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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借助委托 - 代理模型 ,针对经营者的业务和人员的两种管理活动 ,研究在知识经济社会 ,人员管理重要性

不断增加的前提下 ,所有者最优激励机制设计和优化的问题。表明 :随着人员管理的重要性上升 ,经营者业务管理

相对有效的企业 ,激励强度将下降 ,总确定性等价将减小 ;而经营者人员管理相对有效的企业 ,激励强度将上升 ,总

确定性等价将增加。同时对知识经济时代“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方法的有效性做出了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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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社会 ,经营者的管理重心是面向业务而非

员工。经营者着重借助非“人”的稀缺资源 ,经营业

务以谋求所有者的竞争优势 ;人员的管理作为次要

的辅助活动 ,常被经营者下放到人事部门 ,实施一些

常规性的管理工作。知识经济时代 ,由于知识的生

产力日趋增强 ,知识的重要载体“人”成为企业核心

能力培育和发展的主要资源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

相应地上升到战略层次 ( SHRM) ,经营者的管理重

心和方法也必然面临适应性的调整。

被誉为“东方德鲁克”的富山芳雄指出 ,所有管

理者的活动都可以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 ,即业

务层面和人员层面。作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经营者

也是如此 ,只是管理的侧重有所不同而已。韦尔奇

在 GE ,有 50 % 的时间花在人事上 ,21 % 的时间花

在运筹决策上 ,15 % 和 10 % 的时间则花在投资决

策上和战略决策上 ,可见其在人员上的管理投入已

超出在业务上的管理投入。文献[2 ]指出 :经营者作

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其面向员工和业务的管理 ,与

日常程序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和业务管理有本质的不

同 ,面向人员的管理活动 ,主要涉及对企业的生存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管理活动 ,如 :核

心人员的协调与激励 ,促进企业整体知识水平的提

高和人才结构的优化 ,以及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 ,对

员工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产生影响等管理活动 ,

可称其为战略性人员管理 ;面向业务的管理活动 ,主

要体现在经营者相对独立性和创造性地识别业务机

遇 ,分析问题并进行业务决策的管理活动 ,称其为决

策性业务管理 ,两种管理活动可能涉及企业各层次

人员 ,但主要在经营者的职能范围内展开。图 1、2

显示了经营者这两种管理活动的内在联系。从管理

的成效来看 ,两种管理活动不可或缺 ,共同实现了所

有者的利益。按照管理协同理论 ,如果把战略性人

员管理和决策性业务管理看作经营者职能系统中的

两个子系统 ,那么管理协同就是为了提高管理功效 ,

经营者优化组合与配置两种管理活动 ,实现一致性

和互补性 ,更加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

图 1 　管理者两种管理活动

知识经济时代的所有者 ,尤其是以知识资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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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经营者的管理职能

核心进行资源配置的“知识型”企业 ,由于“知识”要

素生产力的日益增加 ,核心人才的管理和企业凝聚

力的形成日益成为企业价值创造主导因素。因此 ,

经营者人员管理重要性的不断增加 ,是知识经济时

代企业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必须应对的不可抗拒的管

理境遇。通过模型的构建和分析 ,揭示知识经济时

代 ,随着人员管理的重要性上升 ,经营者业务管理相

对有效的企业 ,激励强度将下降 ,总确定性等价收入

将减少 ;而经营者人员管理相对有效的企业 ,激励强

度将上升 ,总确定性等价收入将增加。另外 ,也对知

识经济时代“以人为本”的所有者管理方法 ( HBM)

