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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生产、组织控制与中国外贸发展》从国际生产组织控制新视角，研究中国外贸发展困境问题
的根源、传导机理与战略对策。
全文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
科研究，构建了国际生产与贸易中的企业权力分析范式，填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企业权力行
为缺失的遗憾。
主题紧跟学术前沿、视角独到，是国内第一本从微观生产组织行为视角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学
术专著。
《全球化生产、组织控制与中国外贸发展》对构建中国国际生产组织理论、推进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
变、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和企业国际化经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由洪联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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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联英（1972-），女，湖南省怀化人，经济学博士。
曾在企业工作多年，现为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贸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兼《经济学（季刊）》等重要期
刊的匿名审稿人。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
项；主持省部级规划项目3项；先后在《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工
业经济》、《中国管理科学》、《统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全文
收录多篇；参著1部，参编国家精品课程教材1部；主持校级规划教材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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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GHM理论之后，企业的权力理论呈现出强盛的发展势态，但众多文献在深化对该框架认识的
同时，也表现出对该框架下“资本强权观”实质的一定程度修正和挑战，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
Bolton，1992）；德瓦特里庞和提洛尔（Dewatripont & Tirole，1994）；阿洪和提洛尔（Aghion & Tirole
，1997）；赵（Chiu，1998）；蔡（Cai，2003）等，都是这方面的经典文献。
特别是，拉詹和津加莱斯（1998，2001）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内涵来研究企业内的权力及其关系，提出
了关键性资源的“进人权”理论。
与GHM理论不同，他们认为物质资产不是企业唯一的权力来源，“进人权”或“通道”（access），
即接近和使用资产、思想和人等关键资源的机会和能力，也是企业的一种权力来源。
通过对这些关键性资源（critical resources）的“进入”（access）控制，由此便产生权力。
在他们看来，进人权比物质资产所有权更具有一般性，因为这种关键性资源可以是GHM理论所关注
的物质资产，也可能是“天才”、“创意”无形资产，这样它不仅可以解释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企业“
权力”，而且还能够解释与非人力资本有关的“权威”。
从这种意义上说，“进人权”理论是对GHM理论的一个强有力的挑战。
　　然而，这一理论也只是从关键资源的机制控制进行阐释，并没有从这些非物质资产本身的权力关
系进行研究，因而这种创见与其说是对GHM理论的挑战，不如说是对其的补充和扩展。
　　按照以上论述，目前企业内部权力理论文献发展出以下一些命题：　　（1）企业权威是替代市
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替代方式。
　　（2）不完全契约是解释企业权威或权力变量的重要理论前提。
　　（3）物质资产所有权是企业权力的一个来源，当合同不完全时，用“剩余控制权”更能代表资
产所有权的权力。
　　（4）关键资源进入权或通道是企业权力的另一个来源，企业中的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够凭借其知
识、信息、创意、特殊的技能等获得企业的某种权力。
　　由此可见，企业内部权力理论充分发挥了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试图通过企业内的权力及其
关系，来探究企业权力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方式，为人们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问题提供一种经
济分析方法和工具。
但是，这些理论中的权力内涵都是在“交易费用”范畴背后发生作用的，即是从交易属性体现了企业
的本质，省略了企业作为组织的属性和生产的属性，因而对企业组织行为的解释是不完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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