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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 !投机 "确能获得利益 #却
没有买过一张低价时的铁道债
券$ 自明治六年投身实业界以
来 #我始终贯彻这种主义 $ 自
己回想起来 #也觉得此事稍可
自夸$ %

这种提倡&义利合一%的个
人精神日后也成为日本企业界
的标榜# 某种程度上也带来公
司的暧昧性$ 就涩泽荣一本人
来看#他鼓吹商业#却不止一次
放弃了追求最大利润的机会 $

那么#他是不是一个&非理性经
济人%'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追求自利与以涩泽荣一为代表
的日本企业家追求公利是否矛
盾' 至少在涩泽荣一的传记作
者看来#并不矛盾#他的理论就
是来自岩井克人的 )威尼斯商
人的资本论*+

岩井克人的理论认为 #真
正的市场中 #个人对个人利益
的 &理性 %追求不会自发导致
市场秩序的形成 #除了有 &理
性 % 地决定需求和供给的个
人 #还有一个 &非理性 %行动的
人,,,&那就是公正无私地根
据整个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的
背离 #不断调整商品价格的调
停人 %$ 涩泽荣一是这样的调
停人 #而日常生活中也可看到
类似案例$

比如大家都知道囚徒困
境# 两个被分别关押的嫌疑犯
为了两人共同利益# 最佳策略
就是不招供#但是实际情况下#

囚犯为了个人自身利益# 理性
策略往往是招供对方# 且认为
谁先招供往往好处更多$ 岩井
借助这个案例#说明当囚徒&非
理性%地行动时!不招供"#两人
利益最大$

延续了 )威尼斯商人的资
本论 *的思考 #岩井对于以新
保守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
其实颇有反思 $ 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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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央公论 *刊出一篇文章 #题
目就是 )与自由放任主义诀
别 *# 反对 &资本主义越纯粹
化 #其经济效益和稳定性就越
高 %的主张 #表示 %资本主义的
敌人 # 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 #

而是自由放任主义%$

延续这些思路#在)未来的
公司*中#岩井一方面反对泛道
德化的商业思考# 另一方面却
认为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并
不适用日本#甚至也不完善$

美国模式
'(

日本模式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 日本
经济衰退依旧# 即使安倍经济
学的努力也显得有所乏力 #欧
美更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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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金融危

机而元气大伤# 如今还挣扎于
长期停滞阴影之下$ 这样的背
景下 # 重新审视 &公司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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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有意义$

在日本经济蓬勃向上的时
代 #终生雇佣 -集体决策 -执行
力强-经理人主导-发动员工积
极性等特点纷纷被总结为日式
管理的核心甚至日本经济成功
的诀窍.随着日本经济下行#这
些特点逐渐被诟病# 而日本公
司治理中内部控制严重- 依赖
主银行制-公司间交叉持股-缺
乏最终责任人- 缺乏外部监督
等现象也重新被检讨$

然而# 仅仅引入欧美公司
模式就足够了么'

东芝的案例耐人寻味$ 日
本以制造业立国# 东芝可谓日
本标杆大公司# 过去东芝产品
更是成为品质以及创新的象
征$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明星公
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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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曝出持续多年
财务造假#涉及前后三任社长#

导致东芝不得不断臂再造$ 我
与日本经济学者谈起此事 #他
们甚至感叹# 对日本制造业甚
至经济而言# 这一事件可谓近
些年最负面# 影响甚至超过丰
田回收事件$

讽刺的是 #东芝前些年曾
因为较早引入外部董事被外
界推举为日本公司治理的典
范$ 所谓外部董事或者独立审
计 #往往也不过是内部派系斗
争工具$ 在日本公司已经初具
形式的时候 # 出现了东芝情
况 #这令伊藤忠商事前会长丹
羽宇一郎对 )日本新闻 *感叹 #

&感觉日本的公司治理只是建
立了制度#没有注入灵魂%$ 更
有甚者 #事后更是将板子打向
了西化 #有观点甚至极端地将
东芝的问题归因于学习西方
公司治理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 欧美公司
治理中道德风险的问题一直没
有被完全克服$在日本大公司#

日本以社长为首的管理层受人
尊重# 但是他们的收入相比普
通员工并不悬殊$ 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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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薪酬则令人咋
舌 # 例如根据美国劳工联合
会,产业工会联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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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金融危机之
后有了变化$ 过去日本公司治
理遭遇批评 #如今欧美公司治
理也有过 &滑铁卢 %#对比最为
鲜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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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融危机之
后的情况 /当时 #普通人因为
经济衰退遭受意外辞退 -收入
缩水 -房屋没收等困境 #如今
不少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中
位数收入增长还没有回到危
机之前的水平 #华尔街却早已

经回归 #明星银行家们短暂低
调之后又重新回到舞台中心 #

没有一位高层入狱 #至于天价
薪酬#更是依旧$

与之对比# 日本银行改造
中甚至有银行行长入狱的案
例#面对美国的情况#日本银行
家对此感到非常不解# 甚至追
问一位曾经驻扎东京的英国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为何美
国银行家没有丝毫类似的难
堪' 为何华尔街巨头们不认为
他们应当归还自己的部分财
富' % 至于日本管理层薪酬过
低这一点# 在日本内部甚至不
少人以此自豪# 将其再度总结
为日本管理的优点$

