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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为特征的古典企业中，不存

在经营者的激励问题，但是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两个

相互独立的行为个体就出现了。此时，不但所有者是效用最

大化的追求者，而且代理人也具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他们

的个人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是为委托人服

务。由于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事先并不完全了解代理人所具

有的知识、才能、经验等私人信息，签约后也不能完全掌握代

理人的具体行为，而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直接从事企业的生

产和经营，委托人难以判断他们工作努力程度的大小。为了

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减少他们的败德行为，各种激励机制

被委托人运用于代理人的报酬契约中。

一、竞争中的激励本质

斯蒂格勒认为，竞争是个人、集团或国家间的角逐。凡在

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种东西时就会

有竞争。竞争行为和人类历史同样悠久，所以达尔文从经济

学家马尔萨斯那里借用了这个概念，并像经济学家用于人的

行为那样，将它用于自然物种。自古典经济学兴起后，“竞

争”概念一直占据着经济理论的核心位置。从亚当·斯密开

始，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就被描述为一种获得有限的供给

和避免超额供给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得价格趋于均衡。从经

济学上来看，竞争和均衡的重要性在于：竞争的刺激是一个

行业中的每家企业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竞争力量

不仅使自愿的企业决策得以形成，而且会给企业决策加上非

自愿的、与存活相关的限制。寻找稳定的均衡结构肯定是有

用的，在这种结构中，那些竞争力量不再发生变化。在最具完

美意义的阿罗和德布罗的竞争———均衡范式中，竞争均衡是

由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决定的一组价格，使所有的市场者得

以出清。虽然以竞争———均衡范式为核心的主流经济理论受

到各方面的批评，但竞争对于提高经济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由竞争所产生的压力，使组

织通过有效的激励变得更有效率，更能避免组织中存在的偷

懒和不负责任的行为；竞争性的选择力量迫使低效率的组织

走出均衡，让位于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竞争的压力引发创

新活动，构成了生产效率的重要来源。

从管理学上来看，需要是个体生理或心理不平衡的状

态。当个体产生某种需要后，就会产生某种满足该需要的行

为动机，从而在动机支配下，发生目标指向性行为。行为的结

果可能使该需要得到满足，不平衡的状态得到改善，并进一

步产生新的需要，进入另一轮循环过程。如果把竞争引入这

个过程，由于竞争的存在，使个体需要得以满足并非轻而易

举，个体要在竞争压力下才能发生行为。因而，与没有竞争时

相比，存在竞争压力的个体行为的努力程度就会增加。也就

是说竞争产生了压力，压力则转化为动力，从而变成一种积

极性。从代理理论的观点来看，由于现代企业的股东进一步

分散，信息在出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分布越来越不对称，内

部人控制问题日益突出，阻碍了经营者的选择权和控制权激

励作用的发挥。从理论上说，一个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

把有关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有关隐性事实还原给经营者本

人，由他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与控制，将外在的激励转化为

经营者的自我激励，充分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从本质上而

言，竞争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同对方争夺，是两方及两方以上

的个人或集团在一定范围内为了夺取他们所共同需要的对

象而展开较量的过程。竞争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广泛存在

的现象，是生物界和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相互

作用中产生的较量和争胜，并由此推动着生物的进化和人类

社会的发展。竞争基本规律是优胜劣汰，这既是一种激励机

制，又是一种淘汰机制，准确地说，竞争是通过优胜劣汰的方

式以形成某种压力而产生的激励效果。

二、竞争激励机制的作用

竞争的作用在现实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

的两个功能是选择与激励。竞争可以让企业经营者的能力与

努力程度的信息更加公开，在企业经营者之间产生比较效

应，更有效地监督和激励经营者。也就是说，通过竞争的方

式，使得对经营者的监督不再是所有者所实施的直接行为，

而是通过市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来对代理人实施间接的监

督。所有者对代理人行为存在信息劣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所

有者可以利用竞争机制来弥补这一缺陷，但并不是说信息劣

势会因此被消除，只不过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同样，

企业经营者的能力只有在竞争中才能体现出来，竞争为企业

经营者的能力提供了信誉认可。为了在竞争中体现自身的能

力和价值，避免被淘汰出局，经营者的理性选择就是提高工

作的努力程度。

竞争条件下的激励效应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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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讨了竞争中的激励本质，并对竞争激励机制的作用形式、运行平台及其局限性进行了分析，以期为相

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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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产权理论把竞争作为激励的一个基本因素。他们认为

