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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研完了企业边界特征的 基础上从边界演化的角度论证了企业的边界是模糊逻辑表示 

的动态边界 ．而正是／上业边界的模糊性和动态性导致了企业的集团化行为 ，探讨 了用模糊逻辑 

表示的企业集团的定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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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集团化现象及研究出发点 

作为经济社会中的基本单元 企业在其演变 

的所史 中呈现了多种形态．当今，又H{ 了被普遍 

描述为“多法人联合体”的企业集团．在当今的经 

济社会中．企业集团的作用与地位是被普遍 同 

的．对企业的集团化现象的研究也足 个热 ．在 

对集团化现象的观察 与思考 中，一种思路足把集 

团作为 个整体．研究该整体的功能、控制眨社会 

效应等 ；另 一种思路 是以企、Ik为起 点．研究企业集 

团的结构 、特征等．如果把企业集团理解为法人企 

业在经济运行 中适应环境变化『亓『产生的一种法人 

法人之间的 合作”或藕台形式，那么．以企业为 

起点来研究企业集团 ．探讨企业集 团的本质或集 

团为什么产生无疑是一个 确的视角． 

“多法人联合体”这种现象是人们普遍观察到 

的事实 -然而 一个公认的关于企业集团的定义至 

少刮目前是不存在的 企业集团是在经济运行过 

程中企业与企业之『口_结合方式的 种创新形 ℃． 

到底是什么力量诱致 企业 之间的集 团化的行为 

呢?或者说，隐在 多法人联合体”这一现象背后的 

本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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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集团化现象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是在研 

究集团中采用得比较多的方法．通过对 奉．欧美 

些市场体制国家中的企业集团的研究概括 ， 
一 系列企业集剐的特征．与此同步，对集团化的动 

机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如交易内部化 节 

约交易费用的动机、规模动机 、竞争动机 、多元化 

动机、委托 代理关系产生的集团化动机和政府 

的干预动机等．然而．集团化理论的逻辑体系并 

能令人满意．以科斯的企业理论为基础的集团化 

研究多把集 描述为“中间体”．但是 ．这种”中间 

体”的说法与 多法人联台体”在揭示的内潞上并 

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经济运行基本单元的形态从理论 L-兑是与经 

济发展的特定水平(生产力水平lj 丰月适应的 经济 

单元的组织形态是在经济协调系统的势场的作用 

下．企业按一定的效率准则寻求效率改善的结果． 

这种准则应该是 个复杂准则体系 ．包括交易费 

用、组织费用、x效率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企业 

集团的产生与发展-从宏观上说 -在经济协调系统 

及宏观社会经济特征的势场 中存在瀑毁性的喙 

固；在微观 }：说，是经济单元之间的藕台 ， r 实现 

某种效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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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的基本单元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多 

