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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人的激励
’

张 小 天

本文提出了一个理想型分析下的激励分析模式
。

工人 与企业之 间存在着经 济交

换
,

当工 人是一个经济人时
,

可 以找出经济交换对工 人的效用 无差异曲线
; 在假定 了

经 济交换对于企业 的效用无差异 曲线之后
,

从工 人行为的最大化原则可以分析解雇

威胁的作用
,

不同的工资政策的激励效果
,

以及劳动力市场 的开放程度对于经济刺激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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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企业中工人的工作动力
,

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和实际部门所重视的问题
。

迄今对此

已有了大量的研究
,

并发展出了多种理论
,

比如期望理论
、

需求层次
、

激励 一保健双因素理论
、

X 理论 Y 理论
。

①但是
,

这些理论尚不能为管理实践和我国的改革战略提供充分的指导
,

还有

待干进一步发展
。

把工人看成是具有多种需求的社会人是这些理论的共同点
。

我认为
,

理论发

展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
,

可能在于首先对企业中工人的单项需求加以更深入的剖析
,

然后再

加 以综合
。

这种剖析将假定工人是只具有某一单项需求的人
。

虽然这个假定偏离了事实
,

但它

提供了一种理想型 ( ide al 。 as 亡 )分析的方法
, ②从中可以详析针对这一需求的激励效果

。

本 文做为这一方向 卜的一个尝试
,

假定企业中的工人是经济人
。

在发达国家中
,

虽然马斯

洛所界定的低层次需求已被满足
,

③但经济奖惩仍是有力的激励因素
。

④在我国
,

不仅低层次需

求 尚未完全满足
,

而且 目前所进行的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的思路及措施也是在更大 的程度上把

企业中的工人看做是经济人
,

同时企业中的工人也更具有经济 人的色彩
。

⑤因此
,

对经济 人的

激励应该成为优先探讨的课题
。

本文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是经济学中的传统方法
:

从交换的观点看待工人与企业的关系
,

寻

求双方的无差异曲线
,

在最大化行为的概念下考察解雇威胁和刺激工资的激励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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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 人奇怪的

是
,

似乎没有 人使用这个人们熟知的方法去探讨一下这个众所周知的主张
。

从这个意 义上说
,

这里的工作也是对古

老的
“

古典经济学
”

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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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不同的条件下
,

运用着不同的经济激励方式
,

这里仅就几种有代表性的方式给出例示性的

分析和结论
。

本文的价值可能更多地在于这种分析本身提供了一种分析模式
,

利用这种分析模

式可以对各种单纯的经济刺激手段加以分析和比较
,

也可以考察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对于

经济刺激的影响
。

与企业的关系
,

寻求双方的无差异曲线
,

在最大化行为的概念下考察解雇威胁和刺激工资

的激励效果
。

由于企业在不同的条件下
,

运用着不同的经济激励方式
,

这里仅就几种有代表性

的方式给出例示性的分析和结论
。

本文的价值可能更多地在于这种分析本身提供了一种分析

模式
,

利用这种分析模式可以对各种单纯的刺激手段加以分析和比较
,

也可以考察劳动力市场

的开放程度对于经济刺激的影响
。

冬 一
、

有关的假设

.

本文的分析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假设进行的
:

L 企业只追求经济利益
。

2
.

在工作时间里
,

工人是经济人
:

他只关心工资收人的多少和体能付出的多少
。

因此
,

从交换的观点来看
,

企业与工人之间只有经济交换
:

工人付出体能为企业生产出一

定的产品
,

以换取工资收入
。

这样
,

在以产出为横轴
,

工资为纵轴的平面直角坐标中
,

每一个点

就标识了企业与工人的一种交换 (参见附图 )
。

为了对这个经济交换详加分析
,

有必要做出进一步的三类假设
:

( la )企业追求的是经济利润最大化
,

而不仅是产 出的最大化
。

这样
,

经济交换对于企业的

效用无差异曲线为如图中的直线 E l
。

( 2a )工人追求的是闲暇时间的生活乐趣最大化
;

( 2b )工人的生活乐趣只与他闲暇时间所具有的体能和他的工资收入有关
,

①而且闲暇时

间体能与工资收入有可替代性
,

两者对于生活乐趣的边际效用递减
;

( c2 )闲暇时间所具有的体能与工作时所付出的体能有关
,

工作时所付出的体能所导致的

闲暇时间体能的下降程度
,

随着工作时体能付出量的增大而增大
;

