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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 据对 以往 企业 家报 酬 的研 究，提 出了一套 综合反 映企 业家报酬 的 系统研 究框 架 ，并采 用 系统动 力学 简 

单研 究了该 系统的反馈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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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顾 

从国外来看 ，自经理革命开始至今，对 

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报酬的研究已引 

起经济学家 、会计 学家 、心理 学家 、人力 资源 

管理专家和战略规划者的广泛关注，主要体 

现在报酬 的绝对水 平 、企业 家与所有 者之 间 

风 险分担 的程 度 、企业家报 酬对企 业经 营成 

果的敏感性和报酬的决定因素等几个方面。 

研究线索主要包括：①代理理论。研究者基 

于最优 的CEO契约应 当把CEO报 酬与企业业 

绩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假设 。研究企业股票价 

值 变动 与企 业 总经理 报酬 变 动之 间 的统 计 

关系 ，并 用前 者作 为对 总经 理 生产 率 的衡 

量，揭示经理报酬对企业业绩的敏感性。② 

劳动经济学家用市场的力量来解释CEO报 

酬的决定。即按照古典的生产边际理论 ，企 

业家对企业提供的服务被视为产品的其他 

要素或投入，这种投入的价格(企业家报酬) 

是 由产出 的市场 (企业 家 市场 )的供 给和 需 

求的交点决定的。③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们更 

多地从企业 家人力 资本特性 、企业 家的职位 

标准和在管理阶层 中的层级来说明CEO报 

酬的决定。著名的薪酬专家Hay Associates于 

1984年开发的海氏工作评价系统得到较为 

广泛的应用。④组织行为学家从行为的标准 

来说明企业家的报酬决定．主张应当根据企 

业家发生的行为来决定企业家报酬。⑤还有 

学者从企业特征和治理结构等角度对企业 

家报酬进行研究 。 ．， 

国内对企业家的研究主要包括 ：①“人 

力资 本学派”．其 主要 代表是 关于企 业所有 

权在人力资本 (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与 

非人力资本之间分配关系的论战 以及企业 

家异质型人力资本 、经营力、企业家人力资 

本价值(价格)、企业家无形资产等概念的提 

出。这些研究并没有直接论及企业家报酬 ， 

但为企业家报酬研究奠定了人力资本理论 

基础．从而有助于对企业家报酬展开理论分 

析。②“激励理论学派”，其突出特点是根据 

激励理论对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包括报酬 

机制)提出重构思路。这也是当前研究的重 

点。③“分配理论学派”，研究大多针对当前 

特殊的背景对分配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 ．但 

对独 特 的阶层 ——企 业 家收 入分 配 问题 研 

究很少。④还有大量文献对企业家的报酬契 

约、年薪制 、持股制、期权制度 、远期报酬制 

度进行研究。总体看来 ，国内的研究成果呈 

现出两个层次 ，一是绝大多数的理论性研究 

是 研究 企业 家人 力 资本 和委托 代 理关 系 下 

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 ，对企业家报酬 

并没有直接的研究 。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 

相应 的理论基础 ；二是简单 的实证 研究 ，对 

现有 状况和 问题 进行分析 。在不 同程 度上对 

实践操作有一定的意义 。但深入系统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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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报酬理论基础并不多见，仍然不足以 

解决我 国企业家报 酬问题 ．并 且两个层 次 的 

研究显得 有些脱节 。 

从现有对企业家报酬的研究成果来看，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家报酬作了懈释 ， 

从根本上 增强 了对 企业 家报酬现 象的理解 。 

极大推 动 了企业 家报酬理 论的发 展 ，但是 。 

这个领域仍然陷于通过对企业家的报酬实 

践提供解释和指导的检验方法来得出对 自 

己观点的支持，特别是大多数文献集中于某 

种单 独 的因 素对企 业 家报 酬 的决定 或影 响 

分析 ，而缺乏多重变量分析以及系统 、全面 

的分析 ：研究大多集中关注以报酬作为因变 

量 ．用 决定 因素和 预测 变量 作为 自变 量 的 

“非 双 向性 ”模 式这 种“非 双 向性 ”忽 略 了企 

业家报酬、企业家行为、企业制度环境、市场 

环境 以及 与所有 者之间 的互动关 系 ，没有解 

释报酬与整个组织系统的关系，还没有形成 

一

个完整地研究企业家报酬的激励框架。 

2 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 

如果我们不是将企业组织简单等同于 

结构 ，而是将其理解为战略、结构与文化的 

有机结合 。那么从广义上说 ，企业的组织活 

动或 组织工作就 有着更 为丰富 的内涵 ．所 以 

组织 就成为一 个复杂 的 、具有 多 重信息反馈 

的非线性系统 。而且 。随着 企业的不断增长 ， 

高技术的发展 ，以及环境的飞速变化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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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处理的信息的复杂性更是 以几何级 

