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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者通过劳动为企业提供产品，但其生产行为需要监督和激励，否则就可能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合理

监督和激励生产者成为改善企业管理绩效的关键。本文拟建立一个二元结构模型，具体分析该问题并做出相关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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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与激励：改善企业生产管理的二元结构模型分析

在科层制管理模式的企业里，人力资源是按照科层进行

分级管理的。根据分工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科层制管理模式下

的企业员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生产者层，二是管理者层。生

产者通过劳动为企业提供产品，管理者为企业提供管理服务

并对生产者进行监督以提高效率。本文将这种分类称为科层

制企业管理模式的二元结构 。

事实上，企业内的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是另一种委托代

理关系，生产者是代理链的终端，生产者的积极性和能力直接

影响着企业的效率。合理安排和激励生产者是改善企业管理

绩效的关键。

一、生产者效用函数与企业目标

我们首先假设一个企业的产品都是由生产者创造的，生

产者效用函数的叠加就是企业的效用函数。生产者的效用函

数是非常复杂的。生产者付出的劳动和努力都是有成本的，并

且成本与其效用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性

质。反过来说，生产者付出的劳动越多、努力程度越高，其需要

的动力也就越大。当单个生产者认为自己的努力水平超过企

业效用函数的平均水平时，如果他的收益是不变的，那么他就

会发现“搭便车”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以致将自己的劳动努力

降低到平均水平以下，这种行为将导致企业的整体效益下降。

显然，如果存在“搭便车”行为，生产者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选择

将背离企业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而只有当生产者以生产性努

力为效用最大化选择时，生产者的效用最大化和企业效用最

大化目标才能相一致。否则，生产者将以消极怠工和“搭便车”

为最优选择，这会与企业的最优目标相冲突，从而导致整个企

业的效益降低。

以上分析表明，生产者效用函数与企业目标的差异其实

主要表现为生产者和管理者的委托代理问题，也就是如何分

配剩余索取权以改善生产者效用函数与企业目标的关系。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三种可供选择的安排模

式：一是管理者对生产者直接监督。由于两者之间信息不对

称，虽然管理者的监督可以减少生产者在行为上的偏差，但不

能解决生产者本身的消极因素，而且还可能产生一定的监督

成本。因此，直接监督模式只有在生产者行为结果比较容易判

断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二是生产者承担全部风险，并享有全部

剩余索取权，管理者利益为零。这一模式往往出现在管理者对

生产者极度信任或者资本使用的边际收益为零的情况下，在

正常的企业中一般不存在。三是按契约进行激励的模式。即管

理者和生产者之间按一定的契约关系进行剩余索取权的分

配，并将剩余分配与企业目标相联系。这种模式是目前绝大多

数企业采用的方法，不同的是剩余索取权分配的比例不同。本

文将以这种模式为基础建立模型，具体分析剩余索取权分配

比例与监督激励的关系。

二、基本模型

1援 假设生产者的效用函数与其努力程度有关，则该函数

可以表示为：

（1）

其中： 为第 i个生产者的劳动产出，1臆i臆n； 为第 i

个生产者的努力程度；滋为随机影响（期望为 0，方差为 滓2），

滓2越大，生产者产出的随机波动就越大；琢为生产者的边际产

出，即多增加一个单位的努力所得到的产出。

2援 假设整个生产过程没有任何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生

产者为生产活动提供劳动。整个企业的产出都用生产者的劳

动产出 Y表示，则有：

（2）

设生产者的工资为 ，则有：

（3）

其中： 为生产者的固定工资；姿为激励参数，0臆姿<1，

即对个人产出的索取比例。

所有生产者的工资总和为企业的生产者工资支出 ，

则：

（4）

令管理者剩余为 y，有：

（5）

3援 我们不妨设任一管理者的收入为 ，则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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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j为其对管理者剩余的索取比例，且 =1，1臆

