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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

　　内容提要 :本文概述尚未发生市场化改革的公有制企业的性质。这就是 ,在法权上否

认个人拥有生产性资源产权的基础上 ,公有制企业成为非市场合约性的组织。但是为了

充分动员在事实上仍然属于个人的人力资本 ,公有制企业用国家租金激励机制来替代市

场交易和利润激励体制。本文比较了国家租金体制与市场合约的企业体制的差别 ,认为

这是理解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效率差别的基础。在方法论上 ,本文认为流行的“委

托 —代理”框架和“所有权经营权分离”框架都不适合分析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性质 ,因而尝

试运用“法权的和事实的产权不相一致”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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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研究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两类“公有制企业”( Public2Own Enterprise , POE)的性质。通

常而论 ,公有制企业或者被看作“清清楚楚属于国家和集体的企业”,或者被看成是“无主财产”和

“所有者缺位”的组织。本文关心公有制企业的实际产权状况。主要问题是 ,作为国家和集体清清

楚楚拥有的企业 ,是否除了国家和集体 ,再也没有其他产权主体 ? 而在所谓“所有者缺位”的状况

下 ,一切本来由所有者应得的权利和应负的责任 ,是不是真的就完全消失了 ?

让我们从公寓的公共过道开始叙述。为了保障所有住户进出和通行的便利 ,公共过道的所有

权是公有的 ,既不出卖、也不出租给任何私人住户。但是 ,恰恰可以观察到在不少公共过道上堆放

了住户的私人杂物。分析公共过道上私人的杂物堆放的“权利”是怎样形成的和怎样分配的 ,需要

仔细的经验研究。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私人住户占用公共过道从来不合法。即便是管理得最糟糕

的公寓 ,也会制定清除公共过道上私人堆放物的官样文章。问题是 ,规章不会被自动遵守。在法律

和规章未被实际执行的环境里 ,私人住户以各种方式占用公共过道还是成为公寓中的一种现实景

观。这个现象“自然”得令人熟视无睹 ,以至于人们不再思考 :被私人部分占据的公共过道是不是还

可以说是清清楚楚属于“公有的”过道 ? 或者这些财产 (空间) ,是不是还可以被叫做“无主财产”,或

者“所有者缺位”的过道 ?

公有制企业的全部性质已经包含在上述公共过道之中。但是 ,为了把经验中的问题提得更加

清楚 ,需要展开分析。本文在引言之后的第一部分交代本文使用的概念和相关理论 ;第二部分分析

公有制企业在法权上的产权特征 ;第三部分讨论市场中企业的合约性质和非合约的公有制企业 ;第

四部分论述公有制企业如何无法消灭个人在事实上拥有对其人力资本的私有产权 ;第五部分界定

公有制企业怎样通过本文定义的国家租金激励来动员内部人力资源 ;最后是简短的小结。

一、概念和问题

国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被看成公有制企业 ,是因为这些企业的资产所有权 (ownership

of the assets of the firm) 属于国家或集体 ,而不属于任何个人 ,也不属于个人所有权任何形式的集

合。但是 ,经济资源在法律上的 (de jure) 所有权和事实上 (de facto) 的所有权并不总是一样的。为

了厘清这一区别 ,我们需要引入一些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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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 (1937)以来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识到界定产权要花费资源。其中 ,只有巴泽尔 (1989)特别

强调 ,从法律上界定一项资产的所有权比在事实上界定它 ,花费的资源通常要小。由于在事实上界

定产权非常不容易 ,所以即使在法律上把全部资源都清楚地界定为私人所有 ,在实际的经济生活里

总还存在一个“公共领域 (public domain)”,即那些名义上属于私人的资产但由于私人产权的实际

执行成本过高而无法保持其权利的排他性。①

但是巴泽尔并没有特别指出 ,处于“公共领域”的资源既没有得到清楚的法律界定 ,也并不是

“无主财产”。除非资源没有价值 ,私人断然不会在“公共领域”边界之外自动却步。总有人试图获

取公共领域资源的价值 ,并建立事实上的排他性权利。我们在公共过道上看到被私家占据的空间 ,

就是事实上具备了私人排他性的权利。巴泽尔把私人在实际上拥有对“公共领域”资源的权利 ,称

为“福利攫取 (welfare capture)”。在这里 ,“攫取”具有“掳掠”和“掠夺”的含义 ,不是正当的“索取

权”(claim) 。从经济上分析 ,攫取者为攫取行动花费了私人成本 ;但是 ,他得到的收益里总有一部

分来自其他人对公共财富的贡献及相应的权利。比如公共过道的攫取者虽然要付出心思和特别的

看护成本 ,但他总是把私家可用空间增加而相应发生的租金、灯光、通行不方便、火灾发生概率上升

和潜在的逃生困难以及有碍观瞻等等的“成本”,在事实上迫使他的邻居们来分担。简言之 ,公共过

道部分地被私人攫取了。在这里 ,资源的受益是“有主”的 ,资源的成本也是“有主”的。在得益和成

本两个方面 ,被攫取的公共过道从来也没有处于“所有者缺位”的状态 ,虽然实际的成本收益主体与

名义上清清楚楚的合法主体并不相同。真实的状态是 ,资源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和事实上的所有权

