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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雇员、信息与企业家才能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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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本文分析作为雇主的企业家通过掌握潜在核心雇员创造企业租金潜质的私人

信息而赚取租金的特质。如果一个企业家能够先于竞争对手发现某个潜在的未被发掘的

人才,就能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上以保留工资水平将其雇佣。该人才作为企业不可完全

替代的核心雇员,能够制造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从而为企业带来垄断收益。由于拥有关

于核心雇员能力的私人信息,企业家将获得垄断收益作为信息租金。长期来看, 在核心雇

员的生产能力成为公共信息后, 劳动力市场针对他所展开的买方竞争会推动其收入上升

到企业家租金消失为止。为了继续获得这种信息租金, 企业家要么不断深入发现该核心

雇员新的潜在能力,要么寻找新的未被其他企业发现的潜在人才。

关键词: 核心雇员 � 企业家才能 � 信息租金 � 不对称雇主学习

一、引言

经济理论对 �企业家 ( entrepreneur)及 �企业家才能  ( entrepreneuria l sk ill)的论述, 主要出现在演化经

济学文献中。基于奥地利传统,企业家被置于经济演进的动态过程,通过不断创新,发掘潜在交换收益信息,

获取相应的企业家才能报酬,并推动市场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收敛。在此过程中,企业家发掘市场相关

信息的能力尤为得到关注 (熊彼特, 1990; H ayek, 1945; Casson, 1982; K irzner, 1997)。然而一方面,在机器工

业时代,实物资本在生产中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奥地利学派更多地研究企业家对实物资产的优化配置及套

利活动 (H ayek, 1937; K irzner, 1973) ,而没有涉及企业家对人力资产优化配置行为。另一方面,演化经济学家

们并未对企业家及其才能做出明确的、可以模型化分析并得出可检验含义的定义 ( B ianch i and Henrekson,

2005) ,加之其动态演化特征不能兼容于静态的标准新古典框架 ( B aumo ,l 1968; Barre to, 1989; K irzner, 1997),

因此, 企业家长期未能进入标准的新古典理论框架。

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刻画和分析企业家某一方面的特质, 如稀缺资源整合能力

( Leibenstein, 1968) , 协调和管理能力 ( Lucas, 1978 ), 承担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 (奈特, 1921; K ihlstrom and

Laffon,t 1979) ,团队生产的监督者 ( A lchain and Demsetz, 1972) ;创建新企业以响应盈利机会的能力 ( Ho lms

and Schm itz, 1990)以及综合平衡发展的能力 ( Lazear, 2005)等。在现代企业理论中, �企业家  已经很少被单
独提及,而代之以 �雇主 、�委托人 或者 �剩余控制者  等。在讨论雇主和雇员的双边关系时,往往假设雇

主在雇员能力上处于信息劣势, 从而集中研究雇主如何通过契约设计对雇员进行有效激励 (拉丰, 2002;

Bo lton and Dew atripon,t 2005)。

基于主流经济学传统,本文试图在完全契约理论框架下,分析作为雇主的企业家通过掌握潜在核心雇员

创造企业租金潜质的私人信息而赚取租金的特质, 从而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推进对企业家才能及其租金的研

究。在我们看来,企业租金来自包括核心雇员在内的不可完全替代要素 !。如果一个企业拥有不可完全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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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核心雇员,其产品也就具有了某种不可完全替代性,从而在产品市场获得一定的垄断力以及相应的垄断

租金。然而,当这类个人并未被整合在适当的企业或岗位作为专业人才,而只是作为普通的竞争性劳动力被

使用时,他们只能是 �潜在的 租金创造者,并不能真正为所在企业带来租金, 且只能得到由竞争性劳动力市

场所决定的竞争性收入。如果新雇主发现了他们所具有的租金创造潜质,将其重新配置、优化组合,使其成

为新企业的核心雇员,就会为新企业创造比在原企业更高的收益。同时,如果这些个人潜质信息是新雇主的

私人信息, 该雇主就可以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垄断买方,以核心雇员的劳动成本价格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所决

