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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 同 目的企业 的经济效应

胡 方

在本文中
,

我们将研究两种具有不同目的的企

业
,

并通过一些基本的模型对这两类企业的经济行

为和活动方式进行比较
,

以便明确这两种企业的不

同的特点
。

在这两种企业中
,

一种是把获取最大利

润作为目的的企业
,

我们简单地称之为利润极大型

企业
,

记作 , 另一种是把获取最大的企业成 员

人均收入当作目的的企业
,

这类企业在国外的经济

学研究文献中
,

常常被称为劳动者自主 管 理 的 企

业
,

这里
,

我们简单地称之为收入极大型企业
,

记

作
。

在我们所作的研究中
,

由于假设了许 多在

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存在的前提条件
,

所以
,

研究的

结论仅仅具有某种理论上的意义
,

并不能针对现实

经济生活中某个国家的企业
。

看来
,

在阅读本文之

前
,

明确这点是必要的
。

为了对这两种企业在某些经济领域的不同经济

表现进行说明
,

我们有必要列举它们所处的一般的

前提条件
。

首先
,

我们假定这两种企业都在完全竞

争的市场条件下从事经济活动
,

并且使用的生产要

素的数量和由这种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所生产的产品

的数量大致是相同的
,

从而它们的生产函数也大致

是相同的
。

这里
,

假设有两种生产要素
,

即劳动和

资本
,

它们可用符号 和 来表示
,

生产的产品 数

量可用 来表示
,

企业利润记作 兀 ,

企业成员 的人

均收入记作
。

这样
,

两种企业的行为模型便可 由

下列代数式来表示
。

二 一 一

。 。 ,

和 是代数符另
,

表示

求极大的对象和约束条件
。

在假定了上述前提条件下
,

我们便可以来考察

这两种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同特征
。

我们分两个

期间即短期和长期来进行说明
。

这里
,

短期是指两

种生产要素中劳动能够进行调整
,

而资本不能进行

调整的时期
,

长期是指劳动和资本投人都能进行调

整的时期
。

在短期中
,

两种企业的最适行动条件可

从它们各种的行为方程式 和 中推导出

来
,

从方程式 可得利润极大型企业的最适条

件
,

即

泥 。 ,

共共一 “ 一
。

同理
,

从方程式 中
,

可得收入极大型企

业的最适条件
,

即

李
二 。 。

】

一

其中
,

为产品的价格
,

为工资率即劳动 投

入的价格
,

为租金率即资本投入的价格
,

。
,

一 一 , 一 ,

是生产函数
,

且 器
。

比较 式和 式
,

可得到下述结论
。

在利润极大型企业的场合
,

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一

个相当固定的数量
,

因为工资率由该企业以外的劳

动市场上的供求力量决定
,

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便

确定在与这一工资率相等的水平上
。

由于 在 短 期

内
,

资本投入量不变
,

从而在支付给劳 动 者 工资

即工资率和劳动投入量的乘积 之后
,

刹余的便

是利润
。

将 式代入 式中
,

利润便为二

〔 一
·

〕一下
。

可见
,

当不计

资本投入的费用时
,

只有当由外部劳动市场所确定

的工资率
,

或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与劳动

投入 的乘积至少小于该企业所能获得 的 总 收 益

即产品数量和产品价格之积 时
,

即只有在利润

至少大于 时
,

这个企业的经营者才会雇佣劳动者

进行生产
。

但是
,

在收入极大型企业中
,

劳动的边际生产

力是一个可变动的数量
。

因为企业成员的人均收入



并不是仅仅由外部劳动市场的供求力 决定
,

而且

在该企业内部
,

还随着企业内部的各种经济条件的

变动而变动
。

所以
,

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

或人均收

入是一个变动的数
。

它变动的限度
,

由该企业的

总收入 即人均收入乘以劳动投入的数量 和它所

能获得的总收益等数 来确定
。

只有在 这 个 限 度

内
,

该企业才会从事生产
。

在收入极大型企业中
,

如果把人均收入看成是

由外部劳动市场确定的工资率 和该企业内人均利

润丢之和
,

即 一 十丢
,

那么
,

收入极大型企业

要进行生产
,

在短期内就要求人均利润 至 少 大于

