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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任在人类生活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它渗透在诸如社会交往和商业交易等各种各样的日常活动中，不仅促进社会和经济交往，而且在包括
政治和经济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发挥着润滑剂的功能。
从宏观层面看，建立在种种机制之上的信任是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要素之一，这种社会资本供给
充足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宏观经济绩效；从微观层面看，能够减少企业的交易活动由于交易成本
带来的摩擦力，进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
虽然信任问题的重要性近年来在国内外都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研究信任对经济活动影响的成果
为数不多，而就企业间信任对企业商业交易活动影响的研究就更少之又少。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信任、交易成本相关理论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描述中国企业间信任建立的主要
基础，并对建立在各种基础上的信任对企业交易活动的影响进行检验，揭示中国企业间信任的结构现
状，深化人们对企业间信任对企业交易活动以及经济绩效影响的认识和理解，以引起企业甚至整个社
会对守信行为的重视。
　　本研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研究框架：企业间信任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绩
效。
本研究主要从被信任的角度切入研究企业间信任问题，按照现有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将企业间
信任按照建立信任的基础分为基于声誉的信任、基于关系的信任和基于制度的信任等层次，并采用相
关数据进行度量，对交易成本则采用直接度量和间接度量方式，同时考察了企业价值、会计业绩和年
度股票收益表现出来的企业绩效。
本研究的重点是考察各种信任是否降低企业商务往来中的交易成本，并重点考察了基于声誉的信任在
降低企业商务往来中的交易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时的作用。
　　由于信任程度数据难以搜集，对于基于声誉的信任，本研究采用已有研究中问卷调查得来的中国
各地区信任程度指数，以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为度量指标的信任程度。
对于基于关系的信任，本研究采用关联交易的多寡来间接衡量基于关系的信任度的高低。
对于基于制度的信任，本研究采用已有研究中的各地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排名指
数数据来间接衡量基于制度的信任度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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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从实证的角度对信任的经济作用加以验证，从微观的企业层面运用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信任对企业
交易成本、企业绩效的影响。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该书将信任按建立的基础分成三类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度量，结合中国特有的
制度背景提出对企业购销活动中交易成本的两种度量方式，研究结论发现信任能够显著降低公司交易
成本，信任能影响企业绩效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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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第二章理论分析指出的那样，由于组织间的关系被每个组织的某些人所管理，人际间的信任可
被延伸至组织之问的交换，因此人际信任可推广到企业间信任。
在现实中也可以观察到，正如中国人际信任建立的基础那样，中国企业间的信任也建立在声誉、关系
和制度的基础之上。
　　（一）基于声誉的信任　　虽然我国有履信守义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企业建立声誉的道德基础，
然而，正如第三章第一节中分析的那样，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
旧的体制和观念不断被打破和被抛弃，新的、与现代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文化观念正在形成
，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损害企业声誉的各种各样的行为。
但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企业对信誉的态度和需要也在不断地改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信誉
的建设和管理，并把它作为取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
此外，随着市场竞争的充分和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顺畅，构建声誉的重复博弈条件已渐渐完善。
某些企业可能短期内通过不守信获取一定收益，而不守信的声誉会给企业的长远收益带来很大损失，
甚至由于“连坐制”损害某一个区域整体企业的利益，因此，建立信任的声誉基础在转轨经济环境中
仍然发挥一定的规制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强。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说过：“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
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
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
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
”　　声誉对信任的规制作用在我国一些民营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以浙江的温州为例，20世纪80年代，温州企业和温州产品曾是伪劣产品的代名词。
温州的电器、皮鞋等产品由于质量低劣遭到消费者的抑制和管理部门的查处，企业形象一落千丈，毫
无声誉可言。
温州企业的这种窘境与当时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计划经济体系还相当牢固，市场经济处于萌芽状态
，与市场交易相关的各种法律体系十分缺乏，资源通过计划统一配置，各种商品十分短缺。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民营企业主要通过各种“关系”获取生产资源，推销产品。
信誉形成的基础环境不具备，个体守信的成本远高于产出。
进人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民营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系已经
确立，各种法律、法规已逐步健全和完善；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已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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