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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分析

黄奕林

　　在新古典世界中, 完全信息决定了经济环境的确定性与经

济人的完全理性, 市场价格自动调节供求, 无需企业家的干预。

经济人在完全信息的环境中可以完全确知利润的存在, 一切决

策都只需根据价格体系所提供的公共信息进行边际计算就可

完成, 因而所有的决策都可以获取合理的利润。但事实上信息

是不完全的, 经济环境是不确定的, 这时决策者就是至关重要

的, 决定着利润的实现程度。因而在市场经济中, 必然有一部分

缺乏信息或判断力的投资者将资产决策权委托给企业家。企业

家就是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中, 凭借自己的进取与创新精

神, 获取创新利润。而金融市场的存在, 又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

条件, 创新的成功又推动了经济增长与社会的进步。

一、企业家精神与创新

熊彼特在创新理论中引入了企业家。在他看来, 在新古典

理论中, 企业无非是联结投入与产出的计算器, 也就是通过数

量调整对市场价格所传达的信息作机械反应, 因而市场价格体

系已充分反映了市场中的所有信息; 经济生活由于信息的完全

而具有完全的确定性; 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经济处于循环流转

的均衡状态, 没有发展与变动, 企业中既不存在利润, 也不存在

资本和利益。在这种静态经济中, 企业家并不存在。但在现实经

济系统中, 市场是不完全的,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 存在着巨大

的利润机会, 激励着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对生产要素进行新

的组合, 建立新的生产函数, 作为创新者, 不断地对旧的均衡体

系进行创造性地“破坏过程”, 在既定的价格、需求、技术等条件

下, 选择实现利润目标的生产组合, 能动地改变现实条件以实

现利润目标, 在“产业要不断破坏旧的生产方式, 经济结构不断

地从内部进行革命突变”的过程中, 发现资本主义的本质, 从而

推动经济的发展。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 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 而创新是指

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或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 把一种

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包括引入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控制原料的

新供应来源, 以及创立新的工业组织、特别是组成托拉斯等垄

断组织。由此企业家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 而企业家精神则

成为社会发展的策动力量。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企业家“必须找

到一个个人的王国⋯⋯然后存在着的是征服的意志, 奋斗的冲

动。⋯⋯金钱的结果只是一种次要的考虑, 或者, 无论怎样, 它

主要是作为成功的指数和胜利的象征而具有价值”①。如果没有

企业家的创新, 市场将处于均衡状态, 也不会产生利润, 正是企

业家通过创新, 打破旧的均衡, 实现创新利润, 而利润的产生又

会吸引新的模仿者, 使利润逐渐消失, 促使市场在更高的层次

上达到均衡。

桑巴特认为,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动态的力量,

是一种世界性的追求和积极的精神, 包括重视核算、注意效益,

主要体现于“征服与营利”。在桑巴特看来, 企业家精神“打破了

那建筑在安逸自足的、自得均衡的、静止的、封建手工业的满足

需要的经济的限制, 并且将人们驱入营利经济的旋涡中”②。桑

巴特将企业家视为现代企业的主体, 企业家分为当权者与有策

略者两种, 而后者并非有权或有大量货币, 而是由于其有适于

成为企业家的个人特质:“只有眼光远大而富于活动力的人才

能够从同业中自拔出来, 取得新主体地位的人总是冒险的商人

和冒险的手工业者”③, 企业家通过经营赚取利润, 因货币的作

用而取得支配权, 成为有权力者, 并把市民的财富转化为资本,

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与发展是国民经济一

种完全而巨大的提高。

企业家的决策不仅受到客观信息的支配, 而且受到主观信

仰的影响。韦伯认为企业家精神驱动着人们按理性目的进行社

会活动, 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追求预期利润:“做任何事情都必

须考虑收支问题: 在一项事业开始时, 要有起始收支, 在作出任

何决定之前, 要有一番计算, 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 在该企业结

束时, 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 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④。在韦伯