相脱节 ,从而导致资源的受益权益与成本责任相脱节。这就是说 ,由于“攫取”行为的存在 ,公共领

域部分价值的主人不是其法律上的所有者 ,而是事实上的攫取者。

公共过道被攫取的主要原因是资源的法律产权和事实上的产权不相一致。要是没有在事实上

不同于公有制过道所有权的私人产权 ,要是“私人住家”从攫取公共过道空间中获得的“收益”没有

在事实上得到排他性的保护 ,甚至不会有哪一个私人会产生攫取公共过道的行为动机。在这个意

义上 ,用理性人假设来推断公共过道必定被攫取 ,并没有实证意义。重点是要研究 ,法律上 (或道义

上的)清清楚楚的公有制为什么消除不了事实上的私有产权 ,以及在事实上的私产存在的现实约束

下 ,利用名义公有资源的行为特征和效率。

攫取会带来“攫取损失 (capture loss)”或“租金耗散 (rent dissipation) 。这首先是因为 ,攫取所得

的部分成本由别人承担 ,通常会导致攫取者并不善待公共领域里的价值。其次 ,攫取者为了掩盖其

攫取行为的非法性 ,会被迫采用某些非效率的方法。最后 ,攫取得益会激发更多的人参与攫取 ,从

而增加垄断或界定攫取权的费用 ,导致可攫取的“租金”被非生产性的用途耗散。但是 ,我们并不由

此推论 ,任何公共过道只要还有一点利用价值 ,就一定会引发私人继续攫取的动机和行为 ,直到将

可能产生的租金全部耗散为止。张五常 (1984)对此提供了一个解释 :“适者生存意味着某种制度安

排必须被采用以降低租金耗散”。这就是说 ,私人可以攫取公共资源的机会 ,一方面刺激攫取行为

从而引起攫取损失。另一方面 ,攫取损失的现实又刺激租金既得利益者采用某种制度安排来“保

卫”租金不被耗散。恰恰是事情的后一方面 ,提供了理解制度和组织、包括形形色色“非典型的私产

和价格机制”制度存在并“运行”的基础。这表明 ,攫取权是在所有现实的和潜在的攫取者之间、以

及在攫取者和公共过道公共性质保卫者之间的博弈中被界定的。因此 ,汪丁丁 (1996)提出的“产权

博弈”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攫取权 ,只是我们要注意攫取权与产权可以区别为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

权利有关。本文的研究重点放在现实世界中名义上的公共资源如何被攫取 ,并通过比较替代性制

度安排的效率 ,来理解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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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巴泽尔 (Barzel) ,1989 : Introduction ; 并见汪丁丁 (1998)为巴泽尔这本文集中文版撰写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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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有制企业的产权基础

作为与“资本雇佣劳动”体制对立的 ,公有制企业选择了“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将一切

物质资本和财务资本都归“公有”。为了彻底消除生产资料被个人占有的任何可能性 ,公有制的法

权体系规定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 ,而宣布个人不得拥有任何生产性资源的合法权利。

在这里 ,公有主体只能作为不可分割的产权所有者整体性地存在 ,而不容许把公有产权以任何形式

分解为个人的产权。①因此 ,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完全不同于在个人私产基础上集合起来

的合作制或股份制。个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仅仅有权拥有非生产性的生活资料。

在承认个人合法产权的条件下 ,任何集合起来的组织可以最终追溯到组成集合体的个人 ,因为

归根到底是个人在选择集合方式、管理方式并为此承担相应的财务结果。这时集合的主体可以看

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是个人将自己的产权集合起来委托给集合体 ,并为此规定了集合的条件和执

行程序。但是 ,当个人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源的权利被法律否定之后 ,个人不可能选择经济组织 ,也

不可能承担相应的财务责任。在此条件下 ,公有制企业成为不能分解为任何具体个人的抽象 ,再也

不能向组成的成员个人作进一步的追溯。在公有制企业庞大的体系里 ,实际上活动着的全部是形

形色色的“代理人”,而并没有可以追溯的最后委托人。在这个意义上 ,用“委托 —代理理论”来讨论

公有制企业 ,在分析上会遇到困难。公有制企业的特征是“没有最终委托人的代理人 (agency with2
out principle)”,各类代理人本身都不拥有合法的对于生产资料的个人产权 ,也并不对任何拥有生

产资料产权的个人负责。个人甚至也不准拥有其本人人力资源的法律所有权。因此 ,任何个人不

再可能与他方达成生产性利用自有人力资源的合约。关于公有制企业禁止个人拥有人力资源的生

产性利用权利、特别是缔约的权利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各类人力资源的市场交易被公有制的法律禁

止。按照行政计划调派劳动力资源的体制替代了各类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被劳动力的国家 (或

集体的)计划分配替代 ,技术市场被国家或集体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的计划控制替代 ,企业

的经理市场则被行政任命制替代。个人通过合法的市场交易实现其人力资本价值的机制 ,在传统

公有制体制下消失了。

消除个人产权的公有制企业 ,合乎逻辑地实现了一切资源归公。个人不但不能充当公有企业

财务资本和其他物质资本的最终委托人 ,而且无法凭借其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源 ,通过选择与公有制

企业订立市场合约 ,作为要素所有者进入企业合约。公有制企业已经不是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因

为它并不是基于一个 (或一组)市场合约。公有制“企业”当然也要使用各种投入要素 ,但是公有制

企业利用这些要素的基础 ,不是要素所有者基于合约条件的让渡 ,而是一切资源归公以后的行政指

令调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公有制企业体制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其非市场合约性。

三、企业的市场合约性和非合约的“企业”

