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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成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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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合作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交易型合作和组织型合作。两者有重大差别：组织型合

作有一个共同目标，交易型合作没有共同目标；组织型合作所遵循的规则往往是刻意规定的，而交易型

合作所遵循的规则往往是自发形成的；组织型合作会建立一个等级制或科层制结构，而交易型合作则不

会产生这种结果。组织是按其内外制度来行动以达到共同目标的具有等级制结构的群体。可以从经济

人假设出发，运用交往惠利、交往成本等概念分析组织形成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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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形成合作关系的条件及合作的两种理念类型

大群体中间出现合作的首要条件是合作比不合作对各方都更有利，即合作会给双方带来互惠的

利益，可以简单地称作交往惠利，而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交往惠利要大于或起码要等于他的交往成

本，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净交往惠利要大于或等于零。这往往表现在双方的博弈得分矩阵的特定结

构，即对于每一方来说，不论别人采取什么策略，即便是不合作的策略，他采取合作策略总是比采取不

合作策略更有利。净交往惠利大于零是合作的基础，是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出现合作的第

二个条件是信息完全，即各方都知道合作会给双方带来互惠的利益，而且每一方都明了对方具有这种

信息。由此可知，这第二个条件也就是双方要有共同信息，或者说是具有共同的文化［8］。

净交往惠利和共同文化是人们形成合作关系的两个一般条件［!］，这两个一般条件的具体内容

在不同的人类活动中是不同的。在经济活动中，净交往惠利就是团队生产相对于单干的优越性，分

工相对于不分工的优越性，交易相对于自给自足的优越性；在政治活动中，净交往惠利就是结盟或

统一战线的优越性，等等。

人类的合作关系有两种基本的理念类型（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合作关系都可归结为它们其中之

一或两者不同程度的混合），第一种理念类型是合作者在追求各自的目标（往往互不相同，甚至可能

有矛盾）时，通过平等协商来约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并以此为基础来增进双方的利益，但起码不

以损害对方为前提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如市场交易双方在不存在欺诈时便是这种合作关系，可以

把这种合作称作交易型合作。合作的第二种理念类型是建立组织，如企业、家庭、政党，等等。定义

组织为以等级制或科层制为结构特征的若干人（两人或以上）的集合，他们遵从同一制度，以实现共

同的目标［;］。对应于交易型合作把这种合作称作组织型合作。

显然，组织型合作与交易型合作有重大区别。组织型合作有一个共同目标，而交易型合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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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目标；组织型合作所遵循的规则往往是刻意规定的，而交易型合作所遵循的规则往往是自发形

成的。组织型合作会建立一个等级制或科层制结构，而交易型合作则不会产生这种结果!。

社会是这两种合作类型互相嵌入的结果或混合体。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就像一个大型的

等级制组织，同时也存在着商人之间的交易型合作关系，但是以前一种关系为主。现代发达社会，

政府与普通公民之间也还是一种等级制关系，只不过政府成员不再像过去那样固定且不由普通公

民选举产生；同时大量存在着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型合作关系；然而在每个经济主体（公司企业）内

部，存在的又是一种等级制组织关系。

二、组织的定义及形成的条件

组织是人类合作的一种特殊形式。要给组织下定义，就要区分“组织”和“制度”"。任何组织

都有其成员必须遵守、而非成员不必在乎的内部制度；同时它还面临规范整个组织的行为，调节各

个组织之间关系的外部制度；此外，还有关于组织本身是否被允许或者说可以存在，及组织需具备

什么特征的制度，两者可概括为关于组织本身的制度［!］（"#$!）。后两种制度是在更大的社会范围中

制订的，对组织来讲是外生的行为约束；而组织的内部制度是由组织成员自己制订的（当然不同成

员的决定权不一样）。以企业这种组织为例，其内部制度（如考核制度等等）是由内部成员制订的；

公司法则是关于企业这种组织本身的制度；而像反垄断法等便是约束企业行为的外部制度。

通常，组织的外部制度与关于组织本身的制度要相互适调。同时，它们共同为组织的内部制度

确定了界限，内部制度一般不允许与外部制度及关于组织本身的制度相冲突，外部制度一般比内部

制度有更大的普适性。组织内部制度有多种类型［$］（""#%&’ ( %&)）。这些内部制度往往使得组织成员

在责、权、利的分配上存在系统稳定的差异，从而造成一种等级制结构。虽然组织与制度两者不可

分离，但不能认为组织就是制度。组织好比一支球队，有共同的目标———赢球，有一系列为实现共

同目标而制定的规约球员行为的内部制度，还有关于球队本身能否组成及必须具备何种条件和特

征的制度，以及球队作为一个整体所必须遵守的外部制度———球赛规则。可以说制度是关于个人

和组织的行为规则，而组织则是按其内外制度来行动以达到共同目标的具有等级制结构的群体#。

组织一定具有自己的共同目标。这个共同目标的形成首先是因为许多个人的目标集之间存在

交集，它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组织的目标。社会地位或身份角色相同的人容易形成组织，如工会、农

