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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发现、经济非均衡与企业家理论

覃家琦

　　摘要 : 将企业的性质视为一个价值过程 ,但价值过程的起点是价值机会的存在 ,这意

味着存在帕累托改进从而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在论述了非均衡是经济的常态的基础

上 ,将企业家定义为非均衡经济中发现价值过程并通过企业实现价值过程的个人 ,按此逻

辑 ,企业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并非促进经济均衡 ,而是加剧经济非均衡。导致经济趋向

均衡的自发力量 ,是企业家之间的竞争 ,即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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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并存的市场经济中 ,工业

企业的生产并非直接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 ,而

是首先间接地为他人的需要而生产 ,最后再满足自

己的需要 ,为此需要经过发现他人的需要以及满足

该需要的资产、生产该资产、出售该资产、分配所获

得的收益等环节 ;商业企业的经营也并非直接为满

足自己的需要而经营 ,而是首先间接地为满足他人

的需要而经营 ,最后再满足自己的需要 ,为此也需要

经过发现他人的需要以及满足该需要的资产、购买

该资产、重新出售该资产、分配所获得的收益等环

节。在抽象意义上 ,我们将事物满足人类需要的属

性称为事物的价值 ,则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都涉及

价值创造 ,前者称为生产 ,后者称为套利 ,生产和套

利是企业创造价值的两种方式 ( Grant,1996) 。这点

也与马歇尔的企业理论相符 :制造商和商人都为他

人创造价值 (马歇尔 ,1981, 上卷 ,第 83 页) 。因此 ,

从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所涉及的整个环节来看 ,我

们可以将企业视为一个价值过程 :过程的始端是他

人为主自己为辅的需要 ,终端是他人为主自己为辅

的消费 ,中间则涉及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交换、

价值分配等环节。如果说上述观点还只是一种经验

归纳的话 ,那么覃家琦和齐寅峰 (2004) 则按照演绎

逻辑 ,严谨地阐述了为什么我们没有遵从新制度主

义的观点将企业的性质视为契约 ,而是视为一个联

合投入的价值过程。国内一些学者在企业性质的认

识上已经触及企业的价值过程 ,如杨瑞龙和杨其静
(2001)认为企业的性质在于创造和分配组织租金 ;

黄桂田和李正全 (2002) 认为企业的存在在于创造

“协作力”和分配“合作剩余”;谢德仁 (2002) 认为企

业契约的内容为要素增值以及增值的分配。然而他

们没有深入分析对企业性质的这种看法可能引发的

其他问题。

我们试图阐述对企业性质的这种理解如何激发

我们对企业家理论的重新解释。下面的第二部分将

说明 ,价值机会的存在成为企业价值过程的起点 ,但

存在价值机会要求经济的非均衡 ,为此我们给出分

工经济的自发演进机制 ,阐明了经济的非均衡状态。

第三部分根据价值过程对企业家进行定义 ,通过比

较分析可以发现我们的定义的优点。第四部分强调

企业家与经济非均衡的关系 ,区别了企业家作为“看

得见的手”的作用和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作为“看不见

的手”的作用之间的不同。第五部分进行总结 ,并指

出有待解决的其他问题。

二、价值发现

如果将企业的性质视为一个价值过程 ,这意味

着 ,我们首先需要对经济中尚未被发现或未被完全

发现、未被满足或尚未被完全满足的需要的发现 ,以

及对满足该需要的资产的发现 ,我们将二者称为价

值机会的发现 ,或价值发现。但这还不够 ,如果要实

际满足该需要 ,还必须能够发现资产的生产过程即

价值创造过程以及价值交换、分配过程 ,我们称其为

价值过程的发现 ,而价值机会的发现则是起点。只

有在发现价值过程之后 ,对该过程有了足够的知识
(可能表现为计划) ,我们才能根据这些知识和计划

实现该价值过程 ,并从中获得经济剩余即通俗意义

上的获利。但无论是价值机会的发现 ,还是价值过

程的发现 ,其实都默认存在价值机会。事实上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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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价值机会才是企业价值过程的真正起点。