公有制企业的非市场合约性 ,从根本上消除了保证企业效率的一种机制 :市场校正企业出错。

要阐述这一点 ,需要借助建立在市场合约基础上的企业运行机制来作为参照。按照科斯 (1937) 、阿

尔钦和德姆塞茨 (1972) 、张五常 (1983)和巴泽尔 (1989)提出的理论 ,市场中的企业可以被理解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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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五常 (1992)指出 ,“对于任何私人当事人来说 ,使用公共财产的权利是没有界限和框框的。任何人都无权排斥其他人

使用它 ,大家都可以为使用这一财产而自由地竞争”。但是这里任何人竞争使用公有资源的基础 ,并不是得到法权界定的个人对

集合财产的权利 ,而是后文提出的“事实上的权利”。樊纲和张曙光 (1990) 提出“作为劳动者个人不是公有财产的所有者”(第 25

页) ;荣兆梓 (1996)指出公有财产“还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内排他性”,即公有产权针对每一个成员规定的诸如不得偷盗、损坏、滥用、

浪费公产的“集体意志对于个人意志的排他性权利”(第 18 页) 。他们共同的着眼点都是公有制在法权上的权利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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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或一组)由各类资源所有者缔结的市场合约。① 这里 ,资源所有者可以选择不同种类市场交易

合约的权利是各种生产交换方式和组织的基础。资源所有者可以自己利用资源直接生产 ,然后将

产品出售给市场 ,可以一次性地出售资源 ,换取收入 ,也可以按照合约安排规定的条件 ,将资源的使

用权让渡给一位代理人以换取收入。当上述最后一种选择出现时 ,即“当企业家或代理人依据合约

赋予的有限的要素使用权直接指挥生产 ,而不是根据瞬时的价格变化来组织生产并向市场出售产

品”,企业就产生了 (张五常 ,1983) 。

要素所有者为什么放弃直接根据市场价格机制组织生产并出售产品的权利 ,而将资源的使用

权让渡给企业家 ? 如果让渡使用权可以换取收入 ,那么向市场直接出售产品或一次性卖掉资源不

同样可以获取收入吗 ? 科斯的企业理论提醒人们注意到 ,在上述两种收益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差

额 :通过企业式的市场合约 (即把要素使用权有条件地让渡给企业家) 换取的收益大于要素所有者

直接向市场出售产品 (或要素)的收益。科斯进而发现 ,“通过建立企业而盈利的重要理由是利用价

格机制要花费成本”(科斯 ,1937) ,而企业无须根据价格发现而可以直接组织生产 ,节约了最显见的

交易成本。科斯的上述分析被简化为一个命题 :“企业是市场里节约交易成本的组织”。但是这个

命题非常容易被曲解 ,似乎所有企业注定都会节约交易成本。要是企业仅仅因为直接指挥要素、避

免运用价格机制就一定节约了交易成本 ,那么企业的规模越大、囊括的可供直接指挥的要素越多 ,

可节约的交易费用岂不是更多 ? 把整个社会改造成一个企业 ,消除全部市场交易 ,这个经济体制的

交易费用就被节约为零了。这当然不是科斯的本意。他指出企业在节约交易费用的同时还要支付

组织费用 ,如果组织费用过高 ,抵销了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数量 ,企业就得不偿失了。“当企业节约的

交易费用在边际上与其支付的组织费用相等的时候 ,企业的边界就确定了”(科斯 ,1937) 。但是科

斯这里表达的思想 ,并不是由一个中心来统一计量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相反 ,这里从事比较的主

体 ,是进入市场过程的全部的要素所有者和所有彼此竞争的企业家 ;这里比较的内容 ,是资源所有

者自己产生产品的一切可能性与将资源让渡出去的一切可能性之间的孰优孰劣 ,是将资源作为要

素让渡给这一个企业家的一切可能性与让渡给其他企业家的一些可能性之间的孰优孰劣。无论如

何 ,资源所有者对合约的选择建立在他们各自分散进行的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成本的基础之上。

离开资源所有者对各种市场合约的自由选择 ,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企业节约交易费用。

道理在于企业和企业家非常容易出错。企业出错的原因 ,是企业要事先通过合约把各种资源

组织进企业 ,并经过一个企业过程 (即由企业家和其他代理人指挥)将产品和服务生产出来 ,再通过

市场出售。这个市场过程之中 ,奈特 (1921) 定义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常常将企业和企业家

事先的战略计划连同其调整应变的全部努力击败。为了对付市场的不确定性 ,企业家才能是重要

的 ,能够充分有效激励企业家才能的制度即由企业家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更是重要

的。② 但是即使在企业家可以独占全部企业经营剩余的制度下 ,最神明的企业家也不能保证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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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企业家才能的发挥 ,甚至在事后都难以监督和计量。除了用类似‘分成租合约 ( sharecropping contract )’这样的制度安

排 ,即由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分享企业经营的剩余 ,企业家才能是无法被‘激励’出来的”(周其仁 ,1996) 。

企业是一组市场合约的思想 ,使得所谓“企业所有权”的概念成为一个悖论 ,因为构成一个企业至少要两个以上资源所有

权 ,因此“企业合约”如同“租地合约”一样 ,不可能单独属于缔约各方中的任何一方 ;而同一份合约的市值对于不同权利方来说是

不同的 (见周其仁 ,1996) 。宣布消灭了私人对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并在非市场合约基础上建立的公有制企业 ,似乎可以被理解为

