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价值星系的概念和特征

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交易成本理论的深化，将市场

与企业作为两种可以相互转化的组织形式已成为理论界的

共识。学者们认为就资源配置机制而言，市场与企业是可以

相互替代，当交易成本发生变化时，组织形式也会发生变化，

由“市场”转化为“企业”或由“企业”转化为“市场”。这些认识

的前提条件是：淤社会中只存在“市场”与“企业”两种组织形

式，且这两种形式的形成条件不同，性质也不同；于“市场”与

“企业”两种组织形式的关键因素是交易成本，它的高低、大

小决定了组织形式的不同；盂研究对象仅仅就“市场”与“企

业”而言，不包括市场间关系和企业间关系。

然而随着网络经济的出现，对于威廉姆森提出的资源配

置机制“市场与企业”的二分法，林德伯格等人（员怨怨员）提出了

反对意见。他们指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运行并不一定是单

向的，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约翰逊和梅森

（员怨愿苑）认为，应该存在一种网络，这种网络不是严格地基于市

场价格机制或科层制权威机制，它是企业组织间的相互适应

和协调。拉森（员怨怨猿）建议用市场、中间性组织和科层制企业的

三种制度框架替代传统的市场与科层制企业两级制度框架，

并形象地称这种中间性组织为“握手”。因此，除了资源配置

机制与价值创造机制的“市场与企业”模式之外，还存在第三

种模式———企业之间共同创造价值的中间性组织。这种中间

性组织是一种合作竞争型准市场组织，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

间的一种制度安排。

可以看出，在网络经济中，企业组织形式正发生着变化，

组织间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引发了组织管理的变化。在

现代的组织管理中，关于价值创造的基本逻辑已经开始改

变。新锐的领导人已经不再重视价值链，转而去营造价值星

系（灾葬造怎藻 悦燥灶泽贼藻造造葬贼蚤燥灶）。他们进行战略分析的重心已不在于

企业，甚至不在于产业，而在于整个价值创造系统。他们已经

认识到，当今经济发展中的两大资源是企业组织的知识能力

（或能力要素）和企业的关系要素（顾客），这就要求他们运用

高效率的信息技术，不断重组企业的经营业务系统，重新安

排各个经营角色在自己价值星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罗珉，

圆园园远）。

所谓的价值星系是一个企业间的中间组织，是一个企业

引力集合的创造价值的系统（罗珉，2006）。这个系统由各种成

员组成，包括作为“恒星”企业的经纪人公司、模块生产企业、

供应商、经销商、合伙人、顾客等。他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恒星”企业，第二类是“行星”企业，第三类是“卫星”企业。这

些成员共同合作创造价值，通过“组合”方式进行角色与关系

的重塑，以新的角色和协同关系进行价值再创造。在价值

星系中，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一种力量是吸引力，另一种

力量是逃逸力，它们影响着价值星系中星系的规模大小与

关系紧密程度。当吸引力大于逃逸力时，“恒星”企业将吸入

“行星”企业，或“行星”企业将吸入“卫星”企业；相反，当吸

引力小于逃逸力时，“行星”企业将逃离“恒星”企业，或“卫

星”企业将逃离“行星”企业。如果“恒星”企业的吸引力足够

大，那么将会吸入更多的“行星”，星系规模就会扩大；反之，如

果“恒星”企业的吸引力减弱，许多“行星”将会逃逸，星系规模

就会缩小。但无论如何，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处于

均衡态的时，“恒星”、“行星”和“卫星”企业就会既“自转”又

“公转”。

因此，这种企业间组织的关系———价值星系具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特征：

员援 集合性。价值星系是由生产企业、供应商、经销商、合

伙人、顾客等利益相关者构成的一个引力集合体。这些引力

包括了价值观念引力（有大家认同的价值观）、价值尺度引力

（可以提供适当的价值实现机制）和价值共享引力（科学、合理

价的值共享体系）。

圆援 动态性。价值星系是一组动态关系，这种关系的创建

是为了确保产品能以最佳方式送达终端客户手中。当然这种

关系会因“吸引力”与“逃逸力”大小的变化而变化，这两种力

量本身又会因市场因素（市场容量、技术进步、替代产品等）、

企业自身因素（资本结构、盈利能力、技术创新等）和制度因素

（政策改变、体制改革、政府变革等）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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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复杂性、可变性、随机性决定了价值星系的动态性。

猿援 网络性。价值星系的形成既依赖于技术网络又依赖于

契约网络，前者是硬环境，后者是软条件。更重要的一点是，

价值星系是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价值链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

一种结构更为复杂、包含多个产业的价值网络。

源援 中间性。价值星系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

组织形式。在网络经济中，价值星系不仅仅是相关各方进行

价值交换的场所，更是各市场交易主体之间进行多方交流，

实现信息互换与价值增值的平台；各类成员都被纳入这一中

间组织形式中进行价值创造与价值共享。

缘援 层次性。价值星系是由“恒星”企业、少量的“行星”企

业和众多的“卫星”企业构成，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恒星”

