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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深

人
,

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已逐步显露出来
,

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

如国有

企业改革
,

由于我 国处在经济的转型时期
,

不 同所有

制
,

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 同时并存是这一 时期的主

要特征
。

相比较而言
,

国有企业 的困境是有 目共睹

的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就

至关重要
。

为此
,

理论界许 多学者都提出了 自己 的

改革主张
。

主要有 以下几种观点
:

( 1 )
“

环境论
” ,

林

毅夫等人认为
,

国有企业改革 的关键是创造一个适

当的环境
。

他们认 为
,

无论是 国有企业还是大型股

份公司
,

实际上都存在代理问题
。

而市场竞争是减

轻这一问题的有效制度 ; ( 2 )
“

产权论
” ,

张维迎等人

认为
,

所有权安排是重要的
。

在国家成为股东时
,

剩

余索取权 和剩余控 制权不 能协 调搭配 (廉价投 票

权 )
,

因此
,

企业的所有权应该 由非 国有资本 控制
。

( 3)
“

市场论
, ”

吴敬琏认为
,

国有企业改革 的关键是

找到一种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组织形式
,

即按

照
“

规范化
”

的现代公 司制度的要求对国有大 中型企

业进行改造
。

我们注意到
,

任何一项改革主张所涉及 的核心

问题都是为 了协调所有者与经 营者之间的利益关

系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企业家

问题
,

也就是企业家的选择
、

激励和监督问题
。

关于

企业 家及 其 职能 的界定 在 学术 界 的观 点 并 不统

一 「̀一 4〕。

基于本文的 目的
,

我们对企业 家的界定参

照了张完定
,

李垣阁
。

企业家的选择是企业 家机制

的首要环节
,

也是现有理论探讨的难点与薄弱环节
。

因为企业家的激励只能是对具有一定才能的企业家

的激励
,

没有有效的企业家选拔机制将会对其产生

负面影响
。

事实上
,

企业只是一种
“

法律假设
” ,

它并

不具有 自我意志
,

企业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企业家

个人偏好的影响
。

企业家职能的发挥是推动经济改

革深入进行的重要 因素
,

是经济增长 的源泉
。

另一

方面
,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已经形成 了
“

企业 家阶

层
”

的雏形
,

这为建立企业家机制提供了供给方面的

保证
,

因此
,

以建立企业家机制作为企业改革的突破

口具有必然性
。

企业家的选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

信息

问题和制度问题
。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

企业家的选

择就是一个信号的发送
、

接受
、

判 断和决策的过程
,

信息不对称是企业家选择的技术性障碍之一
。

有关

企业家选择的文献可 以分为两类
,

第一类是企业家

选择的技术性问题囚
。

这类模型的共同特点是
:

(潜

在 )企业家与投资者在关于企业家的能力具有 完全

不对称的信息
,

因而 (潜在 )企业家需要用其他信号

来显示其能力
。

第二类则侧重于企业家选择的制度

性方面
。

其特点是把企业的治理结构与企业家的选

择方式联系起来
。

激励理论文献也可以分为两类
,

第一类是在委

托
一

代理理论 的框架下进行的
。

主要 内容是在 信息

不对称的条件下
,

委托人设计一个对代理人激励方

案
,

使得在满足代理人 的参与约束 和激励相容约束

的条件下使委托人的收益最大化
。

主要问题是解决

风险分担以及激励与保险之间的矛盾
。

第二类是在

代理问题的框架下进行的
。

研究治理结构对企业家

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目的是使代理成本最小化
。

1 企业家的选择

信息不对称 是企业家选择的技术性障碍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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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
,

信息成本是构成选择成本的主体
。

我们

认为
,

信息不对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

在完全对称与

完全不对称之 间还会存在一 系列 的中间状态
。

为

此
,

我们引进了信息不对称程度这一概念
,

并探讨了

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企业家才能识别成本之间 的关

系
。

1
.