只有一个所有权 ,因为全部资源已经归公 ,再没有第二个所有权 ,但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这仅仅在法权的名义上才是成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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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不确定性面前常胜不败。① 一个企业及其企业家事先承诺将要履行的合约 ,在市场过程中可能

变得无法履行。或者 ,已经进入这个企业的要素所有者发现另一个企业的邀约更有竞争力。同样 ,

在资源所有者自己生产产品、一次性出售资源以及将资源让渡给企业使用的比较中 ,事先的预期也

常常被不确定性打断。只有市场过程能够校正所有资源所有者可能的出错。市场校正企业家和资

源所有者出错的基本机制 ,就是自由的、可竞争的合约选择。当一种合约在市场竞争中显现为不合

算或相对不合算时 ,资源可以向别的合约流动。这里讲的合算不合算都出自个别资源所有者的主

观判断 ,甚至这些主观判断是否“理性”都不重要 ,例如一个资源所有者从一个合约退出、进入另一

个合约可能出错更加严重。重要的是 ,在资源所有者为其选择承担责任的约束下 ,所有市场合约最

终都经受着阿尔钦 (1950)意义上的“生存检验 (survival test)”。

说到底 ,市场合约的可选择就是资源所有者有权出错和纠错。这是产权最重要的经济功能 ,也

是市场经济保证资源有效配置最基本的机制。因为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才能保证“存活”下来的合

约或资源组织方式 ,具有竞争优势。在理论上 ,资源在不同市场合约之间的流动性 ,是解释各种市

场合约存在和创新的基础。更有意思的是 ,当资源在不同市场合约之间流动时 ,各个市场的供求形

势也就相应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意义上 ,相对价格体系其实是资源所有者选择不同市场合约的记

录。而离开了相对价格体系 ,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都无从测度。总体而言 ,“价格机制配置资

源”的原理 ,基础就是产权主体对不同市场合约的自由选择。

没有一个中心权威可以评定资源向哪一种方向的流动才是“正确”的 ,或者哪一种组织形式和规

模才是“正确”的。虽然经验上可以观察到 ,随着经济增长 ,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组织进企业 ,而企业的

规模也似乎越来越大 ,但是支撑这一现象的可靠基础还是市场合约的可自由选择。早就有经济学家

预言过个体经济将被大公司消灭。但是我们直到今天在每一个技术时代都看到大中小公司并存 ,以

及市场合约层出不穷的形式创新。大公司效率的基础 ,决不仅仅是大公司内部的科学管理和大公司

之间的市场竞争 ,而是资源所有者在一切形式、各种规模的公司以及公司与非公司模式之间作自由选

择的市场体制。大公司雇员拥有“背弃”大公司、选择中小公司、家庭、自主创业以及一次性出售要素

等等不同合约的权利 ,才是检验、甚至是迫使大公司证明自己组织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条件。归根到

底 ,企业的组织盈利性的真正基础是对不同市场合约、包括非企业合约的自由选择。因此正如张五常

强调的 ,科斯企业理论的要点是市场合约的选择。② 在这个意义上 ,产权、市场和企业讲的是一回

事。试图区分产权更根本、还是市场或企业更根本 ,只是在误导所要讨论问题的方向。

公有制企业消除了企业的市场合约基础 ,同时就把市场校正企业和企业家出错的机制也消除

了。这并不是说 ,非合约基础的“企业”的初始出错就一定更严重 ,而是在市场自由合约遭到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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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但是张五常关于科斯企业理论的阐释也被许多文献概述为“企业是以要素市场替代了产品市场”。企业的存在的确是通过

要素合约得到了资源所有者的让渡使用权 ,而这些资源本来可能由其所有者直接产生为产品出售。但是 ,企业能够作为科斯“组织盈

利”意义上的存在 ,却不能替代掉包括产品市场在内的任何一个市场。要是产品市场真的被完全替代了 ,资源所有者不再能选择自己

作为企业家直接向市场产生产品 ,只能“选择”别的企业家让渡资源使用权 ,怎么保证这个企业的存在一定就真正具有竞争优势呢 ?

强调挑选合格的企业家或公司经理是重要的 ,但是这种挑选的有效性离不开整体市场环境。至于张维迎 (1995) 强调的

由企业的财务资本所有者选择企业管理人的优先权 ,也必须将这种优先权置于整个市场环境、特别是各类要素市场的环境中才能

得出正确的说明。公司股东及其董事会通常一年一度挑选总经理 ,但工人、技术人员和其他进入企业的要素合约方每天都可以挑

选他们的管理人、甚至挑选那些选择了管理人的“公司老板”。他们可以承担一定的退出成本而退出公司 ,也可以留在公司里让老

板为难。至于公司的财务资本所有人是否会选择那些被其他要素所有者“挑剩”的管理人 ,取决于这些“老板”们是否符合经济学

家关于他们总是理性的假设。在真实的经验世界里 ,“老板们”因为固执、任性、妄自尊大和独断专行而将其财务资本糟蹋干净的

故事比比皆是。我们仅仅在竞争的市场终究会将这些通不过生存检验的老板们淘汰出局的意义上 ,才假设“(存活下来的) 老板都

是理性的”。在理论上 ,我认为崔之元 (1996)介绍的公司“相关利益者 ( stakeholders)”的概念对于理解科斯关于“企业作为一组市

场合约“的思想是有意义的 ,我只是不能同意崔之元关于承认公司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就是所谓“超越私有产权逻辑”的阐

