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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有企业制度创新

与劳动者动力机制的再造

孙锦华

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 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 ? 理论界有一

种流行的看法
,

认为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实际上就是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笔者认为这种观

点有失偏颇
。

事实上
,

企业制度创新应包括技术创新
、

组织结构创新和劳动者动力机制的再

造
,

其中最关键的是劳动者动力机制的再造
。

一
、

企业制度创新和劳动者动力机制的内涵及关系

在一些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著中
, “

制度
”

一般是指制度安排
,

它是
“

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

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
。 ’ ,①
大至国际间政治

、

经济的交往惯例
,

小到平民百姓买卖油盐酱醋的货

币都可以叫作制度安排
,

它可以是正式的
:

如家庭
、

工会
、

医院
、

大学
、

政府
、

期货市场等

等
,

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

如价值
、

意识形态和习惯等等
。

企业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

这样
,

“

企业制度
”

就是一个偏正词组
,

中心是讲企业
,

加上
“

制度
”
一词是说 明它的制度经济学意

义
。

“

创新
”

原来是指新产品和新工艺被采用所产生的影响
;
熊彼特认为它是将新产品

、

工艺
、

方法或制度引用到经济中去的第一次尝试
;
诺斯指出

“

创新
”

的对象是
“

指任何内含于一种

制度安排中的制度技术
” , 髯条件是

“

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
,

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

创新
” 。

③制度安排的创新也可以叫作制度安排的变迁或制度变迁
,

企业制度创新就是指企业

内部的均衡被打破后制度安排的变迁
。

T
·

w
·

舒尔茨从人的发展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角度
, “
人的经

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
” ,

④制度创新就是为适应这种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

调整
。

由此联系到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必须遵循的市场经济

原则
,

笔者认为有必要研究劳动者动力机制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关系
。

那么
,

什么是劳动者动力机制呢 ? 首先
,

劳动者是其动力的载体
,

在国有企业中是指企

业内部的所有工作人员
。

这样
,

创新就不象熊彼特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企业家的事
,

而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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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

其次
,

动力来 自于劳动者本身的需要
,

它是劳动者为满足

自身的多样性需求偏好
,

激发出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
。

动力是需要的转化形式
,

当需要
、

目标和行为结合在一起时
,

需要就变成了行为的动力
,

劳动者的积极性
、

主动性和

创造性的发挥就是在一定的动力促进下实现的
。

这些动力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

别
,

形成不同的动力结构
,

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

如按心理学中主体所承受压力的范围可

分为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
;
按制度经济学中利益目标引导的不同可分为劳动者行政动力和经

济动力等等
。

第三
, “

机制
”
的本意是指机器运转过程中各个零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

、

互为因

果的联结关系及运转方式
。

这一概念被应用到社会领域是指一个运动着的主体内部各个组成

部分之间在某种状态下所发生的功能性变化
、

过程和方式
。 “

机
”

即机能
、

功能 ; “

制
”
即制

度
、

规则和程序
。

这样
,

劳动者动力机制就是指劳动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力运行过程中
,

影

响动力运行的各因素
、

各环节的结构及其相互联系
,

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
、

发挥功能的作

用过程和原理
。

此外
,

劳动者自身的有限理性
、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制约着劳动者

动力的运行层次和水平
,

但是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
,

劳动者就会产生

新的孺求
,

激发新的动力
,

变更旧的动力运行机制
,

形成新的动力运行机制
,

这一新机制的

形成过程就是劳动者动力机制的再造过程
。

在弄清了企业制度创新和劳动者动力机制内涵的基础上
,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二者的相互

关系
:

第一
,

劳动者动力机制对企业制度创新来说既是前提又是最终目的
。

一方面
,

说它是前

提是因为企业制度创新是企业为适应劳动者动力机制的变化所进行的滞后调整
,另一方面

,

企

业制度创新就是要使各种新的利益关系处于新的均衡状态
,

降低交易成本
,

提高企业制度运

行的效率
。

这些利益关系的主体就是劳动者
,

可以说
,

没有一个良好的劳动者动力机制
,

再

完善的企业制度也不会焕发出生机
,

所以企业制度创新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把劳动者动力机制

维持在一种最佳运行状态
。

第二
,

劳动者动力机制是企业制度创新的中介
。

技术创新和组织结构的创新只是企业制

度创新的内生变 t
,

在研究企业制度创新间题时
,

还要联系其外生变量
,

即企业制度安排与

社会上其它制度安排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

其中具有桥梁意义的就是劳动者动力机制
。

劳动者

来自企业之外
,

成为企业职员后溶于企业的运行
,

同时
,

劳动者又生活于企业之外
,

受到其

它制度安排的璐响
,

他们会把外界的信息带入企业
,

改变劳动者的动力结构
,

产生新的利益

需求
,

`

要求企业制度进行创新
.