1 企业家才能的可识别性

企业家才能的可识别性是企业家选择的前提和

基础
,

企业家的才能是多维的
,

包括创新能力
、

组织

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等
。

不同能力的可识别性是不

同的
。

一般而言
,

可以把这 3 种能力分别归人
“

搜寻

品
” 、 “

经验品
”

和
“

信任品
” 。

一般文献主要讨论
“

经

验品
”

的信号传递和
“

信任品
”

的担保抵押问题
,

忽视

了企业家才能的可识别性
。

事实上
,

企业家才能在

一定条件下是可识别的
。

这是 因为
,

首先
,

企业的所

有者
、

债权人等可以通过企业治理结构直接 了解企

业家才能的真实数量
,

也可以判断和调整所需要的

企业家才能的类 型
。

其次
,

可以通过观察企业的市

场价值
、

利润等指标来推测某人 的企业家才能的高

低 z[]
。

上述 3 种能力之 间的界限是动态可变 的
,

当

存在充分的市场竞争时
,

企业绩效能提供有关企业

家才能的充分统计量
。

因此
,

创新能力也部分成为

经验品 ; 如果经济环境 的变化部分是由企业家内生

决定时
,

则领导能力可能超过创新能力 ; 当市场体系

不断完善与制度建设规范化时
,

有一部分企业家才

能可以从领导能力甚至创新能力退化成为普通的组

织管理能力
,

人们通过系统 的学习与培训就可以充

分掌握
,

这样便成为搜寻品
。

我们认为
,

在我国当前

处于经济的转型时期下
,

决 不能忽视后两种才能 的

重要性
,

它们在常规型企业家 中居于极其重要 的地

位
。

因此
,

通过识别 的方式来选择企业家将非常重

要
。

而识别成本取决于识别的初始状态
,

即初始的

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
,

识别成本就越大
,

反之亦然
。

1
.

2 企业家才能的搜寻

企业家才能的识别是企业家选择 的基础
,

但不

是这一过程的全部
。

这是因为
,

识别仅仅涉及到 (对

能力的 )判断
,

而企业家的选择则是一个决策过程
。

因此
,

企业家的选择 就是 对某一群体 的搜寻过程
。

也就是在被选择者总体中
,

采用某种方式进行搜寻
,

从中选择出最合适的企业家
。

可以把企业家的产生

过程表述如下
:

{意愿企业家总体卜选择搜寻方式川被识别个体…
~ 识别~ {被识别者能力 {~ 选择 ~ 匡亚至{

企业家才能的搜寻包括 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

( l)

搜寻范围
,

也就是企业家的选择空间
。

实际上
,

当意

愿企业家总体分布给定 的条件下
,

在某种搜寻方式

下
,

最佳搜寻范围是存在的
。

我们在模型中给予了

论证 [ ’ 例
。

( 2) 搜 寻方式
,

搜寻方式可以决定搜寻的

效率
。

我们提出了两种搜寻方式
,

序贯搜 寻和择优

搜寻
,

序贯搜寻适合于能力分布比较均匀的总体如

组织能力
,

管理能力等 ; 而择优搜寻则 比较适合于能

力的分布不均匀的总体如创新能力
。

1
.