释 ,因为利益相关者进入企业合约的基础就是他们各自对其拥有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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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企业出错没有办法及时被校正。更严重的问题是 ,在产权选择合约的权利被根本禁锢的场

合 ,公有制企业甚至无从知道“出错”的发生 ,因为市场关系一旦受到限制 ,关于资源利用在机会成

本意义上有效无效的标准 ———市场相对价格体系和形成机制 ———也就随之被歪曲。在经验上 ,公

有制企业体系常常特别关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提供的技术经济参数 ,比如标准能源消耗的国民

所得增长弹性系数。但是 ,即使公有制企业从宏观上“掌握”了本体系不能发出的信号 ,从而知道能

源的利用效率极低 ,它也对在微观层面上提高节约效率无能为力。因为能源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

向、各种利用形式之间由其所有者决策进入和退出的机制 ,在公有制企业体系里被消除了。从信息

成本的角度看 ,公有制企业即使可以全部使用预设了最大化程序的机器人来从事经济工作 ,它也不

可能达到所谓理性计算的最优。何况 ,公有制企业也还必须利用一种特别的资源 ,那就是人。

四、无法消灭的事实上的个人产权

人本身具有经济价值 ,是一个早就被发现的真理。将投入经济过程的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

区别开来 ,并将人力的知识和技能质量看作经济增长的关键 ,则是经济学近几十年来一个重要进展

的结果。① 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 ,经济学家通过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大量经验研究发现 ,人力资源、特

别是人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之大 ,而这些只是具有一定技术质量的人力资源 ,

同样符合关于资本是“未来收入流的源泉”的定义。因此 ,一些经济学家将人力也看作是一种资本 ,

而且是对长期经济增长作出更重要贡献的“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简言之 ,具备知识和技能的

人力资源具有生产性和资本性。

但是 ,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并不仅仅限于教育和培训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

性。更为根本的问题 ,是使一个经济中人力资本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 ,因为这些条件不但影响人力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效果 ,而且影响人力资本本身的形成。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人力资本主体的产权

特征。根据巴泽尔 (1977) 、罗森 (1985)和张五常 (1984)等人的研究 ,人力资本可以被理解为天然属

于个人的资产 (周其仁 ,1996 :73 —74) 。诸如劳力 ,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技能 ,学习能力 ,以及努力、负

责、创新、冒风险、对潜在市场机会的敏感等等一切具有市场价值的人力资源 ,不但总是附着在自然

的个人身上 ,并且只归个人调用。因此 ,在个人产权得不到社会法权体系承认和保护的场合 ,个人

可以凭借其事实上的控制权“关闭”有效利用其人力资源的通道 ,从而增加别人利用其人力资源的

成本 ,降低人力资源的价值。理解这一特性 ,是理解现代经济学关于激励理论的基础 ,也是理解市

场里的企业作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一个特别合约的基础。②

公有制企业制度否认了个人对其生产性人力资源的合法所有权。但是 ,它并不没有消灭“个人

总是其人力资源天然的实际所有者和控制者”。这使公有制企业面临一种内在的紧张。公有制企

业可以按照计划命令组合全部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 ,从而免去了基于个人产权的市场交易体制

的一切麻烦。但是 ,在法律上属于国家和集体的人力资源 ,并不能直接听由公有制企业调动和指挥

而得到发挥。各种卑微的私人利益和动机在公有制企业里不但依然存在 ,而且仍然在实际上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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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维迎 (1996)认为“人力资本与其 (个人)所有者不可分离”的特性 ,恰恰具有与非人力资本相比的劣势 :第一 ,人力资本

不具有抵押功能 ;第二 ,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通过“偷懒”和“虐待”非人力资本来获利。因此 ,他认为正确的逻辑推论是“资本雇佣

劳动”,也就是“让 (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当企业家的优先权”(张维迎 ,1996 :9 —10 页) 。我认为 ,如果把“名声 (reputation)”也理

解为人力资产的无形部分 ,那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认定人力资本“没有抵押性”。因为离开了名声定价的市场机制 ,仅仅靠财务资

本的可抵押性来理解现代公司不免困难重重。至于“偷懒”和“虐待”倾向 ,在我看来不是靠由非人力资本拥有成为企业家优先权

可以解决的 ,这正如巴泽尔 (1977)研究过的拥有几乎绝对优先权的奴隶主并不能解决奴隶偷懒和虐待资产的问题一样 ,解决进入

企业的人力资源的“偷懒”“虐待”等等行为的有效途径是激励性市场合约 ,而不是“资本”对“劳动”的优先权。

关于知识和其他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经济学思想演进 ,参见汪丁丁 (1994) 的阐释。作者感谢汪丁丁阅读本

文初稿时提出的评论 ,特别是关于“学习”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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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力资产的实际供给水平。劳力、知识、学习能力、技能、责任心和创造性的实际供给水平 ,依然

是由负载着这些资产的个人决定的。除非人力资源事实上的“主人”即个人乐意接受国家或集体的

目标 ,公有制企业同样不能自动地动员已经被“配置”在企业内的、在法律上“公有的”人力资源。

公有制企业象任何体制下的企业一样无法回避激励问题。事实上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不可能

消失 ,由于国家间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整体竞争的压力传导 ,公有制企业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鼓

