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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组织制度中的委托一代理关系
李必强 刘运哲

武汉 汽车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摘 要 现代企业组织制度中存在一系列委托—
代理关系

,

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

一一代理制既是必要的
,

有效的
,

又存在着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 函数不同的矛盾
。

西方管理学家对

委托人目标和代理人效用函数的不一致性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委托—
代理理论

。

本文简要介绍这一

理论
,

并从对代理人的考核评价和奖惩
、

实行目标管理
、

培育企业文化以及建设正常运行的市场四个

方面
,

论述了建立健全激励—
约束机制

,

改善委托—代理关系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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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和委托—代理关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
,

在长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

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

总结出一套

较为完善的企业组织制度
,

并 以法律来保护它
。

现代企 业组织制度主要表现 为现代公 司组织制

度
,

它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则 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 企业的决策权
、

执

行权和监督权相分离的原则
。

现代公 司的组织制度结构一般地由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四部分组成
,

分别

形成决策
、

监督和执行三大机构
,

行使决策
、

监督和执行管理 的职能
。

这种企业组织制度的好处

在于
,

它既给予了企业经营管理者一定 自主权
,

又能保障企业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

现代企业组织制度结构 中实 际上存在 一系 列凄对毛 代 理 关 系  ! 一  !  

股东大会委托董事会
,

董事会代理股东大 会委托的工作任务 主要是就重大 问题作 出决

策 董事会委托总经理
,

总经理代理董事会委托 的工作任务 执行决 策
,

经 营管理企 业 股

东大会还委托监事会
,

监事会代理股东大会委托的工作任务 对董事会和总经理等经理人员的工

作进行监督
。

在公 司企业内部
,

总经理以
一

又有一系列的委托—代理 关系
,

例 如总经理 与副

总 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

副总经理与部门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

部门经理和下

属单位负责人 研究所长
、

工厂厂长
、

二级部 门经理等 之间的委托—代理 关系
。

这些委托

—代理关系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委托—代理链
。

为什么会产生委托一才忆理 关系呢 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管理发展 的客观需要和条件所决定

的
。

在公 司制企业中
,

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及资本的不断积累
,

企业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

企业资

产所有者完全独立地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受到他具有的精力
、

专业知识
、

时间
、

组织协调

能力的限制
,

从而客观上要求有一个高效率的
、

专业化的层级组织来取代过去个人企业或合伙企

业的简单管理组织
,

即委托专业人员代理执行监控企业的职能
,

这便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
。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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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和麦克林所指出的
,

这种委托一
一代理关系

, “

存在于一切组织
,

一切合作性活动 中
,

存在

于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层级上
。 ” 卫委托

—代理关系是 一种契约关系
,

在 这种 契 约关 系 中
,

一个

或一些人 委托人 授权另一个人 代理人 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
,

其中包括授

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力
。

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首要原 因是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

其次
,

市

场经济的发展和管理的进步也为委托—
代理制的实行提供了代理 人才

,

即培养造就了一批

熟悉市场
,

善于经营管理 的职业经理
。

再次
,

市场经济的法制化也为委托—代理关系提供了法

律支持和保障
,

因为委托
—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

,

必须纳人法制化的轨道
。

基于效用 函数的委托—
代理理论

判断一种企业组织制度优劣的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对企业要素主体的激励—
约束机制

