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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前，现代企业理论经过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经过了交易成本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契约理论
、产权理论以及能力理论、知识理论等之后，现在正面临着怎样的发展和创新？
而奥地利经济学经过了兴起、成熟、沉寂和再度的复兴之后，现在也面临着如何才能进一步地发展与
创新？
初看起来，这几乎是两个毫无关联的领域，但正是这两个领域的结合，现在已成为奥地利经济学中近
十年来最重要的进展和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但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较快，许多文献目前都还处于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的状态，涉及面
既广且杂，很多研究思路彼此之间毫无关联性，所以至今这一领域尚没有对现有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
合以及脉络上梳理并能对其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客观评价与反思的文献。
本文正是针对上述问题所进行的一个初步的尝试。
    本文考察了奥地利企业理论产生的原因，分析了它的研究视角、理论框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以
及具体从哪些方面推动了企业理论的研究等等，指出了它存在的某些缺陷和问题，初步研判了这一研
究的发展趋势。
并认为纳入了奥地利经济学精神的企业理论，对企业动态行为的某些特点可能会有更好一些的解释能
力。
    更重要的是，本文不仅仅只是研究了“基于奥地利视角的企业理论”，而是分析了这一研究对奥地
利经济学本身的某些推进，更从这一研究中发现了奥地利学派中此前未曾出现的一些冲突和悖论现象
。
据此，本文进一步地分析了这些文献本身所未能完全意识到某些深层次的问题，并通过经济思想史的
比较考察，认为有些问题触及到了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内核。
因此，本文认为，一个力图“嵌入了”企业理论的奥地利经济学，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并需要更
多地创新。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将目前这些庞杂的文献按其大致的研究方向加以分类，并从各个研究方向中遴
选出最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解读，然后再将这些研究方向体系化，理出一个整体上有着内在联系的逻
辑进路，并在最后从既有的企业理论、奥地利经济学以及经济思想史三个方面来对奥地利学派企业理
论进行全面地比较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本文的结构共分为八章：第一章首先从当前企业理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入手，分析了奥地利经济学
企业理论的缘起和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然后分析了奥地利经济学与企业理论内在的理论渊源。
最后则讨论了奥地利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研究视角、理论框架及其理论基础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
方法和可能的创新。
    第二章则是从奥地利的秩序与规则理论出发来研究企业理论。
首先简单地介绍了经济组织的哈耶克秩序理论基础，研究了组织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区别和联系，以及
不同秩序的规则的起源、演化和转化问题。
其次，从秩序与规则演化的角度试图构建一个打破企业——市场两分法的企业理论，将企业从均衡的
结果转化为一系列互相作用的过程。
并研究了企业形成秩序(惯例)的过程，讨论了企业是否会因此而丧失其组织特征这一问题。
接下来，讨论了朗洛依斯和卡尼夭等人基于秩序观对企业理论的研究。
最后，则介绍了卡帕斯对奥地利秩序与规则理论的批判和反思，以及他据此提出的新的企业理论研究
思路。
    第三章研究奥地利知识理论对企业理论以及对奥地利经济学本身的启示。
在前面的几节中，分别简要介绍了近似于奥地利知识传统几种企业理论以及由奥地利传统引发出来但
却是从主流理论角度对企业理论所做的某些研究。
在第四节中，介绍了明科勒对不对称信息模型理论的批评以及对分散性知识的强调，以及分散性知识
问题对企业理论以及奥地利经济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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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介绍了福斯对知识经济时代分散性知识对权威的挑战这一论断的反驳，以及福斯利用米塞斯的
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对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权威机制所做的辩护，以及对企业中导入价格作用等混合协调
机制的批判。
接下来，则通过对分散式知识和分布式知识的区分，进一步地深化了上面的论证。
并认为这将不仅对企业理论而且将引发对奥地利经济学本身的一些定论的质疑。
    第四章讨论了企业的试验本质，因为，无论是第二章的扩展秩序还是第三章的知识理论，其实质都
是在刻画一个不断探索的适应(试验)过程。
因此，我们首先分析了当前奥地利企业理论对试验过程的研究意味着奥地利经济学对经济试验研究对
象的转换。
其次，比较分析了经济试验的定义和作用，并将组织经济试验与企业理论联系在一起。
再次，我们提炼出了奥地利组织试验的产权理论基础。
接下来，则研究了福斯为奥地利资本异质性理论建立的一个微观的基于动态的产权观的分析框架，以
及它对企业理论的试验本质的关键作用。
随即我们还讨论了企业的生产协调和组织创新的试验本质，并论证了企业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企业
比起市场能更好地从事这样的试验活动。
最后，我们将所有这些研究的j出发点或者说企业试验的出发点归结为企业家的判断作用，并论证了企
业家判断仍然具有试验的本质，企业就是能更好地组织并实现企业家判断的试验主体。
    第五章中，我们论证前面的几章，其实都可以纳入到一个更为基本的市场过程——企业家精神理论
的理论背景中。
首先，我们论述了市场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与组织理论的关系。
然后，我们研究了在非均衡框架中，零交易成本假设下企业是否能够存在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奥地利
的企业家理论需要一个企业理论作为其理论支撑。
接下来，我们介绍了一个试图通过以市场过程理论为基础来整合现存的企业契约理论和企业能力(演
化)理论的研究。
最后则论及了一些其他的观点。
    第六章则是对奥地利经济学中一些无法归纳到前面的逻辑主线中的其他论题进行了研究，首先是米
塞斯的人类行动学理论、奥地利的认知理论以及米塞斯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中的观点(市场的参照系问
题)以及拉赫曼的生产理论等。
随后，我们研究了华人经济学家托尼·俞基于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和拉赫曼生产协调问题对企业协调(
