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家技术创新所有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再论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与技术创新主体所有权安排

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朝云
[摘要 ] 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才能演化的高级形式 ,企业家精神和职能又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经济学
理论分析表明 ,要素所有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正相关。因此 ,推行企业家技术创新要素资本化 ,

明确企业技术创新要素所有权及其收益的归属 ,建立以企业家为主体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是提高我国企业
技术创新效率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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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才能演化的高级形式
(一)作为企业投入要素的企业家才能
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 ,资本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或资本品。随着社会的发展 ,生产要素或资

本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态 ,既可以表现为有形的物质形态 ,又可以表现为无形的非物质形态 (杨继国 ,
2004) ,企业家才能是一种重要的、无形的、非物质资本。

作为企业投入要素之一 ,企业家才能是技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由劳动转化而来。企业家才能
转化为 (资本)要素 ,应具备历史和现实条件 :一是知识、技术、信息与劳动力分离并成为商品 ,这是企业家才
能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前提条件。二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知识成为整个经济的核心要素 ,劳动力作用较之
物质资本更重要。三是随着产权制度的演变 ,劳动力的差异也能充分体现出来 ,劳动得到合理计量 ,因而作
为投资产物的劳动力成为人力资本开始有了相应的经济收益 ,劳动力可以分享经济剩余。总之企业家才能
内生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物质经济转为知识经济的历史进程相一致 (丁栋虹 2002) 。

(二)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才能不断演化的高级形式
企业家理论的内涵表明 ,企业家是一些能力 (或才能) 要素的集合 (钱士茹 ,2004) ,但企业家才能集中表

现在其打破现有平衡 ,创造新的机会的创新精神 ,包括技术创新 ,组织创新 ,市场创新等 ,并且企业家才能又
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

1、企业规模扩大与企业家的管理才能的提升
现代企业股权高度分散 ,众多所有者不可能亲自经营 ,于是管理工作有专职的支薪经理来承担。经济学

家根据经理人员的权利日益扩大的事实 ,提出了“经理革命”、“经理资本主义”的观点 ,认为企业实际上有一
个精明的、熟悉内情和行情的薪水集团 ———经理层所控制。而企业组织结构创新的结果是层级制的推行 , H
型、U 型、M 型组织结构的实施 ,甚至网络企业、联盟企业、虚拟企业、全球型跨国公司等组织形式的实施 ,需
要大量管理现代化企业的新型管理者。因此管理才能的相对稀缺性上升 ,激励企业家管理才能从劳动中分
化出来。

2、市场变迁与企业家处理市场交易才能的演化
无论企业与市场是替代关系 (科斯 ,1937) 、还是互补关系 (黄桂田、李正全 ,2002) 、或是互嵌关系 (王强 ,

2004) ,企业都与市场相关联。市场变迁是指在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 ,企业所面临的环境系统如市场变
化迅速、范围扩大、领域拓展 ,导致企业竞争日趋激烈。例如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新经济和全球化使得市
场范围扩大 ,市场领域拓展 ,交易费用增加。为了很好地驾御市场变化迅速、范围扩大、领域拓展、竞争日趋
激烈等企业面临的新环境 ,需要具有处理复杂交易活动的企业家 ,企业家处理市场交易才能稀缺性上升。

3、不确定性、风险性增大与企业家承受不确定性、风险才能的演化
奈特 (1921)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存在进行讨论指出 ,在不确定性下 ,“实施某种具体的

经济活动成了次要的部分 ,首要的问题和功能是决定干什么以及如何干”。这“首要的功能”即是指企业家的
功能 ,因为不确定性是无法保险的 ,企业家不得不承受不确定性。企业不是别的东西 ,而仅仅是一种装置 ,通
过它“自信或用语冒险者承担起风险 ,并保证犹豫不决者或怯弱者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企业家之承担风
险并不一定因为他是一名风险中立者或不厌恶风险 ,而是因为他更有自信心 ,更有判断力 以及掌握更完备
的知识 ,还更因为他的决策带来的风险与道德风险问题有着非常敏感的联系 (张维迎 1995) 。即企业家具有
承受不确定性和风险而给“犹豫不决者或怯弱者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的才能。

4、知识经济时代 ,创新需要使得企业家的技术创新才能居于首要地位 ,是企业家才能的最高表现形式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是企业的活力和源泉。传统的创新观念如熊彼特的材料创新、产品创新、工

艺创新和物质生产条件的创新等 ,构成了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管理职能
从经典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等职能 (孔茨 ,1998) ,发展到创新是企业管理重要职能 (周三多 ,