,

从

而实现各要素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

企业涉及的生产经营活动十分繁杂
,

各项活动所包含的知识和

信息量也不相 同
,

企业中的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选择其活动及努力程度的 自由
。

如果企业各

要素主体目标各异
,

个人 目标也就很难与企业的总体目标一致
,

低效率间题在所难免
。

一般地
,

每个企业成员在其所从事的业务范围内拥有 比别人更全面
、

更 准确 的知识 和信息
,

他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努力程度是很难观察到的
。

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
,

其工作的方式和努力程

度的选择是 以他的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
。

其一般的效用函数为
,

式中
,

是成员收人或报酬
, 。 为成员的努力程度

。

一般地
,

收入越多
,

其效用就越大 努力程

度越大
,

效用越小
,

工作努力是负效用
,

从而有下式成立

显然
,

企业成员尽可能选择以付出较少的努力换取较多 的收人或报酬
,

即

企业的产出可表示为成员的努力程度与环境 因素的函数
,

式 中
,

环境因素
、是一个随机变量

,

它对企 业的产 出有着重要的影响 成员的努力程度 尽 管与

产出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
,

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

在通常情况下
,

成员工作

的努力程度很难观察得到
,

或者只能部分地观察得到
,

由此
,

按工作努力程度确定成员报酬的方

式就不一定真正有激励作用
。

然而
,

产出是可以观察到的
,

如果 以产 出来确定成 员的报酬水平
,

则有
,

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确定企业成员报酬的方式
。

它将成员的报酬水平与企业的产出水平以及

成员个人的努力程度结合一起
。

在个人业主制企业及合伙制企业 中
,

企业资本的所有者
,

既是企

业的管理监督者
,

又是企业剩余的独立索取者
,

甚至还是企业的生产者
,

他们的努力程度直接关

系到他们 的收益
,

在享有全部的权利和收益的同时也承担企业全部的风险和无限责任
。

因而他们

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 中很少会有偷懒 或搭便车 行为
。

在公 司制企业里
,

资产的所有权 与支配权
、

使用权发生了分离
,

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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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了分工
,

在此基础上 一泛实行委托
—

代理制
。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站在不 同的个人立场
,

有着不完全相同的利益
,

因此产生两种不 同的效用函数

代理人效用函数
,

委托人效用函数
,

上式中
,

表示非货币物品收人
, 。表示资本增值额

,

表示资本收益
。

当代理人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情况下
,

则可能引发代理问题
,

即代理人实际作出的

决策能否仍然遵循委托人的意愿和以 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

亚 当
·

斯密早就 发现了资本所有权 与

控制权相分离条件下的代理问题
。

他说
“

在钱财的处理上
,

股份公 司的董事为他 人尽 力
,

而私

人
、

合伙公司的伙伴则纯粹为 自己打算
。

所以
,

要想使股份公 司的董事们 监视钱 财用途
,

像私

人
、

合伙伙伴那样用意周到是很难做到的
。

疏忽与浪费
,

常为股份公 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

端
。

唯其如此
,

凡属从事国外贸易的股份公 司
,

总是竞争不过私人的冒险者
。

所以
,

股份公司没

有取得专营的特权
,

成功的固然少
,

即使取得了专营特权
,

成功的亦不多见
。 ”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

委托人与代理 人之间效用函数的不一致性主要 表现 为 资本所有者作为

委托人拥有剩余索取权
,

他所追求和 目标是资本增值和资本收益最大化
,

最终表现为对利润最大

化的追求
。

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经理人员作为所有者的代理人
,

除了追求更高 的货 币收益外 如更

高的薪金
、

奖金
、

津贴等
,

还力图获得更多的非货 币物品
,

实现尽可能多 的非货 币收益
。

如经

理 人员的效用函数中还包括舒适 的办公条件
、

气派的业务旅行和商业应酬等
。

货币收益与非货币

物品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成本
,

即 当其条件不变时
,

经理人员对非货币物 品的追求将导致企业成

本上升与企业净利润的下降
。

所 以
,

如果没有适 当的激励约束机制
,

代理人就有可能利用委托人

的授权谋求更多的非货币物品
,

使委托人 的利润最大化 目标难以实现
。

由于委托人 与代理人之间 目标函数的不一致 性
,

就 很难 避免
“

道 德 风 险
”

盯  

的发生
。

所谓道德风险
,

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 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

行动
。

在委托代理关系 中
,

道德风险必然导致委托人利益的损失
,

这种损失通常被称作
“

代理成

本
” 。

它包括  向代理 人支付的薪金
、

奖金 与津贴等费用  代理人为追求非货 币物品所

导致的企业成本上升和利润的减少 由代理人决策 与使委托人利润最大化的最佳决策之间存

在的差异所导致的企业效率的损失
。

为 了降低代理成本
,

委托人就要通过契约关系和对代理人行为的监督来约束代理人的有那些

悖于委托人利益的活动
,

这又必然带来约束成本问题
。

约束成本包括  信息费用
。

为了有效

地通过契约关系和监督代理人的经营行为
,

契约双方必须掌握足够的信息
,

能够预见环境的各种

可能的变化
。

而收集
、

整理
、

存储
、

传输信息是需要 费用的
。

信息需求量越大
,

信息费用就越

高
。

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环境下
,

若要获取真实和充分的信息
,

不仅是困难的
,

而且代价是非

常昂贵的  通过谈判传递信息
、

起草合约和签约的费用  为保证契约的履行需要支付对

双方行为进行调查
、

监督和检测 的执行费用  代理人的行为受限制而产生的效率的损失等
。

代理成本和约束成本的变动方向是相反的
。

契约关系中确定的约束规则越是完整
、

明晰
,

越

能约束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

代理成本就会降低 但是
,

代理人的选择空间缩小了
,

企业行为

会变得僵化
,

可能丧失许多的获利机会
,

同时
,

委托人还得花费 可观 的信息
、

签约费等
,

使得约

束成本大 幅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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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健全激励—
约束机制