然而 ,按照新古典理论 ,如果整体经济处于瓦尔

拉斯一般均衡 ,则该均衡必为帕累托最优 ,这便是所

谓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由此不存在任何可以同

时增进各方福利的竞争行为的机会 ;同时 ,该均衡具

有核的性质 ,由此不存在任何可以同时增进各方福

利的合作行为的机会 (马斯 - 科莱尔等 ,1995, 第

771、919 页) 。矛盾出现了 ,因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

理的逆否命题为 :如果经济为非帕累托最优 ,那么经

济必然不属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而我们的价值机

会的存在正是意味着经济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 ,从

而经济必然处于非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状态 ;不但如

此 ,如果要让企业的产生属于正常现象 ,我们就必须

说明非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属于经济的常态以及为什

么是常态。

三、经济非均衡

显然 ,如果要让我们的经济理论具有某种经验

意义的话 ,我们必须否定瓦尔拉斯一般均衡 :该均衡

必然导致经济处于一种完美的静止状态 ,在该状态

中任何人除了过着枯燥乏味的循环反复的生活之外

再无任何新鲜感。然而简单的否定并不等于证明 ,

我们还必须给出更充分的理由。

考虑一个交易成本大于零的、具有分工专业化

的生产 - 交换经济。在陈岩 (1996) 和杨小凯 (2003,

第 215 页)的基础上 ,我们用四个变量来描述由斯密
(1972, 第 16 页)首先提出的市场范围概念 : (1) 市场

空间即市场的地理范围 ; (2)市场密度即市场空间中

的人口密度 ; (3)人均交易资产数量 ; (4)单位资产交

易频率。由此 ,市场范围可以表示为 :市场范围 = 市

场空间 ×市场密度 ×人均交易资产数量 ×单位资产

交易频率。任何一个变量的扩张都意味着市场范围

的扩张。在该经济中 ,所有活动被简单地划分为生

产活动和交易活动 ,价值的创造及其实现无非是二

者的共同作用 (盛洪 ,1992, 第9～10、88～91 页) 。交

易成本即为了达成一项交易而耗费的或耗费于交易

活动的资产价格 (盛洪 ,1992, 第 94 页 ; 贾根良 ,

1999, 第 40 页) 。引进价值迂回 (ValueRoundabout )

概念 :将原材料从初始价值形态到满足消费需要的

最终价值形态之间需要经过多重中间价值形态的生

产方式 ,或需要经过多重空间和时间形态的交易方

式 ,称为价值迂回 ,前者即庞巴维克所提出的迂回生

产 (庞巴维克 ,1964, 第53～59 页 ;杨格 ,1928; 杨小

凯 ,2003, 第 154 页) ,后者称为迂回交易。如盛洪所

指出的 ,生产活动与交易活动之间存在替代和竞争

关系 (盛洪 ,1992, 第 9～10、88～91 页) 。但二者的

关系不限于此。分工经济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既是生

产者又是消费者 ,价值迂回 (包括迂回生产和迂回交

易)中个人分工专业化的加深将引起个人交易活动

的增加 ,表现为单位资产的交易频率增加 ;交易效率

的提高如交易成本降低则促进生产的分工专业化从

而促进迂回生产 ,生产效率的提高如生产成本的降

低、生产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交易方式的改进、交易

成本的降低 (马克思 ,1975, 第 421～422 页) ,从而促

进迂回交易。因此 ,交易效率、生产效率、迂回生产

与迂回交易之间存在交互正反馈关系。

在整体经济的任何时刻 ,对于任何分工水平 ,按

照斯密 (1972, 第 8～11 页) 的观点 ,劳动分工将导致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杨格 (1928) 的观点进行扩