定的保留工资 )将其雇佣, 核心雇员为新企业带来的收益高出原企业收益的部分就成为企业租金。在企业

家作为雇主的企业中,这就是雇主作为企业家的 �人才信息租金  。长期来看,随着核心雇员的能力被其他

企业所观察而成为公共信息,对核心雇员的买方竞争会推动为其支付的薪金上升。最终, 企业家获得的私人

信息租金会随着信息的公共化而消失。为了继续获取人才信息租金,企业家需要或是不断发现、开发既有核

心雇员新的潜能,或是先于竞争对手发现并雇佣新的潜在核心雇员。

本文第二部分通过一个基本模型证明,当潜在核心雇员的潜质信息为特定企业家个人拥有时,企业家就

会利用这种私人信息获取相应的信息租金。第三部分将分析扩展至企业家如何通过不断发现当前核心雇员

新的潜质信息而持续获取信息租金的过程。最后是结语,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二、企业家信息租金

(一 )核心雇员与企业租金分配

企业是多种要素的组合。在企业所使用的要素组合中, 如果某些要素在企业生产中不可被完全替代,它

们就成为企业拥有的核心资源或要素。如果个人具有不可完全替代的特殊专业技能、管理能力、客户关系等

特质, 如有优秀管理才能的高级经理、金融机构中掌握关键客户资料并与之有良好私人关系的个人、高新技

术企业里掌握关键技术的工程师、知名餐厅的主厨、球队的球星等,他们就是企业的核心雇员。相应地,在竞

争性要素市场上随时可以被完全替代的生产要素则是竞争性要素。

如果一个企业拥有的全部要素都是竞争性要素,其产品必然也是竞争性的, 企业收益只能补偿其要素成

本,不可能有租金收入。然而, 当企业拥有包括核心雇员在内的不可完全替代的核心要素时,企业在产品市

场就会有或多或少的垄断力! ,并面临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其形式假设为:

q= �p
-

1
� ( 1)

其中, q是价格 p对应的销售量; �> 0, 表示需求水平; 0 < �< 1, 表示产品的不可完全替代程度,在数值

上等于需求价格弹性的倒数。

进一步,将企业投入的要素分为竞争性要素 (组合 )  和核心雇员投入 x∀ ,产量是二者的函数:

q= f (  , x ) ( 2)

给定与核心雇员组合的竞争性要素 (组合 ) , 如团队其他成员、机器设备、原材料、动力、商标、品牌等,

且假定其价格 c已由竞争性要素市场给定。企业家作为雇主所得利润或租金就是市场总收益支付 c以及核

心雇员投入 x的报酬 w ( x )之后的剩余:

!= pq- w - c= �
�
q
1- �

- w (x ) - c ( 3)

最大化该式可得雇主要求核心雇员的最优投入满足:

�
�
(1- �) q

- � �q (x* )
�x =

dw ( x
*
)

dx
( 4)

( 4)式表明, 企业家将雇佣核心雇员到 x
*
水平。在该投入水平, 核心雇员为企业带来的企业收益与企

业为之至少必须支付的报酬在边际上相等。由此得出 x
*
,代入 (3)式并移项得:

!+ w ( x
*
) = �

�
[ q ( x

*
) ]

1- �
- c ( 5)

( 5)式表明, 由于竞争性要素  的价格 c已经反映了其边际贡献,企业总收益扣除 c后的剩余完全是由

核心雇员所带来的。

(二 )信息与企业家才能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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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叙述上不必要的混乱,本文忽略雇主本人作为核心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在本文中, 雇主唯一的才能就是发