“ ,

即丢‘ “ ,

或者说
,

收入极大型企业这种经济

组织之所以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生
,

是因为该

企业的成员即劳动者有可能获得比在劳动市场上形

成的劳动价格即工资率更高的价格即人均收入
。

也

就是因为
,

否则
,

便不可能产生收入极 大型

企业
。

再从劳动投入的价格上的差异来看
,

在利润极

大型企业的场合
,

如果假设存在两个这种类型的企

业
,

比如说企业 和企业
,

那么当企业 和 在 促 使

利润达到最大而进行生产时由于它们的工 资 率

和 都是由存在于它们之外的劳动市 场 上的供求

力量来决定的
,

从而它们的工资率将是相等的
,

即

二 二劝
,

并且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也是相等的
。

由于

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
,

劳动力就不可能在两个企业

之间进行流动
,

因为每个企业都使用了最适的劳动

投入量
。

这样
,

这两个企业的利润也是相同的
。

但

是
,

在收入极大型企业中
,

如果存在两个这种类型

的企业
,

如比说企业 和
,

由于两个企业在其内部

的经济条件会出现某种差异
,

从而它们的人均收入

和劳动边际生产力也可能不一致
。

设
,

即企

业 的人均收入大于企业 的人均收入
,

那么在 企业

」中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
,

就会流向企业
,

但企业 将不会接受这种流出的劳动量
。

为什么呢

因为它正处于该企业的最适劳动投入的时候
,

任何

新的劳动力的流入只会使最适条件 式遭到破

坏
,

产生非最适的经济行为
,

从而降低该企 业 中

劳动者的收入
。

而且
,

对企业 来说也是一样
。

虽然

它的人均收入比企业 的人均收入低
,

但它也是处于

最适条件来使用劳动投入量的
,

从而任何的劳动力

流出都只会破坏已经建立的最适 均 衡 条 件

式
,

减少该企业成员的收入
。

所以
,

在短期中
,

两

个企业的收入差距将不会消失
,

即 一 总是一个

正数
,

而劳动力本身也不可能流动
。

从利润极大型企业来看
,

劳动力从劳动边际生

产力较低的企业流入到较高的企业中去
,

对劳动者

来说
,

将会增加其利益
,

并且
,

由于劳动力得到最

充分的使用
,

两个企业的产量都将提高
,

这种过程

直到两个企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为止
。

但在收

入极大型企业中
,

由于企业生产 目的的特殊性
,

在

短期中不可能出现这种调节过程
,

从而劳动力不可

能在具有不同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企业之间流动
,

从而不可能带来两个企业产量的增加
。

因此
,

从这

一角度来看
,

收入极大型企业所能进行的劳动投入

数量 记作 比利润极大型企业所能投入的劳

动数量 记作 要少
,

即
。

与此同

时
,

它所能生产的产量 记作 也比利润极大

型企业所能生产的产量 记作 , 要少
,

即
。

不仅如此
,

当价格发生变动时
,

这两类企业也

呈现出不同的反应形式
。

利润极大型企业的行为方

式可由 式求得
。

在 式中
,

对价 格 求

导
,

得 一
,

从而

万
一

一 —

即随着价格的上涨
,

产量也将提高
。

如果将横

轴取为产量
,

将纵轴取作价格 来绘制价格 一 数

量图
,

那么在该图上
,

利润极大型企业的价格和产

量的关系便可表示成一条向右上移的曲线即右上的

供给曲线
。

相应地
,

收入极大型企业 的 行 为 方 式 可 由

式求得
,

与此述同理
,

可得

立旦二

尸

一 ’
·

·

一
·

·

这意味着
,

当价格上升时
,

收入极大型企业不

仅减少劳动投入量
,

而且也减少产品数量
。

在价格

一数量图上
,

这形成一条向右下倾的曲线即右下的

供给曲线
。

这和利润极大型企业正好相反
。

哪一种供给曲线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收益呢 看

来是右上的供给曲线
。

对于利润极大型企业来说
,

当产品价格上升时
,

企业向市场提供的 产 量 将 增

加
,

从而企业获得的总收益即价格和产量的乘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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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增大
。