的有效性做出了一种解释。

1 　委托 - 代理模型

利用参数化委托 - 代理模型 ,假定所有者是风

险中性的。经营者是风险规避的 ,具有 Prat t2Ar2
row 型效用函数 : U = - e-γw ,γ是不变的绝对风险

度量。经营者同时从事战略性人员管理活动和决策

性业务管理活动 ,以下简称为人员管理活动和业务

管理活动。那么经营者努力属两维 ,即 ( e1 , e2 ) 。

假设所有者收益函数为 : R = f ( e1 , e2 ) +ε =

λe a
1 e1 - a

2 +ε(0 < a < 1) ,ε～ N (0 ,σ2 ) 反映了外生的

不确定性对收益的影响。a 和 1 - a 分别是经营者人

员管理和业务管理的产出弹性 ,分别表明两者在所

有 者 收 益 中 的 重 要 性。λ 规 模 参 数 ( scale

parameter) ,这里主要反映社会进步对经营者管理

水平的影响。可以看出经营者的人员管理努力和业

务管理努力的边际产出分别为λae a- 1
1 e1 - a

2 和λ(1 -

a) ea
1 e- a

2 ,可见这种 C - D 函数的假设很好地解释了

经营者管理活动的互补性 ,即 :每个管理努力的边际

产出都是另一个管理努力的增函数。假设经营者努

力的成本函数 :C(e) = 1
2

b1 e2
1 + 1

2
b2 e2

2 ,其中 b1 为

人员管理努力的成本系数 ;b2 为业务管理努力的成

本系数。假定经营者报酬采用线性合同 : S =α+βR ,

其中α为报酬中的固定部分 ,β为利润分享系数。

那么 ,经营者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

CE = E(S) - C(e) 1
2
γvar (S) =α+βλea

1 e1 - a
2 -

1
2

b1 e2
1 - 1

2
b2 e2

2 - 1
2
γβ2σ2

按照子博弈的逆向归纳法 ,经营者会根据所有

者给定的激励方案 , 最大化其确定性等价收入

max
e1 , e2

CE ,得一阶条件 :

λae a- 1
1 e1 - a

2 β= b1 e1 ;λ(1 - a) ea
1 e- a

2 β= b2 e2 (1)

由(1) 式得既定激励契约下的最优管理努力 :e1 =

λ a
b1

1+a
2 1 - a

b2

1- a
2

β, e2 =λ a
b1

a
2 1 - a

b2

2- a
2

β (2)

风险中性的所有者的实际利润为 :π = R - S ,

则期望利润为 : E(π) = E( R - S) 。所有者设计最优

激励机制时 ,会在了解经营者参与和激励约束的前

提下 , 最 大 化 其 期 望 实 际 收 益 E(π) , 两 者

Stakelberg 博弈形成的契约可解释如下 :

max
α,β

E(π) = max[ E( R) - E( S) ] = max[λea
1 e1- a

2 - E(S) ] 　　(3)

S. T. ( IR) E(S) 1
2

b1 e2
1 - 1

2
b2 e2

2 - 1
2
γβ2σ2 ≥u 　　 　　(4)

( IC) e1 =λ a
b1

1+a
2 1 - a

b2

1- a
2

βe2 =λ a
b1

a
2 1 - a

b2

2- a
2

β (5)

u为经营者的保留效用 ,那么把 (4) 式中符合参

与约束的 E(S) 代入 (3) ,得满足参与约束的所有者

实际收益表达式 :

E(π) =λe a
1 e1 - a

2 -
1
2

b1 e2
1 - 1

2
b2 e2

2 -
1
2
γβ2σ2 - u

(6)

再把 (5) 中的满足激励约束的努力水平代入

(6) 式 ,得 :

E(π) =λ2 a
b1

a 1 - a
b2

1- a

β-
1
2
λ2 b1

a
b1

1+a 1 - a
b2

1- a

β2

-
1
2
λ2 b2

a
b1

a 1 - a
b2

2- a

β2 -
1
2
γσ2β2 - u

计算上式中关于β的Max
α,β

E (π) 一阶条件 ,得最

优利润分享系数和最优努力水平 :