现潜在的人才并将其雇佣。

这意味着假定核心雇员投入可以观察和证实并写入合约。



同样由 ( 5)式可得,给定产品市场需求、竞争性要素  及其成本 c, 企业及作为雇主的企业家能否获取租

金收入,依存于企业向核心雇员支付的薪金 w ( x
*
),二者互为消长。为核心雇员支付的薪金越高, 企业家得

到的租金收入就越低。当核心雇员的收入等于其边际贡献, 即获取了由其创造的全部收入时,雇主就得不到

任何租金。

假定核心雇员只是契约收入的获取者,他的报酬决定于事前合约。在达成合约时,如果该人才创造租金

的潜质信息已经作为公共信息进入市场, 众多企业为争夺人才展开的竞争会推动人才价格上涨,直至核心雇

员得到企业的全部剩余,亦即他创造的全部收益,而 ( 5)式中 w ( x
*
)上升到使得 != 0的水平 (G arcia- del-

Barrio and Pujo,l 2004; 杨晓维、李石强, 2008)。然而,当核心雇员的潜质并不为其他雇主所了解, 而仅仅是

特定雇主的私人信息并被有效隐藏时 ! ,该潜在核心雇员只能作为竞争性劳动力出现在市场, 并在接受其保

留效用 (工薪 )条件下达成合约 ∀。这时,企业家作为雇主获得总剩余扣除核心雇员保留工资之后的全部租

金。

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潜在的核心雇员是风险规避的, 并且其效用函数可分可加, 为收入正效用与投入

负效用之差:

U = U(w, x ) = u(w ) - v( x ) ( 6)

其中, u#(∃ )> 0。u%(∃)< 0; v#(∃)> 0, v%(∃ )> 0。

为了让潜在核心雇员接受合约而进入企业,他得到的效用不能小于他为其他雇主工作所能得到的最高

效用, 即他的保留效用 (设为 U0 ):

U&U0 ( 7)

如果只有当前企业家拥有该雇员潜质信息,而其他企业甚至雇员自己都不拥有此信息,他的保留工资只

能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所决定的竞争性工资, U0也就是雇员作为普通劳动力在竞争性市场上所能得到的效

用。在核心雇员投入相同、面临的风险也相同的条件下,只要新企业为其支付的薪金不低于原企业,他就愿

意进入新企业。

在 ( 7)式约束下,雇主选择合约 x
*
, w x

*
使得 (3)式最大化。最优解满足如下条件:

�
�

1- � q
- � �q x

*

�x =
v#
u#=

dw x
*

dx
( 8)

U = U0 ( 9)

式 ( 8)是引入雇员参与约束后 (4)式的修正。等式 (9)表明,在均衡条件下,核心雇员得到的效用恰好等

于他的保留效用。这是拥有雇员潜质私人信息的企业家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垄断买方, 与作为竞争卖方的雇

员讨价还价的结果。如果合约带给雇员的效用 U > U0, 则存在充分小的 ∀> 0,雇主可以通过威胁解雇他而

在要求 x
*
不变的情况下提供 w#= w*

- ∀,同时仍然有 U > U0成立,因此雇员会接受新合约而雇主处境得到

了改善。

结合式 ( 6)和式 (9),核心雇员为 x
*
的投入所要求得到的最低报酬也是企业实际支付给他的报酬为:

w ( x
*
) = u

- 1
(U0 + v( x

*
) ) ( 10)

于是,企业家最终获得一个私人信息租金:

!= �
�
[ f (  , x

*
) ]

1- �
- u

- 1
(U 0 + v (x

*
) ) - c ( 11)

只要市场需求水平 �足够高, (11)式等号右边的企业收益 (第一项 )就会超过雇员对投入 x
*
所要求得

到的最低补偿 (第二项 )与  成本 c之和,企业家得到大于零的租金。

该租金收入是作为雇主的企业家发现潜在核心雇员创造垄断租金的潜力,并将其作为私人信息加以利

用,从而先于其他潜在的雇主雇佣核心雇员得到的报酬。∋ 独具慧眼的企业家,能以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雇到使企业拥有产品市场垄断力、并为企业创造垄断租金的核心雇员。同时,也正是有赖于企业家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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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经济学文献中, 当前雇主相对于潜在雇主在不断了解雇员能力信息上的优势被称为不对称雇主学习 ( asymm etr ic

