方法或外部方法进行培

育、开发。因此，关联性多角化经营成本较低，投入产出周期较短，

成功率较高。

非关联性的多角化战略则不宜提倡。我们知道，核心专长决

定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一个非关联性的产业中，企业根本没有核

心专长，甚至基本能力都不具备。这样，企业必须从头开始，花费

大量时间、资金培育必需的基本能力和核心专长。基于核心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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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仿制障碍，比如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因果关系模糊以及协同属

性，进入一个新产业的企业能否成功开发出核心专长并非定数，即

使成功了，企业还需要一批全新的基本能力相匹配，这些能力的开

发、拓展也非易事。因此，非关联性多角化战略缺乏企业能力的支

撑，投入产出周期长，成功率低。

实证研究也印证了上述观点。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掀起

了混合兼并（非关联性多角化）的高潮，许多大公司甚至跨十个产

业，但短缺经济被生产过剩替代后，这些公司没有核心专长支撑，

难以显示竞争优势，被迫重组，主要采取业务分拆、缩小规模、重新

定位、重组，恪守培育核心专长、核心产品、核心业务的基本原则。

而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兼并绝大多数属于横向兼并，这有

力地促进了企业核心专长的培育和拓展，从而赢得了竞争优势，这

一时期的成功率大为提高。企业核心专长的存在，决定了企业有

效的战略活动领域，也就是说，决定了企业特有的经营范围或多角

化经营的广度和深度。如果企业置身于这些能力能够发挥价值的

状态中，就构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管理者的任务就是通过选择使

企业能够在其能力可以发挥的领域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二）核心专长决定企业跨国经营战略

核心专长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跨国经营。詹德和考格特认

为，知识编码和学习的困难增加了知识在国际上的转让时间。而

缇斯认为，各类知识转让费用的差别很大。隐性知识（如能力和核

心专长）增加了知识转让的费用，降低了知识在企业内和企业间转

移的速度。企业是一个擅长于创造、运用、转让知识和能力的组

织。一个企业的基本能力可以协商定价并转让给另一个企业。但

是，核心专长由于本身的仿制障碍和路径依赖、累积性学习等特

性，决定了它是不能直接转让的。当然，通过公司扩张和知识联

盟，有助于企业组织学习并最终自行开发核心专长。但是，公司扩

张和知识联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或者说企业组织学习外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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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专长的交易成本较高。这样，拥有核心专长的跨国企业在其内

部转让核心专长就有了优势，因为：（１）跨国企业可以利用本身的

力量，协调本土企业和海外企业的利益，节省基本能力转让的成

本；（２）企业内部回避了核心专长的一些仿制障碍，顺应了核心专

长的路径依赖、累积性学习的特性，从而加快了在国外子公司组织

学习和开发核心专长的进程；（３）本土企业和海外企业之间的互动

有助于跨国公司核心专长的开发、提升和运用，从而有利于保持竞

争优势。

简而言之，企业是一个开发、运用、转让能力和核心专长的体

系，企业跨国经营战略可以使企业能力和核心专长的转让更有效

率。

实证研究印证了核心专长对跨国经营的解释。戴维得圣和麦

克范屈曾对知识的转让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涉及知识的五

个要素，包括可编码性、可教学性、复杂性、转让时间、转让次数，转

让的方式包括跨国经营、联营企业、许可权等。调查结论是：掌握

技术和原理的知识（基本能力）通过联营企业转让，不可编码的知

识（核心专长）通过跨国经营（企业内部）转让；或其他企业的领先

理念被整个企业学习、消化后，就可以为我所用，甚至成为企业的

优势。

当今的企业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自我学习的机体，其中创新的

经营者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尔后在组织机体内与人共享。当快

速学习成为企业的内存能力时，企业不仅会不断创新，而且种种创

新将很快在整个企业内得到消化。

三、核心专长决定竞争优势

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是在所有的仿制尝试之后，企业仍然能够

保持的竞争优势。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差异，

是企业获利水平不同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那些拥有核心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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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能够获得超出平均水平的收益。最近几年，在沃纳菲特的

引导下，能力理论在战略管理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即把企业的

特殊资源或核心专长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巴尼提出了企业运用其资源和能力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五个

充分条件。这些资源的特征是：（１）必须有价值；（２）必须是异质

的；（３）必须是不能完全被仿制的；（４）其他资源无法替代；（５）以低

于其价值的价格为企业所取得。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得出结

论，建立在一般企业都具备的因素基础上的成功是不可靠的，或者

说是难以持续的；而企业具有的特殊资源或核心专长却可以给企

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核心专长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可

靠的、稳固的基础和源泉。

第四节 核心竞争力的竞争优势分析

一、企业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

竞争被认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集团为了自身的利

益，在一定的范围内为了夺取他们所共同需要的对象而展开的较

量。竞争包含四个要素：竞争主体、不同的利益、竞争场所和竞争

目标。其核心是竞争主体各自的利益，竞争目标是关系竞争者某

种利益的需要，竞争场所源于竞争者的活动范围。出于各自利益

的共同需要、对象的稀缺性是竞争产生的根源。竞争是社会经济

活动中的普遍现象。

企业竞争是竞争的重要内容。由于市场中资源和需求的稀缺

性，使得依靠资源、以市场需求为主的企业，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市

场中对竞争目标展开角逐。所以，企业竞争优势（竞争力）的确立

依赖于在一定环境中支撑企业持久生存与发展的力量。而企业的

这种力量来自于企业所拥有的有价值的、稀缺的、超群性和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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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竞争力。也正是这种竞争力使企业具有持久的竞争优势。

但是，企业竞争力与企业核心竞争力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首先，竞争力是一个更综合的概念。企业竞争力不是指竞争

的某一方面，而是其整体全部。而核心竞争力则是指企业竞争力

体系中最为关键或核心的要素及能力，更侧重于竞争力中难以描

述的、处于知识层面的、具有暗默性的能力特征。

其次，竞争力可以是一个长期也可以是一个短期的概念。企

业通常认为只要盈利，市场份额做大了，就有竞争力，但企业的这

一优势可能只维持很短的时间。所谓长期概念，是指企业要保持

持久的竞争优势，关键的一点是要使企业的寿命不受自然人作用

的影响，解决好企业经理人的继任问题。核心竞争力就是一个长

期的概念，即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是一个长久的持续过程，是企业

发展过程中核心专长的集合，具有路径依赖性。

再次，竞争力还突出地表现在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如对

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就有“环境竞争力”这一指标。它既可以指企业

内人的能力，也可以是企业内物或资产的能力。而核心竞争力则

是“企业内在竞争力”，是企业内部集体学习形成的能力，而不是企

业外部资源造就的能力。它是指企业内部运营中知识、技能与经

验的结合体，反映的是企业内生的能力。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各种有形资源、人力资源、组织投入产出活

动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主要体现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是

简单的与竞争对手相比所形成的优势能力。它可以通过一系列如

个人能力、组织能力更有效地发挥，使企业在产品开发、市场销售、

组织管理等各项活动中做好比竞争对手更有效、更负责任、更高质

量和更低风险。

此外，企业竞争力主要是指经济学角度研究的内容，更多的是

指企业由于其产品或服务上的特异性或成本优势而形成的占有市

场、获得长期利润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更多的是从管理学的角度

６２２


企业概论



进行研究的，强调企业组织内部的学习、协调、凝聚功能与能力。

二、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分析

一般来说，核心竞争力具有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成本和价值，

这一认识可以扩展到企业可利用的所有内部和外部竞争能力。企

业所选取的用于生产过程的核心竞争力体系和结合以能力为核心

体现的技术、知识，在决定购买或分配投入要素的决策中发挥作

用。

企业面对的成本结构由两部分构成：直接生产成本和交易成

本。不从战略应用需要的角度考虑，是企业无法从其核心竞争力

中获得最大效果的阻碍因素。企业应采取的行动主要依赖于企业

在操作过程中的优势，甚至是劣势竞争能力所处的位势。如果企

业现在不能获得互补性能力而使诸项能力得不到有效利用，那么

最好的行动是自己开发所需资源，而不论这是否超出了企业经营

的核心产业。从另一方面看，向拥有较优互补性资源的企业转让

或出售权限可能是获得适宜利益的最佳方式。

对核心竞争力的运用还要考虑交易成本问题。交易成本的障

碍可能采取两种方式。西尔沃（１９８４）强调，由于利用其他企业拥

有的优势竞争能力牵涉的交易成本太高，企业有时只能利用劣势

能力；反之，其他企业会发现较高的交易成本使他们无法利用自身

的优势能力。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成功的战略策划在于降低交易

成本。而在实践中，这有利于限制机会主义、过度资产专业化和有

限理性。例如，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改善交通和分销网络正逐渐

成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利用效果的关键因素。在这种状况下，企业

可通过在一个经济区域范围内的相互联盟从外部经济中获益。例

如，在美国高科技的心脏———硅谷，企业间的密切关系使企业在集

中利用自身优势竞争能力的同时，能够通过市场获得可以较好承

担其他职能的企业的协助。这些企业将自身定位于承担其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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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优势企业的经济活动。

核心竞争力的获得和运用也会因市场竞争的位势发生变化，

这对企业战略有重要影响。在一些企业中，技术或管理上的变革

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所以，核心竞争力的不可仿

制性会有所改变，并迅速扩张到其他类似的企业。近几年日本企

业的发展提供了先例。通过使组织变革着眼了“敏捷生产”和其他

质量控制技术，日本企业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家用电器、汽车

和其他产品方面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长期突出优势竞争能

力。同时，日本企业在半导体等领域中能够通过发挥优势使自身

的加工竞争能力处于领先地位，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早期在

这些领域的开发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他们未能获得持续的利益。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具有更长发展历史的美国企业夺回他们失

去的在汽车业和半导体工业上的部分市场份额时，进一步证明了

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短期性。最近十年来，美、日企业之间的竞争

差距越来越大，美国企业在各方面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主要

原因可以归结为日本企业的组织和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比美国企业

更易于被模仿。

当核心竞争力只具有暂时价值时，一般情况下，企业竞争优势

可能有两种类型的变化。但无论什么情况下，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企业都应建立战略保障。

首先，保护自己。除了一些难以建立的进入和退出障碍外，企

业可以通过开发一些低层次的能力，来确保在最初的竞争能力价

值丧失后，核心竞争力仍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持，最常见的是专

利权的保护。例如，宝丽来（Ｐｏｌａｒｏｉｄ）在与柯达（Ｋｏｄａｋ）公司的市

场竞争中，通过不断改进其瞬间照相技术工艺来保护旧的可仿制

的初始竞争能力。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保护并不是万能的。

其次，没有核心竞争优势，但有极强仿制能力的企业，应当在

其他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的基础不牢靠的领域里寻找机会，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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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领先的企业尚且无法有效保护自己时寻找有利机会。这样

的企业通常建立价格保护体系，在这一保护制度下，小的竞争对手

在提高自身竞争能力时可以受到庇护。

企业的各项竞争能力可以供自己作为战略选择，发现和培育

核心竞争力非常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企业马上能获得竞争

优势。核心竞争力必须有其他补充能力的保护，而且其保护能力

的建立也是长期的。例如，摩托罗拉公司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由

电视机生产商转向通讯设备制造商时，很快就获得了电讯生产的

技术能力，但只有当它建立了通讯设备产品畅通的销售渠道时，公

司才真正确立了以电讯设备生产为主的核心竞争力，但这已是２０
年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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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筑和培育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将产生深远影响。基于学习型组织建设的能力创新日渐成为现代

企业内部成长的主要模式，是企业竞争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多元

化、战略联盟和虚拟经营则是企业外部成长的三种战略模式，它们

有力地推动着现代企业的发展。实践证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

要对核心竞争力进行有效管理。本章我们将从企业核心竞争力构

建和培育的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就如何强化

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做一初步的探索。

第一节 知识经济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在１９９６
年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指出，知识经济昭示着全

球经济增长方式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两方面：知识（技术）

对传统产业的高度渗透；以知识（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的兴起。

知识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并将对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

一、知识经济全球化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知识经济特征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主要是在以下几方