会、商会等，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目标集合，存在交集。其次是因为许多个人实现自己目标的行为

具有正外部性，有助于其他人目标的实现。如果两个人追求自身目标的行为的正外部性是相互的，

而放弃这种行为的负外部性也是相互的，这就意味着两个人的目标是互补的（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的

目标集合一定相交）。这时，他们也可能集结成一个组织，该组织的目标集合是他们各自目标集合

的并集。这意味着社会地位或角色身份不同的人也可能在一个组织中，如企业主的目标是利润而

工人的目标是工资，但他们的目标集合往往是互补的，如当业主通过创新来追求利润时，工人的工

资奖金也会上升。同样，计件工资条件下工人追求高工资的后果必然也意味着高利润。由此可知，

各成员目标集的非空交集或他们那些具有互补关系的目标的并集，便形成组织的共同目标。

但共同目标只是形成组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对于该组织的成员而言，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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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是一件公共物品。因此，即便它的实现给整个组织带来的总收益大于实现过程中花费的总

成本，只要有人感到他获得的收益份额低于他分摊的成本份额，他就可能不参加组织，而采取搭便

车的态度［!］。因此，具有共同目标的一群人可以称作利益共同体，或奥尔森所说的“潜在集团”［!］，

它是形成组织的基础，但不能等同于组织。而且，利益共同体的成员人数越多，利益的分布越是均

平，则越难形成组织［!］。

使潜在集团的成员摈弃搭便车的态度，形成组织的主要因素有：否定搭便车行为的信念的传

播，从众心理，组织创新者的存在及其努力。当一种类似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得到传播

时，潜在集团是很容易形成组织的。当组织已经存在时，从众心理往往会使其他人加入组织。组织

创新者的存在及其努力是潜在集团转变为有形组织的最主要因素。组织创新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敏

锐性和使命感，能够发现和注意到潜在集团的存在，并认为把潜在集团转变为有形的组织是他当仁

不让的使命；他也要具有一定的鼓动力，能够提出和传播一种信念来否定搭便车行为，这种信念在

过去往往是宗教观念，在近现代则往往是道德说教或意识形态；他也往往具有一定的领导魄力，能

够压制和打击实际中发生的搭便车行为；他还要具有一定的利他主义倾向，在一定范围中和一定程

度上愿意为别人而放弃自己的利益，以便创立和维系一个组织。组织创新者就好像是一团面粉中

的酵母，通过它的作用，使一团松散的面粉成为作面包的原料。很多时候当我们发现只有潜在集团

而没有组织时，根本的原因往往是缺乏组织创新者。

组织往往表现为一个等级结构（或层级结构、科层结构）。于是，我们要回答为什么会出现组织

这个问题，就不能单纯说明人们何以要合作，而更要进一步说明人们为何要选择这种具有等级结构

的合作类型，而不是平等协商的合作类型。

科斯 "阿尔钦 "德姆塞茨等人对企业起源问题的分析是以企业和市场（合作的两种基本理念类

型的两个具体形式）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科斯用市场交易成本来说明企业的起源，阿尔钦 "德
姆塞茨等人用团队生产的性质说明企业的起源，并且以团队生产中必定出现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

行为和防止这类行为所要求的监督必要性，来说明企业为何是等级制的，及其收入分配结构何以由

契约收入和剩余收入组成。而马克思在谈到工人为何要进入企业为资本家做工时，实际上是指出

了企业这种组织（不包括个体户）的另一种起源：臣服，即工人是由于一穷二白出于无奈而为之。

综合他们的想法，从理论上对决定人们是否合作以及选择何种合作类型的因素进行概括之后，

可以大致归结为两大类：交往（易）惠利和交往（易）成本。

首先是交往（易）惠利，即人们在相互交往（广义的）中得到的收益。本文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界定为两类，一类是等级科层结构，即任何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如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欧