( Zd) 工人工作时付出的体能增大
,

则产出量增大
。

由假设 ( Za )
、

( Z b )
、

( Zc )
、

( Zd )可以推知
,

工人并非仅仅追求工资最大化
;

交换对于工人的效用无差异曲线为如图中斜率不断增大的曲线 w
: 。

②

( a3 )企业解雇工人及工人辞职所需支付的成本与工人当前的产出及工资收人无关
。

街
二

、

交换区域

在探讨激励的作用之前
,

有必要先界定出经济交换关系成立的条件
。

这也就假设了工作时间是固定的
。

这与传统的劳动经济学理论的视角不同
。

工作时间是固定的这一假设更接近于

实际情况
。

这与巴纳德所认为的刺激来自
“
净偿还

”
(即抵销了所承担的损失而获得纯利益 )的观点 ( 见切斯特

·

卜 巴纳德
:
( 刺

激经济学 》 ,

收录在 R
·

.J 斯蒂尔曼 (编著 )
: 《公共行政学 》 ,

下册 )具有某种一致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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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在某个经济交换关系的两端的某企业和该企业中的某工人
,

每一方都知道它或他

可以选择与对方解除现在的经济交换关系
,

与其他工人或企业建立起新的交换关系
。

在对劳动

力市场有一定的了解下
,

每一方都对这种潜在的交换关系可以给 自己带来的最大效用有一个

预测
。

随着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
,

这个预测值也可能会变化
。

但是
,

一方并不会在每当这个预

计的最大效用大于从目前的交换关系中所获得的效用时
,

就解除当前的交换关系
。

这是因为变

更交换关系是要支付成本的
。

成本包括为此所费的精力
、

时间和金钱
,

以及从解除现有的关系

到建立起正常的新的关系这一期间里效用获取的终止和减少
。

而且
,

对于在新的交换关系下所

能获得的效用还只是一个预测
,

并不是一定能够达到
。

因此
,

变更交换关系类似于风险投资
,

一

方只有当这个预测的最大效用 比现在实际获取的效用大到一定程度时
,

也就是说
,

一方只有当

现在的效用小于预测的最大效用
,

并小到一定的程度时
,

它或他才会解除目前的经济交换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
,

变更交换关系所需支付的成本和承担的风险
,

使现有的经济交换关系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 )
。

这样
,

从交换平面坐标来看
,

现在的经济交换关系只有当其交换点处在由 F 和 R 这两条

曲线所所围的区域中才能得 以维持
。

我们可把这个区域称为交换区域
,

把 F 和 R 称为交换边

界
,

它们是由双方所预测的最大效用和变更交换关系所需支付的成本及所承担的风险来决定

的
。

根据假设 ( 3a)
,

F 和 R 分别是企业和工人的一条无差异曲线
。

显而易见
,

劳动力市场的 自由程度越大
,

市场信息越充分
,

交换 区域就越小
。

户

户

三
、

解雇威胁的作用

当工人是经济人时
,

企业可用来激励工人的手段 只有两种经济手段
:

一是解雇威胁
,

二是

工资
。

解雇威胁是利用工人不完全了解那些企业可以雇用的
、

可以取代他 自己的其他工人的状

况而起作用
,

因此其作用与工人对这类信息的了解程度成反向关系
。

这种手段的作用是使工人误 以为企业对于目前的交换关系可以接受的最低效用大于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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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可以接受的最低效用
,

也就是使工人选择的交换点不靠近于 F 边界线
,

而是在 F
’

线以下

(这里的 F
,

代表了工人认为企业可以接受的最低效用 )
。

显然
,

这直接导致企业从交换中获取

的效用增大
。

四
、

刺激工资的作用

矛

一般而言
,

在企业与绝大多数工人的交换关系中
,

交换点不是通过谈判的方式确定
。

因为

这样做会使企业的管理成本过大
。

一般是企业制定出一项工资政策
:

明确不同的产出所对应的

工资
,

即规定出一个在交换区域中的 曲线
。

而由工人选择产出量的大小
,

即由工人在企业所规

定的交换曲线上
,

具体选择以哪一点来做为交换点
。

L 如果企业实行计时工资
,

那么工资政策 曲线是一条水平直线 (如图中 T 线 )
,

这时依据

最大化原则
,

工人会选择此线与 F ’

的交点作为交换点
。

可见
,

计时工资下企业所获得的效用
,

只取决于解雇威胁的作用
,

而与计时工资水平的高低无关
。

2
.

