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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拟企业是适应市场需求多元化的动态策略联盟 , 是信息充分条件下的合作博弈。因此虚拟企业合作机制

的设计和实施尤显重要 , 财权配置即是其中的主要环节。依据合作博弈的思想 , 构建了由核心企业主导制定战略并协调

成员财务关系的高度分权的虚拟企业财权配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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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博弈下的虚拟企业财权配置研究

1 虚拟企业及其组织特点

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 , 市场需求的日趋

多元化 , 使得现代企业的生存环境正在发生

着深刻的变化。企业的制度创新、组织变革

应运而生。在顾客需求导向下 , 以核心能力

或优势资源为依托、以业务外包或策略联盟

为主要形式的虚拟企业蓬勃兴起。这种由独

立经济实体通过契约结成的企业组织网络 ,

以其成员的信息高度共享、优势资源互补和

对市场机遇的敏捷反应等诸多特点 , 日益成

为一种能够有效整合企业资源、实现外部资

源内部化、实施企业间竞争合作战略以达到

共赢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1]。

虚 拟 企 业 是 一 种 经 济 实 体 的 动 态 策 略

联盟。它突破了科斯的传统企业边界理论 ,

成 为 介 于 科 层 企 业 组 织 和 市 场 之 间 的 特 殊

形式 , 组织边界呈现出模糊化和开放性等特

征。同时 , 虚拟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具有与传

统实体企业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组织结构的网络化。虚拟企业往

往 是 由 最 早 发 现 某 一 商 机 并 掌 控 该 行 业 关

键技术的企业或组织牵头 , 基于供应链形成

的以该实体为核心的网络化组织。维系组织

的 不 仅 有 契 约 、协 议 等 法 律 文 件 , 还 有 网 络

技术支持下的信息资源共享和资金流、物流

的顺畅流转。第二 , 虚拟企业的组织结构具

有动态开放性。虚拟企业各成员以其互补的

优 势 资 源 和 核 心 能 力 缔 结 成 对 市 场 机 遇 敏

捷反应的团队。一旦任务结束 , 该组织也随

即解散。虚拟企业组建后 , 外部企业仍可以

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协议进入联盟 , 也可自

由退出。因此 , 虚拟企业开放的组织边界是

模糊的。第三 , 虚拟企业的组织结构一改传

统实体企业科层制的界限和层次 , 变得扁平

化和柔性化。成员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任

务协调不再采用传统的命令式 , 而是代之以

平 等 互 利 的 合 作 关 系 和 激 励 相 容 的 管 理 机

制。

组 织 变 革 带 来 虚 拟 企 业 运 营 机 制 的 深

刻变化。在虚拟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下 , 各 成 员 保 持 着 竞 合 关 系 , 即 在 这 个 利 益

合作组织中 , 每个成员相互间都在为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而竞争 , 而这种竞争构成一种

博弈。虚拟企业的收益如何在作为要素资源

提供者的成员间分配便是博弈的主要内容。

虚拟企业各成员最终能否获得预期收益 , 不

仅取决于自身的行为 , 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其它成员企业的行为。按照博弈论中对合

作博弈的假设 , 若博弈方能达成具有完全约

束力并可强制实施的协议 , 且能够完全按照

某种特定的策略行事 , 则构成合作博弈[2]。合

作 博 弈 的 实 现 前 提 是 博 弈 各 方 信 息 的 充 分

交换。合作博弈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博弈各方

获 得 的 收 益 之 和 恰 好 等 于 各 种 联 盟 形 式 总

的最大收益 , 且各方均能从联盟中获得比单

独经营更多的好处。虚拟企业各成员为迎合

特定市场机遇而组建 , 以虚拟制造为基础、

信 息 技 术 为 工 具 、协 议 为 约 束 , 完 全 可 以 形

成 资 源 共 享 、 迅 速 适 应 市 场 机 遇 的 共 赢 组

织。因此 , 虚拟企业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合

作博弈[3]。

2 合作博弈下的虚拟企业财权配置

2.1 财权配置是虚拟企业合作机制 构 建 中

的重要环节

合 作 博 弈 是 虚 拟 企 业 成 员 关 系 的 一 种

理想状态。只有达到这种状态 , 虚拟企业才

能保障其整体利益 , 从而实现各成员利益的

最大化 , 即达到帕累托最优。而这样的结果

要 优 于 各 成 员 从 自 身 利 益 出 发 采 取 不 合 作

策略所达到的纳什均衡水平 , 并且非合作博

弈 将 会 阻 碍 虚 拟 企 业 各 成 员 潜 力 的 充 分 发

挥和价值的实现。虚拟企业因市场机遇的出

现而组建 , 又将因市场机遇的消失而终结。

要 在 短 期 内 将 独 立 的 经 济 实 体 结 成 一 个 利

益 共 同 体 , 除 了 合 同 、协 议 等 法 律 文 件 的 约

束力外 , 合作机制的设计和实施更显得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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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在虚拟企业的构建及运营过程中 , 权利

