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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业化中的组织变迁》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探讨了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与相对地位对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影响，并进一步总结了这一
影响产生的机制——相互作用机制与治理结构机制。在家庭协作中，由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协作过程
嵌入于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中，在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乡村社区中，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
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可以产生互惠的效果，从而决定了人们对协作对象的选择。同样，在雇工经营
中，将雇佣关系建立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在社会地位上又具有一定差异的家庭与家庭之间，
可以大大降低组织中的管理成本。前者的影响取决于具有不同社会关系的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后者
则取决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社会关系与雇佣组织当中的治理关系的同构性。
由于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运行中的成本，所以社会关系结构不同的家庭在不同组织中的
经营决策，以及对不同组织形式的选择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家庭经营当中，一个家庭的人口结构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家庭所具有的要素优势，人口结构不同的家庭在经营过程中做出的选择就不同
。在家庭协作中，与一个家庭相关的其他家庭的经营情况不但影响了该家庭对塑料行业的进入选择，
而且还会影响它在对外交往中的接单能力。在雇工经营中，由于雇佣具有不同社会关系的人员需要付
出的管理成本不同，不同规模的企业对管理人员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与一个家庭相关的其他家庭的劳
动力状况、可以承担起管理工作的人才的状况成为影响该家庭是否选择雇佣劳动，以及雇工规模扩大
的重要因素。一体化经营的发育过程本身是对家庭协作的替代，一个家庭的社会关系的亲密程度、社
会关系的规模以及社会关系内部的等级结构都制约了该家庭一体化经营的进程。
本书通过对河北省白洋淀某村塑料加工发展进行个案研究，从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的视角出发，详
细描述了乡村工业化中，生产经营组织从家庭经营、家庭协作到雇工经营和一体化经营的转变过程，
深入探讨了乡村工业化过程中企业组织成本核算的独特逻辑及其社会条件，形成了社会条件-成本计
量-组织选择与变迁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不同的组织方式下，经济行动所嵌入的社会关系
结构对组织成本产生影响的相互作用机制与治理结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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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工业开始在一个村庄中发展，起初它的扩
展是不引人注目的。然而，随着人们对它的熟悉，随着它的扩张与繁荣，从事工业所得超过了经营农
业。后来，工业成了地方上唯一的主要经营事业。最后，农业村庄消失了，出现了一个工业村庄。　
　——爱弥尔·塞克斯　　第一节 问题提出　　一、研究现象　　生活在白洋淀的人们，除部分经营
少量土地外，世代主要靠打鱼、编织为生。进入20世纪70年代，两件事情改变了广大村民的命运：一
件事情是国家为了整治白洋淀地区的洪涝灾害，在上游修建了几个大型的水库，导致常年入淀水量减
少，水位下降，淀内水产品产量随之下降。另一件事情是国家“以粮为纲”的政策。1970年提出“向
淀底要粮”的口号，先后围淀24处，总面积22万亩，占用淀容量02亿立方米（《安新县志》，2000
：175）。村民的生活开始以农业为主。进入80年代后，白洋淀水域逐渐缩小，渔业资源进一步减少，
部分苇田绝收，至1984年彻底干涸，人们的生活转向主要依赖农业。1988年8月，白洋淀重新蓄水，大
批农田被淹，给水区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失去了耕地的水区百姓再一次面临职业上的选择。　　
淀村的塑料加工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1985年开始，淀村已经有人开始跑塑料袋生意
了，他们从邻县容城的高村批发成品袋，用自行车驮着外出跑零售。后来改为直接批发成轴的塑料薄
膜，人工烫制成塑料袋之后，再外出盘乡销售。1988年之后，由于白洋淀蓄水，人们的生活一下子失
去了着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跑塑料袋的生意当中，并在1990年前后形成第一轮高潮。1988
年冬天，村民钱文洋与钱家锦合伙创办了淀村第一家吹膜厂。1991年之后，人们的经营方式开始逐步
由跑零售变为跑订单，吹膜机、制袋机、印花机等生产加工机器开始陆续在淀村出现。1995年之后，
塑料加工行业进入新一轮发展高潮，生产机器大批引入，取代了人工生产，塑料加工成为该村的主导
产业，形成了一批规模比较大的生产经营企业。　　在塑料行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最初，生产经营活动分散在各个家庭当中，采取家庭经营的方式并依靠家庭与家
庭之间的协作来完成的。有的家庭专门跑销售，有的家庭专门从事生产；在跑销售的家庭当中，有的
采取拉订单的方式，有的采取外出摆柜台的方式；在从事生产的家庭当中，有的专门吹膜，有的专门
印花，有的专门制袋。在这个阶段，尽管每个家庭的生产规模都很小，但是依靠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协
作关系，也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生产加工体系。后来，随着生产的进一步扩大，逐渐出现了集中化
的趋势，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开始沿着“雇工经营”和“一体化经营”（指把不同环节的生产经营活
动纳入同一个组织当中）两个路径发生演变，雇佣组织逐步取代了家庭经营，一体化经营逐步取代了
家庭之间的协作关系。经过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家庭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弱，企业组织逐步发
育起来。　　从家庭经营到企业组织的演变，是一个被许多学者讲过无数次的故事，从其变迁轨迹来
讲，似乎是再平常不过了。然而，这一变迁的内在机制到底是怎样的呢？当这一变迁在特定的社会环
境下发生时，其变迁的机制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这样的机制又具有什么普遍性的理论意义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远不是早已常识化的知识，本研究就是在一个乡村社会的背景下，尝试对上