第三
,

企业制度创新会诱导劳动者动力机制的再造
。

这是从制度安排的制约作用来看的
,

制度安排本身的作用就是要使制度运行处于一种均衡状态
,

这种作用有时会维护旧的劳动者

动力机制
,

阻礴新机制的产生
。

反过来
,

企业制度创新愈味粉部分旧的制约作用的消除
,

如

在我国改革中出台的新的法律
、

政策
、

措施等
,

这会激发劳动者新的动力
,

改变其动力结构
,

再造新的运行机制
。



二
、

国有企业改革和劳动者动力机制的变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

企业不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
,

而是行政控制的墓层单位
,

企业具

有的更多的是行政动力
,

而不是经济动力
.

在这种动力机制中
,

一方面
,

企业领导奔波于与

上级部门的讨价还价
,

以完成政府下达的生产任务和进行的意识形态建设作为行政升迁的资

本 . 另一方面
,

企业内部的平均主义
、

论资排辈导致企业职工
“

磨洋工
” 、 “

熬年头
”

等行为
.

企业生产不是基于市场导向
,

而是迫子行政督促
.

可见
,

劳动者动力机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

体制下
,

是一种以行政动力为主的动力结构
,

劳动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不是反映在经

济利益的差别上
,

而是表现在政治荣誉
、

行政地位的等级上
。

“

放权让利
”
的改革思路是政府运用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进行的一种

“

选择和组合
”

: 目的是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理
,

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 自主权
,

启动

企业经济活力
,

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
,

改变劳动者动力结构
,

从以行政动力为主转向以经

济动力为主
,

使企业从政府附属物转变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
。

改革是从政府与企业的收入

分配格局入手
,

目的是要让企业和劳动者获得较多的经济利益
.

但这种改革由于制度变迁的

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使制度安排的改进呈现刚性
,

加上在两种变迁方式的选择与组合结构中
,

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的比重较大
,

因此
,

企业无法在短期内摆脱政府的行政控制 , 再加上政

府放开了劳动者追求经济利益的闸门
,

劳动者的行政动力迅速变为经济动力
,

利益差别的不

平衡使劳动者很快发育为一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
。

但是
,

劳动者在获得追

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行为自由的同时
,

并没有获得退出政府性制度安排的自由选择权
,

劳动者

还不能以市场价值作为动力导向自由流动
,

而是象企业依赖政府那样束缚于企业
.

所以
,

在

企业还没有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主体时
,

劳动者已成为了经济利益主体
。

企业的利润

目标弹性有余
,

刚性不足
,

而劳动者满足需要的目标却表现出很大的梯度刚性
。

其结果
,

劳

动者满足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很强烈
,

而可运用的手段却极其有限
,

而且带有浓厚的

行政色彩等等
。

这些不对称性使劳动者动力机制被导入企业职工分享福利的渠道
。

因此
, “

放

权让利
”

实际上是政府对企业进行的隐性投资
,

但所取得的实绩与企业制度创新的目标函数

偏差很大
。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始于农村
,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之基勃发展
,

其性质是一种诱致

性制度变迁
,

它成为国有企业劳动者经济动力的铆临〔
。

通过市场
,

企业可以在社会竞争中得

到从政府那里得不到的利益
,

有助于企业形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主体
,

适应和激励劳动

者的经济动力
。

这样
,

劳动者动力机制的运行动摇了企业制度安排的稳定性
。

但反过来
,

由

于企业外部制度安排的刚性
,

使企业中仍滞留粉相当程度的行政属性
,

还不能适应市场上的

风险竞争
,

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劳动者动力机制
.