但是对于收入极大型企业来说
,

当产品价

格上升时
,

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量将减少
,

从而企

业获得的总收益就不一定能增大
。

所以
,

利润极大

型企业的总收益看来会大于收入极大型企业的总收

益
。

再看长期的情况
,

由 式和 式
,

可

得利润极大型企业和收入极大型企业各自的长期均

衡条件
,

即

可见
,

关于资本的均衡条件在两种企业中都是

相同的
。

关于劳动的均衡条件虽然不同
,

但和短期

中得出的结论是有差异的
。

这是因为在长期中
,

收

入极大型企业和利润极大型企业一样
,

也能够对劳

动投入进行调整
,

从而在所有收入极大型企业中得

到一个相同的人均收入
。

这个人均收入 虽然 和工

资率 在数量上或许有所差别
,

但在性质上却具 备

相同的属性
,

即所有的企业都以一个相同的劳动边

际生产力在长期达到均衡
。

不过
,

收入极大型企业

走向长期均衡的调整过程却和利润极大型企业的调

整过程不尽相同
,

这主要来源于收入极大型企业在

企业 目的上的特殊性
。

比如说存在两个收入极大型

企业 和
,

且
,

那么
,

企业 」为了获得较高的

人均收入或者至少和企业 相等的人均收入
,

必然会

投入劳动
、

资本和技术
,

扩大生产
,

以便达到获得

较高人均收入的 目的
。

同时
,

劳动市场 上 的 劳 动

者
,

当他们能够预见到获取较高的人均收入的可能

性时
,

则可能组建新的收入极大型企业
,

以便达到

他们的 目的
。

但是
,

不管是哪种竞争形态
,

在追求

较高的人均收入时
,

都会在某种边界条件上达到均

衡
。

根据 和 等人的论证
,

①这一条件

存在于规模报酬等于
,

即规模报酬不变之际
,

或

者根据 和 等人的论证
,

②这一条件存

在于
“

物的效率极大的领域
” 。

这时资本的增长率

和劳动的增长率相等
,

即 能
一

念
。

这两种论证的

结果是一致的
,

但侧重点不同
。

前者是针对生产量

调整而言的
,

后者是针对生产要素的调整而言的
。

总之
,

收入极大型企业在走向长期均衡调整时会受

到某种边界条件的制约
。

但是
,

利润极大型企业在

走向长期均衡时却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
。

这意味着

利润极大型企业能够根据其目的而任意地调整生产

要素的投入量
,

并且当劳动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比

资本市场上资本存量的价格更低时
,

这种企业将乐

于扩大对劳动的雇佣 , 当生产要素的使 用 量 增 拍

时
,

该企业的产量也会提高
。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

领域是生产量提高较快的领域
,

因而这种企业将乐

于处在这种领域进行生产
。

因此
,

在长期均衡中
,

利润极大型企业比起收入极大型企业来会使用更多

的生产要素投入量
,

会生产出更多的产量
。

然后
,

我们再看看长期中价格变动和产量变动

取决于下列多项式的符号
。

该多项式是

一
· ·

一 ‘
·

一
·

将这一多项式进行整理
,

可得到下列结论
,

即

, 丫二 , 一 而 二一
日

心习 工 、少代 ‘, 只 又 、万 尸习 二 。

口

·

一
·

一

联系到收入极大型企业长期均衡的特殊性质
,

、 、 ,
、 , ,

、 , 入 , ‘ 二 二 、 二
劝 巳坏不汀 ,

曰 二刃「 一 了一 二介七尹 甲
上 炎又之二曰则

, 干石 刁
月

为正
。

对于利润极大型企业来说
,

这种制约显然是

、 二
二、 。止 二一小

。代 、、
‘二 二一

、

不必要的
,

因为由下式所确定的搜普即为正数
。

该一 ‘ ’

并
“ ’

目 囚
‘ 少 , , , ,

’‘ 曰 呷 一 扔

多项式是
·

一
·

一

因而
,

就价格变动条件下企业的总收益状态来

看
,

利润极大型企业的总收益仍有可能大于收入极

大型企业的总收益
。

上面我们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上对带有不同

目的的两种企业的不同经济效果作了说明
。

下面
,

我们将考虑垄断市场条件下的状况
。

假设两种企业都是各自市场上的垄断者
,

所面

临的需求曲线可写成
,

其中 是对企业

产品的需求
,

是价格函数
,

表示随着 产 量

的变动
,

价格 也会变动
。

在这种需求曲 线上
,

两种企业的总收益可写成
· ,

总 费用可写

成
。

由于两种企业各自目的函数的 差 别
,

利润极大型企业的行为方程式是
二 ·

一

而收入极大型企业的行为方程式则为

里丝兴笋丛立



还可以写成下列形式 可从 式中求得均衡条件如下

十二工旦
巡工

其中
,

是由企业以外的芳动市场上供求 力量

所决定的工资率
,

或者 垦由政府通过某种法律确定

‘ , , , , 二 〔 。 ,

一 。 。 二‘
的最低工资率

, ‘气 、, 是人均利润
,

显然
,

” ’

一州
’ 户公 、 一。 ” ’ ,

’

一
, 、‘ ’ 、 一 产

其中

一“ ‘

专
一 , “

, 。 一

骼 也是一个变数
,

显然
,

式和
‘

式是一 致的
。

在给定 式和 式后
,

我们可以求得

两种企业各自的最适均衡条件
。

就利润极大型企业

来说
,

其均衡条件是
兀

, 矛、

以

其中
, 。

一 ,

叮 刁了
, 是需求的价格弹性

,

,

是边际成本
,

式意味着
,

当由于产量

只有当 二 。时
,

式才和 式一致
。

不

过一般来说
, 口 会大于

。

由于加进了 这一变量
,

对最适条件 式

的分析要稍微麻烦一些
。

这里
,

也许提这么一个问

题是适合的
,

即在最适条件 式中
,

当总费用

曲线的斜率即边际成本即上 这一变量后
,

是平行

于边际成本 , 向上移动呢 还是出现非平行 移动

比如以某点为原点出现旋转变动呢 为了回答这一

问题
,

我们首先假设 , 口 相对于
‘

产生平 行 移

动
。

显然
,

这时
,

的斜度和
‘

的斜 度 是一致

的
。

它们之间仅相差一个等量
,

从而
,

对收入极

的变动所带来的总收益的变动之值 即

和由于产量的变动而带来的总费用的变动之值 即
、

二 。

一
, 、 ,

⋯
, 、 ,

一
边际成本若汗 相等时

,

垄断企业的利润便处于最囚
’‘的一

了 ‘
, 曰 勺

一 ” ” ’