emp loyer learn ing ),但大多集中于解释劳动力市场上员工工资与其职位而不是标准理论预示的与其生产力之间的正向联系

( L azear and Oye r, 2007; W aldm an, 2007)。

如果不考虑该雇员自行创业,他是否了解自己的潜能是没有意义的。在劳动力市场 ,如果其他雇主都不了解他的潜能,

就不可能展开对其的竞争,他也就只能获得竞争性工薪收入。

Casson( 1982, p. 23)认为这种 �超前判断 ( supe rio r judgm en t)  是企业家最重要的特质。



雇员才得以从事能够创造垄断租金的工作。无论企业家获取这个信息的能力是天生或来自后天的学习, 还

是他有机会与潜在的核心雇员接触, 重要的是他私人拥有这种信息。只要劳动力市场上其他潜在雇主并不

拥有此信息,即使潜在核心雇员本人拥有这个信息,他也无法在市场通过讨价还价分享企业租金, 而只能获

得作为普通劳动力所能得到的竞争性工资。

三、长期中的企业家信息租金

由于竞争对手落后于特定企业家获得核心雇员创造垄断租金能力的信息, 企业家能够获得信息租金。

不过, 企业家很难长期将核心雇员的能力信息作为私人信息保持,并由此长期获取私人信息租金。在长期,

其他企业会受该租金的激励竞相收集相关信息,从而推断出核心雇员的能力及贡献,使其成为公开信息。!

这时, 如果该雇员能够自由流动,因私人信息而存在的垄断买方劳动力市场就转变为竞争性买方市场。与此

同时, 因其不可完全替代性,核心雇员由签约前的竞争性卖方转变为合约再谈判时的垄断性卖方。当前企业

要想留住或其他企业想要雇佣核心雇员所须支付的报酬将趋于该核心雇员的全部贡献,即企业收益扣除竞

争性要素成本后的全部剩余,企业家不再能够获得信息租金 (杨晓维、李石强, 2008)。这在现实中有不少例

证,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和金融公司为了留住主要员工 (包括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不经常加薪。例如,盛大公

司在面临游戏软件设计人员流失的情况下,于 2007年 7月宣布全公司员工薪水上调 20%以上。∀ 最近的一

个例子是,根据摩根大通于 2001年 1月 15日公布的财务报告, 2009年的薪酬福利支出增长 18% ,达 269亿

美元。其中 93亿美元用于支付 2009年该行投行部门职员的薪酬,相当于该部门每名员工可获得 37. 86万

美元。这笔资金仅相当于投行部门 2009年收入的 33% ,远低于 2008年的 62%, 也是 2004年以来比例最低

的一年。∋ 同时,即便英国政府于 2009年 12月 9日宣布了针对银行业高额奖金的严厉税收新政, 各银行也

仍然选择大体维持奖金方案不变。(

为了继续获取信息租金,企业家可能采取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寻找新的未被其他企业发现的潜在

核心雇员) ,并重新开始上述过程。许多餐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换主厨,不是因为他偷懒, 而是因为他呆

久了就会要求提高工资从而降低雇主盈利。

企业家获取长期信息租金的第二个办法是进一步挖掘并利用当前核心雇员潜在能力的私人信息。企业

家获取核心雇员的潜质信息往往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即使特定个人作为专业人才进入企业,并在既定环

境下为企业带来了租金,也并不意味着他的潜质得到了一次性充分释放。当个人作为核心雇员进入企业时,

企业家能够近距离观察核心雇员的工作, 对他的性格、偏好、工作习惯、特长及潜质等方面的认识逐渐加深,

便有可能进一步发掘他的潜在能力, 例如发现他与另一个  组合时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这一更为个人化

的信息是竞争对手更加难以得到的, 甚至连核心雇员自己都未必意识到。这样, 企业家就可以用原要素组合

下核心雇员所带来的全部收入留住核心雇员, 然后改变要素组合, 使之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便可能继续获取

信息租金。

用下标 i( i= 1, 2, ∗, n )标示不同的与核心雇员组合的  ,假定  i可按如下顺序排序:随着从  1、 2一直

到  n依次变化,投入相同核心雇员的边际产量和总产量依次提高+:

�f
�x
( 1, x ) <

�f
�x
( 2, x ) < ∗<

�f
�x
(  n, x ) ( 12)

f (  1, x ) < f (  2, x ) < ∗< f (  n, x ) ( 13)

假设企业家对核心雇员的认识只能在已有基础上逐渐深入:在  i下合约期满时, 企业家只能认识到在

 i+ 1下核心雇员将有更高的生产力而并不了解  i+ 2,  i+ 3, ∗的情况。这时, 企业的竞争对手 (甚至核心雇员

本人 )都已了解了  i+ 2,  i+ 3∗时的相关信息, 因此核心雇员不会拒绝原雇主以  i下其所创造的收入作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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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产业组织理论中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试图进入某一领域的潜在企业会竭尽所能去了解在位企业的各种信息, 从而