展 ,劳动分工的这种经济主要表现为价值迂回的经

济 ,价值迂回中的分工专业化直接导致单位资产的

交易频率增加 ;杨小凯则表明迂回生产经济具有三

种效果 (杨小凯 ,2003, 第 154 页) 。于是 ,迂回生产

和迂回交易将因分工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

而上文表明 ,交易效率、生产效率、迂回生产与迂回

交易之间存在交互正反馈关系。同时 ,鉴于人口密

度的相对性 ,交易效率的提高如运输成本的降低将

提高人口密度 (马克思 ,1975, 第 391 页) ,同时也提

高市场空间和单位资产的交易频率 ;生产效率的提

高则增加经济中的资产总量 ,当这些资产用于交易

时 ,人均交易资产数量将提高。根据前文对市场范

围的描述 ,人口密度、市场空间、人均交易资产数量

和单位资产交易频率的提高意味着市场范围的扩

张。

按照斯密定理 (斯密 ,1972, 第 16 页) ,市场范围

决定劳动分工。尽管企业内部分工以一定的产业间

分工为基础 ,并反作用于产业间分工 (马克思 ,1975,

第 389～398 页) ,但按照杨格 (1928) 和斯蒂格勒
(1951)的观点 ,市场范围的扩张首先导致企业内部

劳动分工水平的扩张 ,当市场达到一定范围时 ,企业

内部的一些生产活动分离出来 ,由其他专业化生产

该活动的企业承担 ,形成企业间分工。随着市场范

围的扩张 ,从事该生产活动的企业增加 ,这些企业构

成了一个新的产业 ,形成产业间分工。随着这一新

的产业的市场范围扩大和竞争的加剧 ,新产业内部

的企业又分裂出新的企业和产业 ,由此形成一定的

产业结构 (贾根良 ,1999, 第 174～177 页) 。因此 ,我

们得到产业间分工、企业间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一

种三角循环关系。企业间分工和产业间分工的扩张

将导致市场空间的扩张。这种分工的三角循环的扩

张 ,又产生价值迂回的扩张。尤其是 ,分工导致交易

活动的成本增加 ,从而阻碍市场范围的扩张 ;但市场

范围发展到某个程度时 ,分工同样可以导致降低交

易成本的生产活动的专业化 ,这种专业化活动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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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 ,但其目的则在降低交易成本 ,这正是上面

所提到的交易效率、生产效率、迂回生产与迂回交易

之间的交互正反馈关系。可以看到 ,交易成本内生

于分工经济中 ,同样 ,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内生于分工

经济的演进之中。由此 ,我们得到一种分工经济的

正反馈机制 ,该机制被杨格 (1928) 称为自我繁殖 ,而

杨小凯 (2003, 第 22、23 章) 则称为内生自发演进。

上述过程可以表示如图 1。

图 1 　分工经济的自发演进

上文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似乎没有涉及新增长理

论所强调的知识增长和资本积累 ,这只是因为我们

认为知识的增长及其溢出效应、资本的积累等内生

于分工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迂回过程中。然而 ,

如果上述正反馈过程存在的话 ,为什么有些时候经

济会停滞不前呢 ? 事实上 ,上述过程蕴涵了一个假

设 ,即作为交易活动的基础并规制着交易活动的契

约安排与规则系统 ,能自动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 ,

从而交易成本或契约成本不至于阻碍分工的演进。

显然 ,这种假设是没有理由的。规则系统 (包括制

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已经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得到

了论证 ,贾根良 (1999) 、杨小凯 (2003) 论证了降低交

易成本的制度变迁 (组织变迁)对分工正反馈的作用

机理。不过这些论证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给出上述分工经济的自发演进之后 ,我们现在

来回答经济均衡问题。均衡概念的使用因多重意义

而极为模糊 (米尔盖特 ,1992) 。但我们不打算对均

衡概念进行辨析。我们采用哈耶克 (1937) 的观点 ,

将均衡定义为不同个人的行为或活动的预期一致

性。这一定义比纳什提出的博弈均衡概念还早 ,但

二者的思想是一致的。考虑我们的经济 ,个人的行

为领域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生产领域和交易领域 ,由

此经济的一般均衡可以定义为生产领域和交易领域

的不同个人的活动的预期一致性。

为了让我们的分析更具经验意义 ,我们将行为

建立在个人的感知过程和学习过程基础上。当具体

外部情境反映到个人的理性结构时 ,个人形成某种

感性知识 ;个人对所获得的感性知识进行重复循环

的归纳和演绎的思维活动 ,形成个人的知识结构。

在本文的假设条件下 ,外部情境是永恒变化的 ,个人

所处的具体情境是各异的 ,个人的理性结构和思维

活动也是各异的 ,个人随时处于与外部变动的具体

情境的调适之中 ,因此我们应该断定 :个人的知识结

构将是变化的、各异的、分散且不完整的 ,尤其在特

定空间和时间的知识方面 ,个人拥有各自的优势 (哈

耶克 ,1945a,1945b ) 。在分工经济中 ,劳动分工必然

导致知识分工 ,此时 ,知识的分散和差异尤为明显和

突出。

当个人置身于上述的自发演变的分工经济中

时 ,个人根据各自的不完整的知识结构进行有限理

性的预期 ,然后根据预期进行不同的生产活动和交

易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处在一种规则层级中 (哈

耶克 ,2000, 第 506～509 页) 。而且 ,任何规则和契

约都具有不完全性 (覃家琦 ,2004) 。那么 ,我们能否

保证所有这些活动的预期一致性即行为的一般均衡

呢 ?