数增加。构建企业家报酬的研究模型，如果 

按照前人传统的“单向性”方式。也许就难以 

很好地确定企业家报酬。 

为了使企业家报酬 的确定研究更加科 

学化 、有效化 ，本人拟采用系统动力学作为 

其研究 的基础。系统动力学 (System Dy． 

namics)是美 国麻省 理工学 院以福 雷斯 特 (J． 

W．Forrester)教授为首 的系统动力 学小组 于 

20世纪50年代创立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 

一 门学科 。 

系统 动 力学 强调 系统 的结构 决 定 系统 

的行为，主要着眼于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 

物质流动、信息流动以及它们所形成 的反馈 

结构，并 由此来构造系统的动态模型，进而 

解释系统动态行为。系统动力模型与计量经 

济模型、线性规划模型相 比较 。对数据的依 

赖程 度较低 。 

系统动力学是研究社会经济领域中具 

有多重信息反馈的非线性系统的一种计算 

机模拟的有效理论与方法．它并不强调采用 

解析 关系 。而是用 图表 的形式来描 述变 量之 

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能最大限度保持模型与 

实体的一致 性。在研 究过程 中 ．系统动 力学 

可 以充分 考虑 人 的经 验和决 策 过程 对 系统 

的影响 ，在分析企业家报酬因素和决定方面 

有着不可 比拟 的优越性 。所 以它在分析非线 

性 复杂系统方 面具有 明显的优 势 0有助 于把 

问题的解决从系统外部转移到系统内部。这 

种 转移 可 能彻底 改 变人 们研 究某 个 问题 的 

角度 ，从而更 好地具体解决 某个问题 。 

3 影响企业家报酬的变量 因素分析 

正确理解和制定企业家报酬 ，必须从所 

有者的角度出发 ，以企业的性质和企业家信 

息处理工作机理为切入点，全面并权变地考 

虑投入(人力资本)与产出(业绩)、市场与企 

业 、经济 与文 化 、法 律 与伦 理 的关系 及它 们 

对报酬水平、性质和结构的作用 。才能揭示 

企业家报酬决定的本源： 

3．1 镧 度环境 因素 

决定企业家报酬的制度环境因素包括 

市场因素与环境因素。市场因素指从企业家 

市场供给与需求 、从决定商品价格的角度对 

企业家报酬进行度量的相关因素。环境因素 

则包括决定企业家报酬的相关人员(所有者 

与企业家)对权力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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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家市场。在企业家市场里，企业 

