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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济民主——顺应 自然的选择 

冯 同庆 

(中国工运学院，北京 10~37) 

[摘 要】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企业经济民主不是自发产生的，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而另一 

些经济学家却不同意这种分析。有人认为，适宜的感知 理、社会传统和历史背景，可以使企业 

经济民主成为自然的选择。从对 中国改革的实证考察看，企业的经济民主在 自发地萌芽、生长， 

它表现为一种顺应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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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经济学家批评企业经济民主不是 自发产生的，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南斯拉夫学者斯韦 

托扎尔·平乔维奇的说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不管如何使用漂亮的词藻，“工业民主”和 “工 

人参与”是把决策的责任转移给了一群根本不受这些决策影响的人；工人总能得到合同工资，公 

司投资成功好处与工人一起分享，公司投资失败股东独 自承受损失；这就违反了风险——报酬关 

系，又提高了股票资本的成本；这种非 自发的过程，限制了个人通过谈判产生最有利的组织的自 

由；由于其不是从自发的契约性协议中产生的，就需要用法律来对其做出规定。回 

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却不同意上述分析。美国学者路易斯·普特曼认为，所有那些想当然的问 

题都是那些采用常规模型和特殊假设的经济学家们的推理，这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些争论但却没 

有对这些企业进行必要的验证。而从 20世纪 70年代到 90年代，欧洲产业民主 (IDE)国际研究 

小组对比利时、丹麦、芬兰、联邦德国、荷兰、挪威、瑞典、英国、以色列、南斯拉夫、法国、 

意大利、日本、波兰等国的员工参与管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实证研 

究。结论是．员工参与决策对于总体经济状况的提高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企业内部有正式的分享 

决策权机制的话，它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企业的经济民主，实际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制度安排。人们往往看到，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 

制度安排实际选择起来十分困难。然而，美国学者托马斯 ·c·谢林提出了一种解决难题的博弈理 

(收{膏日期】2001—04—2口 

f作者简介]冯同庆 (1 一)，男，山西汾阳^，硬士，教授．中国工运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职工问题和工台理论研 

究。 

① 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 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帝|的理论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杜 ，1999—79．此外．还 

有从政治学角度进行探讨的。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 r h lip,~et)的著作 (政治人——政治的杜会基础)认为， 

工人更喜砍投端主义，迅速地对杜会问题提出解决的答案，因此他们更富于权力主义倾向而不是 民主主义倾向。参看该书，上 

海：上海^民出版社，199-／．77—82。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他的看珐。参看该书第421—430页、中译本序第 9页。 

② 转日f自玛椿丽特-M·布莱尔 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l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 [M】．北京 中国杜会科学出版杜． 

1999 262．欧洲产业民主 (IDE)国际研究小组的研究．参看美国洛约乐大学 理查德-H·弗兰克：‘产业民主与趋同对经挤的影嫡： 

主要工业国家的比较分析)，栽 ‘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验)一书．北京：中国^民大学出版社，2o0o 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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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认为，在本质上充满冲突的情况下要达成协议，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一种自然的突出的结 

果。谢林称其为 “焦点”，后来人们便称其为 “谢林点”。所谓自然而突出的结果，取决于感知心 

理、社会传统和相同的历史背景，而不是取决于可以按照理论选择模式加以表述的那些形式特 

征。⋯(Ⅸ 3田) 

从对中国改革的实证考察看，企业的经济民主在 自发地萌芽、生长，它表现为一种顺应 自然 

的选择。从下面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与此相关的 感知心理”、“社会传统”、“历史背景”。 
一

、 经济民主能否促进企业的效能，就是一种重要的癌知心理 

有学者指出，效能是促使雇主支持劳工参与的主要动因，尤其是 20世纪 30年代的行为科学 

家都肯定允许员工参与与工作执行相关的决策，不但可以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还可以提高员工 

的生产力；一般说来，雇主对劳工参与只会出于实用的考虑，而且只有在雇主相信这套制度会比 

其它措施产生较佳的结果时才会采用o[2J(Pzr~--2ao)我们对去年公布的1997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统计 

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给人们的感知心理是——经济民主与企业效能是正相关的。该调查涉及的 