面：

第一，知识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效益的增长主要依赖于



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信息技术革命使经济建立在知识基础

上成为可能。当顾客观念、信息和技术成为产品的组成部分时，产

品和服务的知识内涵就显著增长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

最关键的生产要素，知识产品在社会生活中应用的广泛性，将使资

本最终蜕变为知识的一种功能，终身学习、追求知识会成为企业构

建核心竞争力的第一需要。

第二，信息化。信息化是知识经济的典型特征，由于知识资源

逐渐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资源，作为知识资源重要组成

部分的信息资源也越来越重要，企业能否充分、高效、快速地创造、

开发、收集、积累、分析和利用信息资源，即实现信息化，已成为知

识经济时代企业竞争成败的关键要素。企业一方面应充分利用网

络技术，完善商务平台，全方位地掌握和利用企业的信息资源，并

及时地作出反馈；另一方面要利用信息快速变化的特点，提高收集

和处理速度，使企业能从呈爆炸性增长的大量信息中高效、及时地

搜寻和发现对企业有用的信息，召开各种网络会议，节省公司内部

消耗或时间浪费，提升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实现信息管理的现代

化。

第三，网络化。知识经济以网络体系为基础，一方面越来越多

的企业围绕着网络经济进行改组和调整，另一方面，从发明创造、

设计规划、生产销售到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都会越来越与网络紧

密相联。数字化的电脑网络将产生出新的财富形式。当网络宽带

增长到足以承担完全的多媒体时，各种新的机会将梦幻般地增长。

离开网络，企业核心竞争力就会失去存在的技术基础。

惠普公司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个案推论”的知识

管理措施，定期通过网络将技术支援的信息进行有效地记录、整理

与分析，并及时传递到位于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几年来，该项措施

的实施不但降低公司五成的电话成本，同时减少了技术人员的重

复雇佣及人员成本。

１３２


第九章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筑和培育



第四，数字化。在传统经济中，信息是模拟信号，人们沟通方

式是：亲自去会议室或办公室，通过模拟信号（如电话、电视等）交

流，发送由模拟信息组成的信号。在知识经济中，信息处于数字形

式之中。大量数字信息以光速压缩传送，信息的质量远好于模拟

信号。当信息通过数字网络变成数字化时，知识经济带给我们的

影响会充分展现出来，各种不同形式的信息可以被合成、创造、自

动传输，这会使企业的业务程序大大简化，甚至会给人类的生活带

来根本的改变。在２１世纪，企业能否尽快进入数字化时代，将直

接决定其核心优势的发挥，这对跨国企业尤为重要。

二、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深化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

从宏观变化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分工与专业化一直有着不断

深化的趋势。１９９４年，美、加、墨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生效之后，各国更主动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Ａ）

计划，预计在２００５年前后，使ＮＡＦＴＡ扩大至３４个美洲国家。这

种区域分工与协作的深化极大地影响企业对市场要素和利益的获

取，从而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从微观变化来看，企业采取分包和委托加工方式进行生产，产

品制造外包化、组织运行虚拟化、销售和客户服务网络化已经成为

现代企业经营模式。这是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成长而出现的变

化。许多增长型公司认识到，只有充分利用企业的核心技术，发挥

其核心专长开展经营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成本，规避经

营风险，快速应变市场。所以，这类企业已由过去自己大量制造产

品转向寻找合作伙伴，采取外包化、虚拟化进行生产制造。例如，

惠普公司将激光机械装置的设计制造交由佳能公司生产，摩托罗

拉公司依靠外部制造商，将产品和部件分包给了弗莱克斯·罗尼克

斯国际公司。这些公司采取虚拟和外包式的协作迅速扩大产量和

销量，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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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效的供应网消除了传统外购方式存在的低效率现象。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于供应商来说也有好处，可以摆脱库

存、从订购到付款的漫长周期引起的财务负担。

现在，企业基于核心竞争力，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的扩张模

式已发展延伸到企业的更多的职能上，比如，人力资源管理、财务

管理、货运基础设施，甚至一些研发工作也采取招标的方式分包出

去。思科公司每年１７０亿美元的销售额是交由全球３０多家工厂

完成的，思科公司自己只拥有其中３家工厂，用以生产最为尖端的

设备。

三、企业业务流程重组是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条件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顾客资源呈现出相对稀缺的趋势，企业必

须重新审视自己对顾客价值的理解正确与否。顾客价值是顾客通

过所购之物（产品或服务）获得的价值和购买过程中所费成本之比

较，包括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两部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必

须对管理流程、服务流程进行改造，如构建高效的物流系统、电话

委托、信息传递系统等，为顾客提供便捷、称心、高价值的服务。以

先进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和其他生产制造技术为手段，以顾客中长

期需要为目标，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产品增值无实质作用的环

节和过程，建立起科学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使产品质量和规模

发生质的变化，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

以顾客价值为导向，重组企业业务流程，其核心是企业要努力

实现大规模定制服务，即实现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针对顾客的

特定需求，设计和制造满足其需求的产品。

大规模定制较之以往的生产方式，无疑是一种更人性化的模

式。企业与顾客的关系由“以一对多”转变为“以一对一”，二者在

不断沟通中达到信息的充分交流。顾客效用的最大化与企业利益

的最大化在更高的层面上统一起来了。这便是大规模定制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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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数字化时代大规模定制不仅体现了信息时代的技术支持能

力，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遇，更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顺应时代需求

的经营理念———无论是逆向以顾客为起点的经营方式，还是将市

场细分到极限仅为一位顾客制造产品的经营手段，其包含的理念

是相通的，即要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个顾客的特定需求，体现对每

一位顾客的关注。这样，企业就可能从根本上获取顾客，构建核心

竞争力，赢得竞争优势。

四、企业管理模式创新是构筑核心竞争力的保证

知识经济将对企业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产生重大影响，企业管

理创新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也必须建

立在新思维的基础上。利用管理知识创新探索如何把知识最大限

度地转化为生产力，使企业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以便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取胜。知识是实现企业发展的源泉，学习创新能力成为

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学习和积累知识的能力越强，获得持续

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企业知识管理的时

代，通过知识更新和运用集体的智慧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是知识经

济的明确要求。

第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应建立在学习型组织的基础之

上。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不仅仅是进行各类资源整合追求效益

的单位，更重要的是应被看做更符合人性激励，创造鼓励创新的学

习型组织。对学习型组织颇有研究的美国系统动力专家彼得·圣

吉（ＰｅｔｅｒＭＳｅｎｇｅ）指出，必须突破线性的思考方法，采用系统思

考的技术来培育健康的组织机体，建立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

中，组织成员有一个共同的愿景，组织结构是扁平的，组织领导人

的主要职责是设计组织发展的基本理念并与大家一道学习。在企

业内部，应增进知识的共享、扩散程度，提高知识的利用效率。对

企业外部，应运用知识产权等法律武器，加强对企业知识、专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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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的保护，提高知识的垄断性和时效性。学习型组织中人

的创造性受到激励，这正是企业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基础。

第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开发是以知识为特征的。２１世纪将

蓬勃发展的知识经济，会从根本上改变未来企业的生存原则。美

国迅速发展的知识经济，已经前瞻性地昭示，知识经济中的霸主，

将是那些建立在新知识基础上的公司。

企业的知识能力是能够在一批产品或服务上取得领先地位所

必须依赖的能力，是维持竞争优势的基础能力，可以说，知识经济

时代的知识创新管理已经成为开发和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

心。

第三，企业核心竞争力推行人本管理。知识是知识经济的主

要特征和表现形态，所以，作为知识载体的人才，将是知识经济时

代企业的最重要的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因特网将使

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在全球范围内找出最合适、最出色的人才，而教

育的目的，也不再是对知识的掌握，而是如何发掘和培养人的发明

创新思维能力。在企业内部，创造宽松的环境，使员工发挥自己的

潜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近年来，国际市场竞争和企业经营的实践

表明，一些国际企业或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涉及跨文化管理问题。

跨文化管理中同样需要以人为本。管理者要平等地对待母国文化

和东道国文化，跨越文化差异，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并逐步培育出

为企业不同文化员工所接受，反映企业全球战略、引导员工努力奋

斗、实现自身价值的企业文化。

五、企业信息网络系统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手段

著名的“摩尔定律”揭示出信息社会的发展规律：“唯一不变的

就是一切都在变。”从大量标准化生产到产品差异化；从大众口味

产品定位到个性化满足产品定位；从推式生产模式到拉式生产模

式；从局部化竞争布局到国际竞争布局；从单打独斗经营到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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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从稳定式发展到跳跃式发展；从小规模实体企业到无疆界虚

拟企业等，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变化的时代。显然，对未来市场竞争

的赢家是那些反应敏捷和快速建立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现代信息网络和技术。首先，企业构

建起对环境敏锐感知的、条件反射式的企业网络系统。现代信息

技术为企业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快速、敏捷的反应提供了有力工具。

企业要依据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建立管理系统及决策支持系统，借

助电子数据交换、产品数据交换标准ＳＴＥＰ和超文本数据交换标

准ＳＧＭＬ等标准化的工作手段，使各项工作的标准化管理达到

９０％以上，实现企业内部各部门，包括财务、会计、生产、物料管理、

质量管理、销售与分销、人力资源管理的整合、链接，快速传递市场

信息，快速做出订单的反应。通过企业流程改造，使公司之间、公

司、供应商与顾客间建立系统的有机联系。

其次，未来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确立离不开信息网络。企业

未来的商务活动是通过网络和电子商务来进行的。同时，企业自

身的运营也越来越依靠网络来运行，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

是通过网络来快速顺畅传递的，网络是指挥企业运转的神经中枢。

信息技术将促进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整合，改变长期以

来的分割式管理，发展将上游和下游的环节链成一个整体的集成

管理。信息技术使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加快，同时也精简了许多不

必要的过程和人员，简化了管理流程，提高了管理效率。

第二节 能力创新与学习型组织的构建

一、创新是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创新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和发展的主

流。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核心竞争力才能永远保持其生命力，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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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的强大支柱，成为构筑企业大厦的基础。

首先，创新本身可以是企业的核心专长。彼得·杜拉克宣称：

企业组织需要一种核心专长———创新。我国目前最大的独立软件

厂商———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就是靠创新成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用友公司自１９８８年创立到１９９９
年，其财务软件销售额连续十年在国内市场排名第一，企业管理软

件占有率亦列首位。到２００１年用友软件全国用户已达３０多万

家，市场占有率超过４０％。现已形成一个包括５０家地区分公司、

５００家代理商、１００家客户服务中心以及１００家授权培训中心的全

国最大的商用软件营销服务网络。用友公司十余年的成长历程就

是靠创新———企业的核心专长来保护其竞争力。

其次，企业注重对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发展，可能会导致路径

依赖，进而会使企业形成运行的“惰性”，而创新能够突破这一难

点。不断创新能使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落后于市场和技术的发展。

１９９８年在世界范围内调查的大公司总裁中，有８０％的人相信创新

对公司未来竞争力极为关键。

最后，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创新会为企业带来持续租金，对

于保持良好的竞争态势具有重大意义。杰夫·摩西（ＪｅｆｆＭａｕｚｙ）

１９９３年对美国１５０家重要公司的调查发现，创新型公司的利润增

长率是非创新型公司的４倍。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能否快速发

展已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不断创新则能保证企业不断适应快

速变化的经济环境，发现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能力创新

（一）影响企业能力创新的因素

１制度因素

制度往往会僵化，特别是那些曾经使企业走向辉煌，而又被人

们广为称道的制度规范。公司最初获得成功的新思想被一种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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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状的僵化思想所取代。当公司面对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

过去的成功模式反而会使公司走向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

面：

（１）战略思维模式盲目。战略思维模式是规范企业员工如何

看待社会的心理模式。战略思维模式积极的一面是使管理人员的

注意力集中于企业最重要的部分，按既定的程序处理企业中的问

题。但当管理人员已习惯了这样做的时候，这种既定的思维模式

又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看不到新的变化，不注意新的选择和

机会。

（２）经营过程已成为例行公事。当企业发展蓬勃向上时，乐于

尝试一些新的事物，员工也表现为用各种方法创造性地执行任务。

但是长此以往，当他们发现某种方法特别有效时，人们就有很强的

动力把这种方法固定下来，而不再去寻找替代方法，即所谓的“路

径依赖”。例行程序已不再是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成为目的本

身。人们以这种方式来做事并不是因为这种方式有效果或更有效

率，而是因为这种方式很熟悉、很舒服。一旦做事过程变成了例行

公事，它就会妨碍员工考虑新的工作方式。可供替代的做事方式

从来就不会被人考虑，更不会说尝试，于是，就产生了被称之为“积

极的惰性”。

（３）关系变成了桎梏。成功的企业，一般都与雇员、客户、供应

商和社会公众建立了比较密切或友好的关系。然而当市场变化

后，这种密切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变成桎梏，限制了他们的灵活度并

使其产生了积极的惰性。与顾客维持现有关系的需要会妨碍公司

开发新产品或开拓新的市场。

例如，日本的麒麟啤酒公司通过与经销商之间建立密切关系，

控制了战后日本啤酒市场的６０％的份额，其中许多经销商得到供

货是作为军队系统配额的一部分。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麒麟公司

不愿提供年轻人喜欢的时髦的干啤酒，这疏远了它与核心顾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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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麒麟公司反应的迟钝使得阿奇啤酒公司抓住时机，一举