的划分非常关键。从一般意义上讲 , 企业的

权 利 无 外 乎 经 营 权 和 财 权 这 两 项 依 托 于 经

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基本权利[4]。因此 , 虚拟

企 业 的 财 权 配 置 是 合 作 机 制 构 建 中 的 重 要

环节。虚拟企业的经营权配置方案是核心企

业 只 承 担 战 略 规 划 和 协 调 成 员 关 系 的 高 度

分权结构。同样 , 为适应虚拟企业的组织特

征 , 财 权 安 排 也 应 站 在 成 员 共 同 治 理 的 角

度 , 通 过 对 涵 盖 财 务 决 策 权 、收 益 分 配 权 和

财 务 监 督 权 的 这 一 系 列 体 现 在 企 业 财 务 方

面的权力在成员间的协调划分 , 在权责明晰

的基础上 , 达到虚拟企业成员之间的信息对

称和利益制衡。因为相对实体企业而言 , 虚

拟 企 业 组 织 结 构 的 动 态 开 放 性 决 定 了 成 员

企 业 之 间 的 协 调 和 治 理 的 重 要 性 远 远 大 于

企业内部的协调。

2.2 合作博弈下的虚拟企业财权配置目标

( 1) 建立开放的财务决策机制。虚拟企

业 是 适 应 市 场 需 求 多 元 化 而 形 成 的 企 业 联

合体。它与传统企业相比的优越之处就在于

组 织 的 柔 性 化 带 来 了 企 业 对 市 场 机 遇 的 高

度适应性。因此 , 财务决策的高效性将成为

发 挥 虚 拟 企 业 先 进 性 和 前 瞻 性 的 决 定 因 素

之一。开放式的财务决策体系将成为提高决

策科学性的有效途径。虚拟企业可构建由成

员 广 泛 参 与 的 战 略 决 策 机 制 和 成 员 自 主 作

出运营决策的开放式决策体系 , 并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作为提高决策效率的手段。