地区有：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 、上海、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云 

南、陕西、甘肃。在 15个国民经济门类、81个市县的320多万职工中，随机抽取2O0O个基层单 

位的 5OOOO名职工进行调查。调查数据加权汇总处理后，恢复了原有的实际比例关系。其中调查 

表明，作为一种民主管理形式的职代会，其职权履行与企业经济效益正相关 (Signifidm~《0．05)。 

当然，对此可以有一个互为因果的解释，或者是职代会职权的履行有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l高， 

或者是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助于职代会职权的履行。甚至，还可以有其它解释。比如，引人其 

它变量，对这种相关进行进一步说明。无论是哪一种解释，这种正相关而不是一些人认为的负相 

关，引起的 “感知心理”都会是有助于扩展经济民主的。下面，是该调查中制造业的数据。选择 

制造业是因为，制造业中的企业种类比较齐全，对问题可以有更具信度的说明。 

(表 1)单位经济效益状况与企业领导干部是否定期向职代会述职 

(si I访cance=0．0000<0．05) 

定期述职 不定期述职 经济效益状况 

企业数 占％ 企业数 占％ 

濒临破产或严重亏损 109 儿．8 l08 24．9 

略有亏损 2舵 ．0 105 24．2 

持平或微利 297 32．3 1嘶 ．4 

较好 288 31．3 104 ．O 

很好 24 2．6 l1 2．5 

合计 。 9∞ l伽．O 434 l00．0 

(表2)单位经济效益状况与职代会是否开展民主评议企业领导干部 

(Si~ifieance=0．0000<0．05) 

开 展 不 开 展 经济效益状况 

企业数 占％ 企业数 占％ 

濒临破产或严重亏损 148 l3．3 73 ．4 

略有亏损 249 22．4 65 23．6 

持平或徼利 344 30．9 66 23．9 

较好 345 31．0 63 ．8 

很好 27 2．4 9 3．3 

● 合计 ll13 l珊．0 打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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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单位经济效益状况与集体合同草案是否经过职代会审议通过 

(si 击can。e=0．0(3O0<0．∞) 

经过审议 不经过审议 经济效益状况 

企业数 占％ 企业鼓 占％ 

濒临破产或严重亏损 87 l】．1 13 31．7 

略有亏损 l加 21．7 7 17+1 

持平或微利 256 北．6 8 19．5 

较好 248 31．6 ll 26．8 

很好 24 3．1 2 4．9 

音计 7 ， 100．O 41 lO0．0 

再如，企业实行利润分成、合股经营等也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企业经济民主的重要内容。联 

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发表的 <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os)，是国际范围内社会指标方面 

最系统、最有代表性的文献。该文献讲到，利润分成、合股经营等，是多年来某些私人厂商已采 

用的几种措施；虽然使用这些措旖的动机可能不同，但是一般说来 ，它们都承认并强调劳费双方 

的共同利益；在研究劳资关系时，更多地掌握关于这些措施普遍推行的情况以及比较那些采用或 

不采用这些措施的机构所取得的结果的方法，是很有用的。① 对于中国的企业改革来说，有统计 

表明，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可以产生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感知心理。1997年，一次对 3o家企业的 

40O0名职工的问卷调查表明，改制为职工股份合作制的企业栝力普遍增强。与以前 比较，认为 

“有所增强”的为 36％，“和以前差不多”的为 12％，“还不如以前”的为 7％，“现在还不好说” 

的为3％；与没有改制的企业比，“有所增强”的为32％，“和其他企业差不多”的为10％，“还不 

如其他企业”的为7％，“现在还不好说”的为3％。【"( m— )根据中国股份制信息评价中心提供 

的资料，]993--1997年我国上市公司中含内部职工持般的公司，其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都高于全部 

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996---1997年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中，内部职工持股的企业的净资 

产收益率随着持股比例的提高而提高。【 J【 ∞00年，北京科思瑞智市场调查公司对十几个行业 

中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进行调查。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老板希望手 

下职工持股。该公司在 200O年 8月30日中华工商时报上给出了三个个案： 

个案 1：某县第二造纸厂 个案 2：某县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个案 3 某市鞋厂 