看来, 在竞争中新兴的企业家成了经济发展的开拓者, 他们具

有确定不移的伦理品质、洞若观火的远见, 既精打细算又敢想

敢为, 最重要的是, 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 讲究信用, 精明能

干, 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 这类企业家精神能焕发为经济

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残酷的竞争的压力之下, 那种田园牧歌式

的状态分崩离析了。大量财富积聚了起来, 这些财富并没有用

来放款从而赚取利息, 而总是重新用于商业投资。从前那种闲

适自在的生活态度让位于一种冷酷无情的节俭。一些人在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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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就是通过节俭而发家致富的。”⑤

韦伯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与传统主义截然对立的, 相

信企业家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

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 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

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 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

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⑥

二、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的创新利润

企业家创新的目标就是追求创新利润。熊彼特认为只有创

新, 利润才会存在, 这也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

的新组合而获得的合理报酬。企业家通过创新打破旧的均衡实

现创新利润, 客观上看, 企业家的能力主要体现在经营能力、创

新能力、以及承担风险和识别风险的能力, 其中经营能力指企

业家对经济环境与机会进行准确判断、并通过创新实现利润的

能力。在一定意义上, 利润是企业家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正确

决策的结果, 是企业家不断进取、不断创新、不断承担决策风险

所带来的, 而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来自于人类特定发展阶段认识

世界的有限能力或理性的有限性。换句话说, 在不确定性的环

境中, 企业家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 因而不断地处于相对垄断

地位, 虽然利润存在着消失的趋势, 但却不断地被再造出来。阿

罗曾经指出, 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 如果存在技术创新, 就难

以订立明确有效的合约结构来消除风险, 只有在技术创新难以

发生时, 才有可能存在一种交易合约, 以分散不确定性带来的

风险。他表示, 在不确定性的市场上, 人们能够“凭借出售和购

买一些只有在某些不确定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才予兑现的合约,

来取代让不确定性毁灭现存市场的做法, 从而明确地把不确定

性纳入考虑之中。有些交易只有在一个既定的、可以预想的技

术革新时可能带来的交易建立起第二市场”⑦。奈特认为, 真正

的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人面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活动