( 2) 建立与要素资源对称的收益分配机

制 。 虚 拟 企 业 突 破 了 单 一 企 业 资 源 的 有 限

性 , 建立了跨越组织边界的资源互补型的组

织 架 构 , 各 成 员 在 产 品 研 发 技 术 、生 产 制 造

能力、市场拓展能力等各方面具独特性和优

势 , 由 此 而 组 成 的 要 素 资 源 联 合 体 , 各 成 员

都 具 有 分 享 企 业 收 益 的 内 在 要 求 。 我 们 认

为 , 将虚拟企业的收益分配与各成员企业的

要 素 资 源 贡 献 相 联 系 是 实 现 合 作 博 弈 的 有

效途径 , 当然也是困难所在。在要素资源贡

献度难以衡量的情况下 , 用要素资源的市场

价 值 来 作 为 收 益 分 配 的 主 要 依 据 将 是 一 种

解决途径。

( 3) 建立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财务监督

机制。虚拟企业合作博弈的实现机制中 , 信

息的完全性是一个基本要素。实施必要的财

务监督 , 将为保证虚拟企业各成员提供公允

的财务信息 , 对各自为政的利益分散格局具

有平等的约束力。成员均等享有财务监控的

权 利 将 是 体 现 虚 拟 企 业 动 态 多 元 化 治 理 结

构的机制安排。各成员企业也可将财务监督

权集中外包给中介机构 , 由中介机构代理行

使监督权。财务监督权的分散集中相结合将

会增强各成员对核心企业的制约 , 实现成员

间 的 制 衡 , 有 利 于 降 低 代 理 成 本 , 保 护 自 身

利益 , 增强成员参与企业治理的主动性和责

任感[5]。

2.3 合作博弈下的虚拟企业财权配置结构

合作博弈下的虚拟企业财权配置 , 就是

要明确财务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和财务监督

权应如何均衡分配 , 各成员企业应分享的权

利有哪些 , 通过权利在成员间的合理分配达

到激励合作的目的。基于虚拟企业的组成者

也是要素资源的提供者 , 并且虚拟企业合作

博 弈 的 主 要 内 容 即 围 绕 组 成 者 的 收 益 进 行

分配这一特征 , 在虚拟企业的财权配置中应

以收益分配权的划分为基础 , 财务决策权和

财务监督权均应围绕收益分配这个核心 , 通

过合作机制的设计达到权利配置的均衡[6]。

图 1 虚拟企业财权构成及关系

( 1) 收益分配权的配置。虚拟企业由首

先 发 现 某 一 市 场 机 遇 并 掌 控 行 业 关 键 技 术

的组织通过招标等形式 , 召集其它具备不同

优势资源和核心能力的组织组建而成。为达

到共同愿景 , 各成员都要向虚拟企业投入知

识资本、人力资本或实物资本等专有要素资

源。当面向市场机遇的一个项目完成后 , 便

会涉及成员间的收益分配问题。各成员在加

盟之初 , 对于自身要素资源的投入贡献和收

益都会有一个理性预期。按照 “经济人”假

设 , 在 虚 拟 企 业 这 个 利 益 共 同 体 中 , 尽 可 能

分 得 更 大 的 利 润 份 额 是 每 一 个 成 员 共 同 的

愿望 , 也是博弈的主要内容。

收 益 分 配 权 的 配 置 要 体 现 合 作 博 弈 的

思想 , 就应由虚拟企业组成者平等地享有这

项权利。以成员友好协商的方式制定收益分

配 方 案 , 确 定 利 润 分 享 份 额 , 并 在 契 约 中 加

以明确。作为要素资源的投入者 , 正确确定

各 成 员 的 要 素 资 源 贡 献 能 力 是 确 定 收 益 分

配比例的首要考虑因素 , 这也是决定收益分

配能否激发合作的关键。由于要素资源贡献

程度难以直接计量 , 因此将各种要素的市场

价值作为替代参照物 , 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

案。介于虚拟企业技术主导的特点 , 收益分

配 的 技 术 资 源 、 知 识 资 本 倾 向 性 将 不 可 逆

转。此外 , 由要素资源专有性及组织执行力

带 来 的 各 成 员 综 合 谈 判 能 力 的 高 低 也 将 是

契约签订的影响因素。而形成风险共担、利

润共享的合作机制 , 是收益分配权配置的最

终目标。

( 2) 财务决策权的配置。收益分配权的

有 效 配 置 是 虚 拟 企 业 合 作 博 弈 机 制 的 实 现

基础 , 而最具财务资源配置功能的财务决策

权又是收益均衡分配的前提。为适应虚拟企

业 管 理 层 次 扁 平 化 和 各 成 员 为 独 立 经 济 实

体的特点 , 突出核心企业的战略导向作用和

组织协调功能 , 是财务决策权配置的主要思

路。

核心企业享有的财务决策权 , 应包含虚

拟企业经营方向决定权 , 为保证虚拟企业财

务 信 息 顺 畅 流 通 的 统 一 财 务 制 度 制 定 权 以

及 虚 拟 企 业 内 部 产 品 服 务 的 转 移 价 格 制 定

权等权利。核心企业掌握这些权利就是要掌

握 面 向 市 场 机 遇 的 战 略 导 向 和 面 向 虚 拟 企

业各成员的协调功能 ; 而其它重大财务决策

权 , 包括投资、筹资计划权和制定经营预、决

算方案权等权能 , 均应由成员掌握。对于资

本预算审批权、业绩考评权等涉及到要素资

源投入及收益分配份额的决策权 , 均应由虚

拟企业的组成者共同享有 , 以体现决策的开

放性特点。

财务决策权的上述配置方案 , 能够在一

定 程 度 上 增 强 虚 拟 企 业 各 组 成 者 参 与 企 业

治理的动力 , 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财权过于

集中而导致的配置失衡 , 实现了灵活和可控

的有效结合。

( 3) 财务监督权的配置。对于财务监督

权 , 主 要 体 现 为 检 查 财 务 信 息 公 允 性 、对 财

务 执 行 情 况 实 施 监 控 并 及 时 纠 正 违 背 契 约

的不当行为等权利。影响虚拟企业财务监督

效 用 的 最 重 要 因 素 即 谁 来 实 施 监 督 以 及 授

权程度如何。用合作博弈的思想来配置财务

监督权 , 就要将财务监控的权利均等地分配

给各成员 , 由其独立自主地行使或集中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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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inancial Power Allocation
of Vir tual Enterpr ise in Cooperative Gaming