持股职工比例 90％ 持股职工比僦 100％ 没有职工持股 

其负责人认为：产品竞争力很强 其负责人认为：产品竞争力较强 其负责人认为：产品竞争力弱 

在同类产品中占有 65％份额 茁同类产品中占有 1％份额 

很有可能兼并其它企业 报有可能兼并其它企业 能否兼并其它企韭说不清 

不可能倒cjj 不可能倒闭。 能否倒闭说不清。 

调查者认为，私营企业职工持股的效果居然如此之太。他们分析说，尽管民营企业中职工持 

股的企业并不多 ，数量只占调查企业总数的 12．9％，但他们的经营状况、市场竞争力等普遍强于 

非职工持股企业，至少说明了职工持股对企业发展 (尤其是对私营企业发展)很有好处。 

① 联告国经济和杜会事务部统计处 ．杜会和人口统计体蓉 鹎Ds[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杜．1匏5
．275 伯特．选 

尔曾经指出过t工人的产权参与具有正效应。他说：“在老牌民主国家．确宴存在一些雇员所有的公司．而且事实上非常并氍 。 

当然，他同时存在着一种担心。这就是， 要以选样的所有捏和支配捏帮在扈员和工人手里的公司为主导．建立一种经济秩序
， 

～ 般说来，工会运动 劳工党派和工人们并不热裒。 参看 (论民主>一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91 选尔的担心是有道 

理的．但是我们现在观寨刮的情况是，IA们的观念也处在转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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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自然曩固中．除了 。蒜知心理”，“社会传统。和 “历史背量”也是很■鬻l舶因素 

当代不少中国人可能忽视，近代以来中国有着某种经济民主的 “传统”和 。膂 量 可是在 

产生了这些传统和背景的地方，人们对此如敷家珍，成为扩展经济民主的助力。 

20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曾到江浙一带考察。在无锅的企业里，经常听到A们回忆起历史 

上这里的荣氏家族及其经营之道。后来了解到，荣家企业代代相传的企业精神中，高传统文化中 

的民主性遗产 ，有氏族组织中的民本主义等。荣家企业较有作为的第二代资本家荣_寐仁 是 ∞世 

纪30年代中国主张 “劳资合作”并主持 “劳工自治区”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主张对劳动者，要安 

其心、一其志、健其身、修其德。当时他的企业建立的 “劳工自治区”，有职工宿舍、学校、医 

院等设施。有评论者认为，这是在以西方为参照的移植性制度创新中，在高级形式上复括了民同 

氏族制度，具有管理民主、社会博爱、权利平等、教育普及的特点。 

以劳力股形式实行企业经济民主的山西省大同市秦矗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历史上的晋 

商传统还有渊源。据山西省体改委负责人讲，秦嘉集团搞劳力股，可以向前追溯到合作化时期的 

初级社。初级社实行劳力人股、民主管理、按股分红、按劳分配；再向更远的历史追寻，就是清 

朝山西票号的顶身股。①据山西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讲，秦嘉集团的做法是有东方文化传统的， 

中国明清两代甚至是民国初年，正规一些的商号把人力作为股本，伙计干得好，1—2年就顶生 

意，顶上生意按股分红的收入要远远大于工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曾经向山西的有关同事 

讲过他的意见：我不仅同意、赞成大同秦矗集团实行劳力股，而且认为劳力股是发展生产力最有 

效的办法；工人、农民不只是通过按劳分配脱贫，还应通过实行劳力股等多种办法尽快致富，走 

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国家体改委的一位研究人员说，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广东实际上劳力股是很普遍的，但广东 

的原则是 “只傲不说”，一般人不太清楚。后来笔者了解到，在广东的不少乡镇企业里有类似劳 

力股这样的安排。其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现实原因，乡镇企业里的当地人凭借土地等要素得到 