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除非个人的知识结构是

完全的 ,如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一样。然而 ,这种完

全知识必然导致所有活动瘫痪并排除一切人际关系
(哈耶克 ,1946) 。当放弃完全知识假设后 ,我们只能

说均衡要求个人拥有相关的知识 ,然而 ,个人要拥有

多少知识以及何种知识才能谈及均衡呢 ? 结论只能

是 :“均衡仅仅以人们在试图执行其可能达到均衡的

初始计划的过程中确实获得的知识为基础”(哈耶

克 ,1937) 。遗憾的是 ,我们同样不能保证个人获得

这种相关知识。正由于知识是不完全的 ,预期的不

一致是普遍的 ,所以人类需要在交易过程中共同遵

循各种契约 ,但即便如此 ,由于契约总是不完全的 ,

交易领域中的预期不一致必然存在。而上文所表明

的分工经济的自发演进也导致了生产活动的不可预

期性 ,从而生产领域的预期不一致也是必然存在的。

因此 ,“均衡要么不存在 ,要么被扰乱”(哈耶克 ,

1937) 。当行为意义上的均衡不存在时 ,以行为均衡

为基础的、供需意义上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也将不

存在 ,新古典主义者试图将纳什均衡应用于整体经

济中 ,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奠定行为基础 ,并不能克

服上文所提到的难题。事实上 ,新古典学者们之所

以强调均衡理论 ,是由于市场竞争具有某种导致供

给和需求趋向均衡的力量。然而 ,在我们的分工经

济的正反馈中 ,我们同样看到市场竞争具有导致供

给和需求趋向非均衡的力量 ,并且“不断战胜导致经

济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 ,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

中 ,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和更根深蒂固”(杨格 ,

1928) 。除非是在静态环境中 ,如马歇尔一样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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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条件不变”(马歇尔 ,1981, 下卷 ,第 56～58