竞争激励能产生一种非正式的“隐含激励”，这种隐含激励

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是信息比较激励，竞争可以让企业经

营者的能力与努力程度的信息更加公开，从而更有效地监督

和激励经营者。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比较性的竞争将有

利于信息传递机制的完善，使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信息风险得

以降低。其次是生存激励，完善的竞争最终会产生两种结果，

即生存与消亡。经营者为了生存，在竞争面前只能发奋图强，

力求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效益。再者是信誉激励，这与声誉

激励机制有着直接联系，一个人的能力只有在竞争中才能体

现出来，竞争为识别他们的能力差异提供了一个评价和实现

机制，使有能力的人获得信誉认可，从而促使着声誉激励机

制效能的完整发挥。

三、竞争激励机制的运行平台

员援经理人市场。相对于公司的内部监控而言，经理人市场

会对经营者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经理人市场为企业提

供了相对客观的选择机制，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价值得到充分

而准确的评价，使得他们不得不重视自身的业绩声誉，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淤通过经理人市场中的竞争选拔，

企业能够发现更有能力和更优秀的管理人员。于经理人市场

的存在给在职的经营者提供了某种信息：具有良好经营业绩

的经理能够在经理人市场获取较高的谈判地位，提高了自己

的身价，如此便能相对有效地解决经营者的选择问题，让真

正有能力的人占据高层管理的位置。对于这种效应，国内外

学者都做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中法玛（员怨愿园）通过对经理

人市场人力资本价值的分析认为，经理人市场可以使经营者

处于一种不断地自我激励的过程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他们的自身激励问题。同时，法玛也强调，经理人市场起作

用的前提是这个市场能够客观地反映人力资本的价值，也就

是说，经理人市场应尽量出清和有效，这样能将有关经营者

能力和价值的信号充分和及时地在市场中得到反映，并且这

种信号只能是经营者行为的历史积累，是他们过去的努力成

果，否则，经理人市场所蕴含的激励作用不但不能发挥，甚至

还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经理人市

场对经营者行为信息的正确选择，以便通过这种市场机制来

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激励相容。

圆援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上，经营者的业绩会通过公司股

票或资本价格的升降表现出来。如果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

该企业的股票价格就会上升，经营者便会在收入、名誉等方

面得到回报；但是，如果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后果则相反，股

票价格的下跌会使公司面临被收购和兼并的威胁，这不但会

使其在资金上受损，甚至可能因此而遭遇破产清算。关于这

一点，曼目（员怨远缘）和马里斯（员怨远源）较早地注意到了资本市

场上的并购对经营者所产生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公司的经营

不善会导致“入侵者”的乘虚而入，而重组高层管理团队则

是其为获得实质控制权的必然之举，这种被“流放”的风险

使他们不敢大意。沙乐夫斯坦（员怨愿缘）曾设计了一个模型，

证明了资本市场的存在确实可以激励经营者，由于所有者与

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利用报酬契约来影响公司的绩效

并不显著，而资本市场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则可弥补这一缺

陷。但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市场监督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其中包括股票价格对公司业绩

的反映，而它要以股票的流动性为基础，只有这样，股票价格

的反映功能以及公司的接管才变得可能和流畅，从而产生足

够的威慑力，来防止和惩罚经营者的不道德行为。

猿援产品市场。应该说，产品市场的竞争对企业而言是最根

本的，因为这是企业利润的产生之源。不管经理多么强烈地

想追求其他目标，也不管在一个不确定性和高信息成本的世

界中找到利润最大化策略有多么难，不能为企业带来利润增

长必定意味着企业将从经济舞台上消失。产品市场的利润是

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指标，根据利润指标，我们可以对

经营者的能力、努力程度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也正因为如此，

利润指标是经营者年薪制的主要考核指标。哈特在员怨愿猿年建

立的模型中，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品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激

励作用。他认为，在现代企业和古典企业共存的行业中，各个

企业产品的市场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都包含各自生产成本的

信息，对于现代企业而言，所有者并不知道企业的真实生产

成本，但由于市场上古典企业的存在，他们把成本降到最低，

并从其市场价格中体现出来，现代企业的所有者就可以从其

市场价格中获知本企业应有的成本水平。这就构成了对现代

企业中经营者的压力，促使其努力经营以降低生产成本。也

就是说，由于古典企业标尺竞争的存在，使现代企业的经理

人的努力程度得以提高。实际上，即使市场中不存在古典企

业，各个经营者也会尽力地应对产品市场竞争以追求骄人的

业绩，获得市场对他们经营能力的肯定，从而得到显性或隐

性的、短期或长期的利益。

四、竞争激励机制的局限性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与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假设的相

反，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市场出清的存在。交易费用以及信息

不对称使得现实并不是“无磨擦”的真空，代理人的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所引致的代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仍然有

其客观必然性。这就如同“无穷”只能在人的抽象思维中存

在，“有穷”才是构成我们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则，无论是经理

人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其有效性都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

不能奢求它们能帮助解决所有问题，只不过市场机制的存在

使得这种费用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其不可能无限制

增长。

此外，竞争哲学极端化了个人主义的正确性，它认为一

个好的社会系统只能从竞争中产生，认为财富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它能为人类服务。竞争哲学将成功与正确、失败与错

误等同起来，认为只有生存下来的才是合理的，这具有一定

的片面性。所以，在运用竞争机制来激励经营者时，要注意

到它的缺陷，应积极地利用文化、道德等社会机制来对其加

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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