β3 =
λ2 a

b1

a 1 - a
b2

1- a

λ2 a
b1

a 1 - a
b2

1- a

+γσ2
=

1

1 +
γσ2

λ2 a
b1

a 1 - a
b2

1- a

(7)

代入(5) 式 ,最优努力分别为:e1 =λ a
b1

1+a
2 1 - a

b2

1- a
2

β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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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λ a
b1

a
2 1 - a

b2

2- a
2

β3 (8)

再把 (7) 和 (8) 中的 e3
1 , e3

2 ,β3 代入 (4) 中的参

与约束 ,可得最优固定报酬α3 。

111 　激励效应分析

结合 (7) 式可知 , 在经营者两种管理努力不可

测的情况下 ,所有者针对经营者的总体努力结果进

行有效激励。那么经营者的最优利润分享系数β3 由

签约时γ,σ,λ, a , b1 ,b2 这些参数值决定。

1) 5β3

5γ < 0 ,
5β3

5σ2 < 0 ,所有者设计的最优激励

合同 ,应在保险和激励间取得平衡 ,当经营者风险回

避性较强 ;管理活动不确定性较高时 ,应降低激励弱

化其风险分担 ;
5β3

5λ > 0 意味着当经营者管理的技

能水平提高时 ;所有者应增大分享系数 ,进一步激励

经营者 ;
5β3

5b1
< 0 ,

5β3

5b2
< 0 ,意味着经营者努力的成

本较大 ,所有者应给经营者较小的风险分担 ,即减小

分享系数。

2) 为了说明人员管理相对重要性 a增加对最优

激励系数β3 的影响 , 需结合相关成本系数加以说

明。设η=λ2 a
b1

a 1 - a
b2

1 - a

(9) ,结合 (7) 式得 :β3

=
1

1 +
γσ2

η

(10) ,且由5η
5 a

=ηln

a
b 1

1 - a
b2

,可知 ,η和 a

的关系 ,受到相关管理活动的产出弹性和成本系数

共同决定的相对效率的影响。因为 a
b1

,
1 - a

b2
,是经营

者两类管理产出弹性和成本系数之比 ,实质代表了

经营者两种管理的投入产出效率 ,可称之为效率系

数 ,设它们分别为 P 和 B。那么 ,
5η
5 a

=ηln
P
B

(11) ;

且52η
5 a2 =ηln2 P

B
+

η
a (1 - a)

> 0说明η是 a的凸函

数。那么可知 :

①当 P > B 时 ,
5η
5 a

> 0 ,由 (11) 和 (10) 式知5β3

5 a

> 0 ,即经营者人员管理比业务管理相对有效时 ,分

享系数是人员管理重要性的增函数 ; ②当 P < B

时 ,经营者业务管理相对有效时 ,同理可得5β3

5 a
< 0 ,

分享系数是人员管理重要性的减函数 ; ③当两种的

管理努力效率系数相同 ,即 P = B 时 ,分享系数达最

小。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经营者的分享系数β和α之

间关系受成本系数状况的共同影响。不失一般性 ,设

γσ2

λ2 = 1/ 2 ,并设三种成本系数状况中的典型代表 :

(1) b1 = b2 = 1/ 2 ; (2) b1 = 1 , b2 = 1/ 2 ; (3) b1

= 1/ 2 ; b2 = 1 ,得β和α关系曲线状况如图 3。

图 3 　β和α关系曲线状况

112 　福利效应分析

对所有者而言 ,其问题就是如何选择β来最大

化总确定性等价 ,即所有者期望利润和经理确定性

等价之和的最大化 , 即 : TC E = λe a
1 e1 - a

2 -
1
2

b1 e2
1 -

1
2

b2 e2
2 -

1
2
γβ2σ2 ,把 (8) 中 e3

1 和 e3
2 代入 TC E 得 :