Abstract:Virtual enterprise is the dynamic firms! alliance to adapt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s a kind of coop-

erative gaming under sufficient market inform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in virtual enterprise. The financial power allocation is the main point in this course.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cooperative gaming,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high division of financial power model, in which the

core corporation, as a leader, devises strategy and coordinates finan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bers of virtual

enterprise.

Key words:cooperative gaming; virtual enterprise; financial power

给会计师事务所代为行使 , 以形成虚拟企业

内部有效的牵制和制衡 , 也是防止财权配置

失衡的有效途径。

收 益 分 配 权 和 财 务 决 策 权 的 安 排 将 形

成激励合作的动力机制 , 而财务监督权的分

散将成为成员财务行为的约束机制。三权配

置总体上遵循高度分权的原则 , 形成由核心

企 业 主 导 战 略 并 协 调 成 员 财 务 关 系 的 财 权

配置格局[7]。

图 2 为 虚 拟 企 业 典 型 的 星 型 组 织 结 构

下的财权配置。

图 2 星型虚拟组织财权配置结构

3 合作博弈下的虚拟企业财权配置

保障机制

事实上 , 合作博弈是博弈各方的一种高

度信任状态。这种高度的信任感是虚拟企业

组成者协调关系的“润滑剂”, 有助于各成员

形成向心力 , 实现虚拟企业各成员间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的共赢格局[8]。合理配置虚拟企

业 的 财 权 是 建 立 激 励 相 容 合 作 博 弈 机 制 的

主要内容之一。在合作博弈逻辑下 , 要使上

述财务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和财务监督权的

配置得以实现 , 还要建立以下保障机制。

3.1 财务契约的订立及内部信用体系 的 建

立

市场经济条件下 , 平等的利益主体基于

资 源 共 享 的 合 作 得 以 维 持 的 基 本 形 式 就 是

契约。它将为实现合作博弈提供强制性的实

施规则 , 为各方提供完全性的信息。在虚拟

企业建立之初 , 就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 ,

通过协商、合作性谈判等形式订立各项财务

契约。而在虚拟企业形成之后 , 联盟各方的

信用就成为契约得以严格遵照执行的基础。

为此 , 在核心企业选择加盟方的过程中 , 对

其信用度的评判应作为一项重要标准 , 按照

标准对拟加盟的企业进行严格地筛选 ; 并在

此之上重视虚拟企业内部信用体系的建立 ,

以减少代理成本 , 将企业间原有的关联交易

外 化 为 契 约 交 易 , 尽 量 避 免 摩 擦 , 提 高 虚 拟

企业的运营效率。

3.2 依靠信息技术平台强化财务信息 资 源

管理

虚拟企业是超越空间限制的动态联盟。

虚 拟 团 队 的 组 成 者 依 托 互 联 网 技 术 , 通 过

ERP 系统平台 , 利用 EDI 等信息处理技术 ,

可 以 建 立 起 实 现 财 务 数 据 高 度 共 享 的 信 息

网络 , 以此保证财务和业务信息连接的一致

性、同步性和完整性以及远程财务数据处理

和财务控制管理。这一方面要求虚拟企业组

成者加大财务信息管理硬件的投入 ; 另一方

面则要求各成员加强财务信息的管理 , 在及

时 采 集 有 关 业 务 信 息 并 将 其 转 化 为 财 务 信

息的同时 , 及时为虚拟企业的其他成员提供

完整的财务信息 , 以便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和协调机制 , 实现财务信息的多向流动和信

息传递及沟通方式的质的飞跃[9]。

合 作 博 弈 思 想 下 的 虚 拟 企 业 财 权 配 置

结构将不是一成不变的 , 应适应组织柔性化

的特点 , 在虚拟企业运营过程中随时做出调

整。这种动态调整应贯穿于组织的整个生命

周期中 , 以保持虚拟企业的结构优势和机动

性 , 通过财权的均衡配置实现虚拟企业各成

员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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