现实比理论更生动# 金融
危机让昔日公司治理的老师蒙
羞# 也让日本等追赶的后发国
家迷失方向$究竟怎么做才好#

究竟什么是正确方式' 这种情
况之下# 岩井克人的思考或许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公司究竟属于谁

公司不仅在过去是国家经
济的发展动力# 未来也是国家
经济的重要黏合剂以及竞争力
基础$ 好公司本身就是国家竞
争力的自然体现# 而经济体间
的竞争最后可能也体现为公司
之间的竞争$

不同利益诉求之下# 如何
通过好的制度设计使得总体价
值最大化# 这将是未来学界业
界持续思考的问题$

厘清公司为何而来# 更大
的问题是公司属于谁' 按照美
国式的股东主权论# 公司毫无
争议地只属于股东# 但如果以
日本式的 &公司共同体论%来
衡量 #则意味着公司或者说其
一部分# 属于公司员工,,,值
得注意的是# 日本所谓职员称

呼是 &社员 %#这本身就隐含了
员工作为公司一部分的设定 #

职员本身有无股份并不重要$

这两种模式之争一直存
在#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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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当时正是 &日本第一 %的时代 #

日本公司的成功一度促使各界
重新思考#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
一蹶不振#争议逐渐散去$以中
国人熟悉的案例来讲# 阿里巴
巴在漫长上市路上# 其创始人
马云多次表示&客户第一#员工
第二 #股东第三 %的原则 #这事
实上与欧美股东第一的原则背
离#也引发不少争议$ 然而#即
使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之后 #

马云仍旧表示要坚持这些原
则/&我们相信做任何艰难的决
定#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将来#坚
持原则才是对各方利益最大的
尊重和保护$ %

由此可见# 这些争论并没
随时间的流逝而远去# 公司究
竟属于谁'更进一步#如何衡量
公司的成功'从管理角度#管理
学创始人德鲁克提出企业作为
工业社会功能的一部分# 对企
业社会责任的认知# 以及公司
作为工业社会的重要社会功能
的认识#早于业界共识几十年$

说起来# 这不仅是德鲁克
写作 )公司的概念* 的核心观
念# 也是他和执掌通用的斯隆
等人观念冲突的根源$ 斯隆认
为企业目标应该单纯定位为股
东服务#甚至不惜出版一本)我
在通用五十年* 来提供与德鲁
克不同的精神叙述$ 斯隆的思
路# 其实是经济学界的主要思
路# 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在上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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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尚且坚持#企业作
为一个经济组织# 唯一社会责
任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不
仅暴露了学科观念之间的隔
阂# 也可以看出这一问题背后
的冲突$

更重要的是# 随着互联网
兴起#科技公司地位日尊#人工
智能等技术可能引发新的工业

革命# 对于社会的冲击正在全
面展开$ 这意味着大公司不仅
不能掌控一切# 反而更需要学
习成为社会公民$ 大公司不仅
在本国内成为重要组成单位 #

在国际上也需要懂外交# 在互
联网等新领域更需要充当规则
拟定者# 这些都不仅仅是公关
之举# 而是基于长期目标的战
略举措#既是为了社会功能#也
是保全壮大自身$

美式标准的两大问题

岩井的反思# 其实与弗里
德曼和德鲁克的争论密切相
关$ 他感叹# 随着日本经济下
行# 重视公司员工利益的日式
资本主义或者说日式公司体系
已经沦落到要从这个世界上消
逝的地步$但即使如此#他仍断
言将公司视为股东所有的美国
式股东主权论绝对不可能成为
国际标准$

)未来的公司* 一书的意
义# 显然不局限于对日式经营
管理的简单肯定或者美好追
忆 #而是在反思 #在变化时代 #

什么形式的公司最为有利' 岩
井承认# 美式管理与日式管理
都存在应对新形势的问题$ 一
方面日式公司传统的体系其实
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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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金融革命
不能适应# 这正是导致日本公
司在衰退之后重组的原因 .另
一方面# 他认为美式股东主权
论不可能成为未来公司形态的
国际标准#原因既有理论依据#

也有现实考量$

首先# 岩井试图从法理角
度来论证# 如果法人同时具备
&物%与&人 %的特点 #那么主张
公司只属于股东的股东主权论
在法理上有错误$ 这也是岩井
花了很多篇幅解释公司与法人
究竟为何的原因# 无论日本式
公司还是美国式公司# 都不能
在法律上先天性地作为公司的
标准形态$关于公司治理方面#

岩井有不少独到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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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还与德国经济学者罗纳德0道
尔有过著名学术争论# 有心的
读者可以跟进$

其次#从现实来看#岩井认
为美式公司治理是基于错误的
公司理论而导致本质上的矛盾#

譬 如 安 然 事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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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一制度的必然
结果$

在岩井写作)未来的公司*

不久前#美国发生了安然事件$

安然公司曾名列 )财富 *杂
志&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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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第七名 #一
度风光无比 # 不少政商名流
都成为该公司座上宾#但该公

论衡

#

美国经济学家萨

缪尔森

$

岩井克人# 曾受教于萨

缪尔森 #$未来的公司 %一

书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