的、无法充分准确地加以观察、分析和预见的外生与内生因素,

正是不确定性为人们提供了获利的机会。在他看来, 在市场中,

“自信或勇于冒险者承担起风险, 并保证犹豫不决者或怯懦者

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 以此作为对实际结果进行分配的交换

⋯⋯出于人类的天性, 我们知道, 一个人保证另一个人行动的

特定结果而没有赋予其支配他人工作的权利是不现实的和非

常罕见的。另一方面, 没有这样的保证, 后者不会置于前者的指

挥下⋯⋯功能的多层次专业化的结果是企业和产业的制度, 它

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⑧。

可以说, 正是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一部分人才会努

力获取信息去寻求获益的机会, 而这一部分行为者也会比他人

得到更多的有关利润机会的信息。一般而言, 企业面临的是一

个不确定性的环境, 企业家在作出一项决策、特别是创新性决

策时, 对未来的结果无法预知, 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原因就在于

企业不可能在完备信息的基础上, 通过仔细计算进行理性决

策, 而只能在现有己知的、不完全的信息条件下作出最优决策。

这样在信息集随着时空变化的情况下, 最优决策显现出连续跳

跃性的位移, 而企业的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已知的、唯一的

对应关系。确定的企业行为往往对应着分布广泛的结果集, 任

何决策都包含着成功与失败的可能。奈特相信, 只有在不确定

性条件下,“实施某种具体的经济活动才成了生活的次要部分,

首要的问题或功能是决定干什么及如何去干”⑨。随着经济的发

展, 市场分工的深化, 市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市场的不确定

性和市场风险也随之加深, 产生了更大的对交易协调和风险决

策的需求, 虽然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有助于降低市场的不确定

性和决策风险, 但协调和决策的最终责任仍需由某些市场参与

者承担, 以消除生产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 并获得收益。而降

低不确定性的方法主要有集团化方法和专业化方法, 以使企业

业务规模扩大化和组织高度化, 以避免随着业务规模和范围扩

大而产生的道德风险。企业的本质就在于指挥生产活动这一职

能的专业化, 在自有企业体制中, 企业家进行决策与管理, 其它

成员服从企业家的领导, 企业家按照合同规定保证向他们支付

固定报酬。

不确定性与信息的缺乏是企业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 企业

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组织结构, 具有应付未来的研究、开发与

创新成果不确定性的较强能力。特别是大企业, 可以利用自身

的资金设立并维持研究开发机构, 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但

客观上没有一个经济系统能完全消除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企业

经营就是在风险与机会并存的不确定性环境中的风险决策活

动, 正如米塞斯所言, 每一行为都涉及一个未知的结果, 在这个

意义上, 行为总归是风险的投资。在完全信息的市场中并不存

在风险决策的经营活动, 因为只要目标明确、信息完全, 就可以

通过精确计算找到对应的最优行为, 而在不完全信息下的企业

决策, 企业家必须在对未来作出个人估计判断的基础上作出满

意性决策, 在各种相互替代的行为间作出合适选择, 并通过决

策, 获得优于其它企业的经营绩效。在一定程度上, 企业家的决

策与其个人的爱好、经验、判断力、意志 力和对形势变化的整个

把握等能力有极大的相关性。具有较强个人决策能力的企业家

在信息的获取和使用方面有较强的能力, 并对利润机会十分敏

感, 随时准备通过企业经营活动去利用这些机会, 从而在市场

竞争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在不确定性的市场中, 企业家努力发现对交易双方都有利

的交易机会, 并参与其中, 推动市场的运作; 通过加入市场, 根

据经济体系的非均衡性, 不断修正决策过程; 不确定性造成参

与市场活动的行为主体之间交易的不协调, 企业家就努力消除

不协调因素, 以寻求获取利润的机会; 而企业家之间的不断竞

争又会促使有关供求的非均衡趋于均衡, 使市场的真实信息逐

渐显现出来, 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 使资源配置不断完善。在这

一过程中, 企业家应该具备发现潜在的更有价值的目的和手段

的能力, 及时发现在投入和产出的相关关系中的投资机会, 并

充分利用这一机会。

奈特认为企业家的每次经营决策都是独一无二的, 过去的

经验无法用来评估未来的结果。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保

险市场加以分散, 而不确定性则不可能, 在极不确定的环境中

进行风险决策的企业家必须自己承担决策的全部后果, 因而风

险不能为经济行为人提供获利的机会。相反, 不确定性则提供

了这种机会。奈特将利润与不确定性联系起来, 并用前所未有

的、无法用概率加以衡量的不确定性来解释利润的产生。在他

的理念中, 现实的经济过程是由预见未来的行动构成的, 不确

定性是经济过程的本质, 而企业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指挥生产活

动这一职能的专业化, 企业家一方面从事日常经营, 以获得相

当于工资的报酬, 同时又对决策后果负责, 并获得企业总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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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合同收入后的剩余收入, 即利润。静止与确定的经济中不