结果
,

在政府和市场之间
,

企业制度创新产

生了一种背靠政府面向市场的双向利益选择机制
.
一方面企业力图摆脱政府的行政控制

,

成

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独立经济实体
,

并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获得利润 . 另一方面
,

企业又对

政府有一种依赖感
,

试图保留向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格
,

获得在计划体制下资源配 t 的好处
,

回



避在市场中的竞争风险
。

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利益选择
,

使企业不仅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时利润可达到最大化
,

而且在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时仍可获得最大利润
,

激发了企业的机

会主义
,

形成种种怪现象
:

企业对上级一个利润
,

对内部又一个利润
;
企业之外有公司

,

企

业亏损
,

公司却盈利
;
职工在企业 内富余

,

但在公司内就业
;
职工不仅领取企业工资

,

而且

还获得第二职业收入等等
。

在预期中
,

市场 向企业提供竞争者
,

给企业造成压力
,

压力变为

动力
,

但结果却是企业承受不住市场的冲击
,

市场一压企业就瘫痪
,

亏损又成为企业上向讨

价的借 口
,

而政府的投资进入企业后
,

如石沉大海
,

通过各种渠道又变成了职工福利收入
,

企

业总也救不活
,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

当然
,

我们更应该看到诱致性制度变迁对劳动者动力机制再造的正 向作用
,

它毕竟使劳

动者迈出了从行政性动力到经济动力的关键一步
,

加上强制性制度变迁取得的实绩
,

有助于

企业制度创新选择 明确的 目标
。

三
、

公司法人制度和劳动者动力机制

公司法人制度是一项围绕法人财产权形成的企业制度安排
,

旨在使企业成为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经济主体
,

但在劳动者动力机制再造问题上
,

仍然只是提供了可能性
,

它还不是充分

必要条件
。

第一
,

法人财产权运作的高效机制是我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衷
。

法人财产权运作的

一般意义是实现资本增值的 目的
,

即完成 G一w 一G’ 的运动
,

它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
本运行机制

,

不能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法人财产权是无效率的产权
,

是需要重组的产权
。

法人

财产权在企业制度安排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权能
:

在业主制企业中
,

法人财产权与资

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
,

资本的所有者和资本的人格化 (完成资本增值运动的人 ) 合二为一
; 在

股份制企业中
,

法人财产权与资本所有权相分离
,

资本的所有者— 股东
,

与资本的经营者

— 经理
,

成为拥有不同产权的交易主体
,

经理是资本增值职能的人格化身
,

但并不拥有资

本的所有权
。

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

并没有改变资本增值的职能
,

而是使这种职能

专业化以提高企业制度安排的效率
。

在我国国有企业中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确立法人财产

权
,

就是要输入这种资本增值的机制
,

但不是业主制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形式
,

而是二

者分离的企业制度安排
,

不仅要明确政府与企业的权利职责范围
,

保护国有资产
,

而且要利

用法人财产权的运作
,

倍增企业制度安排的效率
,

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

第二
,

劳动者产权不明晰使国有资产成为法人财产权运作中交易成本的唯一承担者
。

现

代企业制度中法人财产权的运行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效率机制
,

还同样具有一般意义上的

交易成本
,

资本的所有者和资本的经营者 (或资本的人格化 )
,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交易

活动中存在着信息成本
,

交易双方有采取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的倾向
。

在股份公司中
,

企

业经理的经营行为
,

要受到来自所有者和债权人的监督
,

监督费用和机会主义都提高了交易

活动中的信息成本
。

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中
,

国家代表全体劳动者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
,

所

有权具有完全的排他性
。

法人财产权不是指地方或企业拥有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
,

它只是属



于经营权
。

在企业之间
,

它是企业彼此互相确认的外部行为的界区
。

企业内部的劳动者 (包

括经理和职工 ) 拥有的则只是经营权
,

企业经理是法人财产权的法人代表
。

所有者与经营者

之间的利益冲突
,

实质上是全体劳动者整体利益和劳动者局部利益
、

个人利益的冲突
,

这种

冲突的结果如何呢 ?从国有资产的公有制性质看
,

劳动者个人有权享有国有资产的所有权
,

但

其它劳动者也有权享有
,

因而劳动者个人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就是不完整的产权
,

而劳动者

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所有权却是完整的产权
。

显然
,

在 同一主体身上
,

完整的产权和不完整的

产权发生利益冲突时
,

受到损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产权
。

所以
,

法人财产权的确立只是使国家
、

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形成不同的利益

主体
,

使人们认识到了在这三者之间存在的交易成本
,

但没有从根本上说明以法人财产权为

中心的企业制度安排如何诱导劳动者动力
、

降低交易成本
、

提高效率的间题
,

使劳动者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力转化为国有资产在 G一W一 lG 运动中增值的动力
。