TC E =λ2 a
b1

a 1 - a
b2

1 - a

β3 -

1
2
λ2 b1

a
b1

1 + a 1 - a
b2

1 - a

β3 2 -

1
2
λ2 b2

a
b1

a 1 - a
b2

2 - a

β3 2 -
1
2
γσ2β3 2 (12)

把 (9) 式中λ2 a
b1

a 1 - a
b2

1 - a

= η代入 (12)

得 : TC E =ηβ3 1 -
1
2
β3

-
1
2
γσ2β3 2 (13)

再把 (10) 中 β3 代 入 (13) , 得 : TC E =

η2

2 (η+γσ2 )
=

1

2
1
η +

γσ2

η2

,可知5 TC E
5η

(14)

且由 (9) 知5η
5λ > 0 ,

5η
5b1

< 0 ,
5η
5b2

< 0 , 可推断

TC E 等是λ的增函数 ;是γ,σ2 , b1 , b2 的减函数。

另外 ,考虑人员管理重要性增加对总确定性等

价的影响 :由 (11) 式知 P > B 时 ,
5η
5 a

> 0 ,结合 (14)

式知5 TC E
5 a

> 0 ;当时 P < B 时 ,
5η
5 < 0 ,结合 (14) 式

知 5 TC E
5 a

< 0 , 再由 (8) 式可知 :
e1

e2
=

P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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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2

(1 - a) b1
(15)