会有利润的出现。企业家的责任就是通过自身的决策活动对不

确定性作出反应, 因为企业面对的是不确定性的世界, 企业要

想生存与发展, 就必须随机应变,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企业家

才成为创新者, 如果没有不确定性, 信息是完全的, 就没有所谓

的创新。创新的出现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环境和行为的

不确定性的存在, 理查德逊指出, 在一个完全确定的世界中, 企

业是没有创新利润的, 因为“人人都知道并且可以利用的盈利

机会对任何人都特别没有用处。仅当没有太多的其他企业家要

采取相似的行动时, 一个企业家才会利用一个普遍的盈利潜力

⋯⋯也就是说, 仅当对预期来自其它生产者的竞争性供给存在

某种限制时, 这种一般性的机会才会给单个企业家带来可靠的

盈利预期”βκ。换言之, 只有在不确定性的经济系统中, 连续的被

理性推动的价格调整才会阻止其他人对将要发生的事形成清

晰的预期和明确的行动指南。

企业为了在不确定性的市场竞争中立足, 并获得尽可能高

的收益, 企业家必须进行大量的信息收集、分析和研究工作, 进

行市场调查和最新技术发展方面的研究, 挖掘一切可能的潜

力, 积极去寻求不确定性的市场机会。德姆塞茨认为, 如果可能

从利润收益中减去资本收益、管理收益、保险等, 那么剩下的余

额就是对于企业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所作的试验和承担纯粹

意外风险的收益, 这也是一种职能性的收益。总之, 在一个周而

复始的、零利润的经济系统中没有创新的存在, 经济是停滞不

前的; 而只有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 利润的存在才会促使一部

分企业家进行创新。大规模生产、企业组织高度化和分工体制

的深化, 都必须通过企业家的职能的专业化才能实现, 而经济

系统的不确定性又通过企业家的职能加以缩小, 使经济系统在

新的均衡中进行新一轮的创新。因此, 在熊彼特看来, 企业家是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推动力。

熊彼特认为, 利润的产生导源于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创新,

同时利润不再仅仅是创新的简单结果, 而再次演化成创新的激

励, 即为利润而创新, 利润成为企业家为减少不确定性所作努

力的回报。利润与创新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从而使人们在追求

利润和不断创新的社会中, 有更多的机会创新和更快的经济发

展。

熊彼特还认为, 企业家创新过程中, 进行信用创造以取得

信用资本至关重要; 而凯恩斯认为, 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上, 企业

家有着创新与投资的冲动。他把不确定性因素引入货币理论,

为货币体系寻找到一个逻辑存在的合理解释, 即在一个不存在

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理性经济人永远不会处于预防动机而持有

货币, 只有生产周期较长、存在未知因素的世界中, 货币才成为

对付不确定性的手段, 货币之所以被用来充当储藏手段, 主要

是因为利率的未来趋势是不确定的, 尽管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

与契约的应用, 不确定有所缓和, 但不可能完全加以排除, 契约

的高执行成本也给世界流下了相当大的残余的不确定性, 此时

的货币就成为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一通知便可变现的又不会遭

受损失的全部资产。

凯恩斯相信, 人们关于未来的知识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人

类自身难以探寻出一种方法完全预期未来,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

经济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 人们只能不断调整战略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未来:“有一件事实很明显, 我们据以推测未来收益