土哪 ,

止芯
“ “ ‘ ,、 ’曰 氏从

“

从

大水平
。

这种状态可用图形来表示
,

取横轴为产量
,

纵轴为总收益
,

总费用 和利 润 兀 ,

并 且

假设
,

随着产量的增加
,

总收益和总费用都增加
。

但总收益的增加的幅度逐渐小于总产量 增 知 的 幅

度
,

而总费用增加的幅度逐渐大于总产量增加的幅

度
。

由此可在图 中绘出总收益曲线和总费用曲线
,

并从这两条曲线中得到利润曲线
。

在总收益曲线和

总费用曲线的斜率即边际收益和边际成 本 相 等 之

处
,

我们可以得到利掏曲线上的最大点 以 及和

点相对应的最适产量

对于收入极大型企业 决说
,

运用怕同的原理
,

大型企业来说
,

它也将在利润最大之处
,

即韶
一 。

之处达到平 衡
。

但 是
,

联 系 到
’

式
,

由于

贵
一

豁
,

除非丢一 。之外
,

一般不

为
。

所以
,

看来平行移动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

因

而 , 口 并不与
,

形成平行移动的关系
,

这意味着
口 这个变量也会随着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变动而

发生变动
,

它们之间相互变动的结果
,

将会在某一

点处
,

使最适条件 。 式成立
。

这一点将在什么

区域之中呢 显然应在到达最大利润点之前
,

因为

这时粤要一 票 华
一 。 。

‘
曰 , 一 、 了 、 产 一 “ “

为了在图形中表示这种关系
,

我们可以首先作

出利润极大型企业的图示
。

由于收入极大型企业在

总收益
、

总费用方面被假设为与利润极大型企业是

一致的
,

因而总收益曲线
、

总费用曲线和利润曲线

对收入极大型企业也是适合的
,

如图 所 示
。

显然

收入极大型企业将在 。 式成立
,

且 ” ‘

专
一 , “ 之际达到最适

,

这时线段 ” 专 和

线段 口 的斜度是相同的
。

由此可求出在 利润曲

线上相应的最适点
‘

和与
‘

相对应 的 最 适 产 量
。 ,

可见
。 ’ 。



小
‘ 。 。‘二 一

,

一 , 。 ,

一
, 、 ,

山 ” 卜

双 ‘匕 布下一 阴形八
,

从阴代 日 以 田此水 山,

嘴

两种企业各自的价格
。

的价格为

一 。 ,

生兴书 “
、 。 一 ‘

一
’ 一

对利润极大型企业来说
,

它

图内

对于收入极大型企业来说
,

它的价格为
。
一

擎二一 。

只

百

东矽份一

‘、

由于
。 ,

从而
。 。

所 以
,

收入

极大型企业和利润极大型企业相比
,

在垄断的市场

条件下
,

其产量较小
,

其价格较高
。

在我们 仁面所讨论的经济领域中
,

和利润极大

型企业相比
,

收入极大型企业稍处劣势
。

不过
,

收

入极大型企业也有稍处优势的经济领域
,

如收入分

配
、

市场结构等
。

我们需要对这两种企业行为方式

进行全面讨论之后
,

才能作出评价
。

。了

比较图 和图
,

我们还可以看到利润极大型企

业和收入极大型企业在产品的价格上的差异
。

如图

所示
,

其中
,

所记的是线段 和 与 横

轴形成的角度
。

由于在垄断的市场条件下
,

价格可

以看成是总收益和产量之比
,

且在代数上可以表示

注释

①参看
。 一

。

②参看丁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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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第 页 在论述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
,

在第四至六篇就分别研究了商品资本和

货币资本传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
、

生息资本和 吐租问题
。

最后
,

在第七篇中对

社会生产总过程中某些整休性问题又作了总括性的考察
。

实践上的不良后果主要体现为流通部门所需的固定资本投资就不知要从那里去取得
。

实

际中
,

这部分投资在整个非住房的固定资本贮量中占着相当大的比例
。

而且生产的连续进行
,

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商品资本储备
。

在现实经济中
,

一部分在生产者手中一部分在商人手中

假如把商人手中的库存 商品资本 舍象掉
,

那末
,

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无法顺利地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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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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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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