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相关理论　　关于组织问题的研究，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是交易成本
经济学。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不同的组织形式是经营者理性选择的结果，目的在于降低交易
成本。它的基本思想是：追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效率行为导致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完
全市场假设当中，交易成本并不存在，组织也被假设为简单的生产函数。科斯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
业的性质》通过对“企业何以存在”问题的拷问，提出了交易成本问题（Coase，1937）。威廉姆
森1975年在《市场与等级制》这部著作当中从人的行为与市场两个方面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提出了交易成本存在的四个条件：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小数现象，在此基础上，不同的
交易特征（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次数）决定了合同的治理结构，即组织的形式（Williamson
，1975）。　　交易成本理论为组织的选择乃至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然而，它提供的这个工
具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对于交易成本的具体内容，它只是根据人们交易活动涉及的方面将
其分为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等。至于人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将哪些因素计人成本，而不
会将哪些因素计入成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重视对哪些成本的核算，而不重视哪些成本的核算，交
易成本理论通常并不考虑。按照经济学的传统，这些问题都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
研究范围。然而，我们的研究并不想在此驻步。本书试图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
下，人们如何对交易成本进行核算？这种核算又如何影响了组织决策和组织变迁？　　事实上，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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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也适用于对生产成本的核算。在经济学的传统当中，生产成本的核算也纯粹是个人问题，但是
本书关心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如何核算生产成本？这样的核算，会对组织形式的
选择与变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顺便指出的是，交易成本理论之所以将生产成本置于组织形式的
选择之外，是假定在不同的组织形式当中，生产成本是相同的。而这一假设建立在生产要素可无限分
割而不影响产出效率的假设之上。这样的假设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取消这样的假设，承
认不同的组织形式会影响要素投入的效率，那么，把生产成本引入对组织形式的选择当中便是自然而
然的事情了。　　当我们考虑成本核算（包括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的社会条件时，经济社会学的视
角便被引入了。新经济社会学最基本的思想是“嵌人性”问题，强调经济行动对社会关系的嵌人性。
经济社会学的网络学派，把社会网络看作是与市场和等级制相对应的一种独立的组织形式，详细研究
了这种组织形式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个学派在与经济学进行对话的时候，重点强调网络结构的独立
性及其影响，但是对于这种影响发挥作用的过程与机制关注不够。如果把组织决策的问题简单地总结
为图11所示模型，那么基本上可以说明这两个理论各自强调的重点所在。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里面
，交易成本经济学讨论了经营者行为与组织结构的关系；网络学派在将网络作为影响经营者行为的社
会约束条件进行分析的同时，把网络本身看作一种结构形式，网络结构对嵌入于其中的组织结构的影
响被忽略了。　　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的研究，把社会学的视野引入了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当
中。该文在嵌人性视角的引导下，进入关系合同的理论领域，把外在于经济合同的社会关系引入了对
合同治理结构的分析，提出了“结构型摩擦”问题（刘世定，1999）。本研究也遵循了这一思路，将
生活时空与社会关系两个社会约束条件引入经营者对组织形式的选择中，分析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进行经济核算的社会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乡村工业化过程中企业组织发育的基本路径。　　三
、解释的问题　　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一个乡村社区背景之下，当生产经营活动高度嵌入于人
们的社会生活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中时，它在运行方式上会表现出什么样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当
生产经营所需要的主要要素投入都是来自于经营者的家庭生活的时候，经营者如何对这些要素进行核
算，这种经营组织的核算逻辑与一般的企业组织相比有什么不同？在不同的核算方式下面，人们降低
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影响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决策的社会约束条件与一般的企业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当经营者面对不同的市场条件，选择新的组织方式的时候，他受到的约束条件也
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经营组织的发育过程呈现出怎样不同的路径？　　因此，
本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不同的组织方式所特有的核算方式与运行逻辑进
行详细的比较分析，考察在不同的组织方式下影响人们行为决策的社会条件；第二，对组织变迁的过
程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在乡村社区这样的外部环境中，组织的发育过程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第三
，具有不同社会条件的家庭在对新的组织方式的选择上会有怎样的不同？第四，不同的社会条件发挥
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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