认知)理论的研究。
接下来，我们研究了福斯对企业作为一种认知实体的研究。
最后，则基于米塞斯的市场参照系理论对企业的限度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七章和第八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在第七章中，我们着重对奥地利学派的企业理论研究工作进行
了一个系统的总结性回顾，特别是对这一研究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较为深入客观的评价，分析了奥地利
经济学企业理论研究中的某些特有的优势和局限性；第八章则从现有奥地利学派对企业理论的研究工
作出发，反过来对奥地利经济学本身进行了重新思考，不仅讨论了企业理论研究对奥地利经济学的正
面推动，而且还讨论了这一研究中出现的某些彼此矛盾之处以及部分文献在研究过程中与奥地利经济
学某些定论产生的冲突，并研究了某些文献一边坚持其方法论立场，一边又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令人意
外的妥协、让步甚至“辩护”等在以往的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几乎从未出现过的问题，并进一步
探讨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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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项后军，男，1967年8月出生，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提前毕业于浙江大学，博
士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为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校重点学科
数量经济学带头人、2008年度“浙江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人选”；已经发表论文10余篇，其
中按照浙江财经学院论文标准，一级Ｂ论文5篇；已经主持课题6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
的国家级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2项；曾经在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以及产业经济等方面做过一点点研究
，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1、应用计量经济学；2、产业集群与企业成长研究；3、金融、宏观经
济与产业经济相关结合方面。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奥地利企业理论的缘起、研究视角、理论基础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  第一节  奥地利企业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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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秩序、组织、规则以及规则的变化  第二节  秩序、规则与企业：埃恩奈斯的分析    一、企业
的契约与市场的契约    二、企业：均衡还是秩序？
    三、规则、演化、有目的指令与企业的特征  第三节  秩序和组织：一些其他的观点    一、企业是计
划吗？
    二、两种秩序与企业理论：卡尼夭的分析  第四节  对奥地利观点的反思：从两分法到三分法  第五节 
本章小结第三章  奥地利的知识理论与企业理论  第一节  知识的奥地利理解  第二节  近似奥地利传统的
企业知识理论  第三节  由奥地利传统所引发的企业知识与决策权的理论  第四节  分散性知识问题的重
新提出：明科勒的观点    一、知识的特征：奥地利经济学的重新分析    二、分散式知识对当代企业理
论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意味着什么？
  第五节  分散性知识、知识经济、企业组织以及对权威  ⋯⋯第四章  企业的试验本质第五章  市场过程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理论第六章  奥地利经济学中一些其他的观点与企业理论第七章  对奥地利学派企
业理论研究的总体思考Ⅰ：从奥地利经济学看企业理论第八章  对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的总体思
考Ⅱ：从企业理论研究看奥地利经济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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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奥地利经济学中的秩序、均衡和规则　　（一）秩序理论　　奥地利学派的秩序理论或者说
哈耶克的秩序理论，源自于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社会思想分析。
米塞斯也对哈耶克社会思想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而追溯起来，其脉络来源于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休谟、弗格森和斯密等人的思想
。
　　哈耶克提出自发秩序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经济学中的一个难题，即人们在社会交往尤其是在市场
活动中知识的运用和信息的利用问题，亦即为了“解释整个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在这个过
程中运用了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是集中在单个人脑之中的知识，而仅仅是作为不计其数的不
同个人的分立的知识而存在。
因此，从知识的运用和信息的利用出发，哈耶克指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制
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
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
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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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将目前这些庞杂的文献按其大致的研究方向加以分类，考察了奥
地利企业理论产生的原因，分析了它的研究视角、理论框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具体从哪些方
面推动了企业理论的研究等，指出了它存在的某些缺陷和问题，初步研判了这一研究的发展趋势。
然后再将这些研究方向体系化，理出一个整体上有着内在联系的逻辑进路，并在最后从既有的企业理
论、奥地利经济学以及经济思想史三个方面来对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进行全面地比较研究并提出自己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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