超过麒麟公司，成为行业领导者。

（４）价值观僵化为教条。价值观是深层次的信仰，它能激励员

工并使之一致行动。企业的价值观包含了对公司的忠诚信念及对

社会的义务。同时，它也为公司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凝聚的力

量。但随着公司的成熟，公司价值观常常僵化成僵死的规则与制

度，成为落伍的信条。这样，价值观的激励作用不断弱化，团结一

致的力量也退化成面对威胁时的消极反应。

２管理活动

阿玛彼勒认为，要很好地实现创新，管理活动中的一些重要影

响因素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

（１）挑战。工作是否有挑战性对员工创新能力的激发有直接

的作用。因此，在工作设计上要让员工承担适合的任务与工作，注

重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及创新性思维的技能，经常让员工面临适

度的挑战，激发其成就感。现在许多跨国公司，如ＩＢＭ、惠普、ＧＥ
等，在其岗位设置和绩效考核中最重视工作的挑战性，以期激发员

工的工作成就感。

（２）自由度。要给予员工选择工作手段的自主性。过程的自

由性能培育创新能力，是因为它给予了人们怎样做的自由，这加强

了员工的内在激励和责任感。过程的自由度也使得员工可以最大

限度地利用其专业知识和创新性思维技能来解决问题。工作任务

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压力，但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应付，使压力

变成动力。

（３）资源。影响创新的两种主要资源是时间与金钱。在某些

环境下，时间压力能够加强创新。这是因为人们在面临极限时，会

激发更大的灵感或创造性，当然，金钱的刺激是常见的、最有效的

激励方式之一，特别是物质生活的质量对人们十分重要。但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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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物质激励的度，过大也会扼杀其创新能力。

（４）工作团队的特征。富有创造力的工作小组对创新的开展

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小组由各种不同知识基础和工作方法的人构

成，观念的撞击会激发人更多的灵感和智慧。现在管理中流行的

团队沟通与协作，就是更好地发挥小群体在创新中的作用。

（５）上级鼓励与组织支持。上级的鼓励与支持对于员工的创

新十分重要，并会形成一种创新的氛围。但只有整个企业组织都

支持，形成企业特定的创新文化时，创新才会真正有发展。因为创

新以及支持创新已成为企业多数人的职责，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企

业都会建立合理有利的制度与工作程序，每一个员工都清楚地知

道一点，即创造性努力是一种顶级智慧。

３人际关系

企业是由一个个团队组成的，是一群人在某一信念支持下的

关系组合。人际关系在企业运行中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良好的

人际关系有助于企业形成团结一致和奋发向上的氛围，这是企业

创新、活力的源泉。

但是，企业的人际关系也有其负面效应。企业内部的明争暗

斗、互相倾轧、互相攻击对创新会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因为这些

东西使人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工作。当企业内部一些人之间结

党营私、互相争斗时，对内在激励必不可少的工作目标的使命感和

兴奋感就大大减弱了。

对我国企业来讲，对创新最大的扼杀是人们在官僚机构中难

以精诚合作。真正好的创新仅靠个人的单枪匹马是无法完成的，

需要许多不同部门、不同专业学识的人的通力合作，但官僚机构的

设置却妨碍了这一点。对此，国外一些企业的做法是建立现代意

义的“高级别动队”。这打破了人们习惯上的部门或人际关系圈所

形成的堡垒，使得员工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整合起来，进行更有效率

的作业。这一工作形式是由洛克希德（Ｌｏｃｋｈｅｅｄ）飞机公司在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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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４０年代首创的。在该公司内，工程师们在一个秘密的实验室

和工作间内工作，除了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无关人员不得随意靠

近。公司鼓励这些工程师大胆创意，甚至违反公司规定，结果研制

出了一系列神秘的间谍飞机和超音速轰炸机，取得了令人惊异的

研究成果。

（二）企业的能力创新培育

１诱发危机意识，鼓励创新思维

马柯德（Ｍａｒｋｉｄｅｓ）的认知模式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成

功、失败与变革的关系。多数情况下，企业会感到成功的模式不会

永远支配企业的运行，但在什么情况下和什么时候变革企业，这是

许多优秀的企业家都感到困惑的问题。根据马柯德的认知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企业发展处于高峰期的时候，即Ａ点时，是变革

的开始，不能等到危机出现之后才考虑变革的需要。当在Ａ点的

变革模式带动企业成功后，在Ｂ点又会出现另一种变革模式来引

导企业继续发展。所以，变革成功的企业的发展模式是图９－２所

显示的状况，而图９－１则是失败企业认知模式的趋势。

图９－１ 失败企业的变革模式

这一图示也说明，当企业在获得“满意”的业绩时，企业高层管

理者往往容易忽视那些表明组织的竞争正在下降的信号。只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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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竞争力开始衰退，才会引起公司的警觉。但此时的创新或

变革，很可能为时已晚。

图９－２ 成功企业的变革模式

企业应具有识别、评价自己所处发展阶段的能力，以保证企业

在不同时期都采取恰当的变革模式使企业处于一个又一个不断上

升的阶段。马柯德认为优秀企业具有两个特征，即健全的财务和

健全的战略。健全的财务是建立在健全的战略基础上的。而健全

的战略的确是企业建立在不断适应市场变化的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之上的。所以，创新已成为培育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

素。

有危机意识，鼓励创新，首先，应从企业高层做起。领导要使

组织成员感觉到危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常常需要通过放大那

些微弱的危机信号来预告真正的危机。否则，当危机来临时，组织

将可能遭受灭顶之灾而束手无策。

当然，唤起员工的危机意识只是一种有效手段，而要使组织成

为真正的创新组织，还需要培育员工的创新意识，使创新行为成为

每个员工的自觉行动。此外，还需要在组织内部建立持续创新的

企业文化，创造一种自我完善的机制，即勇于变革、乐于变革、创造

变革。

２４２


企业概论



２使创新为创造效率服务

企业进行持续的能力创新，其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创造更高的效率，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美国管

理学家熊曼（Ｓｃｈｕｍａｎ）从组织特征的角度分析了创新对企业效率

的意义。他认为，组织有两个重要特征：创造性和生产率。企业既

要不断激发创新性，又要维持生产率。根据熊曼的研究结果，两者

之间的关系随着组织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企业要持续不断地

发展，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如图９－３）

图９－３ 组织特征与组织效率

由图９－３可见，在企业创业初期，根据创业者的创业思想与

理念制定了企业发展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在企业初创期，思想活

跃，观念解放，创造性和开放性都比较好（见①）。随着企业规模的

扩大，创业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生产的效率上来，形成一种相对固定

的生产模式。创造性渐渐被忽略，企业内创新精神受到阻碍，企业

组织朝着所谓成熟的方向发展，即②的模式。企业不积极创新，组

织活力大大降低，企业规模和组织发展之间难以取得平衡，企业的

生产效率开始下降。这就是③所表现的。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

率，企业内部进行新项目投资，使成熟的企业恢复活力。这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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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性在增长，但生产效率可能是下降的，即④。企业通过新项

目的启动，开发了新产品和新市场，使企业又进入一个更高的领

域。组织的创新性在企业生产的高效率基础上得以恢复。企业的

发展也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即⑤。

总之，要实现企业的竞争优势，保持创新与效率两者的平衡发

展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大多数企业在实际运行中所要解决的问

题。

３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

企业资源理论认为，企业有三种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

无形资源。从用途来考虑，物力资源比另外两种资源在灵活性上

受到的限制更多一些。财力资源在所有资源中最富有弹性，可以

购买其他两种资源。无形资源较另外两种资源难以界定和评价。

无形资源依赖于特殊的人及其技能，还包括“产权”这一独立于特

殊的人却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资产，如商标、名誉、专利、合约、商

业秘密等。企业的产品体现着企业物力资源和无形资源。在这

里，资源与能力没有严格的区别。资源是能力的基础，没有资源，

能力就无法形成和无从发挥作用；而能力则使资源有更大的效用。

但在能力体系中，能力形成的优势基础不同，其特点也不同，

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例如，就组织资产来讲，我们所讲的“技能”包

括两个具体方面，即技术能力和技术管理能力。技术能力由于成

文性较强，经常体现在“方案包”中，如许可专利、配方和软件等。

所以，它可以通过市场（或从公共知识的储存中）在一定的竞争价

格条件下取得。

企业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暗默性，可以将其理解为内部经历

和实验性学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技能和技巧。只有拥有能够自动进

行技术开发能力的企业才能进行技术创新并具有从创新性资产中

获得超额收益的潜力。这就是说，只有较大规模的企业，才具备技

术创新的实力，进而通过技术优势形成的创新能力为企业带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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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利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创新必须是以内部大量知识积累为

基础。因为，小规模的创新仅要求某些内部创新能力（如产品拓

展）。事实上，即使大规模创新，所需的许多知识和物质资源都可

以从市场上获取。

值得注意的是，能力的获得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能

力在一定程度上以知识为基础，但如果其他企业或个人获得了学

习，这些能力就可能被广泛传播，因为基础性知识已不是少数人的

专长。当基础知识广为人知时，能力的传播非常迅速，甚至于一些

只能意会的知识也能被复制。此外，当能力拥有诸多用途时也容

易传播扩散。例如，在类似的用途被认知后，创新技术就会从一个

产业传播到另一个产业。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创新，其成果也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

外部性，因而容易使其他企业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即免费占有

和享用其他企业的创新成果，从而导致创新成果沦为公共品。这

会严重削弱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也必然迫使企业强化其对

创新成果的独占性和垄断性，阻止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最终影响

创新成果的效用。在经济活动中，有许多创新型的企业并没有获

得明显的竞争优势，其原因之一，就是技术创新成果很快成为公共

品。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技术创新的原因，也有知识产品的特性

原因，还有制度性因素。

三、构建学习型组织

（一）学习型组织的兴起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革命、知识经济时代进程的加

快，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的变化，传统的组织模式和管

理理念已越来越不适应这种环境。因此，研究企业组织如何适应

新的知识经济环境，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成为全球企业界和理论

界关注的焦点。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ＰｅｔｅｒＭＳｅ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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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学者吸收了东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提出了以“五项修

炼”为基础的学习型组织理念，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

学习型组织理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广泛的关注。目前，在美国

排名前２５位的企业中，已有２０家按照学习型组织模式改造自己；

在世界排名前１００位的企业中，也有４０％按照学习型组织模式进

行彻底改造。知识经济时代的杰出代表微软公司之所以取得了巨

大成功，其秘密之一也正是创建了学习型组织。

１９９７年７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管理大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

为，面向未来的世界管理有十大变化趋势。它们是：（１）创新———

未来管理的主旋律；（２）知识———最重要的资源；（３）学习型组织

———未来成功企业的模式；（４）快速的应变能力———时代的新要

求；（５）权利结构转换———变正“金字塔”为倒“金字塔”；（６）弹性系

统———跨功能、跨企业的团队；（７）全球战略———２１世纪企业决战

成败的关键；（８）跨文化管理———管理文化的升华；（９）“四满意”目

标（顾客满意、员工满意、投资者满意和社会满意）———企业永恒的

追求；（１０）没有管理的管理———管理的最高境界。

以上十大变化趋势无一不与学习型组织的管理理念有关，这

也正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学习型组织的特征。国外的不少学者预

言，未来最成功的公司，将是那些基于学习型组织的公司。

（二）学习型组织是能力创新的基础

在工业化时代，组织的机能如同机械，生产组织内有明确的定

义和分工。企业通过统一设计的制度、规范的操作程序、训练有素

的员工，使企业运转，创造不同的社会产品。学习只体现在某些局

部的专业技能培训上。而在当今，组织已被作为有机的系统来把

握。个人在组织中已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组织中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个人的作用是通过组织中成员的相互作用发挥出来

的。因此，组织中各团队相互关系的协调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

种组织系统模型中，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学习会对他人的学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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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影响。整个企业就是一个完整的学习和信息交流反馈的系统，

企业运行是靠不间断的学习来推动的。而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以企业全面学习为基础的。

组织的演化过程同样也离不开创新，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专

长需要组织制度上的保证。同时，创新又能够使组织不断变革、发

展，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在有些情况下，组织结构的变革对企业发

展至关重要。组织结构对创新性学习的有效推动，关键在于组织

结构开放的程度，能否让公司内部员工的知识与创新学习心得在

公司内部交流，它决定了企业在整个系统内系统学习与共享知识

的创新能力的高低。在今天，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建

立学习型组织，形成全员学习、创新的文化氛围，建立全员学习、创

新的制度机制。

美国著名的３Ｍ 公司是独具特色的组织创新机制的代表。例

如，公司的“１５％规则”。按照３Ｍ 公司的规定，开发和研究人员可

以利用１５％的工作时间去干自己想干的事，鼓励他们摆脱日常琐

碎事务的纠缠，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十一条戒律”也是３Ｍ
公司的公开制度，即研究人员开发的产品项目，只要还没有被证明