层次的复杂环境 ．既包括文化、科学思想、技术进 

步等由更大系统决定的因素．也包括经济运行 

调系统的因素．如市场、政府的规制等方面．就其 

变化的时间尺度而言，象文化、科学思想等是长时 

际的．囡而 ．与经济协调 系统对 企 的影响相 比 

较．这些长时标的因素 的影响可以假 定为是 1、 

慢变量．因而可以简化 为单纯的经济协调系统对 

企业组织形态演变的影响． 

实际 t．如果用协 同学的理论来解释 j 述观 

点．可以认为在给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 ．经济 

协调系统的势场使得企业 与企业之间形成既 别 

r市场又区别于一体化的新的形态．这种新形态 

包括 r被人们较粗略地认识 的”多法人联台体”的 

结构 

本文以企业 为出发点 ．考察企、世有效的交易 

边界的形态 ．并揭示出企业集明正是这种企业有 

效边界的表现形式． 

可以采用非线性价格的协议．就能在没有组织上 

的 体化的情况下实现一体化的垄断利润．叮以 

这样认为．存在纵向关系的两家企业 中．当 方持 

有另一方更多的股份时．其交易的内部化程度也 

就越高 ，市场特征就越弱． 

上 面所列举的现象，实际上揭示 了企业 与企 

业之同的交换存在着既不是绝对的市场交易也不 

足纯组织的关系 ．也叮以说是既有市场特征 ．义有 

组织的特征．如果仅用人们 习惯 的 0 1逻辑 (即 

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描述)来描述这种现象是很困 

难的 交换过程 中的市场特征的程度与组织特征 

的程度表明交换的性 质更适合 用模糊逻辑来描 

述．交换的胜质处 于纯市场与纯组织的两f}j之间， 

对某项交易以r一0表示交易的纯市场性．以 r一 

1表示交易的完全内部化．而一般地 ．以O< ， < 1 

的适当取值表示交易的内部化程度．更具体地可 

f1：如下描述． 

设 2(1) (2 ．⋯， ( )为企业 E涉及刮的交 

易，町定义 

2 描述企业边界的逻辑 “  ̈

传统的对企业的理解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 

物．在企业的内部通过组织方式进行协调，企业 与 

外部通过市场进行协调．一项交易既可 以在企、I 

内用行政手段进行协凋．又可以在企业外部用市 

场手段进行协诃．这样 ．按组织交易的方式就能形 

成较明确 的企业边界的概念 ．即协调方式 的区别 

把企业的内与外作了显著地标志．然而 即使在科 

斯研究企业的年代，也已经注意y-4了这种内部和 

外部并非是一种绝对的概念．科斯认为“作为替代 

价格机制的 纵向’一体化程度在不同的产业和 

同企业之问差别悬殊”．这实际表明了组织协调巾 

有价格协调或价格协调与组织协调在某种意义 下 

可以饪结台 ．即企业按交易的协 调方式所划分的 

边界就有内与外的模糊性．而实际上 ，这种特征在 

某些场合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对于计划价格、定量 

供应等制度安排所涉及到的”交易”几乎都具有区 

别于完全竞争市场价格机制的特征．再如在企业 

间的纵 向关系中，产业链前后的两家企业之间的 

完全一体化．意味着交易的完全内部化 但在这种 

纵 向关系中更多的表现l彤式是非完全 体化的． 

如长期合同、相互持股等．而在垄断链中，甚至还 

。 市场中完成 ( 交易
． 刚 

1 2( )的交易内部化 ～ 

(，)I“Oz( ) 一1}就是科斯所描述 的企业．它是 

一 个确定的集台．实际上可作为 0≤ “( (J])≤ 1 

的推广．以此来表示交易的模糊 性．这样企业可以 

等价地理解为论域 (1)．2(2) ⋯ ( )上的 一个 

模糊集．从交易连接地意义上 ，企业就是 一个模糊 

网络．当把企业理解 为是一个模糊网络时 ．企业的 

边界就成 了模糊边界．也就有 r交易内部化 与市 

场化的度．企业边界的变化就是交易内部化程度 

的变化．例如．可以通过掌握另 一家企业的更大的 

股份来增加内部化，甚至是一份更长期的合同也 

意味着内部化的加强． 

3 企业的边界策略 

在技术不变、市场平稳的假设下，企业 的边界 

一I以说是稳定的．这是因为与市场及技术相适应 

的有效生产的前沿面的形式是不变的．因-m，企业 

的组织形式可以选择与有效 面相对应的方式．在 

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即使有组织形式调整的要求． 

也是只此 一同的．在此情形下对企业边界调整所 

花的成本将作怎样的理解呢?把科斯 ”组织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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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成本 ，等于 市场组织该项交易的成本”晌 