的一点知识, 其基础非常脆弱。若干年后, 何种因素决定投资之

收益, 我们实在知道得很少——少到不足道。”βλ对于企业家而

言, 长期预期不可能具有合理科学的基础, 现实社会中的经济

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不断波动中的经济”βµ, 在他看来, 如果

没有不确定性, 所有的社会闲置现金会自动转化为长期的盈利

性资产, 也就不存在企业家的投资冲动, 但事件进程中的经济

过程是变幻不定的, 利息率的未来趋势又难以预料, 市场制度

的完善与远期契约的运用, 使不确定性得到了部分的缓和, 但

不能完全排除不确定性。

在凯恩斯理论中, 企业家的投资冲动或引诱取决于对于未

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和预期, 利率和未来收益二者“都没有充足

而可靠的基础”, 而经济体系的实际波动的大小与经济的发展

速度又取决于灵活偏好和投资引诱的大小, 每当不确定性与预

期的作用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与利率上升, 就会促使企业家

减少投资, 以流动形式持有财富, 从而使灵活偏好增加。但从总

体上看, 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并不能阻碍企业家的投资与创业

的冲动, 在凯恩斯的心目中, 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大多是“依据油

然而生的乐观情绪而不是根据数学期望来决定的”, 他强调,

“急于行动而不是无所作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创造精神的产

物”βν , 因而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冲动”和“热情”往往决定着

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在这一层次上, 凯恩斯式的企业家具有了

更多的熊彼特式的创新精神, 而少了一点精于计算的理性, 从

这一意义上而言,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源于不确定性下的投资冲

动。因为, 创新就是引入未曾预见的新事物, 如果没有一点不确

定性, 未来的一切都充分预见到了, 也就没有创新,“我们只要

提醒自己, 即人类的决策可以影响未来, 但此种决策 (不论是个

人的、政策的或经济的) 不能依据严格的数学预计, 因为并不存

在作出此种计算的根据, 时代巨轮之所以旋转前进, 就是我们

有一种内在的想从事活动的冲动。我们的理智在各种可能性之

中, 尽力设法挑选, 在可以计算之处, 也计算一下, 但在我们前

进的动机上, 经常要依赖想象、热情和机遇”βο。

三、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与创新

90 年代以前, 人们一直怀疑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

用, 但熊彼特认为, 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相互

作用的结果, 这一力量就是企业家的创新行为, 如果排除企业

家的活动, 经济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而企业家的创新又在一定

程度上依赖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创新, 企业家仅凭创新的热情

和理智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金融市场获得足

够的创新资本, 才能够实施其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

熊彼特时代, 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处于早期时代, 金融市场还

未完全发展成熟, 新兴的金融工具的出现事实上在六七十年代

以后, 因此熊彼特只能简单地提出企业家可以通过信用创造从

资本家 (银行) 处取得信用资本, 指出“信贷在本质上乃是为了

授予企业家的购买力而进行的对购买力的创造”, 也就是说, 企

业家要凭借自身的信用或“通过创造对于他的领导能力的信

任”, 或“通过说服人们相信他的计划的可能性”来促使资本家

或银行家提供资金, 这种企业家的信用是建立在人们对企业家

领导能力、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估计与预期之上的, 而作为

企业家, 将面临如何传递信号使银行家了解自己的能力, 企业

家本身的良好信用则有助于企业家得到信贷支持, 降低融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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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提高企业利润, 一旦企业家创新后的所获利润增大, 企业家

的信用将会进一步提高, 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随着金融市场的加速发展, 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