失败之前，即使是上司也无权制止。此外，公司还允许研究人员干

“私活”，即研究人员可以不让上司和同事知道，进行自己喜欢的创

新研究。现在全球都在使用的计算机周边产品“鼠标垫”就是由

３Ｍ 公司的员工在干“私活”时开发出来的。在３Ｍ 公司，公司的英

雄是那些百折不挠的把公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变成成功创新的

人。

（三）学习型组织的特点

沃特金斯（ＫＥＷａｔｋｉｎｓ）和马席克（ＶＪＭａｒｓｉｃｋ）的研究表

明，学习型组织的出现是对封建式系统的官僚制组织的批判中产

生的。官僚制组织不是以学习为目的，而是以生产为目的设计的

组织。官僚制组织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行为的价值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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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选择与这一行为的结果完全割裂；二是组织成员的学习是为

了规定好的程序和限定好的特定工作；三是对结果的反馈过细，不

能得知个体完成的工作对整个组织的工作带来的影响，从而使学

习的潜力降低。

学习型组织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传统组织变革

的结果，它是一个平面结构，这个组织中的领导者更注重使自己处

于事件性的中心，而不是组织等级的上层，更倾向于达成一致意见

而不是仅仅发布命令。

综上所述，可以将学习型组织定义为：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

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

种符合人性的高度柔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从这一概念出发，

学习型组织具有以下特征：

１愿景驱动型的组织

在许多传统的组织中，员工的行动导向是人，在员工心目中，

“是谁”远比“是什么”更重要。权利的得与失之间便奠定了谁胜谁

负，这就是所谓的“办公室政治”。在这种组织中，私利已经成为人

们唯一行动的动机。而在学习型组织中，实现共同愿景是全体员

工的共同目标，更是他们行动的导向。这一共同愿景来源于员工

个人的愿景又高于个人愿景，能使不同个性的人凝聚在一起，朝着

组织共同的目标前进。

２善于不断学习的组织

这是学习型组织的本质特征，包含以下四层含义：

（１）终身学习。在当今信息爆炸、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组织

成员均能养成活到老、学到老的习惯，从而使组织充满着良好的学

习气氛。

（２）全员学习。组织的决策层、管理层和操作层都要全心投入

学习，尤其是决策层，他们决定着组织发展方向和命运，因而更需

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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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全过程学习，即强调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

化是把工作过程看成是学习过程，特别是对于那些从未做过的工

作。结合工作过程，通过自我批评、信息反馈和相互交流，达到学

习的目的。学习工作化是把学习看成是自己的日常工作，是工作

的前提或重要组织部分。

（４）团队学习，即不但重视个人学习和个人智力的开发，更强

调组织成员的合作学习和群体智力的开发。

学习型组织通过保持学习的能力，及时铲除发展道路上的障

碍，不断突破组织成长的极限，从而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

３自主管理的扁平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要求组织对外界的变化甚至微小的变化，都作出

正确和迅速的反映。所以，“分权”成为重要的原则。决策权将尽

可能延伸到组织的最基层，即那些最早感应到外界微小变化的精

神末稍，也就是所谓的“地方为主”。与传统组织明显不同的是：在

传统组织中，高层管理者在思考，基层人员在行动；而在学习型组

织中，每个人的思考与行动都必须合为一体。这就要求学习型组

织大大精简机构，取消中间层，充分授权，实现自主管理，从而形成

以多个自主管理型团体为基础、以地方为主的扁平式组织结构。

４具有创造能力的组织

一个组织及其员工如果仅仅为了学习而学习，那是毫无意义

的。学习型组织的学习强调能把学习转化为创造力。通过学习修

炼，解决组织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进行组织变革、管理创新和产

品更新。

５员工家庭与事业相平衡的组织

学习型组织将努力使员工丰富的家庭生活与充实的工作生活

两者相得益彰。学习型组织将对员工承诺，支持每位员工充分地

自我发展，而员工也以承诺对组织的发展尽心尽力作为回报。这

样，个人与组织的界限将变得模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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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消失，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将大为减少，从而提高员工家庭生活的

质量（满意的家庭关系、良好的子女教育和健全的天伦之乐），达到

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

（四）学习型组织的设计

学习型组织的设计要遵循以下一些准则：

１创造不断学习的机会

在传统观点看来，企业的目的是生产，而不是学习，所以，学习

与企业效能的提高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今天的组织却是在不断学

习、创新的基础上成长的，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无法用传统的生产作

业程序来设计，一些成长性极好的企业甚至完全不规定员工上班

的时间、作业的工作量等等，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创新性和积极

性。显然，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必须以能为员工创造大量的学习和

创新的机会为前提。

２鼓励知识交流和探讨

创新思想的产生，乃至一种发明，许多情况下都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团队内，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探讨是发掘智慧思想、激发

人们灵感的最有效的催化剂。特别是在信息时代，通讯技术的发

达，沟通和交流十分便捷，企业的高效率，产生了上下级之间畅通

的信息传递渠道和充分的沟通和理解。在创新活动中，经常及时

地沟通与交流可以发挥集体的智慧，减少人们的“试错”过程，引导

创新思想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同时消除或缓解创新过程中的误

会与矛盾，增强企业员工间的相互信任与了解。当然，如果能真正

发挥独立交流探讨的作用，要在组织中形成一种文化氛围，这是组

织设计中必须认真考虑的。

３提倡共同合作和团队学习

在传统的组织中，人们常常认为：要发挥集体的力量，扩大集

体规模，增加关键岗位的人员是十分重要的。但今天，我们的认识

是“集体的智慧超过个人智慧的总和”，是个人智慧在集体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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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放大效应。这种放大效应的多寡取决于集体或团体的学

习和合作。团队学习能够创造一个相互沟通、互相信任的环境，形

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其中，组织成员间彼此交流，他们的思想、创

意得到碰撞和启迪，有利于组织成员把暗默性知识转化为明晰知

识，在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使创新成为团队成员间的自觉行动。

要实现这一目标，组织结构的层级设计和作业方法必须是以团队

为基础的。

４建立实用有效的共享学习系统

学习型组织提倡把学习组合到组织中，与人共享，从而产生出

新的创新能力。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把学习到的东西作为组织的

记忆保存下来，就要在组织系统中形成知识共享。任何企业开发

内部共享的学习系统都是有益的，它不仅可以节约企业资源，提高

劳动效率，而且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内部有机联系的系统，增强企

业员工的互助合作，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团队的整体作用。

５促使组织成员迈向共同愿景

共同愿景是组织成员对未来所共同持有和分享的愿望的景

象。它在组织中可以创造共同的价值目标，寄托着组织成员对企

业未来的美好愿望，主宰着企业员工的思想和意志，支配着员工的

行动，淡化组织成员间的个人利益冲突，遍布组织的各个系统，贯

通在企业的各项活动中，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使员工产生使命

感。共同愿景的建立有助于使组织成员放弃固有的心智模式，能

够激发新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总之，共同愿景可以激发企业的创

造力，有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６使组织和环境相结合

组织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环境，但组织对环境又起能动的反

作用。学习型组织重视组织与其内外部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通

过其内在机制的建立，使组织在不断适应激烈变化环境的同时，能

够更好地发挥对环境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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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建学习型组织，实现能力创新

１企业高层管理者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

塑造学习型组织，首先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学习创新，并通过

自身的引导使其下属也积极参与到学习中来，塑造企业全员创新

的氛围，这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企业要实现创新，发挥

“创造性张力”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企业高层管理者既要有创新

意识，明确企业的创新方向，善于发现那些对企业发展有重大影响

的创意，又要注意将这些创新思想变成创新活动，落实到企业的实

际工作中，特别是使那些分散的、不连贯的创新技术形成完整的创

新体系，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使创新真正成为企业利润的源

泉。

２通过提倡员工的一专多能，培养学习创新能力

学习型组织将企业视为一个学习系统，部门间的关系已不是

传统企业的各自独立的、割裂的部分，而是系统间的紧密联系，每

个人及每一个岗位都是全局系统中的一部分。由于现代技术及互

联网的发展，企业部门内的分工和职能进一步模糊，企业的运行、

项目的运作都是各部门同时启动，协同作战，这极大增加了对企业

员工，特别是管理人员的能力要求。所以，企业对任用的合格员工

的标准，不仅要有专业特长，而且还要有广博的知识，能够掌握多

种技能。只有这样的员工，才能实现企业对员工授权的管理模式。

员工的技能是学习的结果，学习是一个人的终身教育。在学

习型组织中，员工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其价值在于他们所拥有

的已开发和潜在的知识与能力。企业组织的任务是确保最大程度

地培育、发挥人的智力潜能。每个人被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

人，作为一个思想者而受到尊重。这是因为在现代商务环境中，企

业的竞争优势在于生产知识（创新）的能力和把商业机会转变为企

业价值的能力。人是知识的生产者，也是知识的使用者。从这个

意义上说，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现阶段的整合更取决于人的头脑。

２５２


企业概论



３创造从日常经验学习的机会

学习型组织，还具有作为生产“知识”的组织发挥功能的“生产

组织”的一面。学习功能如果只作为训练功能被分离出来发挥作

用，就不会产生组织应有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使员工局限于

现场的学习，已远远不够了，而且这种学习也难以实现组织共享。

因此，为了提高自我管理学习的效率，必须创造使员工随时随地都

能学习的方式，而且这种学习应是开放式和交流式的，能实现组织

的共享。

使创新蕴涵于日常工作中，首先，需要组织建立评价系统。评

价内容包括现有组织的能力、组织内外环境的变革、学习的障碍

等，帮助员工克服创新的障碍，使员工成为组织活力和变革的源

泉。其次，经常进行组织内的调查，制定一系列学习计划，使员工

的创新学习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同时，通过制定相应的组织政

策，鼓励员工制订和修订自我学习计划，对获得知识和传授知识的

人给予相应的奖励，从日常工作做起，构筑学习型组织。

４塑造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建立创新的企业文化，首先，要在组织中形成创新的氛围，创

造组织中的学习风气，创造一种学习环境，通过鼓励和激励组织重

要成员的创新活动，激发组织全体员工的创新欲望，培养员工的创

造性思维。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还要宽容失败，管理者要善于理解

和鞭策创新人员。

其次，培养组织的创新文化。创新应该是一种文化，只有当创

新作为一种文化，深深根植于员工的头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其行

为方式时，创新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长远战略。美国的３Ｍ 公司

就是以独具特色的创新文化而闻名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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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企业扩张

企业扩张是企业作为有机生命体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的必然

选择。多元化、战略联盟和虚拟经营是企业扩张的主要形式。本

节我们就这三种战略模式加以简要介绍。

一、企业多元化的扩张模式

（一）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理论分析

多元化经营，又称多样化经营或多角化经营，是企业同时经营

两种或两种以上基本经济用途不同的产品或劳务的一种发展战

略。研究表明，当企业通过垂直一体化或水平一体化发展的机会

已穷尽时，便倾向于通过多元化的途径来寻找企业发展的新机会。

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大型企业的产品市场多元化一直以很快的

速度发展。现列《财富》杂志前５００位的企业中，有超过２／３的企

业都实行高度相关的多元化经营。现在多元化已成为全球性的发

展潮流，因此研究多元化对我国企业来讲，也具有现实意义。

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规模扩张的典型形式。企业追求多元化经

营的发展模式，有着深刻的内在规律。关于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本

源有许多代表性的诠释。下面，我们对此加以归纳。

１投资组合理论分析

以马克维茨为代表的投资组合理论认为，企业实施战略多元

化是通过不同业务种类之间的不同业务周期的差别来分散风险。

在投资理论中，每项投资都有其独特的活动周期特征，只有两项投

资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表示不同的活动周期特征，将这两项投资

组合后形成的组合风险将会缩小。投资额组合中互为负相关的投

资的种类越多，每项投资在总投资量中所占的比重越小，组合降低

风险的效果就越好。多元化经营能使企业掌握的要素进行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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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组合，实现资源共享，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获得稳定的利润。

２产业理论分析

以波特为代表的竞争战略理论认为，企业所从事经营的不同

产业的特征与企业的业务在这些产业中的地位从总体上决定了企

业的绩效。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并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如蒙特戈摩里（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在研究利用产业经济学中市场