观点进 步细化实际上可以把组织 项 交易的成 

本分为两部分： 一是建立内部交易的组织实体的 

一 次性成本 ；二是维持 内部交易的、与交易量及交 

易频率有关的组织成本 如果这种 内部交 易总是 

有效的．即其生命周期是尢限的．哪么．第 项成 

本 ．即 次性建立组织的成奉可以被 分散到每一 

笔交易中．由于组织内的交易的无眼性 ．分散到每 
-笔交易中的 次性成本就可忽略了．所以．与 市 

场 交易费用相比较 ．可以不计 次性成4=．然『『fi． 

这就涉及到一个不确定性问题．这个问题任科斯 

研究企业的年代是 明显的，而在现代却是 个 

十分显然的问题． 

如 果考虑市场和技术的变化 ．那么企业有效 

边界必然存在一个有限的生命周期．而对 丁有限 

的生命周期 ．一次性 的成本 不能被无 限次交易分 

担 ，所以 次性成本不能被忽略．生命周期 内的交 

易越少 ，一次性成本的作用就会越突出 ．生 命岗期 

越 短，一次性成本 的影响越大．当今社会．随着技 

术的’陕速发展 、市场节 奏的明显加快 ．企业 用际 一 

体化 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使得企 业组织的生 命周 

期缩短． 

市场与技术的快节奏 ．使得即使现在 是合适 

的组织形式也将会在一个可预期的将来被其它形 

式取代．因此就有了一个如下的问题 ：如何建立 一 

种内部交易的机制去克服 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内部化的交易在 

多大程度上替代市场交易．从期颦值的意义 I— 并． 

市场与技术的快节奏变化使得企业有效的组织形 

式的生命周期更短．这样建立组织的仞始成本会 

更加受观注．固而．企业会更jJ口慎重地考虑 内部化 

交易的度．这将引导企业的制度创新向降低 次 

性成本 的方向发展，或向既要具有内部化的敏牢 ． 

又不需要或只需要更少 一次性组织成本的方 向发 

展．实际上，当今企业在考虑交易内部化的同H 

考虑到 了内部化交 易的牛命周期 的影响．在这种 

情形下 ．调整边界的成本决不足一 个可忽略的量． 

换言之 ，确定企业的边界是与确定 企业边界的成 

本一起作为企业决策的前题 这种思考模式反映 

了企业的边界变化也足企业追求效率的 个决策 

变量．企业的动态边 界就是企业的边 界的变化作 

为 种短时间尺度的、实现企业 目标的决策变量 

结台上 节讨论的企业模糊逻辑的表述．可 

以看到企业边界的动态性既可以在内外模糊度 』一 

的连续变化．也可 是非连续的跳跃式动态变化． 

这构成 r当今企业的一个特征． 

4 模糊、动态边界的效率 

企业边界 的模糊性是客观的事实， 是现代 

经济发展的产物．用模糊逻辑来表示企业边界可 

以更真实地描述企业，在这种逻辑下．交易 费用 、 

组织费用和其它影响企业边界的因素将综合成 一 

个决定企业边界的效率函数．科斯的决定企业边 

界的边际准则成为这种逻辑 的 一个特例．这是一 

个值得进一步深人研究的课题．本文致力于确认 

模糊动态边界是企业演化的表现形式． 

从理论上说 ．0一 l逻辑是模糊逻辑 的特例． 

因此 ．问题的核心在于动态的模糊边界是 有效 

率的问题 ．或者在 于当企业边界策略作为一种追 

求企业 目标的短时间尺度决策变量时是否存在效 

率的问题． 

动 态边界的效率 町从当今一些企业 ，尤其是 

高科技企业与虚拟企业的行为中观察到．当今的 

一 砦企业 ．对所需的投人品，有时既不是从市场购 

买浚产品 ，也不是购买生产该产品的企业，而是购 

买生产该产品的企业 的生产能力，即生产能力成 

为交易的摹本对象．显然，购买生产能 的行为既 

不足市场 的产品交易 ．也不是一体化后的组织协 

渊．它体现了市场 与组织的模糊 性 又如对于 一家 

掌握丁具有一定技术含量 的新 产品的仓业而言 ， 

为 r使这种新 产品投人市场．可以 自行新办生产 

企业或购买生产企业．但是由于产品的生命期的 

不确定性 ．这种行 为可能会导致无效 率．如周期 

K、退出成车高等．如果 由某家生产企、Ik购买废技 

术．乍产企业 同样面临着技术的成熟性、牛命期等 

导致无效率的问题．因此，双方可以在围绕该技术 

的产品市场化上“一体化”．由于该方法考虑到产 

品或技术一日失去市场生命力时的分离的损 失． 

此成为一种可取的方法．又如一家生产企业 ，需 

要 上游的某种产品，如果该产品的生命力越强 ，就 

越 町能采取一体化战略．反之 ，对新替代技术的预 

期 越强 ．与上游企业 的关 系就会越接 近市场．甚 

至，即使住 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如果上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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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进步步伐较慢时会淡化 体化 

总之．随着市场 的节 奏加快 ．技术的快速发 

展 ．企业在适应这种快节奏 将会采取动态边 界 

策略 

5 企业集团的本质 

在经济环境 中，企业 的模糊动态边界将 会导 

致经济单元的响应模式．前 面的分析是以单 个企 

业 为中心进行观察的．然而 个企业 的动态边 界 

必然地涉及到另 企业的动态边界．这是 为 ! 