的收人大大高于外地民工，为约束这种不合理的安排 ，有的对外地民工实行了劳力股这样的做 

法。二是与传统相联系的原因，为了调整乡镇企业内部已经形成的过大的分配差距，采用了合作 

化初期劳力人股的做法。0 

三、“社会传统。和 “历史背量”还包括建国以来的内窖 

现实生活中．有些企业的发展便是借助了这些传统资源，而且很有成效。 

武汉市路达汽车修理公司是个私营企业，是政府命名的明星企业。其总经理万幼成说 ，他的 

企业所有职工福利待遇都比照国营企业办。他说按国营企业来管理私营企业还是相当有效的，只 

有一条不同：干得不好可以随时开除。’6 民营的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得也很好。其总裁 

许连捷曾说：“国有企业有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处在初创时期的民营企业是没法与之相比的。然 

而，这些很好的制度却往往在国企不能得到很好地执行。而事实上，民营企业很多都是从小作坊 

开始的，根本无完整的制度可言。在随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间接或直接照搬了许多国企的制 

度、做法，这些制度在民营企业却发挥得很好。产生于国企的制度，在自己家里不能发挥作用， 

别人拿去却行之有效，这里头最关键的问题是未能从上到下严格按制度办理。”I 

浙江传化集团，也是一个私营企业。但总裁徐冠巨却把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福利制度、保 

① 据石驶所著 ‘汇通天下的晋商)介绍，晋商实行的是无限责任股份制，其中的股份设置是财股和顼身股；财股，是股东 

投资接其出资多少折算成的股份，也叫银股；顶身段 ，是指票号中的人凭 自身才能 工作资历、工作业绩经过评定而获得的顶 

生意股份；通过顶身段形式，票号的经营与员工的经薪利益直接挂钩，使经理、伙计、学徒参加．I∈期分虹，增强其敬业精抻和 

票号的竞争力。参看谖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牡，l蜥 ．75． 

0 参看潘恩强，陆文强 ．共有制与农村改革 [M]．北京：红旗出版杜，l995．潘恩强，胨束义 李力，冯木宁 ．共有科与 

均贫富 [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杜，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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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制度、职代会制度等经改造带人企业，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成都华侨风凰集团也是一个私营企 

业，但其总裁把国有企业内部船够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机制带到了自己的企业，并认为这是经营成 

功的要诀。 8J据笔者所知，湖北省荆州市的私营企业蓝星集团公司建有职工代表大会、武汉市的 

私营企业劲松集团公司设立了职工董事等等，都促进了企业发展。 

当然，上述制度、做法在改革中被运用要经过一种转化工作。这就是，把传统的社会政策和 

政治目标的考虑，也转化为现实所需要的符合经济规律和企业经营特点的具体途径和办法。 
一 些学者评论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造就了一大批新型企业，这些企业的产权结构是多种多 

样的．它们多数不是来自理论、书本或者观念，而是来自企业家、商人、基层官员和普通农民、 

工人、手工业者、居民等等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的发明创造。①还有学者认为，～般下面自发推 

动的制度改革都有生命力，都容易成功；中国目前制度改革中很多困难可以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 

度创新的办法来解决。【9J当然，这位学者所指的自发创新，在内容上与笔者所指有所不同，但道 

理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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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mocracy in Enterprises 

— — An Option of Going with Nature 

FEN(；Tong—qing 

(China L~bor College，＆扣 10(3037，China) 

AllsU'st~：Some eccmotmsts criticize that econvraic democracy in enterprises do not emerge spontaaeously，so it 

has not vitality．But other economists do not agree with this analysis．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suitable mental 

perception psychology，social tradition and historical hackgrouad let economic democracy became a rlgttll~ 

option：From the positiveinvestigation ofthe Chinese reform，econtmlic deax)cracyin enterprises has,~ liy 

er l瑁ed and has dewiop~d and has beenan option of跳 with nature． 

Keyw0rc_s：enterprises；~X)OfflOtTUC democracy；the reform oftheChinese enterprises：a rlgttlral option 

[责任鳊辑：夏正] 

① 中华工商时报 ；N3，1998—12—18．这些来自基层的发明创遗，可能也是有历史渊薄的。美国学者詹姆斯-R．蛹森，布 

兰特利。辑马克 (James R．Towr',~nd[1rantlyWoraack)所著 (中国政治)，在分折建国后的群众性参与时，指出了这种参与的失误 

之处，同时认为其有生动括蕴的色彩、对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经济矛盾不失为虽有限但却是重要的出路。参看该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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