结构变革来考察多元化企业中的绩效差异时发现，具有较高绩效

的多元化企业所经营的业务往往在具有有利的市场结构的产业中

占据优势地位。所以，企业参与竞争的产业结构以及在这些产业

中的经营业务的地位是决定企业多元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３市场理论分析

市场理论坚持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出发点是不同营销策

略组合的结果。尽管不同的组合模式和企业在使用方法之间有一

些差异，但各种经营组合模式主要考虑两大因素，即产品—市场引

力和企业竞争地位。根据这两项基本因素的相互组合，构成一个

四象限或九象限矩阵图。企业每一项经营业务在矩阵中的位置代

表了它的战略地位，并决定了该业务在企业总体战略中的位势。

企业通过对矩阵中不同业务在不同象限所处的不同状况，发现企

业不同业务现金产生和现金使用的不同程序以及对企业整体战略

所做的贡献，据此来调整企业是多元化经营还是一体化经营。

４企业资源理论的分析

企业资源理论认为，合理的多元化可以通过更有效地利用企

业的资源而产生明显的协同效应，即所谓１＋１＞２。鲁梅尔特

（ＲＰＲｕｍｅｌ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版的《战略、结构和经济绩效》

中，通过对典型的战略案例的研究，考察了追求具有关联性多元化

经营战略的生产企业是否比非关联性多元化经营战略的企业具有

更大的效益。研究证明：成功应用多元化战略应建立在能使企业

在相关市场中获得比较优势的一系列的“核心技能”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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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相关多元化的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市场协同、生产协

同、技术协同、管理协同等方面。这种协同效应在经济学中被视为

范围经济，即在某种固定的成本约束下生产经营多种产品比单一

产品更为经济。

５企业管理理论的分析

企业管理理论分析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成功主要应归功

于管理在企业中的作用。一些实证研究的分析表明，单一企业中

构成管理质量的技能与多元化企业是不同的。企业在由单一业务

进行多元化经营时必须学会多元化企业中的一般管理、独特的过

程以及进入新业务的特征。多元化企业的高层管理是一种独特的

技能，它决定了企业的任何一项业务或企业总体的成败。

除此之外，“经理扩张主义”也常常被认为是企业进行多元化

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这一观点认为，管理者是在最大利润的约

束下追求销售收入的最大化或寻求企业增长的最大化，而企业多

元化发展正是达到这些目标的有利途径。

（二）多元化经营的本源：核心竞争力

上述企业理论对多元化经营的阐释表明，企业获得新技能的

能力决定了多元化经营的成败。其实企业成长理论对此有深入的

分析，该理论比较推崇相关多元化经营模式。其代表人物彭罗斯

在《企业成长论》一书中曾专门分析了“多元化经济学”，认为企业

资源的生产性服务决定了企业能力搜寻的范围和方向，即企业的

资源状况影响着多元化的方向，企业的内在成长倾向于鼓励关联

性多元化，反对非关联性多元化发展。

在此后的实证分析中，鲁梅尔特通过考察关联性多元化经营

战略的企业与非关联性多元化经营战略的企业发展状况，证实了

上述观点，即企业多元化成功战略是建立在能够促使企业在其相

关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一系列“核心技能”的基础上。

核心竞争理论认为，企业是以知识、技能为代表的能力体系，

６５２


企业概论



企业持久性成长的本源是其核心竞争力，那么，企业的扩张，即实

行一体化、多元化等也是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支撑的。普哈拉

德和哈默在阐述核心竞争力的观点时，把多元化公司比作从“它的

根部”———其核心竞争力———成长和完善的“一棵大树”。树干（核

心竞争力）支撑着树枝、树冠（多元化、一体化、战略联盟等），向它

们供给养分、水分（战略性资产），保持其不断生长（企业发展）。

因此，我们的分析结论是：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通过追求规

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实现企业扩张，多元化战略成功实施的保证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延展或培育，进而保持企业不断扩张的

持续竞争优势。

（三）基于核心竞争力的相关多元化与无关多元化

多元化战略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相关多元化与无关多元化。

相关多元化是指企业开发与现有经营业务相关领域业务的发展模

式。无关多元化是指企业开发与现有经营业务不相关的产业领

域。一般来讲，相关多元化战略强调的是产品、技术、市场的协同

作用；无关多元化主要考虑的是投资回报率，即该业务的盈利水

平。

１多元化的“相关性”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康斯塔丁诺·Ｃ·马凯德和彼得·Ｊ·威廉姆森认为：相关多元化

能比竞争者更为迅速和低成本的创立、积累新的战略性资产，而不

仅仅是共享现有资产。他们通过相关多元化的四种潜在优势，即

“资产共享”、“资产改善”、“资产创立”、“资产裂变”的分析，指出相

关性是取得多元化经营的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１）资产共享。不同的战略业务单位之间可以共享同一战略

性资产（共同的品牌、专利或共同的分销体系），从而可以获得规模

经济的优势。

（２）资产改善。利用在建立和维持某一方面战略业务单位的

现有战略性资产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提高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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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单位的现有战略性资产的质量。例如，本田公司在管理现有

的小轿车分销网络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可能有助于改善其摩托

车分销网络的管理。

（３）资产创立。利用在建立现有业务的战略性资产过程中开

发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会更迅速地或以更低的成本去创立一项关

于新业务的新的战略性资产。例如，利用建立摩托车分销网络的

经验，建立平行的除草机分销网络。

（４）资产裂变。相关多元化可能会增加现有的核心竞争力，因

为在建立新业务的战略性资产的过程中，公司会学到新的技能。

这反过来又会提高现有业务的战略性资产的质量。例如，在建立

除草机分销网络的过程中，本田公司会学到新的技能，这反过来又

有助于改善其现有的摩托车分销网络。

当然，无关多元化战略也有成功的实例。例如，在世界５００强

中最具实力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其产业领域涉及飞机引擎、核反

应堆、医疗器械、塑料、家具、家电和无线电等十多个行业。但从核

心竞争力的角度分析，这种无关多元化经营战略不易提倡。因为

企业向无关多元化发展使原有的核心专长优势很难得到发挥，即

使是初期进入成功，由于其核心竞争力的暗默性和难以仿制性，也

很难在短期内迅速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同时，与核心竞争力相匹

配的基本能力的培育也需要较高的成本。如果无关多元化战略缺

少能力体系的支撑，是很难取得实质性成功的。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印证了上述观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美

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混合兼并（无关多元化）的浪潮，

许多大公司热衷于向不同产业发展，有的甚至跨十多个产业，但这

种多元化热潮没有持续多久。８０年代又掀起了企业回归主业的

热潮，如ＩＢＭ 公司通过业务分拆、缩小规模、重新定位来调整企业

多元化发展方向，开始注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立。

２战略性资产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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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德和威廉姆森认为，相关性的多元化战略实施的成功，战

略性资产的积累是十分重要的。战略性资产积累是指那些拥有能

带来竞争优势资产的公司将获得的租金收入，这种资产必须是难

以被模仿或难以被替代的。从长期来说，内部积累可能是获得难

以被模仿或难以被替代资产的最重要的来源。此外，企业的长期

竞争优势还依赖于战略性资产是否符合市场需求的能力，以及在

现有市场或新市场上建立新的战略性资产的能力。通过共享获得

的战略性资产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市场需求，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现

有资产一般需要一定的调整和整合之后才能投入运营，而内部积

累过程可以直接提供定位于新市场的资产集合。

（四）多元化经营战略的管理

１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风险替代

任何系统的存在都有其运行风险，作为一个典型的系统组织，

企业的经营活动时刻都伴有风险。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其实质

是对风险系统进行替代。因为企业无论实施哪种战略，都有风险

的产生。企业对不同风险系统的评价和承受能力不同，如果新的

风险系统对企业的影响小，企业就会采取措施，开辟新的领域，进

入新的盈利模式，承担新的风险系统的考验，以替代原有的风险系

统。

风险替代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企业系统的影响。采用多元化的增长方式，这实际是

以新的风险系统代替原有的风险系统的经营模式，以获得风险分

散效应。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现实情况，这些企业一般在几个

相互独立的经济范围内开展业务，把利润流互不相关的几项独立

的业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做虽然不一定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利

润率，但可以保证企业的盈利稳定性。

第二，对企业参与主体的影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

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战略应该对企业的内部压力进行具体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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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第一个压力是心理的过分专业化，员工对于一再重复同样

的工作感到厌倦。第二个压力是企业规模不当。决策层希望通过

多元化进行相应调整，通过采取多元化来弥补企业规模不当的弱

点。第三个压力是基于把企业成本中心转化为能够加以管理的多

个收益中心的需要。

企业参与主体主要是指企业员工。企业员工的流动如果是正

常的，一般不会给企业带来不能弥补的损失，而且可能从这种合理

流动中增强企业活力。但许多情况下，企业内的员工流动是非正

常流动，使得企业的经营负担加重，因为企业人员的过度流失会严

重影响核心竞争力的保持。另外，核心竞争力也可能通过员工的

流动有向竞争者扩散的危险。限制这种状况出现的有效途径是强

化能力的积累性质，使能对个别员工的依赖性减弱。

多元化经营对保持员工的合理流动性有积极意义。首先，它

拓展了企业员工工作机会的选择渠道，使员工可以在公司内部流

动。其次，企业多元化经营可以保证企业的工作程序设置更具有

挑战性，保持员工其个性。企业对员工进行技能培训和组织同化

的同时，是以不能够使员工丧失个性为前提的。同时，在工作设

计、安排上尽量要有挑战性和创新性，将员工个人发展目标与组织

发展目标融合起来，使个人通过企业达到自我价值实现。

２防止核心竞争力分散或弱化

企业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要素是有限的，核心

竞争力的影响范围也是有限的。如果企业经营的主业过于分散，

往往意味着核心产业投入的资源受到削弱，容易弱化主导产品和

业务的竞争能力，最终可能导致企业在主导产品或主营业务竞争

中失去市场和优势。许多情况下，这种削弱不仅是能力方面的，管

理层注意力的分散也是一个方面，它所带来的后果将会十分严重。

原有产业建立的核心竞争力是多元化经营的基础，新产业在初期

需要这些能力的移植和支持，若原产业竞争力受到迅速削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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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化经营将面临危机。因为在多元化战略目标下，企业在不

同领域的业务延伸也存在着交易成本。

现实中，一些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离开了自己核心竞争力的

延伸范围，盲目地进入一些不具备战略优势的新领域，反而给自己

套上了枷锁。因而，企业应学会放弃不能成为核心竞争优势的业

务。一个设计良好的经营退出渠道能有效地降低多元化经营风

险。摩托罗拉当初看好卫星通信业务而发起了“铱星”计划，当最

后“铱星”因负债数十亿元而陨落时，摩托罗拉却因一开始就将“铱

星”项目注册为独立的实体而只承担了有限的责任和损失。实际

上，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全球性的大企业混合多

元化经营回归主业的浪潮。企业对非主营业务的战略撤退抉择大

大强化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３发挥整合资源优势

（１）设定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战略目标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企业有开展主营产业领域以外业

务的冲动。但是，企业能否向不同领域扩张，主要取决于核心竞争

力，取决于核心竞争力的剩余或核心优势向其他领域延伸的能力。

同时，企业的多元化发展过程也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化过程。以

突出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的战略目标强调企业从内外搜寻、获取稀

缺的要素以支撑其核心竞争力。围绕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战略多元

化目标，应体现两个基本观念，即长远观念和系统观念。这样，企

业通过多元化经营，不仅获得了稀缺要素，而且降低了交易费用，

减少了不确定性，将稀缺资源置于企业的直接控制之下，以企业的

长期发展目标为方向，统一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从而更好地保证核

心竞争战略的实施。

（２）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资源和优势

多元化经营目标是基于各产业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使得

企业的资源和优势能拓展到现有产业之外，并得以充分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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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之间的资源和优势共享体现在企业品牌、核心技术、研发实力

以及市场运作等方面，企业可以把其在品牌、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

优势拓展到其他经营产业，以规模经济降低多元化经营的成本。

利用现有资源和优势这一战略目标，意味着企业的多元化经

营战略是内外兼顾的：对内，充分分析和挖掘自身优势并有意识地

通过多元化经营使这种优势最大化；对外，紧紧把握市场机会，把

自身的优势和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自身优势分析是利用现有

资源和优势这一战略目标的基础，不能脱离自身优势而去谈市场

机会，否则企业就偏离了根本的战略目标，很容易陷入自己毫无优

势可言的细分市场。

（３）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行业的生命周期曲线显示任何产业都有成长与衰亡的阶段。

当所处的行业步入成熟期，增长的潜力不大时，企业就必须寻找新

的利润增长点。基于核心竞争力思考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技术

上、市场上、管理上的不断创新，使行业从一条生命曲线过渡到另

一条上升的曲线上；二是将企业引导到新兴行业。所以，多元化经

营是实现企业战略升级和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式。

二、企业战略联盟的扩张模式

战略联盟概念最早是由美国ＤＥＣ公司总裁简·霍普兰德和管

理学家罗杰·奈格尔提出的。企业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有着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或特定事业和职能部门），为达到共同

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契约而结成的优势

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战略联

盟多为自发的、非强制的，联盟各方仍保持着原有企业的经营独立

性。

（一）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战略联盟的基础

在产品技术日益分散化、技术革新发展极为迅速的今天，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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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企业能够掌握生产某种产品的全部关键技术。许多情况下，