有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实现模糊 

动态边界． 个企业的内部性减弱，意味着另外 一 

个企业在市场中作为主体的程度的增加．这样，当 

把 视点从观察 个企业扩大到观察 一群企业时 ， 

就会看到作为法人的企业 由于协调方式所确定边 

界的模糊性及动态性关系而形成的耦合，还可 以 

观察到企业之间的相机的 分”与“台”．适时的分 

或台．适时的内部性加强或减弱的改变边界的{』 

为．会表现在多家企业边界相对确定的企业之削， 

可能在市场上表现为 一个 功能 刚”．而功能团巾 

可能会游离出一些 企业 ，也可能 会吸收其它一些 

企 业进入这个功能团． 

进 一步．可以用下述定量语 言对企业集团进 

行描述 为此先引入下面的命题 ： 

命题 企业 A有一+项交易 ．其交易模糊性 

隶属度为 0< “ ( )< l坝4必响另外 个企业 B 

及 B的一项使 交 易成立 的交易 。，成 立 u< 

)< 1． 

成 上述关系的 A、H企业称为连通企业． 

若 d< “ (￡)< t对应 < ( 。)< l则称 

A、H企业为 连通企业 利用连通性 可以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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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描述如下： 

没 ．̂ ：，⋯ ，̂ 为 群企业 ，且对( 1造通是 

封闭的 ．不存在对( )连通封闭的真闭子集 ．则这 

一 企业群称为企业集团． 

由 上述描述看 ．企业集团是 群法人联合体． 

从交易联 系的视角观察是与模糊边界的连通性相 

关联 的．当然这个集台也是动态变化的．动态性 

方面是模 糊交易边界 上的变化 ；另一方而是集 团 

既可 以游离出企、 又可 吸八企业． 

用上述观点观察当今的企业集团，这种多法 

人联合体 巾的边界的模糊 胜是可 清晰地观察到 

的．如集团内部的”市场”既有行政 调特征．义 

有市场特征．相应的持股比例的变化及资产的频 

繁置换．体现了动态边界的特征．企业集团是介业 

模糊动态边界的 种实现形式． 

就 目前而言，主要 以 家大公 司为核心的企 

业之间可实现模糊动态边界的企业群组成 的“功 

能团”称之为企业集团 这种“功能团”的核心企 

业在市场 中的清晰度较高．虽然作为核心 、 其 

模糊动态性也是必然的，然而它本身的巨 演变 

中心可以在市场 中标识．以这个核心企业为中心 

的一连串企业 的 功能团”除了以内部的组合方 

式变化实现有效边界外 ，还可 以采用从”功能用” 

中游离出企业的同时又吸入企业的动态形式． 

对 于一 家棱心企 ,IL(集团公 司)为中心的企 

业集团，其 连通 性可 通过与棱心企业存在内 

部性关系来判断．记 为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 

属 于此集团，当且仅当存在 ．．A ，⋯，A．． 为 

连 通序列 ． 

模糊动态边界得以实现的形式可能会小断 

现．以更低的成本 与更高的效率实现模糊动态边 

界 也许是企业组织创新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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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dynamic boundary of enterprises and business groups 

W U Guang DlOlg ．SH ENG Zhao hart 

1．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South u a、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一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Engineering-Nan}ing University，Nanjing 2I．93．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researcbcs the propel fies of the enterprises’boundary and proofs that in the VieW of 

the evolution-the houndary of enlerprjses j a dynamic boundary．which can he expressed by'fuzzy logic
． 

Then authors argue that it is the fuzzy．1l：ld-iyllami(j hat cause the group evolution of enterprises
． Afler 

that·the definition of business groups．whk h is expressed by fuzzy"kJgic．is discussed
． 

Key words： the bou adary of enterprises：fuzzy；dynamic；busines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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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for virtual enterprises 

FENG W ei dong，CHEN ／fan．ZIlAO (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Being viewed as a solution for quick introduction of a variety of products with high quality and 

low costs，especially,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virtual enterprises attFaCEs m。re and more int fe s吼l丁 

rently． However·virtual enterprises．while bringing a lot of response flexibility to us．implies some 

unavoidable risks．in this paper．the possibility to avoid risk by utilizing dynamical conlracts and building 

swift trust among partners in virtual enterprises is explored．Then a risk transfer algorithm is presented
． as 

well as risk evaluating-bottleneck risk identifying．risk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is discussed by,taking 

lead time risk as an example．Finally，a framework for risks checklist designing and publishing based on 

Web is proposed for risk monitoring in virtual enterprises． 

Key~ords：virtual enterprises(VEs ；dynamical contracts；swift trust：risk transfer：check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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