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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博士论文文库》的出版是学校发展、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盛举
。
述其作用论其特点，必须回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说明。
　　众所周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北京经济学院）是我国第一个劳动科学教研基地
，至今已有55年的历史，假如是个自然人，当此年龄段该是知天命多时了。
五十五个年头，它有过创业的艰辛，有过成功的喜悦，有过挫折的郁闷，有过耀眼的光环。
它出身高贵，幼年受宠，少年惨遭磨难，青年恰逢盛世。
从纵向看，大致可切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北京劳动干部学校阶段（1954－1958年）　
　1954年，正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之年，中央和地方经济建设如火如荼，需要大批经济管理
特别是劳动管理干部；在职劳动人事干部大都是复员转业军人，需要大力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同志和马文瑞同志的关怀下，中央批准建立北京劳动干部学校。
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1955年11月11日写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函指出：“为提高各级劳动干部的政治
和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曾经前中央财委1954年9月6日批准建立一所容纳500名学员
的劳动干部学校。
”经中央1954年9月批准后，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和北京试验技工学校开始筹建。
在北京市东郊红庙征用了近百亩土地，建起了教学楼、礼堂、食堂、校办工厂厂房、教工及学生宿舍
等。
陈达、袁方、任扶善等一批教师从人大劳动专修科（劳动专修科宣布停办）调进了劳动干校。
在建设校园的同时，劳动经济、劳动保护和锅炉检验三个专业开始从全国劳动管理干部中招生。
作为大专性质的“调干生”，学制为一年。
1956年2月，三个专业的500名学员已经坐在新落成的教室里正式开始上课了。
　　令人骄傲和永远不能忘怀的是，1957年1月，正当第一批学员即将毕业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
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的领导，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全校师生员工
。
劳动经济专业的老师和劳动干校的领导等同几百名学员一起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接见。
至今我们还保留并在劳动经济学院走廊里悬挂着这张巨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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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在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的研究上，我国理论界对于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年薪、奖金、期权、期股
等显性激励手段已有较为充分的探讨，而针对激励机制的另一重要方面——基于经理人市场隐性激励
的系统研究却显相对不足。
同时，在数量有限的关于经理人市场隐性激励的研究文献中，其研究范畴也未能涵盖民营企业、三资
企业等“体制外”经理人市场，忽视了经理人市场的充分竞争性和统一开放性。
    本书所研究的经理人市场隐性激励，即经理人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隐性激励，是指通过经理人市场
竞争与声誉机制，而形成的一种内生于企业经营者的自我驱动性激励。
本书在综合评述国内外关于经理人市场隐性激励研究文献，对隐性激励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模型进行梳
理的基础上，结合从北京市属市管高校拔尖创新人才项目——“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问题调查研究
”课题调研中所获取的实证材料，对我国经理人市场（包括“体制外”和“体制内”经理人市场）隐
性激励现状和隐性激励低效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基于以上研究提出一些希望能对职业经理人市场建
设以至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有意义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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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隐性激励研究文献述评　　2.1　隐性激励研究的企业理论溯源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直
到新古典经济学，人们对企业内部结构问题都相对缺乏研究：新古典经济学肯定了企业的本质特征－
生产性，将研究着眼点定位于企业的生产行为，但是忽视了生产的制度结构，忽视了对企业内部权利
关系的考察，也没有涉及生产的组织和监督问题。
企业被当作一个“黑箱”，无人过问它的内部结构。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述中，企业被视为谋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单元，被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投入
一产出”的技术关系。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无论是“局部均衡”理论，还是“一般均衡”理论，都是研究市场交易的理
论，其主题是价格在平衡供求关系中的作用。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里，信息被认为是完全的，是在各交易方之间均匀分布的，且交易是瞬问
完成的。
在这些关于完备市场的假定条件下，完全竞争的瓦尔拉斯均衡中根本不存在欺骗、违约等道德风险问
题。
　　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在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中引入不完全信息而产生的革命性突破，与信息不
对称问题相关的研究逐步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发展：交易费用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构成了经济学
中研究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主要框架，而博弈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已经在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研究中逐
渐得到广泛的应用。
　　Coase在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本质》一文，第一次打开企业的“黑箱”，他从交易费用的角度，
深入论述了企业存在及其形成的原因、企业的边界等问题，把人们的视角转向深入考察企业这种制度
安排的内部结构。
　　在科斯的研究之后，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沿着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这两个学术分支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的着眼点在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而委托代理理论则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
企业成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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