企业单纯依靠自己的能力已经很难掌握竞争的主动权。为此，大

多数企业的对策是尽量采用外部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以实现内外

资源优势互补。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做法是与其他企业结成战略

联盟，并将企业的信息网扩大到整个联盟范围。借助与联盟内企

业的作用，相互传递技术，加快研究与开发的进程，获取本企业缺

乏的信息和知识，并带来不同企业文化的协同创造效应。战略联

盟具有更为活跃的创新机制和更经济的创新成本，从而使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更有效地延展，有利于企业开辟新市场或进入新行业，

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惠普公司的企业开发总监大卫·甘特认

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能够有效地管理联盟。这已经是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而在将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价值最大化是战略联盟的基础。从企业核

心竞争力的角度来说，战略联盟的原理是通过控制外部独特的战

略要素，加强企业的关键活动或扩展价值链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从竞争力的延展特性来讲，战略联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扩展

的一种形式。因为联盟往往是企业要改变某一方面的劣势或要强

化某一方面的优势，但无论是劣势的改变或优势的强化都是建立

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基础上的。同时，企业战略联盟必须同联盟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具体体现在：

第一，时间跨度一致。战略决策考虑的时间跨度必须在中短

期和长期间作出选择。由于操作复杂、交易成本高以及股权约束

的特点，战略联盟必须兼顾参与各方的长期利益。长期维持的战

略联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有新的共同使命或项目注入联

盟，另一种则是通过少量参股着眼于长期合作，甚至可能走向并

购。

第二，战略要素控制。当目标战略要素对于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力意义重大时，常常对竞争对手也很有吸引力，这时，如果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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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联盟实现企业间的合作，会极大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最

近，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竞价收购大宇汽车，主要是因为

这些厂商都意识到了亚洲市场对未来竞争地位的重要性。

第三，能力位势与战略位势。能力位势可以用两个指标来描

述：稳定性与穿透性。稳定性指的是目标能力在目标企业中的独

立性，受业务地位、组织结构等影响，它决定了单独得到它的可能

性。穿透性指的是目标能力能够被内部或外部同时使用的能力，

受能力的存在形式、业务量差异的影响，它决定了企业间合作的可

能性。能力位势的稳定性与穿透性的不同组合，将决定战略联盟

的战略位势。当稳定性与穿透性都比较高时，可以将独立性比较

强的部门或公司形成联盟。

（二）企业战略联盟的形成动因

战略联盟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际上流行的一种跨国经营

企业的战略发展模式，是企业间为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而形成的

战略合作安排，由于其具有范围经济发展的优势，在２１世纪已成

为企业外部扩张的重要形式。

１战略联盟的演变动因

（１）经济全球化是战略联盟的前提

当代科学技术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促使经济全球化，各国

经济之间的联系、经济往来和经济融合达到空前紧密的程度，国际

贸易成为各国商品和服务交流的纽带，进口贸易成为跨国公司内

部生产、营销与国外企业商品、服务交换的重要内容和形式。由于

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的差异，企业从事进口贸易比国内

贸易复杂得多，因此，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实现进口与出口环节企

业之间某种程度的联合或合作，有助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控制国

际资源，降低经营成本，进行全球贸易。

（２）市场竞争加剧是实现战略联盟的催化剂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际贸易自由化达到空前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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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跨国经营，从而导致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空前激烈，这就要求企业经营理念的转变，以适应新的竞争态

势。传统的“零和博弈”的竞争战略让位于“合作博弈”的竞争战

略，即竞争伙伴实行协作竞争，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战略联盟

因此成为国际上竞争对手间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

（３）网络经济的发展成为战略联盟的重要手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推动了网络

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９０年代

的“供应链革命”，即要求企业改变全过程经营方式，集中发展自身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环节，同时通过具有互补性的上、下游企业之间

的结盟而大幅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企业整体竞争能力，实现

利润最大化，以适应网络经济发展对企业的要求。战略联盟因此

成为网络经济下企业开展国际贸易活动时的一种必然选择。

２战略联盟的内在动因

战略联盟在２０世纪末成为企业战略发展的主要模式并开始

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企业实施战略联盟的主要动机是利用外部规

模经济，确立企业竞争优势。具体表现在：

（１）规避风险，共享资源

在当今战略联盟非常流行的领域，例如制药、通讯、商业、飞行

等产业，项目开发所需要的资金非常巨大。这些高昂的开发成本

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风险，加之换代速度加快，寿命周期缩短，企业

迅速占领国内外市场意义重大，通过战略结盟可以很好地实现这

一目的。

（２）创新技术，降低成本

当企业自身技术实力不足，或者自己开发不经济时，可以通过

企业间的合作开发到新技术，提高技术实力，减少沉没成本。

（３）开拓市场，进入新领域

企业之间的优势能力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企业分销渠道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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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有较强的销售能力；有的企业技术实力雄厚，具有生产规模。

企业在开辟新的市场或进入新领域时，实行战略联盟各展所长，有

显著经济效益。所以，战略联盟主要表现为相同股权的合资企业、

许可证协议、交叉许可与技术共享、用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伙伴关

系、合作开发协议、研究与开发合同等形式。

（三）塑造学习型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种形式，在进入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后，其出发点和运作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战略联盟逐渐

发展成为以知识学习、增强能力为主要目的的企业间联合。联盟

的出发点已不再停留在减少风险和开发市场表层上，更重要的是

探寻保持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的深层次原因。战略联盟表现形式

上是企业间的联合，实质上已是企业之间知识流动和能力转移。

所以，人们也将今天的战略联盟称之为学习型或知识型战略联盟。

这种联盟是以向战略伙伴学习为主，企业通过认知、消化而获得和

利用其他企业所开发的知识和能力，加速核心专长的开发和利用，

从而更快速地确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学习型战略联盟具有以下

突出特征：

１联盟的战略目标以学习知识和掌握核心专长为主，而不是

以获利为首要目的。借助于学习型战略联盟，企业一方面能够通

过认识、消化吸收而获得并利用其他企业所开发的知识，掌握企业

内部无法开发的核心专长；另一方面，联盟的企业间也可以通过互

补的专长结合以创造新的交叉能力和技能，实现合作方双赢。因

此，学习型战略联盟是企业间长期的合作形式。联盟各方不仅注

重现有核心专长的开发和学习，也都十分注重未来核心竞争力的

拓展与培育，学习型战略联盟具有更大的战略潜能。

尼奈克斯（ＮＹＮＥＸ）公司最初是一家经营电讯基础设施的美

国公司，近２０年来，通过学习型战略联盟，发展了数十家合伙企

业，该公司现在已建立了一套系统管理合伙企业的模式，每个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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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都有一个小组来管理。ＣＰ集团是公司在泰国的合作伙伴，公

司传授给他们关于系统与工程方面的知识并向其学习关于亚洲市

场与文化的知识。ＮＹＮＥＸ公司又与英国的一家有线通讯公司联

合，建立了光纤电缆网络，向客户提供电话、数据通讯及电视节目

传输服务。１９９６年，ＮＹＮＥＸ公司又与美国的Ｓｐｒｉｎｔ公司签署了

一项为期５年的合同，由后者接管其交换机、光纤电缆网络和计费

系统。这样公司既保护了其原有的独占市场，又抓住了新的机遇，

参与新竞争，使其由一个地区性垄断公司成长为跨国公司。

２学习型战略联盟更重视企业无形资产的作用发挥。由于

学习型战略联盟是以知识和能力学习为目的，而知识的无形资产

贡献是巨大的，因此，在联盟过程中对无形资产的评估投入与战略

开发是联盟各方所关注的主要内容。这就要求联盟伙伴间要建立

密切的关系和充分的交流。在学习型战略联盟中，参与联盟的企

业都十分注意合作方的平等互利关系，一方面要确保一方手中始

终有能为对方创造某种价值的能力，以保持彼此的相互依赖性，另

一方面，也要考虑对方的学习特点，通过不断合作，增强彼此的信

任与交流，强化彼此的能力优势，通过双方能力的提高实现互利互

惠，共同进步。

３学习型战略联盟的建立是以学习型组织为基础。学习型

组织建立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这种联盟的战略效果。在过去２０
年中，日本和西方公司在许多产业中战略地位的转换就是由于联

盟方组织学习的模式不同所致。日本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公认为

联盟学习的典范，是因为许多日本公司在与西方公司的合作中建

立和发展了一整套组织学习方法，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上以实用有

效为主，并结合日本企业特点，非常重视信息的上下沟通，使涉及

合作的每一层面，甚至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某种专业技能或专长的

学习。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公司通过专利许可或合资来获取技术

的学习（汽车、照相器材、精密仪器、手表等行业），使其在最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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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以最低的成本掌握了新的能力和核心专长，然后用新获得的

能力控制了日本市场，进而又向国际市场进军，甚至替代了其学习

的西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企业虚拟经营的扩张模式

（一）虚拟经营的内涵及特征

虚拟经营是当今企业发展形式的潮流趋势。据权威人士估

计，２１世纪虚拟经营将成为企业经营的主流模式，这主要是基于

虚拟企业的经营优势。那么，什么又是虚拟经营呢？它有哪些基

本特征？下面，我们就对这一问题作一论述。

１虚拟经营的内涵

１９９１年，利海（Ｌｅｈｉｇｈ）大学的艾科卡研究所提出了一份《２１
世纪制造企业战略》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一种新的生产模式：

以动态联盟为基础的敏捷制造（Ａｇｉｌ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并极富创造

性地构想了一种称之为“虚拟企业”新型组织。

虚拟企业（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是以虚拟经营为经营策略的企

业。而虚拟经营是指企业以计算机网络通信设备为基础，将企业

难以胜任的或难以高效完成的生产或服务分包给其他企业，企业

本身不再具备这样的功能，甚至于企业不负责任何实际的生产经

营，只利用网络来联系和管理与其业务有关的企业。虚拟企业分

两种形式：一种是下包制虚拟企业，一种是完全依赖互联网，自身

没有经营实体的虚拟企业，如虚拟商店、虚拟银行。虚拟企业与以

前的层级制组织实行内部经营不同，它是通过网络形成组织，把资

源和注意力集中在核心竞争力上，与其他组织合作拓展战略性领

域，并适应环境变化。

虚拟经营的实质是一种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经营战

略，是一种外部延伸的战略扩张模式。企业选择任何一种形式的

虚拟经营，都必须建立在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必须拥有关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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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如专利权、产品行销通路或研究开发能力等。以自身的核

心能力为依托，通过虚拟化的整合途径取得外界资源和能力的配

合，以达到优势互补的目的。

２虚拟经营的特征

虚拟经营将成为２１世纪企业经营的主流模式，这主要是基于

虚拟企业的经营优势。虚拟企业能最充分地利用企业核心优势，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独有特长。众多企业为使自身精干灵活、核心

竞争力更突出，纷纷将自身不能高效运作的业务外包出去，或者利

用网络实行虚拟经营。具体来讲，虚拟企业有以下特征：

（１）关系松散。虚拟企业由于主要是以契约形式联合起来，因

此合作各方的关系十分松散，各方仍保持着自己的经营自主权，在

虚拟企业期限结束或约定的工作完成后，虚拟关系就可以宣告解

散。实践中，虚拟企业成员之间内在文化冲突、合作目标差异、各

自贡献的资源不等以及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都会影响虚拟企业

的稳定性。

（２）边界模糊。虚拟企业并不像传统企业具有明确的层级和

边界，企业与其他企业的联系属于市场交易的范围，虚拟各方之间

以一定契约或资产联系起来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市场交易双方

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虚拟企业可以是上下游生产企业之间形成

的虚拟，也可以是供应者、生产者、分销商之间形成的虚拟，从而产

生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虚拟企业是企业向市场延

伸的结果，表现出企业边界模糊和淡化的特点。

（３）形式多样。虚拟企业是以利用市场机会为组合动机的，它

不同于传统企业是以产品为核心构建的企业组织，它是应“机”而

生的，因此涉及的领域宽泛，虚拟形式多样，主要有：企业产权虚

拟、人力资源虚拟、技术开发虚拟、管理职能虚拟和组织架构虚拟

等。

（４）运作高效。虚拟企业的组建过程比较简单，无需大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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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虚拟式的合作之所以能够达成，关键是合作各方都有自己的

核心能力，从而实现更大竞争优势。在目前分工日益深化的状态

下，虚拟企业的实力是单个企业难以达到的。因此，虚拟可以高效

运作，完成一些单个企业很难完成的任务。

（５）机动灵活。虚拟企业在合作项目、合作伙伴和合作方式的

选择上灵活性强，对市场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随着市场环境、企

业发展战略、企业经营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虚拟的伙伴可多可少，

合作时间可长可短，合作项目及合作方式多种多样。因此，当虚拟

企业不适应外界环境和内部条件时，虚拟企业可迅速解散或组建

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虚拟企业。

（二）虚拟经营与战略联盟的区别

虚拟经营不同于战略联盟，尽管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战略联盟更多的是联盟方相互交叉的密切合作，合作方

