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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HU理论是著者2000年结题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主要成果；该项目被评为当年全国为数不多的优
秀项目之一。
经过著者10年理论思考和企业应用，本专著对2000年初步成形的HU理论在理论上作了极大的扩展；在
应用上，也针对企业的要求，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本书在理论上对HU理论所作的新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从理论上论证了HU理论的激励力度可以达到
传统基数确定方法的任意倍；证明了魏茨曼介绍的基数确定模型只是HU理论中当代理人权数等于0时
的一个特例；建立了具有实用价值的确定销售基数的HU理论模型，通过揭示按销售额提成的“比例
模型”的缺点而颠覆了销售人员历来按销售额提成的“比例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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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祖光，浙江杭州人。
1978年春入浙江师范大学学习；1982年春入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9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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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内学者也在理论层面上对委托代理理论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张维迎（1995）曾围绕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展开过模型探讨，认为将剩余索取权授予代理人是最优的。
显然，要确定剩余索取权，首先要确定利润基数，因为剩余索取权就是上交利润基数后剩下的部分。
张春霖（1995）在假定代理人风险中性的前提上，认为在现实经营中代理人取得了剩余索取权，剩余
索取权可以通过委托人与经理签订合同予以规定；敖志军和惠益民（1997）研究了道德风险背景下的
经济和非经济双重激励的委托代理模型，指出模型的均衡点位置应该是经济和非经济双重激励之和等
于代理人努力程度的边际付出；程承坪（2002）从生产性和分配性努力两方面建立了探讨委托代理关
系的数学模型，认为可以从生产性和分配性努力的模型建构中探寻出生产性努力最大化和减少委托人
激励成本的均衡点；李仕明和唐小我（2003）曾以状态观测变量为核心内容建立过一个委托代理模型
，认为以这个变量构建的模型可以联结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和业绩分享，以增强激励强度和减少代理成
本。
严格来说，国内学者关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和研究，基本上是致力于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背景下
的委托代理模型的探讨，尽管在理论上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但模型的设计不具有直接运用于企
业的操作性。
　　现在世界上各国（包括美国）确定基数的方法多是“讨价还价法”。
运用这一方法时，上级总是想提高基数，而下级则总是想降低基数，上下级之间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讨
价还价，最后往往带有强制性地由上级确定一个基数，这个基数很难使双方都满意。
而上级强制下级勉为其难地接受后者认为过高的基数，则日后下级完不成基数就有了借口，是谓“基
数软约束”。
由此可见，讨价还价法不是一个理想的基数确定法。
本书将介绍一种全新的基数确定法——“联合确定基数法”。
由于最早报道这一方法的《中国企业报》记者王小兵在报道中把联合确定基数确定法称为“HU理论
”（以这一理论的创造者胡祖光教授的姓的拼音HU命名），因此，现在在GOOGLE或“百度”上无
论是键人“联合确定基数法”还是“HU理论”，都会出现大量的搜索结果。
在本书中，我们将交替使用“联合确定基数法”或“HU理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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