励个人增加人力资本供给的努力。只是 ,法权上不承认个人拥有生产性资源的公有制企业 ,在面对

激励问题时有一些特别的障碍。我们已经指出比较根本性的困难 ,在于公有制企业体制没有可追

溯的最后委托人 ,以及市场合约权利被禁止使得无法产生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市场价格信号。现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 ,现实的公有制企业怎样寻找制度性的替代 ,使得实际控制在个人手中的人力资

源在公有制下得到发挥和利用。

首先可以发现 ,国家租金 (state rent) 替代了利润而成为公有制企业的行为目标。已有的研究

指出 ,公有制企业并不追逐利润 ,其行为目标是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但是 ,很少有人注意到公有制

企业根本没有办法追逐经济学意义上、而不是财务核算意义上的利润。① 因为消除了个人对于生

产性资源的产权特别是选择市场合约的权利 ,严格说来市场价格、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等等概念都

无法存在 ,利润概念也因此无法存在。那么 ,什么是“国家计划任务”? 历史地看 ,公有制经济是在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整体实力竞争中确定自己的国家经济目标的。但是 ,国家经济目标并不能按照

所谓“客观经济规律”自动来确定。国家间竞争的形势以及什么是合适的竞争策略 ,首先取决于国

家代理人的认知。同时 ,并没有一个容易计算的技术函数可以表明已经集中到国家手中的资源 ,究

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产出以及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经验地看 ,公有制国家的经济目标常常

是在国家代理人之间不同的主观判断和意志的政治平衡中被确定的。② 当然 ,无论国家代理人主

观确定的国家经济目标能否如愿实现 ,集中在公有制经济国家手中的资源总会产生非常实在的经

济利益 ,而增加这种由国家代理人控制和分配的经济利益 ,即国家租金 ,本身就可以成为公有制经

济的经济目标。对我们的分析来说重要的是 ,所有国家代理人都是自然人。因此在确定国家经济

目标这个公有制经济开始的逻辑环节 ,就没有办法完全排除自然个人的作用和影响。国家代理人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为国家代理人自身利益最大化工作 ,取决于相应的激

励机制和制约机制。需要实证研究的 ,是在法权上消灭个人拥有生产性资源的产权之后 ,国家代理

人本身的行为和社会监督、制衡国家代理人动力机制和有效性究竟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里只需

指出 ,国家租金替代了市场体制下的利润 ,并不能够将怀有伟大或者卑微动机的个人在实际上控制

其智力和能力的现实 ,完全逐出公有制经济体系。

五、替代性制度安排 :国家租金激励

公有制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家租金最大化的目标从事生产性活动 ,是一个更为日常性

的难题。因为这里涉及为数众多在名义上“归公”、但在事实上控制着自己人力资源的个人。经验

表明 ,人并不因为归入公有制就自动为国家租金最大化而提供劳动、发明、学习、计量、监督和管理

的努力。公有制企业的管理体制从建立之日起就不断尝试并变换各种方向的“自我完善”,根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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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是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增长目标、速度、优先增长的部门以致重点项目的决定常常充满政治斗争的根本原因。

许多主张改革公有制企业的经济学家提出 ,在公有制企业制度里引进“利润”范畴可以刺激公有制企业提高生产率。1962 年

前苏联著名的“利别尔曼建议”主张高度简化国家对企业的计划指标 ,而将“利润(统一核定的部门资金盈利水平定额)”作为考核企业

的主要指标。60 年代中国的孙冶方也提出过类似主张(参见吴敬琏 ,1994) 。但是“利润”是市场交易中企业合约的产物 ,废止了市场

合约的公有制企业体制里可以“统一核定”并经过计划下达的 ,就不可能是本来意义上的“利润”了。相比之下 ,顾准 (1962) 的认识不

那么折衷 ,他认为要引导企业追逐利润必须“废除指令性计划和指令性定价制度 ,使价格自由涨落”(参见吴敬琏 ,1994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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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就是仍然需要动员人力资源增加供给。从发动工人直接参与管理决策到建立严密的行政管理体

系 ,从维持革命激情、依赖政治忠诚的供给制到引进各式各样的“物质刺激”手段 ,从大规模思想教

育、群众运动到仿照建立“资本主义泰罗制”式的规章制度并强调劳动纪律 ,从直接劳动时间计量社

会产出到“尊重价值规律”并“建立”公有制下的“价格、成本和利润”核算体系。公有制企业不断地

寻找替代承认个人产权、又能够动员人力资源的制度安排。

在种种看来毫无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寻找替代性制度安排的过程中 ,公有制企业逐步收敛于通

过建立生产 (管理)国家租金的努力与分享国家租金之间的正的关系来激励人力资源的供给。比

如 ,管理公有制企业的行政等级制和“物质刺激”的劳动报酬制度 ,比较普遍地成为公有制企业的基

本体制。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按照行政等级使分享国家租金制度化 ,使得公有制企业可以用国

家租金的分享权来刺激个人增加在公有制企业中的管理和劳动供给。在这个本文称为“国家租金

激励”的体制下 ,个人正是凭借事实上的对其人力资本的产权 ,才可以选择 :增加劳动和管理的努力

以得到较高等级的国家租金分享 ,还是减少劳动和管理努力的供给而较少分享国家租金。“国家租

金激励”在名义上不属于任何个人的 ,公有制体系内建立了可以由自然的个人获得的既得利益 ,其

基础就是承认了个人在事实上仍然拥有的产权。粗看起来 ,国家租金激励与市场企业制度的激励

原则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市场的企业合约的中心内容 ,无非也就是确立生产利润的努力与分享利润

之间正的关系。当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把获得利润的权力授予对创造利润作出贡献的人时 ,公有

制企业将分享国家租金的权力授予对创造国家租金作出贡献的人。在前一个场合 ,个人之间竞争

利润 ,在后一个场合个人之间竞争国家租金。要是把国家租金概念改称为“利润”,要是国家租金的

激励强度与利润体制的激励强度相似 ,这两种制度不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了吗 ?

