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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理论：契约理论》系统介绍和讨论企业契约理论各分支的基本思想、代表人物、重要文献
和基本问题。
从18世纪的亚当·斯密到19世纪的马克思，再到20世纪初的熊彼特、奈特及后来的潘罗斯、理查德、
纳尔逊和温特等，企业契约理论在各个时代不断得发展，形成了一条悠长的知识链条，最终在20世
纪80年代中期后水到渠成地发展为企业理论的重要分支。
《企业理论：契约理论》所希望的创新是，有关企业效率分析框架的建立、企业效率形成和增长的技
术与制度基础的分析，以现代企业理论为基本手段，进而构建科学的企业效率理论研究和评价的理论
与方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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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企业契约理论形成　　所谓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相互之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查士
丁尼，1989）。
契约思想有悠远的历史源头，但现代契约思想的产生，则被认为源自罗马法体系。
在罗马法体系中，契约原则得到了全面的规定，为现代契约思想提供了价值判断标准，对现代契约理
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如梅因（1984）指出的，罗马法的契约理论在契约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所有现在契约思想
都是从这个阶段发轫的。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瓦尔拉斯研究了价格与数量的相互关系，描述了经济逻辑的基本特征，即一
般竞争市场的基本机制，并得出了个人行为最大化方程。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在供给和需求不平衡时，由于保留了交易者重新签订契约的权力，交易者可按
不同的价格重新签订契约，其契约的价格由各种商品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直到所有商品的价格都相等
时实现市场均衡。
埃奇沃斯则假设交易者在签订了契约以后，又可以找到更好的机会重新签订契约，而且可以反复进行
，直到签约双方对现状满意不再继续签约为止。
埃奇沃斯认识到了契约的不确定性，埃奇沃斯重新签订契约的交易模型创立了契约曲线和无差异曲线
，并提出了契约的不确定性思想，这成为后来阿罗一德布鲁模型的核心内容。
　　阿罗一德布鲁模型依赖于理性预期，为基于市场研究的完全契约的界定提供了理想空间。
阿罗一德布鲁模型考虑了资源可获得性的不确定性和生产可能性的不确定性，也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性
和非完全问题。
但是，由于外在世界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契约当事人不可能完全预见到与完全契约相关的可能事件
，加上个人的有限理性、契约当事人的机会主义和风险规避、信息不对称性和非完全性，契约当事人
或者契约仲裁者难以完全了解到与交易契约相关的全部信息。
这种情况下，市场失灵无法避免，最优契约无法签订，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上述新古典契约理论主要研究了契约的抽象性、完全性和不确定性。
新古典契约是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并且初步认识到了契约的非完全性和事后调整的必要性。
但是，新古典契约涉及到的一些经济学范畴基本上缺乏严密的定义和逻辑论证，许多使得市场不能发
挥作用的原因，如信息上的困难、外在经济和垄断等，难以圆满解释；交易方行为特征分析、交易形
式等没有论述；专用性投资问题，准租金现象等也未考虑；有关产权问题的忽视以及如何解决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也是新古典契约理论的明显缺陷。
因此新古典契约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与挑战，而最直接的威胁就是现代契约理论中非完
全契约理论。
　　现代契约理论从完全契约这个概念所假设的条件出发，分析其与现实条件不一致的地方，通过建
立非完全契约模型，设计不同的机制，试图解决新古典契约理论所解决不了的现实问题。
科斯（Coase，1937）首开企业契约理论之先河，认为企业由一系列的契约构成。
科斯也是第一个运用交易费用方法研究企业存在合理性的经济学家。
在科斯看来，市场与企业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手段，二者的区别在于，市场资源的配置是
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控制的，而企业的资源配置则通过权威关系来完成。
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在1986年发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
理论》，明确提出了非完全契约理论，开始从更现实和具体的方面讨论企业契约的性质。
　　P.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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