洲中世纪封建制度下各级人士之间的关系。这类关系的特点是命令—服从（或反抗）。另一类是平

等网络结构，即任何组织内部平级之间的关系，如市场中买卖双方的关系，男女平等家庭中的夫妻

关系，等。这类关系的特点是协商—竞争（包括对抗乃至战争）。这两类结构在社会中并不是截然

分开互不关联的，而是相互嵌入的。

平行网络结构中的交易惠利包括：由于交换实现的帕累托改进、由于分工实现的比较利益和由

于地位平等产生的平等快感。没有交换就不可能从各自的初始状态产生帕累托改进，而交换引致

的分工将进一步导致比较利益的实现。同时，地位平等的交易还会使人产生一种由自由交易平等

相待所导致的心理快乐。

等级科层结构中的交往惠利对于统治（管理）者来说，一方面是被统治（管理）者生产的物质剩

余（它可能来自于被统治—管理者的分工，也可能来自于被统治—管理者的协作，即团队生产），即

剩余索取权；另一方面是统治（管理）的权力所带来的快感，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权力欲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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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快乐也许比物质上的利益更重要。等级科层结构中的交往惠利对于被统治（管理）者来说，

可以采取两种态度：臣服或者反抗。而臣服有自愿和非自愿之分，如果臣服是自愿的，那么就意味

着存在臣服红利，它包括参与团队生产所带来的团队红利（这是个人如果不加入到等级科层结构中

参与团队生产只靠自己单干所不可能得到的收益），还包括摆脱管理决策所带来的快乐，有相当一

部分人是不愿意从事管理决策的。如果臣服是非自愿的，这意味着臣服并没有正面收益，只是为了

避免遭受惩罚，因此臣服收益只是一种机会收益，即只避免了其他选择所可能带来的最大损失（如

因反抗而被杀害），而选择臣服避免了这个损失，这就是选择臣服的机会收益。反抗红利是指通过

反抗所得到的各种收益，如统治（管理）者在收入分配等方面所做出的让步、提高自己在等级科层结

构中的地位，等等。

交往惠利的具体内容如图 ! 所示。

交

往

惠

利

平行网络结构中的交易惠利

由于分工实现的比较利益

由于交换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由于地位平等产生的平等快感

等级科层结构中的交往惠利

统治（管理）者的统治—管理红利

被统治（管理）者的

臣服红利（自愿臣服时）

机会收益（非自愿臣服时）{{
{

反抗红利

图 ! 交往惠利概念分类图

决定人们是否合作以及选择何种合作类型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交往（易）成本，交易成本这

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在不同作者那里往往会有不同含义!。

最广义的交往成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与等级科层结构有关，另一类与平行网络结构相关。

在平行网络结构中，交易成本不再是狭义的市场交易成本，而是人们为建立平等协商型的合作

关系所支付的一切成本，包括市场交易成本，也包括民主政治中不同政党谈判结盟所支付的成本。

在等级科层结构中，交易成本对管理者来讲主要是管理组织成本［’］，包括组织的创立成本和维

持成本。它泛指一切等级结构中，上级领导或统治者为使下级成员或被统治者为实现组织目标而

努力所支付的一切成本，包括收集信息整理信息的成本（通常意义上的监督成本也属其中之一），决

策协调成本，以及贯彻实施决策的成本（也包括为使下级臣服所付出的奖罚成本、镇压和欺骗成本，

等）。管理组织成本往往是利益共同体成员数量的增函数，因此人数越多的利益共同体越难以形成

组织。管理组织成本还是利益共同体所遭受的外部压力的减函数，外压越大，不建立组织的机会成

本也越大，于是协调成本会趋低，相应地管理组织成本也越低。

等级科层结构中的交易成本对于被管理者来讲主要是臣服成本或反抗成本。臣服成本，即一

切组织中下层成员服从上级（统治者）指挥所需付出的一切代价，包括所受到的经济剥削和人格上

的轻视，以及缺乏控制权自主权，等等。反抗成本，即一切组织中下层成员不服从上级（统治者）指

挥所需支付的一切成本，包括所受到的，从轻微的批评到严厉的惩罚和镇压。臣服与反抗也是交往

关系，对于被管理者来讲，这两种行为都要付出成本。这两种成本的比较，决定了被管理者是臣服

还是反抗。

最广义的交往成本概念，可以下图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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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交往成本概念分类图

由于两种结构中都存在交往（易）惠利和交往（易）费用，故对于行为主体的一定目的来讲，哪种

结构实现该目的的净交往（易）惠利［等于交往（易）惠利减去交往（易）成本之差］高，哪种结构就可

能最终被选择用来实现该目的。

净交易成本（等于交易成本减去交易惠利之差）减去净管理组织成本（等于管理组织成本减去

管理红利之差）之差（! " #）与净反抗成本（等于反抗成本减去反抗红利之差）减去净臣服成本（等于

臣服成本减去臣服红利或臣服的机会收益之差）之差（$ " %）的各种组合，最终决定了人们是否合

作及采取何种合作类型（参见表 & 和图 ’ 说明）。

图 " 决定人们是否合作、如何合作的各种情况

表 # 决定人们是否合作、如何合作的各种组合

! " #

$ " %

( ) * ) + )
( ) 组织 组织 协商

* ) 组织 不定 协商

+ ) 不合作 协商 协商

&!