四
、

我国劳动者动力机制的再造

再造劳动者动力机制要用疏导的办法规范劳动者动力的运行方式
,

既不完全剔除
,

也不

是放任自流
,

而是使之符合企业制度创新中的要求
,

总括起来包括以下内容
:

第一
,

在意识形态上要确认劳动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
。

意识形态是一项非正

式制度安排
,

它可以被定义为
:

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
,

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
、

收

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
” 。 ⑧一方面 ;

·

劳动者利益最大化是一种客观存在
; 另一方面

,

劳动

者利益最大化也应该是最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地方
。

社会主义的生产 目的就是要发展

生产力
,

满足劳动者的多样性需求和偏好
,

丰富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
。

所以
,

劳动者追求

自身的发展
,

形成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是无可非议的 ; 相反
,

如果无视劳动者的这种主观

能动性
,

对劳动者动力引导不力
,

以法人财产权为中心的企业制度创新就只会是一个价值增

值的空架子
,

国有资产就无法保值增值
,

甚至得不到保护
。

第二
,

用法律规范劳动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

市场经济要靠法制来运作
,

国家
、

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作为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受到各项制度安排的约束和

规范
,

使不同的利益主体拥有各自的选择空间
,

以不损害其它利益主体最大化利益的实现为

原则
。

法律对劳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既有保障作用
,

又有约束作用
。

一方面
,

保障劳

动者权益应是规范劳动者动力运行方式的重要法律内容
。

劳动者权益包括
:

( 1) 根据劳动力

价值应得到的个人财产
。

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模式中
,

通过
“
剥夺剥夺者

”
使劳动者成为生

产资料的主人
,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在一起
,

但劳动者的劳动力并没有被剥夺
,

而是

仍属个人所有
,

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

劳动者应根据劳动力价值拥有个人财产
; ( 2) 分

享国有资产收益的权利
。

国家
、

企业作为利益主体所获得的收益
,

最终应落实到劳动者身上
,

即所谓公共福利
,

包括国防安全和人身自由安全
,

失业保险
,

免费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项 目
;

(3 ) 在市场交易中拥有的权益
,

包括拥有股票
、

债券
、

存款的权益
,

拥有知识产权
、

个人信



誉的权益等等
.

另一方面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

要用法律约束不同行业
、

不同职位

上的劳动者的行为
,

制裁
“

寻租
”

活动
,

减少企业制度安排中国家
、

企业和个人的文易成本
,

既要保证劳动者个人的高收入
,

又要保证劳动者个人高收入的合法性
.

第三
,

发挥市场经济配里资派的优势
,

使劳动者在竞争中实现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

市场

经济配 t 资源的方式以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竟争为前提
.

劳动者要素自由流动实际上就是

让其承担一部分交易成本
,

其意义在于
.
一方面

,

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求偏好选择职业
,

激发内在的工作热情
,

从而通过每个劳动者的最优选择实现整个社会劳动资辣配 t 的帕系托

最优 , 另一方面
,

根据资源稀缺程度
,

劳动者受边际替代率的调节会形成竞争压力
,

即
“

就

业竞争压力和职位竟争压力
.

,,hc 就业竞争压力不仅使职工场力工作
,

而且还对职工的行为形

成一种约束
,

既保证了国有资产的利益
,

又降低了组织管理费用 . 职位竟争压力主要针对企

业中的管理人员
,

如果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企业
,

而经理却是计划经济中的领导人
,

企业就不

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

经理的职位就会成为普通取工进入的行政班垒
,

经理不仅感觉

不到市场竞争的压力
,

而且
“

寻租
”
现象不可遴免

,

再造劳动者动力机制就会成为空谈
.

由

于经理的行为目标是多盆的和多层次的
,

即除高额薪金外
,

还有权力地位
、

社会名望
、

事业

成就等
,

职位竞争实际上形成一种筛选机制
,

以保证经理服从
,

忠诚和努力地工作
.

以上这些原则措施不尽宪普
,

但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明确的
,

即在企业制度创新中只有

再造劳动者动力机制
.

才能使公司法人制成为有灵魂的组织结构
,

使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制度

安排高效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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