如果企业实行刺激工资
,

即产出不同时工资也不同
,

那么
,

根据一般的做法
,

工人的产出

增大时
,

企业所获得的效用也要随之增加
;
刺激工资政策曲线的斜率总要小于 lE

。

另一方面
,

如果刺激工资政策曲线的斜率在交换区内总小于 W l线
,

那么工人同样会选择此线与 F
’

的交

点作为交换点
,

这种工资的作用与计时工资相同
。

由此
,

有两个问题需要再讨论
。

①对于简单计件工资
,

其工资政策曲线是一条其延长线通过坐标原点的直线 (如图中 S

线 )
,

最大化原则会使工人选择此线与 W I的切点作为交换点
。

可见
,

在此线能够在交换区域内

出现的前提下
,

其斜率越低
,

企业所得的效用越大
;
也就是说

,

在工人可接受的范围内
,

单件工

资越低
,

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越大
。

②对于含有工资基数的计件工资
,

其工资政策曲线是一条直线或折线 (如图中 B 线 ) ;
是

直线时其 延长线通过基点
。

这时工人所选择的交换点仍是此直线或折线与 W l线的切点
。

不难

看出
,

基点越低
、

斜率越小
,

企业所得效用越大
。

比较不同的工资政策可以发现
,

当使用恰当时
,

含有工资基数的计件工资给企业带来的效

用可以大于简单计件工资
,

而后者又可大于计时工资
。

五
、

劳动力市场的 自由程度

如果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 自由程度不同
,

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

1
.

当劳动力市场自由程度低时
,

交换区域很大
,

这时使用刺激工资的效果是明显的
,

它可

以使企业获得远大于计时工资下的效用
。

这时
,

关键的问题在于企业能不能实行有效的刺激工

资政策
。

但是
,

当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高时
,

交换区域较小
,

这时
,

刺激工资的作用并不比计

时工资大多少
,

却要付出较大的管理成本
。

这或许是在发达国家中使用刺激工资的比例很小的

一个原因
。

①

2
.

在劳动力市场自由程度低时
,

如果可以实行有效的刺激工资
,

它给企业带来的效用可以

大于劳动力市场自由程度高时的效用
。

3
.

在无法实行有效的刺激工资的情况下
,

开放劳动力市场
,

提高劳动力市场的 自由程度
,

会使交换区域缩小
,

可以使企业获得的效用增大
。

① 比如在美国只有25 %的工人领取刺激工资
,

见理查德
·

.B 弗里曼
: 《劳动经济学 》 ,

商务印书馆
,

19 8 7年
,

第37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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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对这个模型的两点评论

1
.

当把此分析模式运用于实际情况时
,

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根据实际情况修正假设
。

这意味

着交换图中的无差异曲线和交换区域的边界曲线可能要加以修改
。

比如
,

如果企业解雇工人所

需付出的成本与当前工人的产出有正向的关系
,

①那么 F 线的斜率将大于 E l线的斜率
。

在这

种情况下
,

计时工资的工资水平高则企业获得的效用低
。

2
.

此分析模式也可以在修改之后用于分析企业与工人群体 ( 比如班组或车 间 ) 之间
,

以及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交换关系
。

②这时
,

所需的修改较多
,

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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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感四则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
,

有女儿性
;
无妻性

。

妻性是逼成的
,

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

—
《而 己集

·

小杂感 》

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
“

名
” ,

只要有新鲜的名 目
,

便取来玩一通
,

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

了
,

便放开
,

另外又取一个
。

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
,

放下去
,

没有不乌黑的
。

譬如
“

伟人
” “

教

授洲学者洲名人
’ , “

作家
”

这些称呼
,

当初何尝不冠冕
,

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
,

一切无不如

此
。

—
《书信

·

3 4 0 4 2 2致姚克 》

骄和馅相纠结的
,

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

—
《二心集

·

现代 电影与有产阶级 》

中国公共的东西
,

实在不容易保存
。

如果 当局者是外行
,

他便将东西糟完
,

倘是 内行
,

他便将东西偷完
。

《而 己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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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 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实际情况
。

② 刘小玄曾使用一个类似的
、

但较简单的框架
,

对国家与企业的经济挂钩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激励效应进行了一个初

步的分析
,

见小刘玄
: 《企业的收入刺激效应分析》 , 《经济研究 》 ,

19 90 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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