页) ,市场竞争才导致均衡趋势。但这一趋势并不适

用于上文自发演变的动态分工经济 ,在该经济中 ,市

场竞争只能是一个发现“与实现具体且暂时的目的

相关的特定事实”的过程 ,而均衡则意味着所有事实

均已被发现从而意味着竞争停止 (哈耶克 ,1969) 。

由此的推论应该是 :竞争只在非均衡状态中才有意

义 ,而如果竞争过程永无止境 ,那么均衡永远无法达

到。

于是 ,经济必然是非均衡的 ,非均衡是经济的常

态。

四、基于价值发现与非均衡的企业家理论

上面的论述 ,无非是为我们的企业价值过程的

逻辑起点即价值机会或获利机会的存在提供足够的

理论依据。显然 ,人类根据需要进行预期 ,需要的最

大化满足等价于预期的最大化实现。由于经济的非

均衡意味着存在预期的不一致 ,从而预期的最大化

实现尚未达到 ,这等价于需要的最大满足尚未实现 ,

于是经济中必然存在未被发现或未被完全发现、未

被满足或未被完全满足的需要 ,即价值机会。问题

在于如何发现和如何满足这种需要 ,而这正是企业

家的首要任务。

11 价值发现与企业家的定义

我们将企业家定义如下 :企业家是指在非均衡

经济中发现价值过程并通过企业实现价值过程的个

人。下面将对诸多文献的企业家定义进行比较 ,以

表明为什么我们放弃既有的企业家定义和作出如此

定义。我们的定义包括了价值机会的发现、价值过

程的发现、价值过程的实现及其实现途径 (通过企

业)的完整活动 ,而诸多文献则片面地强调了企业家

的某个活动。我们可以将这些文献大概的划分为四

类。
(1)强调企业家对价值机会的发现活动。例如 ,

按照科斯 (1937) 的逻辑 ,企业家的首要职能应该是

“发现相关价格”;哈耶克 (1969) 将市场竞争视为一

个发现过程 ,在该过程中 ,存在着诸多尚未被人们所

知和所用的机会 ,而企业家是那些发现并愿意尝试

各种新的机会的人 ;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企业家是

对机会高度敏感并准备利用机会的人”(柯武刚、史

漫飞 ,2000, 第 25 页) 。这类观点的问题在于 :如果

个人发现了价值机会并愿意和准备利用 ,但最终没

有利用 ,那么这个人是否称为企业家呢 ? 我们的定

义否定了这种可能。
(2)强调企业家对价值过程的实现活动。例如 ,

萨伊 (1982, 第 371～375 页) 的作为关系中枢、指挥

生产、承担风险的冒险家 ;马克思 (1975, 第 174、175、

211、367 页)的实现资本总公式的资本家 ;瓦尔拉斯
(1989, 第 225、230 页) 的从事采购、生产、销售活动

的企业家 ;马歇尔 (1981, 上卷 ,第 303～321 页) 的集

中间人、协调者、创新者和风险承担者等多个角色于

一身的企业家 ;熊彼特 (1991, 第二章) 的“职能是实

现新组合”的企业家 ;希克斯 (1982, 第 71～72 页) 的

集采购、生产和销售于一身的企业家等。这类文献

的问题在于 :他们默认价值过程已经被发现 ,或至少

忽视了发现活动的重要性。如果某种价值过程是 i

发现的 ,i 雇佣 j 来帮助实现该过程 ,那么 j 算是企业

家吗 ? 按照这类文献 ,答案应是肯定的 ,但这与现实

相悖 ,我们的定义表明 i 才是企业家。
(3)强调企业家在实现价值过程中的某些职能。

例如 ,奈特认为不确定性导致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

做的任务比执行任务具有优先地位 ,从而将企业家

视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中进行这种决策并承担风险的

个人 ( Knight,1921,Chapter9 ) ;科斯 (1937) 认为企业

家的特征是权威、命令 ,企业家的职能在于通过权威

来配置资源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卡森 (1992) 将企业

家定义为“专门就稀缺资源的配置作出判断性决策

的人”;利本斯坦 (Leibenstein) 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

于克服企业内部的 X- 低效率 (引自黄群惠 ,1999) 。

这类文献的缺陷在于 :在不确定性经济中 ,企业管理

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决策活动 ,并同样拥有权威

并施加命令 ,也努力降低交易成本或克服 X 效率 ,

但管理者显然未必是企业家。我们的定义表明 ,只

有当管理者作为价值过程的发现者并被授权实现该

过程 ,管理者才是企业家 ;除此之外 ,管理者不过是

执行企业家命令的人员。
(4)同时强调企业家的发现和实现活动。例如 ,

柯兹纳 ( Kirzna)认为 ,企业家的作用是发现对交易双

方都有利的交易机会 ,并作为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的

中间人参与其间 (引自段文斌 ,1998) 。西奥多·舒尔

茨 (Schultz) 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发现潜在获利机

会 ,在自己的经济活动空间中重新配置时间和其他

资源 (引自郑江淮、袁国良 ,1998) 。柯兹纳和舒尔茨

的定义与我们的定义是一致的 ,但是他们没有指出

企业家实现价值过程的途径。我们的定义明确地将

企业家与企业联系在一起 ,企业家实现价值过程的

途径只能通过企业 ,不管他是作为企业的首创者 ,还

是作为现存企业中的创新者和实现创新者。

我们看到 ,诸多学者的企业家定义都存在某些

缺陷 ,而我们的定义则避免了这些问题。

21 企业家、竞争与经济非均衡的关系

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企业家与经济非均衡之间

存在密切关系 ,上文所提到的文献也都在某种程度

上将经济非均衡和企业家联系在一起。但下面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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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论述将表明我们的企业家理论仍然与其他学者存