结论 1 :随着人员管理的重要性上升 ,经营者业

务管理相对有效的企业 ,所有者激励强度将下降 ,总

确定性等价将减小 ;而经营者人员管理相对有效的

企业 ,所有者激励强度将上升 ,总确定性等价将增

加。

结论 1 表明 ,所有者应以人员管理的重要性增

加为风向标 ,当经营者人员管理相对有效时 ,应加强

激励 ,使经营者的努力更多地向效率高的人员管理

职能上增加 ,并互补性地引起经营者业务管理的努

力增加 ,总体利益随之增加 ;而经营者业务管理相对

有效时 ,应弱化激励 ,避免经营者向业务管理积聚过

多努力 ,损害总体利益。

当社会技术进步的促进因子λ提高时 ,经营者

的管理水平得到促进 ,两种管理努力边际报酬同时

增加 ,由 (8)式知 ,经营者将同幅度增加两种互补性

的管理努力 ,总确定性等价收入增加。当成本系数

b1 降低时 ,由 (8) 、(15) 知 :经营者的人员管理努力

增加并互补性地引起了业务管理努力较小幅度地增

加 ,总确定性等价随之增加 ;同理 ,成本系数 b2 降低

时 ,将促成业务管理努力增加并互补性地引起人员

管理努力较小幅度的增加 ,总确定性等价随之增加。

结论 2 :所有者可促进经营者管理技能和方法

的进步 ,或促成经营者在人员管理和业务管理方面

成本的降低 ,提高管理水平或管理效率以促进实现

经营者管理的协同 ,增加总体利益。

结论 2 表明 ,知识经济社会 ,迅捷的知识更新、

短暂的产品生命周期、多变的顾客需求 ,要求经营者

不断地更新管理技能和方法 ,以应对复杂而多变的

内、外部环境 ,这也要求所有者应极力促成经营者知

识的更新和能力的培养 ,进一步提高其管理水平来

实现人员管理和业务管理的协同。从经营者的效率

角度而言 ,一方面所有者可以通过加大提高员工知

识水平和人才结构优化的投入 ,尤其是加大企业文

化建设的投入 ,因为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增强企业凝

聚力并促成核心员工心里契约的形成 ,会极大地降

低经营者人员管理努力的成本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

过专业化人员的配备、管理决策的信息化等方法来

降低经营者业务管理努力的成本。以上方法都可以

增加经营者的管理努力、促进管理协同并最大化总

体利益。

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所有者而言 ,从价值创造角

度来看 ,“知识型员工”的产出能力日益增强 ;从经营

者管理环境而言 ,业务环境日趋复杂多变 ,企业战略

和经营的柔性需要不断增强 ,而经营者的战略性人

员管理中对核心人才的鉴别、获取、培育和激励等已

成为企业战略和经营柔性的关键 ,必然促使经营者

业务管理的价值创造向经营者人员管理绩效转移 ,

逐渐促成了经营者人员管理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主

导作用 ;同时 ,从效率角度而言 ,业务环境的复杂多

变使得经营者业务管理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难度加

大 ,而核心人才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事半功倍效

应 ,使得经营者人员管理努力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

的相对优势增加。所以 ,企业的所有者应坚持“以人

为本”管理方针 ,在促进经营者业务管理效率的同

时 ,加大企业文化建设和核心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投

入 ,确保经营者人员管理的相对效率随着人员管理

重要性趋长的管理境遇进一步提高 ,那么经营者将

增加管理的努力并极力实现管理的协同 ,总体利益

也不断得到增加。上述分析也对知识经济时代“以

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方法的有效性做出一种解释。

2 　结束语

知识经济社会 ,经营者变化的管理境遇 ,即人员

管理重要性的上升是企业管理实践需要关注的问

题。在社会转型期 ,我国企业更需要对此引起重视。

在人力资源管理效应凸显 ,经营者战略性人员管理

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 ,众多企业的经营者仍存

在“重业务经营轻人员管理”的思想和行为 ,再加上

所有者的缺位或参与不足 ,易造成经营者人员管理

的低效 ,使企业难以获得竞争优势并持续发展 ,不能

分享“知识型”社会发展带来的益处。因此 ,如何在

企业业务经营顺利发展的同时 ,促进经营者人员管

理的效率提高 ,将是知识经济时代中企业的所有者

和经营者共同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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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iming at t he executive’s two kinds of managerial actions , namely ,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 This paper an2
alyzed in virt ue of t he principle - agent model t hat while personnel managemen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 how owner design and optimize best

incentive mechanism in t he knowledge economic period. The result suggest s t hat while personnel managemen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 t he en2
terprise wit h more efficient in executive’s business management will have a degressive incentive and TCE (total certainty equivalence) , and t he

enterprise wit h more efficient in executive’s personnel management will have an ascending incentive and TCE. Meanwhile , t his paper also made

a kind of explanation in validity of enterprise’s human - based management in t he knowledge economic period.

Key words : executive ; principle - agent ; incentive mechanism ; management synergy

(上接第 7 页)

5 　结论

大德 R &D 特区的确立 ,是大德谷的进化 ,是对

前期经济现象的总结与反思 ,其目的在于用“看得见

的手”的力量 ,把研究 —技术 —创新的环节转换成研

究 —技术 —市场 —产业 —再投资的产业链形态 ,构

建一个从技术到产业的良性循环体系。为达此目

的 ,在确立培育大德 R &D 特区方案的基础上 ,首先

扩充了生产用地 ,新追加的 1 066 万坪的腹地 ,可大

大缓解企业生产空间不足的瓶颈制约。再是与地方

政府携手 ,共同培育大德 R &D 特区。特区虽以中

央政府的事业进行 ,但它离不开相应地方政府的参

与与支持。它的参与 ,将共同促成区域创新体制的

新格局 ,并避免了过去地方与中央的两层皮油水关

系。

那么至此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创办大德 R &D

特区是一项成功之举 ? 它的创办已经促成研发 —技

术 —市场 —产业 —再投资的产业链形态 ? 下这种结

论恐怕为时尚早 ,尽管目前已形成这种端倪 ,并大有

发展之势。答案的关键在于技术的商业化能否成

功 ? 险企的集聚能否实现 ? 也就是说 ,它能否如同

美国硅谷那样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成为技术创新区

域的商业区、风险企业的聚集地 ,使技术通过市场 ,

并转化成产业 ,让众多的优秀成功企业纷纷涌现 ?

至于这一点 ,我们尚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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