2000) ,企业管理从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到调动掌握知识、进行自主创新的人 ,强调组织学习、流程再造 ,尤
其是技术创新等 ,企业家的技术创新才能被提高到管理职能的首要位置 ,是企业是否拥有竞争力的的重要标
志。可见 ,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才能随着技术、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演化的显现 ;同样可以肯定 ,随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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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企业家的技术创新作用越发重要 ,探讨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与发挥企业家创新动力之
间的关系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企业家精神和职能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
(一)企业家精神和职能的核心是创新
按照熊彼特的论述 ,企业的厂长、经理不等于企业家 ,只有当他实际上对生产要素“实现新的组合时”才

是一个企业家 ,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利用一种新发明 ,或更一般地利用一种生产新商品或用新方法生产
老产品的没有使用过的技术可能性 ⋯⋯。这种职能主要不在于发明某些东西 ,或创造出得以开发利用的某
些条件 ,而在于把事情付诸于实行”,企业家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 ,并不是其拥有资本 ,而是他拥有创新精神
并实际地组织了创新。熊彼特甚至把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函数中诸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 ,建立一种
新的生产函数 ,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引入现存的生产过程 ,使生产的技术体系发生变革 ,甚至把创新定义为
企业家的职能。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长期利润 ,企业的持续收益包括企业家才能所带来
的混合性准租。对于价格均衡的反应 ,企业家要进行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的造势作用 ,通过创新破坏价格的
均衡 ,创造一种价格“势差”,从而获得企业的准租金 ,同时又努力维持这种价格“势差”,获得一定时期的准租
金。企业家充当柯斯纳所称的“市场均衡器”的“中间商”角色 ,努力发现市场机会。现代企业取代古典企业
最主要的原因是 ,作为企业主的人力资本已不能满足社会化生产时代企业必须产生经营绩效的要求 ,被迫把
经营企业的重担交给具有经营才能的职业企业家。企业家人力资本具有特殊性、稀缺性、度量的不可测性、
所有权的不可替代性和激励中的“道德风险”性。企业家是企业财富创造的核心力量 ,是企业的异质型人力
资本 (丁栋虹 ,2001) ,作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决策者。

可见 ,只有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可以称为企业家 ,企业家的创新力量是“看不见的资源”(张荣胜 ,1995)

或无形资产 (徐志坚 ,1997) 。柯斯纳 (1979)视企业家为“经纪人”,他们不但能感觉到机会 ,还能捕捉到机会
并创造利润 ,他强调企业家与旁人相区别的是他的“悟性”和他特殊的“知识”。沙科的企业家在作出抉择是
具有非凡创造性的想象力 ,卡森的企业家定义是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作出明智决断的人 ,是一个市
场的制造者。

(二)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特征 ,决定企业家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实施者
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具有非常规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等 (李浩、戴大双 ,2003) ,使得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对

于知识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 ,因为知识可以使得决策者抓住别人视而不见的机会 ,从而作出合理的决策 ,抓
住别人视而不见的机会的正是企业家。因此 ,傅家骥 (1997)认为 ,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
利机会 ,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 ,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 ,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
营系统 ,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 (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产品供给来源或企业
的新的组织 ,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杨善林 (2004) 认为企业技术创新
取决于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文化和创新的激励机制 ,认为企业内部创新主要决定于企业家精神。哈耶克提出
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决定于专门知识与决策权的匹配程度 ,西蒙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组织的联合团体
作出决策 ,为了保证技术创新决策的正确性 ,需要把拥有相应知识的专家安排在决策团体的相应的位置 ,詹
森和麦克林论证将知识传递给具有知识的人或将决策权传递给具有知识的人 ,知识和决策权匹配程度高 ,企
业技术创新效率高。因此 ,从企业家精神和职能看 ,企业家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 ,是技术创新的决策者和
组织者 ,创新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企业家的敏锐的目光、果断的决策与高效率的组织。

(三)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实施者
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管理职能从经典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等职能 (孔茨 ,1995) ,发

展到创新是企业管理重要职能 (周三多 ,2001) ,企业管理从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到调动掌握知识、进行自
主创新的人 ,强调组织学习、流程再造、技术创新等 ,创新成为企业管理、企业生存的关键。而企业家是企业
管理职能的实施者 ,尤其是创新职能 ,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职能的实施主体。

三、要素所有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一)要素所有权激励与企业契约效率
由科斯开创的产权理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理论 ,发展成为“企业的合约理论”,这一理论具有三个特征 :

企业的合约性、合约性的不完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所有权的重要性。具体来说 ,契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认
为 ,企业是不同性质投入要素的契约 ,是合作剩余创造与分配的市场性关系契约 (连建辉、赵林 ,2004) ,合约
的手段是不同性质的契约要素 ,合约的目的是合作剩余创造与分享 ,合作剩余分配反作用于合作剩余创造。
即企业契约效率与要素所有权激励 ———“要素所有权确认”直接关联 ,企业契约效率与要素所有权激励是以
要素所有者对各自所拥有的要素的排他性产权为基础的。因此 ,关于企业契约效率的探讨 ,离不开对企业所
拥有的契约要素进行分析 ,出于对要素组合效率的追求 ,不同的所有权安排会产生不同的合作剩余创造的激
励。这一经济学基本理论同样适用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探究。