,

改善委托—
代理关系

男 年

代理 问题的核心是动力问题
,

因此建立和健全对经理人员的激励—
约束机制

,

对改善委托

—
代理关系

,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 间应 当有严格明确的合约与章程
,

以规定双方的责任
、

权利和义务定 期

对代理人履行其责任与义务 的情 况进行考核和审计
,

根据个人的工作努力程度
、

工作业绩和

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确定代理人的收人水平
,

使经营者的报酬公平合理且具有激励性
。

由于信息的

非对称性和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
,

所以在规定代理人的 目标任务方 面和评价代理人 的工作努

力程度方 面
,

都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

为了真正建立激励—
约束机制

,

必须针对信息非对称性

和环境不确定性
,

采用科学合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 的考核评价方法
。

企业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
,

有的越来越强大而有的破了产
,

这是正常的
。

制定和实施
“

破产

法
” ,

建立破产机制的重要 目的之一
,

是强化对经营者 的约束
。

有了破产的压力
,

可使经营者努

力工作
、

改善经营
,

创造效益
。

但破产必须触 动企 业经营者 的利益
,

应 当建立经营者对企业亏

损
、

破产 的责任制度
,

以强化约束机制
。

 在企业内部实行 目标管理
,

建立科学的 目标管理体系

应当看到
,

现代公 司制虽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

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是委托—
代理 关

系
,

但他们的基本利益和 目标是一致时
。

企业经营得好
,

成本费用节 约
、

盈利增加 以及资产增

值
,

这不仅是所有者所期望的
,

也直接关系着经营者的收人
、

经营业绩和名声威望
。

委托人和代

理人的基本利益和 目标的一致性正是 目标管理这种现代管理方法的基础和前提
。

企业推行 目标管理时
,

要大力宣传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的一致性
,

宣传建设企 业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性
,

激励企业经营者和全体员工实现企业经营 目标而共同奋斗
。

目标管理要 民主化
,

从企

业 目标的制定
,

目标的层层分解和落实
,

到 目标的执行和考核
,

都应 当依靠群众
,

发扬民主
,

充

分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群众对 目标管理 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

将激励企业经营者去更好地

履行 自己 的职责
,

实现企业的目标
。

严格的考核和群众的监督
,

将约束企业经营者偏离企业 目标

的行 为
。

重视和培育优良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养起来

的 日趋稳定的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
、

行为规范
、

道德准则
、

理想信念及企业风气
、

习惯
、

传统

等
。

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

是管理组织的精神支柱和灵魂
。

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
、

凝聚功能
、

激励功能
、

约束功能
、

协调功能和辐射功能
。

它一方面

激励员工为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多作贡献
,

另一方面约束员工背离社会准则和企业目标 的行

为倾向
。

与法律
、

规章制度 的
“

硬性
”

约束不同
,

企业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

由群体意 识和

气氛形成的
“

软性
’,

约束
,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 响
。

大力培育市场
,

建立市场正常运行的规则和秩序

委托 一代理关系 中的激励—
约束机制 的形成离不开市 场条件

。

其 一
,

必须存在 正常运

作
、

公平竞争的产 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

因为这些市场的存在
,

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获得正 当利

润的必要条件
,

可以使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工作业绩
、

工作努力程度做出客观的评价
,

可以说这是

实施有较监督的前提
。

其二
,

必须存在充分竞争 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市场
,

使所有者之间为寻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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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而展开竞争
,

使代理人之间为谋求代理
,

即寻找所有者或代理人而展开竞争
。

具体到企业这

个层次
,

就是应当有充分竞争的经理人才市场
。

市场竞争产生动力和压力
,

必然会形成对代理人

的激励与约束的双重效应
。

建立和健全激励 一约束机制
,

改善委托—代理 关系是一项涉及人际关系的复杂 的社会系

统工程
,

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和长期的工作
,

才能找到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

使现代企业组织制度

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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