益显著。罗伯特·金认为, 金融市场通过推动企业创新能够提

高劳动生产率,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βπ。罗宾逊认为金融市场是经

济增长的附属品, 与经济增长不具备必然的相关性, 只是经济

增长的条件, 而非增长的因素。但戈德史密斯则认为, 金融市场

通过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使缺乏经济能力及冒险精神的人主

要从事储蓄活动, 而让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进行投资活动,

从而使总的经营水平和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也解决了资金运动

中收支不平衡产生的矛盾, 一方面使投资者可用超过本期收入

进行支出, 另一方面又为储蓄者本期积累的收入带来增殖。在

戈德史密斯看来, 即使人们的经营能力与冒险精神相同, 进行

投资与经营的机会在人们之间的分布也不会是均衡的。这样,

储蓄和投资职能分离就会对经济增长起正向效应。他认为, 金

融工具的出现, 使储蓄与投资职能相分离, 从而提高对投资效

率和资本形成额与国民收入之比, 而这又是建立在一个核心的

假设之上: 即经济社会中的成员在联结生产要素、对待不确定

性的态度以及对未来所寄予的希望等方面的能力具有差异性。

根据他的理论, 在社会经济体系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冒险机会

与创新能力在人口中呈现不平均分布, 一部分人具有企业家的

素质、能够创造、运用信用并促进投资, 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他

说:“如果所有个人都能进行投资, 亦即如果他们从其资本支出

中取得同样的收益率, 那么储蓄与投资职能分离以及把储蓄从

一个单位转移到另一单位并由后者进行投资就不会增加国民

收入和经济成长”βθ , 而一旦企业家素质在社会中不均匀分布,

储蓄与投资分离的过程就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效应, 特别

是社会投资项目 (主要是预期高收益的项目) 的不可分性, 强化

了投资机会与企业家创新能力的不平均分布, 这样通过一种特

殊的社会分工, 使缺乏经济能力与冒险精神的人主要从事储

蓄, 而具有创新精神与热情的企业家更多地进行投资活动, 这

样就能够提高社会总的经营水平和生产能力。

罗伯特·金、格罗斯曼、霍夫曼、施密斯等人发展了一个关

于企业家创新精神、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生动态

增长模型。罗伯特·金认为, 金融市场与创新精神的纽带关系

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关键, 原因主要在于: (1) 金融市场的存在对

企业家具有选择机制, 使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成为企业

的经营者, 而淘汰劣质的企业家。 (2)金融市场的存在使社会闲

散资金能够流向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之中, 从而构成了资本市

场的优胜劣汰的机制, 即具有增长潜力的创新企业家才能在资

本市场上融资, 而无法适应市场的企业却难以获得发展所需要

的资金, 因为劣质企业资信度低, 不易于获得社会承认。金融市

场通过促进社会资金的优化配置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

对经济增长都具有积极的效应, 而资金的优化配置必须在一个

发达的金融市场中才能完成。 (3) 金融市场可以有效地分散企

业家创新所面临的风险, 并使企业家创新利润得到合理的体

现。罗伯特·金吸收了熊彼特的“创新来自于对短期垄断利润

的追求”的观点, 又发展了一个熊彼特式的新观点: 金融市场对

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原因在于金融市场能够在企业家创新的初

期就能“选择”出优质的企业家, 并对其给予融资的支持, 结果

是企业家创新的成功、市场的扩张与经济的增长。

在一定意义上, 金融市场的建立来源于创新未来收益的不

确定性。可以说, 金融市场就是企业不确定性前景的期望和风

险。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 人们必须在现有风险和资源条件下

合理配置金融资产, 以获取尽可能高的报酬。面对耗资巨大、未

来收益无法确定的投资计划, 金融市场是一个极好的融资市

场, 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分散风险的机制。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一些新的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契机, 如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

性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借助于对企业家

的选择机制、融资系统、风险分散机制、企业创新利润的显现机

制等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四、简要结论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企

业家存在的意义或价值来源于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正是不

确定性的存在使得经营决策在决定企业经营效益上起着关键

的作用。而金融市场的存在又使企业家的创新成为可能与现

实, 金融市场与创新的互动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企业家

的创新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 创新利润是企业家为

减少不确定性所作努力的报酬, 对利润的追求激发着企业家不

断创新。创新具有一定的风险, 金融市场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

风险分散机制, 金融市场、企业家创新精神与不确定性之间的

互动关系, 促进了创新, 推动了经济发展。

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企业家将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 必须尽快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人才, 并充

分发挥他们的经营才干, 使之成为企业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核心

力量。

注释:

①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中文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②③威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 中文版, 第 1 卷, 北京, 商务

印书馆, 1958。

④⑤⑥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文版, 86 页,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⑦肯尼斯·阿罗:《信息经济学》, 中文 1 版, 191 页, 北京, 北京经济

学院出版社, 1989。

⑧⑨ F. Kingh t, R isk, U ncertain ty and P rofit, Bo ston: Hough ton

M iffiin, 1921.

βκG·M ·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 中文版, 北京, 北

京大学出版社, 1993。

βλβµβν βο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中文版, 31、31、45、250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βπRobert G. King & Ro ss L evine, F ianance, Entrep renursh ip and

Grow th: T heo 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M onetary Econom ics V o l. 33.

1993, pp. 513～ 542。

βθ雷蒙德·W ·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 中文版, 391

～ 392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作者单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　518003)

(责任编辑: 文建东)

03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