(二)企业家创新所有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依据企业的契约理论 ,企业人进行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观动机是利益因素 (合作剩余创造与分享) ,因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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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管理
福建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友平

一、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特征
职业生涯早期阶段是指一个人由学校进入组织并在组织内逐步“组织化”,为组织所接纳的过程。这一

阶段一般发生在 17～25 岁之间 ,是一个人由学校走向社会 ,由学生变成员工 ,由单身生活变成家庭生活的过
程。

1、进取心强与好高务远的心理特征并存。处在职业生涯初期的员工 ,有积极向上、争强好胜的心态。这
种心理状态能促使员工不断上进 ,追求发展 ,给组织带来新的血液。所以组织要定期选择优秀的新人加盟 ,
有利于提高整个团队的士气和斗志 ,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年轻气盛 ,难免表现出浮躁和冲动。高估自己 ,
低估他人 ;缺乏基本的踏实苦干的精神 ;在工作团队中 ,争强好胜 ,职业锚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 ,跳槽频繁 ,

有权是重要性的 ;而企业技术创新直接构成企业 (资本)经济要素 (王朝云 ,2005) ,如同管理资本要素、技术资
本要素、金融资本要素一样 ,是投入企业的不同性质要素组成部分 ,因此 ,企业技术创新应该有所有权主体。
所有权的重要性 ,决定企业契约内容之一的所有权安排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相关 ,即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与企
业技术创新所有权主体在企业契约中的地位安排相关 ,承认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要素特征、拥有主体特征和
所有权安排特征 ,是如何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具体地 :

1、企业的合约性主张要素合约的目的 ,是合作剩余创造与分享。既然企业技术创新具有经济要素的特
征 ,为了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应承认企业技术创新要素是企业不同性质投入要素之一 ,是合作剩余创造
与分配的市场性关系契约构成成分 ,理应参与企业合作剩余分享。

2、合约性的不完全性强调 ,通过间接定价和纵向一体化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在团队生产中存在着
道德风险与代理成本 ,以及委托 —代理的效率损失等 ,因此 ,有效的契约安排与要素投入、激励效果、企业绩
效等直接关联 ,即要想充分、有效的激励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积极性 ,必须确认企业家技术创新的所有权及其
相应的收益。

3、所有权的重要性强调。要素所有权的确认与激励效果、风险承担 ,直至企业契约绩效等直接关联 ,具
体地和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直接关联 ,据此 ,也必须确认企业家技术创新的所有权及其相应的收益。

三、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现状及其所有权激励对策
(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现状
企业技术创新不足是企业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深层原因是缺乏企业技

术创新所有权激励。应由目前的企业技术创新“经营者激励”向企业技术创新的“所有权激励”转化 ,保护企
业家技术创新要素所有权 ,就是激励了企业家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二)设计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所有权激励机制
1、企业家技术创新要素资本化 ,由目前的企业技术创新“经营者激励”向企业技术创新的“所有权激励”

转化
企业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具有经济要素特征 (王朝云 2005) ,为了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

率 ,可以推行企业家技术创新要素资本化。所谓技术创新要素资本化 ,就是通过实现技术创新要素资本的产
权确认 ,对技术创新要素资本所有者进行激励 ,以充分发挥技术创新要素资本价值创造作用。应由目前的企
业技术创新“经营者激励”向企业技术创新的“所有权激励”转化。对技术创新要素资本的产权的确认 ,直接
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相关联 ,影响并决定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明确企业技术创新收益的归属
企业技术创新的收益由其产权决定 ,产权主体有权获取与其努力相应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 ,收益权

是否得到明确界定与有效实施 ,对管理中激励功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企业技术创新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精
神以及有此种精神形成的创新文化 ,有效的企业技术创新要素收益归属 ,是企业家精神以及有此种精神形成
的创新文化的经济前提。王朝云 (2003)认为 ,只要利益具体、真实 ,在有效的企业契约制度下的经济人 ,就会
产生内在的创新动力和能力。如何设计体现技术创新收益分享的方案 ,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过程中急待解
决的现实问题。

3、建立以企业家为主体的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体系
从微观的企业而言 ,技术创新主体包括创新投资主体、创新研究主体、生产创新主体、市场创新主体等 ,

虽然刘锋 (2003)认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人 ,包括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内部研究开发人员、企业管理
者 ;吴添祖等 (1997)认为科技人员在技术创新中具有关键作用。但是 ,从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具有非常规性、
风险性、不确定性和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决定于专门知识与决策权的匹配程度 ,以及企业家精神和功能来看 ,
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家及其领导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内开部研究发人员、管理者 ,即企业
家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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