原则性的不同是利润和国家租金的形成过程。利润是在分权的、自发的市场合约过程中形成

的 ,国家租金则是行政权力集中经济资源、集中经济决策的结果。企业利润是市场的企业合约产生

的“组织盈利”,它是市场中各类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企业与非企业模式之间竞争的结果。国家租

金体制消除了所有市场竞争 ,代之以在集中决定的企业组织模式下生产国家租金。从个人选择权

利和选择范围的角度来想问题 ,容易发现这两种体制的差别。利润体制承认个人基于其拥有资源

的产权进入、退出、或者自组企业的权力 ,保障市场合约权的所得。国家租金体制从法权上消除了

个人产权 ,从而也就禁止了个人自由选择市场合约的权力 ;个人只能在给定的公有制企业组织的框

架内竞争 ,既不可以从他认定无效的企业组织中“退出”,更不能创立与集中选定的公有制模式竞争

的生产组织。因此 ,利润体制在充分利用哈耶克 (1945) 所重视的“每一个个人对其他人的信息优

势”以及“在一切方向上探索生产性创新”方面 ,远比国家租金体制具有竞争优势。①

公有制企业的国家租金体制与市场企业的利润体制在激励强度方面还有实质性区别。第一 ,由

于个人在公有制企业下可以合法拥有的仅仅限于“生活资料”,所以个人可以合法分享的国家租金限

额较低 ,与“无须封顶”的利润激励不可同日而语。第二 ,为了维持“生活资料”的分配属性 ,国家租金

大量以等级制实物福利的形式发放 ,允许个人占用、消费和享受 ,但不可交易和投资 ,这固然使得国家

租金体制看起来比较平等和公平 ,但同时也削弱其激励效果。第三 ,国家租金体制下个人可得的租金

索取权很小 ,但可能获得的租金控制权相比却很大。这里 ,“国家租金控制权”是指由公有制代理人控

制的对生产和分配国家租金的决策和指挥权力。这种租金索取权与控制权极不对称的组合 ,事实上

是以控制权来补偿租金索取权的激励不足 ,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给公有制企业体制带来滥用控制权

的危险 ,从而有理由不被看作是正的激励。第四 ,国家租金索取权、特别是控制权总是按照在职在位

的原则分配 ,这增加了竞争现职的激烈程度 ,但并不激励人们顾及当前行为的长远影响。对于那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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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汪丁丁关于哈耶克思想的系统阐释 (汪丁丁 ,1994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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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企业长远产生影响的行为 ,国家租金向现职倾斜的分配原则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比较起来 ,利润体制从来没有把可分享利润的数额限于个人“生活消费”,也没有对可分享利润

究竟用于消费资料还是用于投资加以限制。由于利润激励体制建立在个人产权交易的基础之上 ,

所以 ,即使是除了其自身人力资本别无长物的个人 ,同样可以凭藉其人力资本取得市场机会 ,实现

市值 ,并可能获分享利润 ,然后通过再投资而拥有非人力财产。这就是说 ,个人拥有的有形和无形

的人力资本可以转化为非人力资本产权。这一点对于理解利润激励制度的有效性相当重要。毕竟

人力资本所负载的个人主体都有其自然生命周期 ,不但难免产生波动 ,而且总要面临丧失生产能

力、衰老和死亡。如果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对其“财产”的收益限于生活性消费并且只能“即用即取”,

那么个人在其人力资源生产力不足和丧失时的“生活消费”,就只能惟一地依靠公有制企业的养老

和各项补助基金。① 因此 ,个人对其人力资源的产权必须包括交易人力资源、投资和转化为非人力

资本产权等等全部权利 ,限制了其中一部分 ,激励强度就要下降。

国家租金激励和利润激励惟一相同的地方 ,就是都不能改变人力资源天然只能由其承载主体

———个人控制和调动。两种体制的差别 ,在于人力资源得到生产性利用的充分程度。在个人对其

人力资源实际的产权得到合法承认的场合 ,某个企业合约的激励无效或激励不足 ,可以由人力要素

向其他企业或非企业组织的流动来校正。因此 ,人力资源因为个人拥有较大的选择自由而得到更

大程度的生产性利用。但是 ,在个人不能合法拥有其人力资源的场合 ,个人没有权利自由退出激励

无效或不足的组织 ,也没有权利缔结他认为更有效率的组织合约。个人可以“选择”的 ,只是在给定

的企业组织里 ,要么减少劳动和管理努力的供给 ,要么利用事实上的控制权和监督不足通过攫取公

共资源非法地获得个人所得。在这两种场合 ,人力资源要么闲置 ,要么被用于非生产性方向。由于

国家租金来自于对资源的独家行政性垄断 ,竞争国家租金的努力还使得一部分人力资源被专用化

为在公有制企业体制内设租和寻租 ,那就导致对人力资源的“反生产性”开发了。

我们的分析并不断言 ,公有制企业连同国家租金激励体制因此就根本无法生存。历史证明这种

企业体制可以长久存在。因为公有制企业制度仅仅在法权名义上消灭了个人所有权 ,而在事实上它

仍然面对个人控制其人力资本的现实 ,并通过国家租金激励来动员公有制企业内的人力资源。我们

的分析只是表明 ,国家租金激励与市场体制的利润激励机制相比较处于竞争劣势。这有助于说明 ,为

什么公有制企业在远离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还可以“正常”地运转 ,而一旦与利润激励体制站在同一个