在每个合约期初 �为进入市场 对在位企业构成竞争 ( Dem setz, 1968)。因此, 本文假设其他 (潜在 )企业能够观察到其垄断租

金进而推断出核心雇员的贡献。

转引自,三联生活周刊− 2007年第 33期, 第 44页。

转引自刘兰香, 2010: ,投行薪酬创纪录: 摩根大通 09年薪资 269亿美元−, ,21世纪经济报道− 1月 18日。

转引自师琰, 2010: ,英国奖金税收效甚好: 银行情愿交税留人才−, ,21世纪经济报道− 1月 18日。

猎头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此任务。

这与 H art( 1983)采用的两个假设类似。



酬续约,竞争对手也不会继续加价。随后,企业家将  i更换为  i+ 1,便可以再次获得信息租金。为了简洁,下

面用图 1说明这个过程 (假定不同  i的市场价格都是 c, 并将其标准化为零 ):

图 1� 长期中的企业家信息租金

令 ( 3)式为一常数,两边对 x分别求一阶和二阶导数,并由生产函数的性质得到给定  i下企业家的等租

金线如图中 !曲线簇所示。根据 (13)式,  i+ 1下的等租金线对任意 x都要高于  i下的等租金线 (如 !#曲线
簇所示 )。!。对同一簇曲线而言, 曲线越高,相应的租金水平越低。

令 ( 6)式为一常数,两边对 x分别求一阶和二阶导数, 并由效用函数的性质可得雇员的等效用线如 U曲

线簇所示,曲线越高, 效用水平越高。

假定在  i下, 核心雇员保留效用为 U= Ui。由第二部分的基本模型,均衡合约是等效用线 U = U i与可

能的位置最低的等租金线 != !i的切点 E i (x
*
i , w

*
i )。而在该合约下,企业家对核心雇员投入 x

*
i 愿意支付

的最高报酬却是 w
m

i > w
*
i , 于是赚得正的租金。

生产结束后,竞争对手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会展开对核心雇员的竞争。新的均衡合约会是企业零利润线

与雇员可能的最高的等效用线的切点 E#i ( x
**
i , w

**
i )。∀ 在该点, 核心雇员的报酬提高了 (但没有提高到 w

m

i ),

其效用水平提高到 U= U#i > U i,企业家如果不做出改变就不会获取租金。

如果企业家无法再发现关于核心雇员的新信息,问题就到此为止了。为了继续获取租金,企业家只有寻

找新的未被发现的潜在人才, 以重复从 E i到 E#i的过程。然而, 如果在 E i合约期内企业家发现在  i+ 1下核心

雇员有更高的生产力,将  i更换为  i+ 1后零利润线将往上移动, 企业家对 x
**

i 所愿意支付的最高 (需求 )工资

便提高到 w
m

i+ 1,于是原来的零利润线在  i+ 1下仍然表示正利润。由于其他所有竞争对手包括雇员本人的认

识刚达到  i时的水平,企业家在合约 E#i下能够继续获得租金∋ :

!i+ 1 = �
�

f  i+ 1, x
**
i

1- �
- w

**
i > �

�
f  i, x

**
i

1- �
- w

**
i = 0 ( 14)

当生产周期再次结束时,得到更新信息的竞争对手又对核心雇员展开竞争, 均衡合约将移动到企业家如

果不做出改变就将再次得不到任何租金的 E i+ 1 x
*
i+ 1, w

*
i+ 1 ,核心雇员收入进一步提高, 效用水平提高到U =

U i+ 1 > U#i。
把 E i、E #i、E i+ 1这些最优合约点连接起来就是企业家与核心雇员之间的契约曲线。沿着该曲线由下往上

移动, 企业家不断发现当前核心雇员的新信息,不断改变要素组合,企业总收益不断上升, 核心雇员的收入和

效用水平不断上升,企业家也持续获得租金。

在这个过程中,核心雇员收入不断上升(有赖于两个条件: 企业家对其能力信息发掘的日益深入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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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由 (3)式得出的 w 对 x的一阶导数以及 ( 12)式、( 13)式,  
i+ 1
下的等利润线与  

i
下的等利润线在每个 x上的斜率

大小依赖于生产函数 ( 2)的具体形式。由于本文目的仅在于分析企业家通过私人信息获取租金, 同时为了图形的简洁, 便简

单地通过平移 !曲线簇得到 !#曲线簇。对此进行深入探究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结论。
从图形上看, 相对于 E i而言, E #i要求的投入减少了。但正如上一个注解所强调的,仅仅知道 E#i点高于 E i点而不知道二