（&）当 ! " # 和 $ " % 都大于零时（对应右图中的第一象限），平行网络结构中的净交易成本过

高，而净管理组织成本相对较低；同时对于将处于组织下层的人来说，净反抗成本过高，净臣服成本

相对较低，于是将出现等级组织，大到国家，小到家庭（如长辈与年幼晚辈之间），都是这种情况。

（,）当 ! " # 和 $ " % 都小于零时（对应右图中的第三象限），平行网络结构中的净交易成本相

对较低，而净管理组织成本相对较高；同时对于将处于组织下层的人来说，净反抗成本相对较低，净

臣服成本相对较高，于是将出现平行网络结构，出现平等协商型合作。

（’）当 ! " # + )，且 $ " % ( ) 时（对应右图第二象限），由于净管理组织成本过高，有可能成为组

织上层的人更偏好平等协商型合作，而可能的下层人虽然愿意服从但也不必服从，于是出现协商型

合作局面。

（-）当 ! " # ( )，且 $ " % + ) 时（对应右图第四象限），由于净管理组织成本相对较低，有可能成

为组织上层的人更偏好建立组织，但是相对较高的净臣服成本将使得有可能成为组织下层的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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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抗争不合作的态度，于是出现普遍不合作的局面。

（!）当 " # $ % & 而 ’ # ( ) & 时（对应右图纵轴的正数部分），有可能成为组织上层的人对两种合

作类型偏好无差异。而可能成为组织下层的人由于净反抗成本过高而宁愿臣服，从而建立组织型

合作关系。

（*）当 " # $ % & 而 ’ # ( + & 时（对应左图纵轴的负数部分），有可能成为组织上层的人对两种合

作类型偏好无差异。而可能成为组织下层的人由于净臣服成本过高而不愿臣服，从而会出现协商

合作局面。

（,）当 " # $ ) & 而 ’ # ( % & 时（对应左图横轴的正数部分），对于有可能成为组织上层的人来说

净交易成本高于净管理组织成本。而可能成为组织下层的人对反抗和臣服无所偏好，于是可能出

现组织型合作。

（-）当 " # $ + & 而 ’ # ( % & 时（对应左图横轴的负数部分），对于有可能成为组织上层的人来说

净交易成本低于净管理组织成本。而可能成为组织下层的人对反抗和臣服无所偏好，于是可能出

现协商合作局面。

（.）当 " # $ % & 而 ’ # ( % & 时（对应左图中的原点），将出现不确定局面，这取决于 ’、( 与平行

网络结构中的净交易成本的比较，当可能成为组织下层的人的 ’、( 大于他们的平行网络结构中的

净交易成本时，则可能出现协商合作局面；当他们的 ’、( 小于平行网络结构中的净交易成本时，出

现什么局面则无法确定。

净交易成本、净管理组织成本、净反抗成本、净臣服成本，这四种成本之间的相互比较，决定了

人们是采取合作态度还是不合作态度，及采取合作是以平等协商的形式还是以组织的形式。分析

这四种成本的具体内容及决定因素，将有助于揭示各种具体组织的产生之谜。

科斯对于企业的起源的解释是极具创意性的，但是从本文的观点来看，仍有可以改进之处。因

为过高的交易成本只能说明人们愿意放弃市场交易建立企业，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组成企业之后

有人愿意做部下而有人愿意做领导，即人们为何愿意从地位平等的交易者变为地位有差异的企业

的成员。而一旦把净管理组织成本和净臣服成本考虑进来，问题就容易说明了：认为净管理组织成

本大于净臣服成本者，愿意成为被领导者；而净管理组织成本小于净臣服成本者，则成为领导者。

净交易成本、净管理组织成本、净反抗成本、净臣服成本，这四种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助

于说明具有紧密联系的企业集群这种准组织的形成。过高的交易成本使得人们不愿意完全采取随

机市场交易的合作类型，但是过高的净管理组织成本和净臣服成本，又使得人们不接收企业这种内

部具有科层制的合作类型，于是企业集群应运而生。具有“宁做鸡头，不作牛尾”观念的人，就是净

臣服成本特别高的人，具有这种文化的地区，往往不容易出现大型企业，往往出现小企业的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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