3 企业家选择方式的设计

企业家的选择可 以分为市场选择和内部提拔
。

从技术角度来讲
,

我们把企业家选择的维度确定为

选择的范围
、

成本和企业专用性
。

我们指出
,

市场选

择的特点是
,

选择范 围大
、

选择成本高
、

企业专用性

低
。

首先
,

由于市场选择的范围大
,

因而得到较高能

力的企业家的可能性就大
。

其次
,

相对于内部提拔
,

市场选择涉及到被选择者 能力 的信 息不对称程度

高
。

因此
,

选择成本较高
。

第三
,

市场选择可能难于

考虑到被选择者对企业的专业性
。

而内部提拔则具

有与市场选择相反的特点
,

即选择范围小
、

选择成本

低
、

企业专用性高
。

由于市场选择和内部提拔存在

着互补的优缺点
,

因此在确定企业家的选择方式时

就需要进行综合的权衡
。

(按照潜在提拔对象的数

量 )可以把企业分为大企业和小企业
,

我们提出了企

业家选择的如下假说
: 大企业以内部提拔为主

,

而小

企业则以市场选择为主
。

我们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这

一假说
。

2 企业家的激励与监督

如同企业家的选择一样
,

企业家的激励和监督

问题主要涉及 的也是信息问题
。

所不同的是
,

选择

问题发生在签约之前
,

企业家的能力是内生变量
,

而

激励与监督问题则发生在签约之后
,

企业家的能力

是外生变量
,

激励和监督的变量是行为而不是能力
。

2
.

1 企业家的道德风险因素分析

在两权 分离的条件下
,

企业家的道德风险源 自

3 个方面的因素
,

即利益主体的不一致
,

信息不对称

和不确定性的存在
。

通过对企业家道德风险的收益

和成本的分析
,

得到的结论是
,

企业家道德风险的可

能性与激励强度呈反向变化 ;与信息不对称程度 (这

里包括企业 内所有者与企业家也包括市场与企业家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呈正向变化 ; 与企业家人力资本

的准租呈反向变化 〔’ “ 〕
。

此外
,

企业家有可能利用一

定的资源来收买监督者
,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监督交

易模型
。

根据这一模型
, “

监督
”

交 易量取决于
“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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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

的价格
,

也就是所有权集中程度
。

为此
,

我们提

出
,

当其他治理机制 (如接管
、

财务约束 )的有效性受

到限制时
,

所有权适当集中 (于利益明确 的主体 )有

利于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督从而减少其道德风险

行为
。

2
.

2 所有权结构模型

在借鉴西方关于所有权结构的有关文献的基础

上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

我们发展 了一个国有企业

的所有权结构模型
。

在模型中
,

我们 同时引进了激

励 因素和监督 因素
,

讨论 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
。

我们的研究表明
,

国有企业 的根本问题在于所有者

监督的不到位
,

或者国有产权利益主体的不明确性
。

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
,

企业 的所有权结

构将非常重要
。

我们模型的思路是
,

通过 引进一个

利益主体明确的监督者
,

代替 国家来行使对企业家

(管理者 )的监督
,

国有股则从治理主体 的位置上退

下来
。

换言之
,

让国有资产
“

搭便车
” 。

2
.

3 关于非物质激励

非物质激励是一个在代理理论文献中被忽略的

领域
,

现有文献中大部分对企业 家 (管理者 )的激励

都限定在物质方面
。

但我们认为
,

在一个管理者 人

力资本动态化的世界 中
,

非物质激励的作用绝不应

低估
。

为此
,

我们引进了一个模型来说明
,

在一定条

件 (非物质激励 可以 提高企业家人力资本 的价格 )

下
,

对企业家使用非物质激励可以节约激励成本
,

并

且非物质激励 的应用还可以缓和 由于所有权与控制

权分离而引起的代理问题
。

有效运行有赖于产权制度
、

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的

不断完善
。

企业家机制 的整体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

来理解
,

首先
,

企业家的选择
、

激励和监督主体应该

是相同的
,

他们是企业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

因此
,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势在必行
。

其次
,

企业家的选

择
、

激励和监督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关系
。

如果说激

励是企业家机制的核心
,

那么
,

选择是激励 的前提
,

而监督则是激励 的保障
,

这是所有权与控制权 分离

的逻辑结果
。

我们 的研究表 明
,

在一个充分竞争 的

市场上
,

企业家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识别 的
。

从

而可以用搜寻的方式选择企业家
,

因此
,

拥有人力资

本是成为企业家的关键
。

对于企业家的激励和监督

则要求产权制度
、

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 的改革来不

断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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