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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对权威与授权问题的研究较少，原因在于研究这类问题的方法之欠缺。
《合同·权威·授权》的特色在于其方法的独特性和论证的严谨性。
《合同·权威·授权》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基于西蒙（1951）关于权威所作的定义（一方对另一方有权威表示后者接受前者在给定集合
内的决策），论证了经济学研究以“决策权”为标签的权威问题适用的理论方法不完全合同理论。
第二部分对20多年来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并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不完全合同
的理论模型的各种假设和建模方法进行了创造性的总结和分类。
在此基础上，《合同·权威·授权》的第三部分分类总结了经济学理论中研究以“决策权”为标签的
权威与授权问题的正式的模型。
《合同·权威·授权》的第四部分构建了一个委托人多目标情形下的最优授权激励模型，不仅解释了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通常难以解释的现象，并且为科层组织中一般的委托人多目标导致的
代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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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委托人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励代理人工作？
研究机制设计的经济学通常考虑的是通过在合同中规定恰当的收益分配方案来激励代理人按照委托人
的目标行事。
而事实上，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授权同样可以起到激励后者努力的作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激励产
生的能量更大。
我国过去30年的改革进程，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扭曲的
激励机制所造成的激励不足以及激励过度的问题。
这一过程往往被称为“放权让利”的过程。
让利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收益分配来激励员工或低层组织的努力；“放权”就是通过权力的配置或者说
委托人的授权方式来实现激励效果。
然而，在这一“放权让利”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会面临“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往复循环。
这一不断往复的过程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相对稳定的最优激励机制，尤其是最优的授权激
励机制。
这里有收益分配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无法找到一个最优的授权激励水平。
相对来讲，由于收益分配往往可以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而授权水平往往是难以缔约的，所以，要找到
一个可信的最优的授权水平往往并不容易，委托人往往陷于集权与放权导致的激励不足与利益冲突的
矛盾之中。
　　经济学关于授权激励问题的研究，相对于关于通过货币收益的分配实现激励的机制设计的研究，
要少得多。
这一领域中有大量亟待研究的现实激励问题。
而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则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一些非常典型的实例。
例如考虑下述这样一个我国国有企业中典型的授权激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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