者准确的相对位置, 不能得出均衡投入必然减少的结论。

在知道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以前,无法确定 !i和 !i+ 1的相对大小。

美国 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开始,高能力雇员相对于低能力雇员技能回报逐渐提高,二者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一些经

验研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日益依赖 ( Beaudry and G reen, 2005), 这与本文的推论是一致的。



信息公开化以后众多企业对他的竞争。第一个条件隐含地假设了核心雇员能力与企业家用以与之组合的要

素在技术上的互补性。! 而当我们把  i理解成管理水平、企业规模等因素时, 该分析又能解释一个具有优秀

才能的员工在越优质、管理效率越高或者规模越大的企业收入往往也越高的现象。∀ 第二个条件由核心雇

员能够在要素市场上自由流动加以保证。只有在核心雇员自由流动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竞争对手才可能

利用有关核心雇员的公开信息与现有雇主竞争,使得核心雇员的价格趋于他在当前企业所创造的全部收益。

四、结语

企业家拥有不同的特质,并且运用这些特质获取企业家才能收入,推动经济增长。在后工业社会,人力

资源在企业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并在很多企业成为最重要的核心资源。∋ 在本文中, 我们论证了企业家通过

发现潜在人才,并将其作为私人信息获取租金的过程。但随着信息公开,非专用、自由流动、退出成本低的核

心雇员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竞争中趋于获得由其创造的全部垄断租金,而雇主的租金将趋于消失。于是

企业家只有通过不断地发现新的潜在人才,以及不断发掘当前核心雇员的更多信息来持续获取租金。

为了尽可能持久以及尽可能大份额地占有核心雇员创造的垄断租金,当前雇主还会设法隐藏核心雇员

边际贡献、企业盈利等相关信息(,或在信息公开条件下阻碍核心雇员的自由流动, 弱化其他企业对核心雇

员的竞争) ,甚至寻求限制核心雇员自由流动的制度保障。+

将核心雇员专用化也是限制核心雇员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如果核心雇员潜质的实现依

赖于特有的工作环境,且这个环境为特定企业独有,核心雇员就是专用性的。如果核心雇员或多或少地被专

用化, 他受雇于当前雇主所能创造的租金将大于受雇于其他雇主时所能创造的租金 ( K lein, Craw ford and

A lchian, 1978; W illiam son, 1979)。这时,即使其创造租金的能力已经成为公开信息, 他仍然不能通过离职威

胁获取他所创造的全部租金。.

本文没有对企业家及其才能进行全面分析,而只是从发掘雇员信息并加以利用方面讨论了企业家才能

及企业家收入来源,以丰富已有的相关研究。并且,只要适当改变叙述方式就能将本文的分析运用于其他不

可完全替代要素 (核心资源 )。为了集中论述企业家发现潜在人才获取租金的能力, 本文隐含地假定企业家

有能力将潜在的核心雇员与其他要素合理组合或配置。然而事实上,整合资源是企业家的另一种才能,能够

发现潜在的人才并不必然就能有效利用人才。本文也并没有讨论企业家识别潜在人才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核心资源不可完全替代性的来源及其投资问题,而把它们作为一种外生给定的属性。此外,本文假定企

业家在改变要素组合时不必考虑雇员及其他企业可能对此做出的反应。事实上由于每一次调整都导致产出

上升, 雇员收入提高, 雇员及其他企业可能会对这种做法形成某种预期,并在合约谈判上有所体现。最后,本

文中的核心雇员与企业家签订的是短期非捆绑 ( non- binding)合约。然而在实践中, 为了保证核心雇员能

够为企业带来长期租金,雇主可能一开始就要求雇员签订长期合约,并规定种种条款以限制其流动。这些都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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