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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视角下的企业内部权力之谜》

前言

　　科斯（Coase）最先指出（1937），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二者之间
最大的不同在于，企业内经常发生的交易并不是由价格机制控制而是由权力关系控制。从某种程度上
看，现代企业理论都在试图围绕企业内部的权力进行研究并不断发展起来。　　以交易成本经济学
（ICE）理论以及不完全契约（GHM）理论为代表的最优契约设计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企业理论的主
流。这一理论认为，假定企业以效率作为目标函数，为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效率损失，由一个（
隐身）契约设计专家根据目标函数设计最优契约条款，这些条款事后能被自动实施。但是，因为契约
设计专家不是法庭，而且在实施阶段就已“隐退”，因而我们不清楚企业契约中的权力到底从何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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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内经常发生的交易并不是由价格机制控制而是由权力关系控制。从某种程度上看，现代企业理论
都试图解释企业内部权力之谜。《缔约视角下的企业内部权力之谜》在总结过往不同理论观点的基础
上，试图解决长期围绕企业内部权力理论的一些矛盾或问题：（1）如果企业内部权力配置是基子最
优化的一种安排，那么企业契约为何能被自我执行？（2）以合作博弈的框架尽管可以解决契约被自
我执行的问题，但如何能对其中最为重要的讨价还价能力进行计量？（3）能否用一个统一的框架解
释不同类型企业内部不同的权力配置？（4）目前看似矛盾的企业权力理论是否有互通之处？（5）企
业内部的契约到底是什么性质？（6）企业权力理论研究能否走出仅仅被当作一种理论游戏的误区？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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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部分 对企业内部权力关系的研究：一个批评性述评　　2 对新古典经济学、Coase理论及团队
生产理论关于企业权力观点的述评　　2.2 对Coase关于企业权力观点的述评　　2.2.1 Coase关于企业内
部权力的观点　　Coase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创始人。他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将企业作为一种区别并替代市
场的组织形式加以考察。在关于企业内部权力的观点上，其主要分析包括：　　第一，把权力关系看
作企业的本质。Coase认为，企业不同于市场的地方，就在于企业内部取消了市场，而代之以“企业主
—协调者”（entrepreneur_coordinator）的权力控制。因而，“Coase把计划和雇佣关系中的权力看作
是企业的本质，把没有这种权力和通过独立的契约订立活动的治理看作市场的本质”　（Putterman
and Kroszner，1996，P.25）。Coase写道：“工人从Y部门换到X部门工作，不是因为其相对价格的变
化，而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通过分析通常称之为‘主人和仆人’或‘雇主和雇员’的法律关
系，我们可以最好地探讨企业的构成问题。”他还直接引用了Batt的观点（转引自Coase，1937）：“
控制权或干预权是这一关系的本质特征，它把一个仆人与一个独立承包商区别开来。”　　第二
，Coase考察了企业内权力关系的来源。Coase先是批驳了几种观点。一是“让渡或购买权力”的观点
。Coase说，从人们通常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的角度看，不会有人愿意在某个人手下工作，接受一份较
低的报酬；因而，企业内部的权力不是让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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