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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生存和发展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发展而改变目前的生存境遇，防止和避免因随时间之
矢的流逝、人类文明的变迁而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
对发达国家而言它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样可以概括为如何通过发展，在科技、财富与就业之间建立起
流畅的联系。
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Karl Marx）明确指出：一切人类生存和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
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
，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Vol.1，1995：78-70）“这是一个现实的个人，是他们
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Vol.1，19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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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从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出发，较全面地论述了工业实验室在科技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从内部、企业和社会三个层面分析了工业实验室的运行机制，揭示
了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逻辑前提和历史基础，阐述了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在富民强国中的
作用。
在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中，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是诸种关系的基础，工业实验室是从建制角度成为
人类历史上最早至今依然是最重要的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结合点。
在内容上兼顾到了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管理学与经济学，是典型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
《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主要创新在于： 总结并阐述了早年提出的“运动员—裁判”公理与创新源
理论；全面阐述了工业实验室的运行机制；发现了原创性技术创新成就的高峰分布；发现并挖掘了以
工业实验室为核心的创新源区域转移的特点；纠正并发现了在20世纪50—80年代企业规模对研发
（R&D）产出递减现象；在国内率先使用了国际通用专业学术术语如“研发密度”概念，等等。
《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适合文理科大学生、研究生以及科研机构、政府、企业的管理和咨询决策
人员阅读，尤其适合作为科技史、科技政策等专业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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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4 组织运行视阈下的企业“委托一代理”理论和“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理论，是围绕企
业组织运行的成本和激励问题产生的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理论。
委托一代理理论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背景，以契约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以企业已经存在，并
把这种存在理解为一种契约集合为起点的。
对委托一代理理论而言，企业为何存在不是问题。
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由于企业运行中的“权、利”分配所引致的监督和激励问题。
在委托一代理关系中，所有者是委托人，经理人员是代理人。
为委托人的利益目标服务是代理人的基本职责。
从信息经济学韵视阈看，委托一代理理论是以数学为工具分析，非对称信息下企业的激励问题的理论
；也用来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
交易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代理人，另一方为委托人（张维迎，1996：401-403）。
由于理性有限、契约的不完备和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人不可能完全控制代理人。
代理人分享了委托人的部分权威。
当代理人拥有一定的权威后，便会偷懒、以权谋私、按亲疏关系有意实行人为分配等机会主义行为。
为防止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委托人必须采取措施进行监督和激励，由此产生了委托人的监督成本
。
同时，代理人为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必须交纳一定的保证金，这构成了代理人的自我约束费用。
在不考虑这两种费用的情况下，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在决策目标之间所产生的偏差，必然导致委托人
损失一部分福利。
这三个部分合起来就构成了所谓的“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的存在使委托人不得不承担风险。
对大企业而言，如果委托人独自承担风险，代理人就会冒险，从而增加代理成本。
要把代理成本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必须让代理人也承担一部分风险。
因此，对于大企业，委托人一般把一部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渡给代理人，以便约束、限制和激励
代理人。
而如何在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之间建立最大的对应机制，便是委托一代理理论的最优激励机制所要重
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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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1996年年底完成的硕士论文“工业实验室及其技术创新活动研究”和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原稿基础上经过增删修改而成的，是一本拖延最久的著作。
其间曾以“现代科技的企业化运行”为题获得过上海市软科学基金博士论文立项资助（编号是10246
，000266，KB55512），因一直忙于琐细，没有好好整理。
如果可以依本人发表在《中国仪电报》（1996，06-19③）的“工业实验室——企业技术创新的心脏”
一文算起，从我发现工业实验室是“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结合点至今已有10多年的历史。
这一发现，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反而在后来中国实施“科教兴国”、落实“产、学、研”
结合，落实“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中日益显示出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工业实验室是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结合点。
同时在2003年作为博士论文答辩时，以俞源培教授为主席的诸前辈以激励后生的宽宏胸襟给了个“优
”字与“国内领先”的评语，这为进一步修改本书提供了动力。
这也是激励我重新修改以便出版的基本动力。
2005年，本学科点在前辈周昌忠先生的带领下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色学科点，重新立项进行更深入
研究，在原来修改的基础和新研究的基础上，又花了近1年的时间重修。
在修改时，由于另有已完成的专著侧重于以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协整面进行了探讨，因此，本书更集
中了对于“科技、经济与社会”结合点的工业实验室本身的研究。
撰写本书的初因是1991.年第9期《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发表了我的学士学位论文后，该杂志
封面副标题“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是引致我最初转向对这个问题思索的根源。
此前，于同年《社会科学（沪）》第8期发表了我的处女作，“试论理性的‘三个世界’”。
该文的立论前提遭到了学界前辈的善意批评。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种批评对立志研习哲学者来说也是致命的——思维前提可能是建立在虚拟或误解
的基础上，其结论通常宏大但却过于一般、空泛。
这是我最初转移到科学哲学领域，并把方向改定为“科技、经济与社会”综合性研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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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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