j臆m。本文假设管理者的监督成本为零，生产者的生产活动

完全由激励参数 姿完成。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假设。

由于 、滋、琢都可以看做是既定的， 越大， 就越大，

很容易看出，生产者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努力，就会得到 琢姿个单

位的收入。如果设生产者的努力成本为 ，则

生产者的收益函数为：

（7）

最大化U，得到其一阶条件为：

（8）

（8）式左边表示生产者边际产出的收益，右边表示努力程

度，这说明当生产者的努力程度与其边际产出的收益相等时，

就会停止付出努力，否则就是不合算的，这就是自激励对生产

者的约束。

我们将（8）式的一阶条件代入（6）式，最大化 得到其

一阶条件为 姿=1/2，可见，如果管理者的监督费用为零，最好

的办法是将生产者劳动贡献的一半给生产者自己支配，这样

才能实现企业整体目标的最优。

三、有效激励与监督

从（8）式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有关激励的结论：

1援 固定工资对生产者努力的边际收益没有任何影响，所

以固定工资的提高不能促使生产者提高工作的努力程度。

2援 生产者的个人能力越强，边际产量 琢就越大，就更喜欢

低固定工资、高提成的报酬结算模式。也就是说，生产者将对

高激励系数表现出明显的偏好。所以，调节固定工资和激励系

数是使生产者人尽其才的有效方式。

3援 上述有关生产者努力成本的假设只是一种情况，其他

情况下所对应的激励系数 姿肯定不同，更确切来说，激励系数

姿实际上由生产者的努力成本函数决定，其幂指数越高，激励

系数就越小，激励的边际作用越小。

当然，这些结论是由对第二部分假设模型的推导得来的，

其假设条件比较苛刻，不具有普遍性，其所得到的激励系数和

边际条件也是理论上的，在实际中不一定适用，因为没有考虑

到管理者的监督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收益。

由第二部分的模型推导可知，在管理者监督费用为零的

条件下，生产者有效激励的系数是 姿=1/2，但这是不现实的，

原因在于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不包含任何其他要素的投入，生

产者的产出是纯劳动的，这一点与现实情况不符，现实中企业

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聚集各种要素进行生产。因此，我们

需要对模型做两个方面的扩展：一是管理者对除劳动以外的

其他生产要素的管理，二是对生产者的劳动监督。

如果假定除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都归管理者所有，一旦

其加入到生产过程中，就会产生两个问题：淤生产者的劳动价

值将被附加到产品中，产品中因为暗含了其他生产要素的收

益而不能由生产者的产出表征，这增加了衡量生产者劳动支

出的难度。于生产者不努力生产会降低其他要素的收益而影

响管理者的收益，这时候，管理者要获得最大化的收益就要对

生产者实施监督。

这里将（1）式中的 表示为既定技术条件 A下，资本 K

和劳动努力程度 L的函数：

（9）

其中：兹为贡献指数，0<兹<1。

将（9）式代入（8）式的一阶条件，得：

琢姿=AK1-兹L兹

两边取对数并整理得：

兹lnL=ln琢姿-lnA-（1-兹）lnK （10）

由（10）式可知，技术条件 A和资本贡献率都会成为生产

者提高劳动努力程度的障碍。这一点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和

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很好的证明，某些著名 IT企业的员工

常常会因不堪工作重压而出走甚至自杀就是这个原因，并不

是他们的收入不够高，而是因为资本和技术的贡献率太高了，

劳动努力的绩效被限制了。（10）式说明，如果某一时间技术获

得提高，或者资本的贡献率有所提高的话，原来设定的激励系

数 姿将不再有效，有效的激励系数 姿应该与技术和资本贡献

率保持一致。同时，正是由于（10）式均衡条件的存在，管理者

的监督才显得十分必要，因为管理者要保证技术和资本的收

益，就必须防止生产者的“偷懒”行为。

那么，当管理者对生产者实施监督时，激励系数将发生怎

样的变化呢？在有资本和技术的投入中，激励系数 姿将是无效

的，因为它很难使生产者的努力程度达到与资本和技术收益

最优化的边际条件，生产者的收益只与劳动收益的多少有关。

这样，管理者就会用减少一部分激励的方式来实行监督以保

证收益最大化。所以，在现实的企业生产中，必须把激励控制

在技术和资本影响以内，这是有效激励的上限。而为了使生产

收益最大化，还必须实施激励以外的监督行为，监督力度的大

小与技术及资本的收益率有关。

四、结论

本文主要分析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模式，使用的是二元

分析方法，即将企业员工分为生产者和管理者两大类，并建立

模型分析实施监督和激励对企业目标函数的影响以及两类员

工各种效用最大化的边际条件。分析结果表明，在只有劳动投

入的生产中，生产者最优化的激励系数是 1/2。但当有除劳动

以外的其他要素投入时，生产者的激励效应将受到技术和资

本贡献率的限制，如果其他要素归管理者所有，那么管理者除

设定一定的生产者自激励以外，还必须实施必要的监督，否则

就不可能实现整体收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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