在明显的不同。

古典理论甚少提及均衡 ,因此他们的企业家理

论也甚少与均衡相联系。新古典的鼻祖马歇尔
(1981)承认经济中存在非均衡 ,并将企业家及其竞

争视为促进均衡的力量 ;然而马歇尔意识到企业家

活动必将产生企业的异质性而难以处理竞争均衡 ,

因此他提出了没有任何个性的代表性企业。新古典

理论更是将代表性企业以一个更缺乏个性的生产函

数来表示 ,从而完全排除了企业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熊彼特 (1991) 一方面承认市场竞争可以达致均衡 ,

但他认为均衡的动态移动不能导致他所谓的突变性

的经济发展 ,由此引进企业家 ,其职能在于通过实现

新组合来达到对均衡的“创造性破坏”。当哈耶克
(1969)将竞争视为一个发现过程时 ,他明确地放弃

了均衡概念 ,因为均衡意味着所有事实均已被发现

从而意味着竞争停止。柯兹纳 (引自段文斌 ,1998)

的市场过程也并非一个一个处于均衡状态的过程 ,

而仅仅是趋向均衡 ,企业家的作用在于通过套利活

动促使该过程趋向均衡。舒尔茨 (引自郑江淮、袁国

良 ,1998)也承认经济的非均衡 ,并认为企业家的作

用在于促进经济恢复均衡。

然而 ,我们这里得到两种企业家的作用 :熊彼特

的企业家破坏均衡 ;而其他学者的企业家则促进均

衡。马歇尔是个例外 ,他意识到企业家活动将导致

效率各异的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经济的非均衡 ,但

为了获得竞争均衡理论 ,他不得不假设“其他条件不

变”和代表性企业 ,只在该假设下 ,他才认为企业家

竞争促进均衡。那么 ,谁对谁错呢 ?

既然我们将企业家定义为在非均衡经济中发现

价值过程并通过企业实现价值过程的个人 ,其唯一

的动机在于剩余价值 ,而均衡意味着剩余价值的消

失 ,那么 ,企业家任何时候都不想也不会促进经济均

衡 ,相反 ,他会穷其毕生精力、殚精竭虑地促进经济

非均衡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机会。因此 ,单个企业家

对某个价值机会的追求必将加剧市场的非均衡 ,如

单个垄断产业 ;多个企业家分别对不同价值机会的

追求更加剧市场的非均衡 ,如多个垄断产业 ;只有当

多个企业家对同一个价值机会的竞争 ,并要求其他

条件不变 ,这时多个企业家竞争才会导致某个价值

机会的逐渐消失 ,即某个市场趋向均衡 ;但除非假设

完全竞争 ,否则均衡永远无法达到 ;而且 ,单个价值

机会的消失并非否定整体获利机会消失 ,经济非均

衡的自发演进导致在一个获利机会逐渐消失的过程

中将出现其他的价值机会。因此 ,经济本身属于非

均衡状态 ,企业家活动则加剧了经济非均衡 ,多个企

业家对同一价值机会的不完全竞争永远无法消除非

均衡 ,而完全竞争仅仅是一个神话 !

可以看到 ,我们的上述分析否定了熊彼特的经

济均衡观 ,但肯定了他的企业家破坏均衡的观点 ;同

时 ,我们肯定了马歇尔、哈耶克、柯兹纳、舒尔茨等人

的经济非均衡观 ,但否定了他们 (马歇尔除外) 笼统

地认为企业家促进均衡的观点。尽管企业家的竞争

活动会无形中导致单一市场具有均衡趋势 ,但这本

非其意 ,也非由于企业家的“看得见的手”,而是由于

企业家之间的竞争 ,即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五、有待解决的其他问题

本文将企业视为一个价值过程 ,并据此给出了

一个逻辑一致的企业家定义 ,以及相应的企业家活

动和职能。对企业家的这种理解要求我们在以后的

企业分析中更多的站在企业家的角度 ,这点与杨其

静 (2003)关于“企业家是企业发生的逻辑起点”的观

点是一致的。然而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未能回答企

业家的其他问题 ,例如 :企业家与财富的关系 ,或者

说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关系 ;企业家与经理、管理者、

创业者和守业者的关系 ;企业家在企业成长过程中

的不同职能 ;企业家的生成机制和制度要求 ,等等。

但我们相信 ,本文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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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为的直接干预 ,着力于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

软环境 ,引导生产要素跨行政区划自由流动和产业

跨行政区划自由转移 ,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

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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