竞争平台上 ,势必每况愈下。预言引进市场竞争而无须改革公有制企业产权的经济学家们没有看到 ,

市场竞争的引进首先刺激国家租金激励体制下没有被充分动员起来的人力资本 ,首先使得一部分高

质量的人力资源率先“退出”公有制企业而流向与其竞争的非公有制企业。因此 ,当国家间的政治、军

事和经济实力的整体性竞争转向市场开放、即各种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在同一产品 (服务)市

场上的竞争时 ,公有制企业面临的命运就是或者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或者进行市场化改革。

最后简要讨论什么是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在科斯指出“市场交易无非是产权交易”的时

候 ,他其实已经提到了确立个人产权是市场化改革的真正基础。但是 ,在法权上否认个人私产的传统

公有制企业体制不会轻易接受这一观点。于是 ,产生了“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新理论 ,而市场

交易似乎也可以被限定在部分产品、并且是公有制企业的部分产品的范围之间。但是 ,一切产品和生

产要素都互为投入产出的市场特性终究要表明 ,人为划定只允许一部分产品 (服务)可以进行自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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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理论上 ,公有制企业提取的养老和其他各项基金 ,可以通过投资于生产性资产而增值 ,从而每个个人不再需要为自己

丧失劳动能力以后的生活担心。但是 ,集中起来的基金无非是另外一类公共过道 ,必须有激励机制来保障其得到良好的关照 ,否

则同样可以因为管理不善被而攫取和糟蹋。从经验上看 ,公有制企业最后不能兑现当年的福利承诺 ,一方面带来严重的社会问

题 ,一方面刺激所谓“59 岁现象”的恶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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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交易是徒劳的。部分产品 (服务)的市场经济总会扩展为全部产品 (服务)的市场经济 ,进而扩展为

包含一切生产要素的市场经济。当人力要素终于可以合法上市交易时 ,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就

触及到了根本。因为任何一种人力资源只能以个人为载体 :能够走上劳动力市场、技术专家市场、经

理和企业家市场的只能是一个个自然个人 ,而再也不可能是抽象的“全民”、“国家”和“集体”。公有制

企业的改革终究要回答以下问题 :承认还是否认个人对其拥有的人力资源的产权 ,承认还是否认个人

的人力资源产权可以转化为非人力资本的产权。基于上述理由 ,本文把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定

义为最终指向界定个人产权的改革 ,并以此来理解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的逻辑。

六、小结

本文概述尚未发生市场化改革的公有制企业的性质。这就是 ,在法权上否认个人拥有生产性

资源产权的基础上 ,公有制企业成为非市场合约性的组织 ;但是为了充分动员在事实上仍然属于个

人的人力资本 ,公有制企业用国家租金激励机制来替代市场交易和利润激励体制。公有制企业是

一座这样的公寓 ,里面甚至没有任何私人房间 ,因为没有一点空间被法权承认为是私人财产。因

此 ,这里的全部资源都是公共过道 ,按照国家租金体制界定私人在事实上的占用和收益的权利。国

家租金体制实际的执行 ,决定了公共过道的面貌和利用效率。本文认为流行的“委托 —代理”框架

和“所有权经营权分离”框架都不适合分析公共过道的经济性质 ,因而尝试用“法权的和事实的产权

不相一致”的框架来分析公有制企业。我们将继续在本文提供的框架里研究公有制企业市场化改

革的逻辑 ,其中心线索是在个人事实上拥有对其人力资产权利的基础上 ,公有制企业怎样向承认个

人产权的法权地位的市场合约性组织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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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Key Papers in English

The Nature of Publicly2owned Enterprise

Zhou Qi ren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ory that explains the nature of human capital ownership in the POEs ,and ar2
gue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f de f acto and de j ure ownership of human capital f rom their

owners is at the heart of the POE inefficiency. This institutional incompatibility has led to widespread

phenomena of individuals using their de facto owned human capital to“capture”the benefits generated

by the physical capital nominally owned by the state or the collective. Consequently ,partial reforms

that only introduce an efficient goods market and/ or give managers more decision2making power will

inevitably exacerbate this problem ,since the newly2established market now provides a place for individ2
uals ,especially managers ,to sell the captured profits and assets. The success of the POE reform ,there2
fore ,hinges not only on establishing well2defined de facto control of physical capital by managers ,but

also on giving the de jure rights of human capital back to the de facto owners who have never been

missing even during the former central2planned era.

The Stabil ity of Open Economy and the Sequence of Economic Liberal ization

L i Yang & Yi n Jianf e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meticulous study of the impacts and the conduction

mechanism of outside shocks on both re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economy under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wo views a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 First ,compared with a government2intervened e2
conomy ,a thoroughly2liberalized economy has more stable feature in all respects. Second , the optimal

path for a government2intervened economy transitioning to a liberalized economy is :liberalizing real e2
conomy and internal financial markets ,applying flexible exchange rate system ,and opening capital ac2
c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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