一般都要投入一定的资金、技术或其他资源；而虚拟经营则是一方

将其业务委托给另一方，虚拟的委托方可以没有任何实质的投入，

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与虚拟的另一方进行合作。例

如，耐克、施文恩（Ｓｃｈｉｗｉｎｎ）利用自己设计、创新和组织优势，发挥

其强大的信息处理、市场销售和系统运行的长处，将生产制造虚拟

出去，完全不用投入任何生产要素。

其次，战略联盟的各方都有法人资格，许多情况下是有产权协

议的关系。而虚拟则不同，虚拟的各方既可以是法人单位，也可以

与自然人合作，并且极少涉及产权关系。例如，世界上最大的高科

技企业之一，思科公司构建了全球的虚拟供应链。这个供应链的

运作是这样的：在思科的生产环节上，有４０多家一级工厂、１０００
多家二级工厂。但是一级工厂里只有两家工厂属于思科，其余都

是虚拟联合。公司主要把这些工厂的相关设备连接到企业的网

上，实现网上的监督管理。这种合作模式对合作方来讲都有极大

的好处，但却不涉及任何产权关系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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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战略联盟主要是一体化的运作模式，由于涉及产权或企

业合作的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联盟多数情况下是在企业原有产业

链条或流程基础上的合作。虚拟则不同。由于虚拟的形式比较灵

活而且不涉及产权问题，所以，虚拟的范围更为广泛，既包括纵向

的业务委托，也包括横向的多元化合作。

（三）建立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的虚拟经营模式

１虚拟经营的基础

（１）虚拟经营的理论基础

虚拟经营是企业交易外部化的一种形式，是基于企业核心竞

争力理论的发展战略。根据企业能力理论，企业应该集中关注对

企业竞争力具有核心作用的资源。企业首先应该将自己的核心优

势和非核心优势的环节或业务区分清楚，在此基础上外包非关键

的活动（或非核心优势的环节）。这样不仅可以弥补企业处于弱势

环节的不足，提高整体效益，还可以强化核心优势的能力，因为核

心竞争力需要一系列辅助能力。

按照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价值和独特性两个维度是决定企业

虚拟经营，即外部化（外包）或内部化的标准。具体形式如图９－４
所示。

独
特
性
维
度

高

低

特殊资源 核心资源

周边资源 传统资源

低 高

价值维度

图９－４ 虚拟经营的抉择

这里，价值维度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效用和成本。效用主

要是顾客的知觉价值，成本是企业的费用，两者相抵后的剩余，才

是企业追求的价值。按照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企业应专注价值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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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即产品附加值高的环节，而将产品附加值低的环节或业务外

包。从核心竞争力理论讲，企业之所以能将产品附加值低的环节

外包出去，通过外包提升其价值，而外包的另一方之所以能够提升

其价值，不仅仅是由于承包方具有核心竞争优势，还因为发包方也

具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说，正是由于企业具有核心竞争优

势，才能保证低附加值业务环节的剥离的同时，不会影响到高附加

值活动的正常进行以及这些附加值的顺利实现。例如，耐克在全

球寻找制造商是因为它有着强大的分销能力，正是因为其强大的

销售优势，才能使它掌握主动权，随心所欲地寻找符合标准的生产

商。所以，没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是很难找到合作伙伴的，难以

通过虚拟经营实现低成本、高效益。

独特性的意义是外部市场稀缺或企业专业化，独特性越强，意

味着外部化成本越高。这说明在独特性维度高的区间，市场外部

化肯定是不经济的。根据所分析的核心竞争力特点来讲，其外部

化很难产生更大的共生效应，反而会削弱系统的独特性。而在独

特性维度低的区间，如传统资源和同边资源，企业间资源的共性较

强，虚拟经营会产生更大的共生效应。

在某种程度上说，虚拟经营是企业应付不确定性的一种经营

方式。当企业面临复杂的竞争环境时，企业内部单一的核心能力

很难确保企业开发产品的成功。于是，企业就向外部寻求优势能

力。所以，虚拟经营的关键是把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把企业有限

的资源集中在高附加值的产品核心业务或环节。

（２）虚拟经营的技术基础

虚拟经营的出现是以技术领域的不断进步为前提的。自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

取得长足发展，并向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从而引起世界范围

内的技术创新浪潮，产生了如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ＡＤ）、计算机辅助

制造（ＣＡＭ）等现代化的设计和制造手段。随后出现的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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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ＥＤＰ）、管理信息系统（ＭＩＳ）、决策支持系统（ＤＳＳ）、经理支持

系统（ＥＳＳ）等，使企业的经营计划、产品开发、产品制造和营销等

一系列活动构成一个完整的、高效运行的整体。专家系统（ＥＳ）使

复杂的、不确定过程得以较容易的、准确的完成。电子会议技术、

电子讲座环境完全改变了传统的会议观念，使不同地域的各类人

员能轻而易举地进行协商沟通。

工作流程软件实现了工作流程各环节的虚拟联系，达到了工

作流程自动化或部分自动化的处理，从企业内部到地区之间甚至

国际之间形成了网络群体系统，实现了异地同步协调工作，消除了

联系的地域限制，为虚拟经营模式的确立奠定了技术基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企业生产的技术基础和成长环境发生

了巨大变化，高度的信息化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首先是

组织结构日益扁平化、柔性化。金字塔式结构正逐渐向更加自由

和民主的网状结构转变，等级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为一线员工

“让权”和给予“充分的掌握程序的知识”已经日益成为关键。其

次，企业管理上的虚拟方式，使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可以实现快速重

组，形成高度自治并享有充分自主权的团队，使企业的管理更加灵

活有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些世界级大公司开始尝试采用虚

拟方式进行生产经营。例如戴尔电脑公司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在互联

网上大量出售客户指定规格的个人电脑。它们的生产完全建立在

虚拟订购的基础上。戴尔通过网络建立畅通的客户信息联系渠

道，并把零件生产和产品包装全部外包，自己只负责设计和检验。

这种虚拟的电脑生产模式创造了惊人的销量。现在全球有大量的

企业都开始尝试网上订购或销售。

２企业虚拟经营的模式

虚拟企业将其难以胜任或难以高效完成的生产或服务环节分

包给其他企业，企业本身不再具备这样的功能，其实就是对外部资

源进行整合，借助外部力量，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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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虚拟生产

这是虚拟经营的最基本形式，主要是指企业将其产品的直接

生产功能弱化，把生产功能用外包的形式转移到其他企业；本企业

只负责最具有核心竞争优势并且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开发和营销功

能。前文提到的耐克公司就是采用订单的方式将运动鞋生产委托

给雇佣着７．８万工人的众多亚洲承包商手中，而自己专攻设计和

营销两项功能，并最终成长为世界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之一。

（２）虚拟开发

虚拟开发是指几个企业通过联合开发高技术产品，取得共同

的市场优势，以谋求更大的发展。美国的Ｉｎｔｅｌ公司、ＩＢＭ 公司、

ＡＭＤ公司共同进行虚拟开发，并在有关芯片专利权方面相互授

权，谋求芯片方面的垄断优势。虚拟开发最初只是为了规避开发

的投资风险，但在实际运作中，虚拟开发更好地整合了各方的技术

优势，强化了开发项目的成功率，成为虚拟合作的最重要的形式之

一。

（３）虚拟销售

虚拟销售是指企业或公司总部与下属销售网络之间的“产权”

关系相互分离，销售虚拟化促使企业的销售网络成为拥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销售公司。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企业把其下属的

销售网从公司总部分立出来，使其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销售

公司。另一种模式是企业不再组建自己的销售网络，而将销售业

务交给专业销售公司去做。后一种模式对资金和人力都不具有优

势的中小企业特别有效。

（４）虚拟管理

虚拟管理是指企业将部分管理职能交给外部专业公司来进

行，企业在其组织结构设置中，把某些职能虚拟掉，通过节省开支

并提高管理效率，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虚拟管理可为

新组建的、缺乏管理经验和管理人才的企业提供较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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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虚拟服务

虚拟服务是企业将一部分职能虚拟化，或外包给专业化公司

经营，或与其他企业通过动态联合形成虚拟企业。如生产企业通

过经销商提供产品的安装、维修服务；多家家电企业组成的联合售

后服务体系；不同旅游公司组成的联合导游系统等。

第四节 企业战略管理模式创新

一、企业战略及其管理观念的更新

（一）企业战略的涵义

要对“战略”一词进行准确定义，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人们对

战略的观察是多角度的，研究战略的理论是多层面的。这里，我们

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并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来研究战略问题。战略主要涉及组织的远期发展方向和范围，

战略的实施应使企业的资源要素达到最优组合，有利于强化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从决策到实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战略管理区别于

一般的管理工作，具有更高的复杂性。战略要明确企业的经营宗

旨，设立明确的长期目标，并制定具体战略步骤，将核心竞争力最

终导向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企

业需要战略选择能力，使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能够为客户带来持久

的丰富的价值，这些价值应该是相对其竞争对手所无法提供或模

仿的。由此可见，尽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内容可能是清晰的，但战

略将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结构和系统。战略反映了企业高层管

理人员的意愿和态度，因此要求高层管理人员直接参与企业中与

战略实施有关的各管理层次。如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明确并

在企业决策层达到共识，战略将是一个严格和严密的管理过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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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管理过程强调通过理性的分析探索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相匹配的

结构和系统，使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二）企业战略管理观念的更新

１实现成本观念向价值观念的转换

从控制管理成本转向管理价值不断提升是企业管理观念的一

个显著变化。这种转变突出表现在企业采取战略同盟或纵向一体

化方面。目前，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纵向结合公司的出现

及大型组织中经济活动量的不断增加，成本的降低已经不能满足

越来越激化的市场竞争的需要，随着各类企业组织间的合作不断

创造较高的价值，需要新的管理观念指引企业实践活动，整体价值

提升以获得多赢的结果开始普遍为业界所接受，企业已经习惯于

强调彼此的差异以增强彼此合作的可能性。因而多数企业都开始

致力于对自身能力的开发，以期待提升管理价值的有效性。

２实现和谐观念向创新观念的转换

效率须依靠企业内部的和谐和各组织部门的协调，这一观念

直到现在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企业也最愿意接受内部的和谐与

稳定。这种和谐的效应与稳定的状况使企业平衡发展。但随着知

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变革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越来越多的

企业注意到，企业运行的稳定性往往不是最终导致企业成功的有

效因素，反倒常常使企业陷于被动。打破常规，创造突变已成为企

业超常快速发展的制胜法宝。这一切，使企业和谐的传统观念受

到强烈的挑战。企业只有随着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不断打破原

有模式重新组合，才能不断适应外界的变化，不断强化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３实现刚性化观念向柔性化观念的转换

多数情况下，企业在实施管理过程中非常注重指标体系的完

备及管理环节之间指标的对应性；强调管理结构设计的系统性，因

此，量化的痕迹很浓，甚至为了保证目标的实现，许多指标故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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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毫无弹性。但现在，市场的快速变化，使企业刚性化管理已不

适应这种新的竞争局面。因此，树立新的市场竞争观念，实现企业

刚性化管理向柔性化管理的转变意义重大。在柔性化管理体系

中，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比刚性管理模式中的组合更加富有弹

性。领导者被视为系统的凝聚因素，而不是控制系统运行的外部

力量，企业经营环境十分宽松。柔性化管理体系的明显特征是整

体化比各部分的总和更多，即实现了１＋１＞２的放大效应。这种

体系强调的是凝聚和合力，与企业刚性化管理模式形成了明显的

对照。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管理模式

在一个稳定的市场周期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水平和价值

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位置，因此，企业核心竞争力已成为企

业发展规模、产品技术升级、专业化和多元化模式的主要决定力

量，这些又是企业战略规划和战略管理的基本内容。战略管理一

旦寻求到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契合的有效节点，将使企业获得极大

的生存空间。

一般来说，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管理有单核模式和多

核模式之分。

（一）单核模式

对市场总体状况而言，企业占有的战略要素如果只在一个方

面有相对优势，并形成了核心竞争力，那么企业可以考虑实施单核

战略管理模式。即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时，以该项核心竞争力为业

务基准点，根据企业战略规划的要求和安排，对统一于该项核心竞

争力下的各种要素予以合理组织。

一般而言，由于单核模式只能使企业形成一条发展主线，企业

制定战略必须充分考虑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结构关系。有形资

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这些因素可控性较大，易于组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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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而无形资产，如品牌、专业技术、特许权等是由多方面因素在