家作为人力资本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由于人 

力资本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其交易价格—— 

企业家报酬的确定并不能以简单的市场供 

求关系所能表达的。为了吸引、留住符合条 

件的企业家，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现行价给企 

业家以同等水平的报酬 ．而市场现行价的确 

定实质上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 

(2)所有者偏好。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 

的分离，所有者权力被削弱了，尤其在信息 

方面。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设计一个激励机制 

来使企业家的行为尽可能符合所有者的利 

益。由于所有者与企业家在权力方面的偏 

好。使得企业家报酬系统存在一个动态特 

征。报酬的确定也成了所有者与企业家双方 

一 个持续的“讨价还价”的过程。 

3．2 组织 内部 因素 

(1)企业 战略 。不 同竞争 环境下 的企业 

以及具有不 同资源与能 力的企业 ．其企业 战 

略存在很大的差异．企业战略与企业家报酬 

相关性的研究 以及公司多角化与报酬组合 

关系的研究表明，进攻型战略企业要求企业 

家创造市场 。而不是适应变化：跟随型战略 

以及防守型战略企业，企业家所面临的环境 

要 稳定 些 ，复杂性 也少 一些 ．风 险相对 也较 

小。只有针对企业战略设计企业家的报酬． 

才能激励企业家更好地达成企业目标。 

(2)企业绩效。按照现代代理理论观点， 

企业绩效是联 系所有者 

利益和企业家利益 的基 

本方式 。所有 者为降低 由 

于企业家的 自利行 为而 

产生的代理成本，将经营 

绩效与激励报酬挂钩 ．由 

此可以逻辑地推 出最优 

企业家报酬契约应该是 

报酬与绩效密切关联。但 

是，托斯等人通过因素分 

析法认为，企业家报酬中 

只有不 到5％的成 份 可 以 

用绩效因素来解释。还有 

许多实证研究发现 ．报酬 

与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 

而 且敏 感 系数 的变 异 范 

围广 。由此可见 。决 定企 

业家报酬的因素并非仅 

是绩效。 

(3)企业规模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企业 

规模与企业家报酬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从 

体调查结果来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报酬 

与企业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并非十分显著。其 

原因可能是企业规模影响企业家报酬的力 

度不够。以及 目前国企的企业家的报酬普遍 

偏低。 

(4)-I--作特征。企业家的报酬主要是对 

其从事的复杂信息处理工作的补偿 ．而并非 

仅仅是工作绩效的认证。企业家工作的复杂 

性 可能直接 导致整个 企业 的复杂性 ．但 是如 

果企业家认识到其报酬是建立在工作复杂 

性 的基础上的，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制造某种 

假象使其看起来异常忙碌 ．或者“投入”许多 

“重要事情”而挤占其对企业战略性问题的 

有效关注 ，从而使其高薪合理化。而对企业 

而言 ，则 可能迷失 方 向 ，丧失 核心能 力 ，引起 

企业绩效下降。 

(5)人力资本。一般来说，企业家报酬部 

分地取决于某个人的能力与努力程度。就工 

作而言，边际贡献往往部分地以其人力资本 

来评价，例如其所受的教育与培训地状况 。 

当然企业家的职业经历也会影响人力资本 

评 价的效果 。 

3．3 企 业家行 为因素 

(1)个性特征。企业家年龄、受教育程 

度、任期、角色与地位等个性特征 ，是确定企 

业家人力资本价格的信号。例如哈策尔就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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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期有关的激励分为终职激励、生涯激励 

和绩效激励。对应的企业家分别为即将退休 

者、预知退休者和无任期限制者3种。当企业 

家估计有被迫离职的可能性时，其绩效报酬 

的敏感度就会降低 ，企业家通过提高绩效获 

得高报酬的动力也会下降，同时产出与报酬 

挂钩的激励监督方式变得低效或无效。 

(2)企业家精神。每个社会都有其核心 

的价值体系．据此形成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全 

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行为模式与政府 

政策倾向。可以说，企业家行为理性化的过 

程 。是 整个 社会 理性 化 发展 的有 机 组成 部 

分。所以，要研究企业家报酬激励，必须将其 

置放 于近 现代 中 国社 会理性 化 发展 的 脉络 

中加以分析。目前我国全社会处在传统主 

义 、民族 主义 、共 产 主义 多元化影 响之下 。多 

种价值观念并存 ，缺乏全面 、系统的理论指 

导 ，核心价值体系缺失。 

(3)权 力与影 响力 (企业家 权 限)。如果 

企业家拥有较多的股权、较长的任职期、能 

控制高层管理层。则企业家可以在对其报酬 

的决定方面施加影响力。当然其影响的并非 

高额的现金报酬 ，而是报酬的类型与组合。 

如股票期权、延迟支付收入等。 

4 企业家报酬机制框架的建立(见图1) 

图 1指 出了企业家报 酬 的决 定因素 以及 

其可能影响的结果。其中影响企业家报酬的 

因素包 括上文提 到的制度 环境 因素 、企业组 

织因素以及企业家行为因素，而企业家行为 

也受 到制度 因素 、竞 争动态 因素 以及企业 战 

略因素等的影响；企业家报酬同时还要受到 

企业家需求动机与企业家业绩评价指标的 

影 响 ；企 业家报酬 直接影响 企业家行 为 。企 

业家行为又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这样企业绩 

效间接受企业家报酬的影响。当然 。企业绩 

效还受 到制度环境与相关利 益者的影响 。 

S 企业家报 

酬激 励SD模 

型的建立 

如 前 文 所 

述 ，企业家报酬 

与企业 环境 、制 

度 环 境 有 很 强 

的关 系。企业家 

靠 自身能力作 

用于企业 ，使企 

业 产 生 一 定 的 

绩效。企业绩效 

一 方面使 企业 
家 有 一 定 的 成 图1 企业采报一决定的研究框架 

就感 ，使他们更注重 自身学习，促使能力 的 

提高。另一方面会增加企业家与外界交往学 

习的机会 。也会促使其提高 自身能力 。由此 

促进企业的发展进步。图2反映以上各因素 

间的相互作用，图3反映了企业家报酬激励 

技 

骂 =  ／ 垒业t掌习 ’． 掌骂时 二== 二= 自黉 、 、 ’
． 、 —— I—■■斗■ 

l『垒 ，t地 ：| 舨⋯一 珲_ 
、蛐摹盎生 rt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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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主曩 企蛀 ⋯‘ 牟蔓熏他 

图2 主要变■问的相互作用 

图3 企业衷报酮激励SD筒革羹型 

sD模型关系图。 

由此来看 ．影响企业家报酬 的因素众 

多，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关系复杂。所以，要长 

期有效地激励企业家，从模型来看，报酮方 

式的选择不仅有金钱因素 ．还应更多地立足 

于企业家的教育背景 、学 习能力 、企业环境 

等因素 ，综合考虑各方 因素以恰当有效地确 

定企业家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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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y of System Dynamic on 

How to Design the Entrepreneur Pay 

Abstract：Excellent entrepreneur is a important resource in a enterprise
．And if we want to mobilize our 

entrepreneur to work hard，we must prompt our entrepreneur in effect and design reasonable pa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entrepreneur pay，I put up with a systemic research frame which reflects the pay an d re． 

search feedback charts of the system by the system dynamic simply
．  

Key words：entrepreneur；entrepreneur pay theory；system dyn 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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