企业居于最核心的层次，是价值创造之本；“卫星”企业处于

最外层，既是“行星”企业的扩展，又受“恒星”企业的影响；

“行星”企业位于“恒星”企业与“卫星”企业之间。

二、价值星系与财务管理目标

价值星系是由生产企业、供应商、经销商、合伙人、顾客、

经纪人公司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的一个引力集合体。他们

具有典型的共生性，在“吸引力”与“逃逸力”均衡的状态下既

要为企业自身进行价值创造，又要为其他企业与他人进行价

值创造或提供服务。价值星系的集合性、层次性、网络性等特

征影响着财务管理，因此基于价值星系的财务管理目标不同

于“企业与市场”模式下的财务管理目标。

网络经济条件下，组织间关系所形成的价值星系对财务

管理目标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员援 价值星系的层次性决定了财务管理目标的层次性。价

值星系的成员构成有“恒星”企业、“行星”企业、“卫星”企业

三个层次，因此，财务管理目标也因成员层次不同而不同，具

有明显的层次性。

圆援 价值星系的集合性使得其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多元化

特征。传统的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单一性，无论是每股收益最

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利益相关者价

值最大化以及其他目标，都具有单一的特点，即最终追求只

有一个。然而，在价值星系中，成员具有多样性。价值星系的

形成是引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引力包括价值观念引力、价值

尺度引力和价值共享引力等。因此，价值星系的财务管理目

标具有多元化特征。

猿援 价值星系的价值创造目标使得财务管理目标也是以

“价值”为中心。在价值星系中，不同层次的企业有着共同的

目标，即追求价值最大化。因此，财务管理目标也必然附属于

企业目标，以“价值”为中心。

源援 价值星系的财务管理目标是一个目标网络。价值星系

是一种柔性契约网络，是各价值链交织在一起的多产业价值

网络，因此，价值星系的财务管理目标也必然是一个目标网

络，不同层次的企业的财务目标有所不同，并且彼此之间相

互影响。

因此，在价值星系中，财务管理目标已不同于传统的企

业财务目标。传统的财务管理目标建立在“企业与市场”两级

制度框架模式之上，而价值星系的财务目标是建立在“企业”、

“市场”和“中间性组织”三级制度框架模式之上。任何一种财

务目标，都是一定政治经济环境下的产物。社会经济环境因

素的变化，使企业财务目标也发生变化。在传统的财务管理

目标中，无论是总产值最大化目标、利润最大化目标，还是股

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还有诸如普通股股

价最大化目标、所有者权益总价值最大化目标、财富与社会责

任最大化目标、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及本金收益最大化目

标等，都是以单个企业或企业集团为对象，通过有效的制度安

排达到财务管理的目的。价值星系的财务管理目标因商业模

式、组织关系、经济环境的不同而具有独特的性质。基于价值

星系的财务管理目标因星系的层次性、集合性、网络性和价值

目标性分为三级两元目标：“三级”是指“恒星”级、“行星”级和

“卫星”级三个层次；“两元”是指“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具

体来说，是指价值创造最大化与价值分配最优化。在价值星

系中，“恒星”企业往往表现为有能力控制价值流路径的信息

和资源、能够起到帮助其他企业相互间建立桥梁的焦点企业，

而星系成员都是具有自组织特性的能力要素模块，它们由焦

点企业外部的供货商、协作厂家、中间商、企业用户以及最终

消费者，甚至是焦点企业内部的其他部门的能力要素模块组

成。这些能力要素互补、互嵌的模块相互合作，共同降低生产、

交易及市场认知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并支持“恒星”模块创新

目标的实现。

因此，各星系成员必须通过共同合作去创造价值，实现价

值创造最大化目标。同时，为了确保各星系成员价值创造的

持续性，必须通过市场选择或制度保障实现价值分配的最

优化。

三、结论

价值创造活动及其机制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价值星系的

出现意味着企业组织间关系及价值创造机制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价值星系所包含的新的价值逻辑，对于企业来说有着重

要意义，包括价值创造能力、利益相关者关系、经营系统排列

组合、财务管理目标等。在价值星系中，财务管理目标是指

“恒星”企业、“行星”企业和“卫星”企业的价值创造最大化与

价值分配最优化。在价值创造时，价值星系要始终以顾客为

出发点和归属点，将顾客作为所有利益相关者中最重要、最核

心的因素，因为顾客的选择引发了价值星系内部的采购、生产

和交换活动，或者说是顾客主导了价值星系，顾客是价值创造

最大化的根本保障或源泉。价值星系是一个引力集合体，引

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价值创造的多少，而且取决于价值分配的

合理性。合理的价值分配增强吸引力，吸引企业进入该星系，

提升星系的价值创造能力；相反，不合理的价值分配增强逃逸

力，引致企业逃离该星系，削弱星系的价值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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