市场上共同发挥作用形成的，具有较大的不可控制性，因此既要按

照其特殊规律对待，又要予以有效的规范指导，使之充分发挥正向

作用。比如品牌这种无形资产的正向作用及价值，不仅决定于产

品的质量、价格，还受服务和广告宣传的影响。

除了以上分析的情况之外，单核模式还要求企业的主导产品

或服务具备三个特点：（１）商业化程度高；（２）处于领先地位，不易

被淘汰；（３）能够整合利用现有各种条件。以单核模式为核心的企

业类型中，海信的发展具有代表性。海信一直是以家电制造为其

核心业务的企业，其战略规划和发展模式都是围绕着这一方面的，

所以，尽管家电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但该企业却发展势头强劲，被

公认为是业内资产负债率最低，企业内在实力最强的家电巨头之

一。

（二）多核模式

多核模式是指企业可以围绕核心竞争力体系开发战略系统。

这些战略系统之间可以是紧密联系型，也可以是松散型，甚至彼此

没有任何联系，是完全的市场交易关系。随着市场的变化，企业可

能利用的要素资源不断发生变化。企业战略管理的目的就是整合

这些基本要素，通过制定战略规划，组织实施各项战略措施，适时

进行战略评估来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

多核战略管理模式可以保证企业着重培养某些优势领域的发

展力量，以多项竞争优势来弥补相对弱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可凭借多项核心竞争力赢得有利的市场位置。值得注意的

是，多核模式是建立在企业多角化或纵向发展的基础上的，这需要

企业确定多项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适用范围，以保证企业多元化或

一体化的良性运作。

已有十多年发展历史的太太药业集团原先是一家以女性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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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为主的专业企业，但近年来该集团利用企业单核模式建立起来

的核心优势能力向其他领域扩张，实行多元化战略模式扩张，从女

性保健品到男性保健品；从保健行业到医药行业；从产业发展到资

本运作，不断探求保健品行业生存的模式，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管理层次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管理层次体现为企业可以针对企业实际逐

级分解和细化对核心竞争力的管理。伊夫·多兹在一篇题为《走向

一个核心竞争力管理理论》的文章中指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

育、扩散、整合、发挥和更新是构成核心竞争力管理的关键过程。

核心竞争力的开发与培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企

业不断的积累。只有创造性地把分散于企业内部的各种竞争能力

要素有效并持之以恒地深入挖掘，系统地加以开发、整合、提升，才

会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管理，要从

开发、整合与提升的层次分析。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开发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开发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内部开发和外部

开发。内部开发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内部积累完成的。外部开发是

通过以企业兼并和收购为代表的战略多元化及战略联盟的方式实

现的。

１内部开发

从企业内部开发的角度来说，核心竞争力的开发主要是以积

累和创新实现的。

（１）积累。核心竞争力的积累开发一方面是知识存量的积累，

另一方面表现为技能的积累。积累主要有两种方式，即演化法和

蕴育法。演化法是指沿着某一路径不断演化、学习和反复“试错”

的过程。惠普公司由一个以电子仪器为核心技术的企业过渡到以

计算机技术为其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的过程，就是采用了演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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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方式。

蕴育法是指通过特有的培植和孕育来获取的方法。例如，在

企业开发新项目、发展新技术时，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在一定时间

内开发某一核心技术或专长。这一方式与演化法比较有一定优

势，由于培育的环境比较理想，因此，开发的速度和应用的效果都

比较显著，甚至可以迅速地将核心专长移植到整个公司。

（２）创新。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创新对于核心竞争力变革的

重要作用。这里，我们将创新视为获取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创新主要由四大方面构成：市场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

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开发创新也主要是在以上几方面的创新

中获取的。

市场创新：市场的主体是顾客，企业通过迎合顾客来满足其需

要，还是引导顾客开发其需要，这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营销观念的

问题，也是市场创新的问题。大多数企业奉行的是顾客导向，但市

场创新型企业奉行的是超越顾客导向。例如，索尼公司奉行的宗

旨是“我们的计划是引导大众接受新产品，而不是征询他们需要什

么产品”。这一经营理念使索尼公司一直以一个创新型企业出现。

产品创新：产品是企业为顾客服务的载体，企业的实力就是通

过产品体现的。因此，产品必须根据市场和顾客的需要不断创新，

这是企业的生存之本。产品创新很大程度上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

的，企业拥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就可以通过产品创新获得竞争优

势，甚至垄断市场。

流程创新：流程创新是伴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

生产流程的创新是产品创新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实力。

因此，以全新的企业流程再造理论为指导，实现流程再造是开发现

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管理创新：管理创新也是企业战略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进

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企业进入了一个重构的时代。管理创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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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创新，企业组织由金字塔式变为扁平化，精简

管理层次，提高组织的管理效率。管理创新表现在组织的各个层

面，如授权、团队管理、组织再造等等，不同企业的管理创新有不同

的特点，但共同一点就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使企业更有效率。

２外部开发

从企业外部来讲，核心竞争力的开发也有两种形式，即以企业

兼并和收购为主的多元化及企业战略联盟。

（１）兼并。企业兼并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通过产权交易，购

买或控制其他企业的行为。企业兼并包括横向兼并、纵向兼并和

混合兼并等多种形式。横向兼并是通过增加形成市场势力的机

会，甚至能造成某种程度的垄断来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纵向

兼并则是通过消除企业内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改善资源配

置来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混合兼并是通过企业更有效地利

用社会资源，降低市场经营风险来开发核心竞争力。

（２）战略联盟。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战略联盟作为企业外部

成长方式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战略联盟由于联盟的管理权限不

明晰、利益分配不均、联盟企业间文化的冲突等因素，使得战略联

盟的成功率不稳定并具有明显的短期性。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企

业外部成长模式，能有效地整合联盟成员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实现

优势互补，因而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整合

尽管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获得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企业核心竞

争力的成长却得益于企业的系统开发。而这其中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整合更是不能回避的。研究表明，学习型动态网络组织的建立、

企业制度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塑造是决定核心竞争力整合的关键因

素。

１学习型动态网络组织建立———核心竞争力整合的控制

学习型动态网络组织是学习型组织的一种，只不过它更强调

１８２


第九章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筑和培育



学习型组织的动态发展性和网络间的互动关系。学习型动态网络

组织是一个动态结构，它随着组织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延伸、

修改和变形，打破正式组织结构所形成的刚性框框和所属领地。

学习型动态网络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发挥在核心竞争力整合中的

作用：（１）树立高层管理者强烈的创新意识；（２）通过提倡员工的

“一专多能”培育学习创新能力；（３）建立实用有效的共享学习系

统；（４）创造从日常经验学习的机会。

２企业制度创新———核心竞争力整合的保证

企业制度创新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创新前的企业制度是一

种平衡结构，而创新后的制度是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中自组

形成的“耗散结构”。为了促使整合后企业制度这一“耗散结构”的

形成，一方面要加大系统的开放性，积极培育各种战略要素的自由

流动机制；另一方面，要从远离平衡态（即旧制度较松动）的区位入

手进行制度创新，用制度设计的增量整合带动存量整合，这样，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整合效果会更明显。增量整合为存量整合积累了

经验，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压力，以此来推动攻坚难度较大的存量

整合，最后全面实现制度创新的目标。

（１）企业制度安排的观念更新

建立适应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管理制度必须从历史的反思中提

高对现代管理思维方式的认识，并将其运用到企业管理制度的改

造中去。市场经济要求管理者必须运用现代管理思维来确立现代

企业管理制度的思路，这必然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

维方式的巨大变革，要适应新的环境，改造企业管理制度，就必须

对传统观点进行反思，更新旧的思维方式。第一，从以管财物为中

心转向以人的管理为中心。第二，从以目标责任为基础转向以过

程管理为基础。第三，从“顾客导向”转向“超越顾客导向”。第四，

从领导拍板决策转向科学决策。第五，从以“人治管理”为主转向

以“法治管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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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企业制度创新的切入点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用现代管理思维模式，树立以强化企业

核心竞争力管理为目标，以全过程控制为手段的思想，把追求单一

的发展速度转变为追求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整合。对传统的企

业制度进行改造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面向市场决策，提

高决策质量。二是突出财务管理，注重效益核算。三是改进竞争

机制，完善分配制度。四是注重人力资源，开发综合智力。五是转

变管理思想，调整人际关系。六是倡导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形象。

七是加强基础工作，严格管理措施。

（３）企业制度创新的内容

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

要内容，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保

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发挥。具体而言，企业制度创新包括以

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建立战略资源监控制度。第二，实现保值、

增值制度创新。第三，加强风险防范制度。风险防范制度主要包

括四个内容：一是建立对客户资信的科学管理体系，二是建立对市

场风险分析体系，三是建立内部审计体系，四是建立法律监督体

系。风险防范制度的建立，将把企业可能发生的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第四，完善激励制度。

以上四大制度之间是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组成了

企业制度创新的框架。

３企业家精神的塑造———核心竞争力整合的关键

（１）企业家涵义的界定

企业家对于企业的成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随处可见。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

企业家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领导者都可以称

为企业家，只有拥有超凡能力，对经济环境作出创造性或创新活

动，对企业发展有实质贡献的企业领导者才是企业家。首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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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应是企业内部资源的指挥者。其次，企业家的活动应能促进社

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企业家应勇于承担企业运作的风险。

第四，企业家应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倡导者、实施者和推广者。

（２）塑造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对企业家含义的高度概括和体现，企业家精神

的实质就是创新和承担风险。而企业核心竞争力本身就内含了企

业的创新能力，这是以创新精神为主导的能力。创新精神是企业

家的天性，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整合需要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为支

柱，具体表现在：一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尽可能地学习现代科学管

理知识，使组织管理不断地规范化、制度化，从而节约管理成本，提

高管理效率；二是企业家的创新意识使企业能有效跟踪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积极主动地通过革命性创新提升产品结构和企业发

展的质量，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

心竞争力整合的关键，塑造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整

合意义重大。而要塑造企业家精神，就须做到：第一，创造宽容的

文化氛围，建立鼓励创新的社会机制。第二，培育企业家市场，造

就真正的企业家。第三，保证企业家制度安排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１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前提

（１）核心技术提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２）企业文化创新是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基础。

（３）企业制度创新是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保证。

２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措施

企业核心竞争力与企业所拥有的战略要素密切相关。如英特

尔的ＣＰＵ、索尼的“特丽珑”色彩技术等都是它们各自的核心专

长，成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而这又与它们长期从事芯片、

显像管制造开发这一领域有关。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可从以下

几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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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集中企业资源从事某一领域的生产开发。

（２）开发企业的潜在能力，建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系。

（３）从竞争对手和市场空缺中寻找机会，建立自己的比较优

势，并构建支撑这种优势的潜在核心竞争力。

（４）强化管理在核心竞争力培育过程中的作用。

５８２


第九章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筑和培育



主要参考文献

１丁栋虹企业的起源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杨浩主编宋克勤，郑纯选副主编现代企业理论教程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王国成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家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美］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编企业的经济性质孙经伟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孙选中现代企业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６李维安，武立东公司治理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８张春霖企业组织与市场体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９杨瑞龙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０郑石桥，周永麒，刘华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立信会计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１１段文斌分工、报酬递增和企业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于潇美日公司治理结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３［美］Ｐ产里比特，Ｄ鲁滨逊，Ｒ克拉克森著购并之后如何整合被收

购公司孙晓萍译中信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４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５
１５伍柏麒国有企业核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６李品媛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７刘伟，刘明华转型期国有企业重组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８朱义坤公司治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９吴淑琨，席酉民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０林毅夫，蔡? ，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２１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２史正富现代企业的结构与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智慧出版有限公

司，１９９３
２３［美］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０
２４［美］小艾尔弗雷德·Ｄ·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管理革命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
２５沈祖炜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６吴敬链现代公司和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７钱颖一企业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
２８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
２９［日］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经济出版

社，１９９５
３０李维安社会主义股份经济探索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１杨瑞龙，周业安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

含义经济研究，１９９７（１）

３２张仁德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选择南开经济研究，１９９６（４）

３３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１９９６（９）

３４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

研究，１９９６（６）

３５杨浩，戴月明企业核心专长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６［美］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７彭丽红企业竞争力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８韩中和企业竞争力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９管益忻论企业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０王公义企业多角经营的活力广东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１何畔战略联盟：现代企业的竞争模式广东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２高明华公司治理：理论演进与实证分析———兼论中国公司治理经济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８２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为了使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对企业理论有一个系统、

全面的学习和掌握，并对企业理论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

题有所了解，我们一直在寻求一本合适的教材作为我们教学的依

据。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教学实践，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把这本《企

业概论》奉献给大家。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深感企业理论的博大

与深厚。我们学习、阅读和参考了大量中外学者的论著、论作，在

他们的思想和智慧中广泛汲取养料，正是基于他们的成果，才得以

使我们的这本教材面世。在此，向尊敬的学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向为本书提供大量支持和帮助的甘肃政法学院领导和有

关部门表示深深的谢意。

全书由王阳、曹爱军两位同志通力合作完成。具体分工如下：

王 阳：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曹爱军：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理论工作

者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王 阳 曹爱军

二〇〇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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