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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研究经历了%基于身份&静态观到基于%主观感知&和%主体属

性&动态观的转变过程"静态观的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研究已不能帮助焦点企业管理者在一个动

态复杂环境中有效识别出显著的利益相关者!但动态观在%谁是显著的利益相关者&问题上仍争

议颇多"鉴于此!以动态观为切入点!把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影响因素分为焦点企业的主观感知

和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这两大研究视角!提炼出一个识别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整合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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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Y-+AI.EI$是指利益相关者的优先次序#6JA(JAG@$

+!,9/3

'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研究是

利益相关者五大研究主题之一
+",

&用来解释哪些因素使焦点企业管理者把利益相关者视为优先次序高的

利益相关者
+2,!1%

'



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研究源于学者们对 :JIIN-. 利益相关者概念的质疑':JIIN-.

+3,//

认为利益相关者

是!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6HA++AKR等
+/,31#

认为这是一

个容易被泛化&进而使焦点企业管理者无所适从的概念'简化广义利益相关者概念&使焦点企业管理者把

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放在优先次序高的利益相关者e显著的利益相关者身上&是提高利益相关者理论实践意

义的重要途径
+!,9/2

'

学者们关于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静态观到动态观的转变过程'利益相关者显著性

的大多数早期成果都属于静态观&例如&竞争性利益相关者和合作性利益相关者
+3,!1!

*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和间接的利益相关者
+%,!3%

*首要的利益相关者和次要的利益相关者
+1,

以及主要的社会性利益相关者*次要

的社会性利益相关者*主要非社会性利益相关者和次要非社会性利益相关者
+9,

'静态观立足于焦点企业&

视焦点企业为稳定的且同质的&把利益相关者作为研究对象&显著性由其身份#如供应商*债权人*消费者

等$决定
+#,

'

早期的静态观受到了学者们的强烈质疑&\AGEHI++等
+!,9/3

认为早期的利益相关者显著性属于类型学研

究&忽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动态性本质&尤其是没有考虑焦点企业的管理者感知及其利益相关者的独特

性&自此&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研究由静态观阶段逐渐过渡到动态观阶段'动态观研究沿袭 \AGEHI++的思

路&把研究重点或者放在焦点企业管理者的动态感知上&或者放在利益相关者的动态属性上'

以动态观为切入点&本研究将学者们关于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划分为两大研究视角&即

焦点企业的主观感知视角和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视角'首先基于焦点企业的主观感知视角&从宏观*中

观和微观等三个层面归纳了影响焦点企业管理者主观判断的因素'其次&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视

角&从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主体属性的维度及测量*测量结果的使用等方面对利益相关者显著性进行

了总结'最后&本文提炼出了一个识别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整合研究框架&以期推动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研

究的深入发展'

二" 焦点企业的主观感知与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

焦点企业的主观感知视角立足于焦点企业的管理者&重点研究焦点企业的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显著

性的判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

#一$ 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焦点企业的行业特性*外部关系网络等因素对管理者判断的影响':A.IN-.

和 4+-JTI

+!$,

认为焦点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判断与其所属行业的政治框架相关'他们对英国超市*

汽车*发电和化工等四个产业的调查发现&不同产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威胁程度和合法性的感知是不同的&

进而导致同一利益相关者#如监管部门$在不同的产业中的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 (̂P+I@

+!!,

认为焦点企业

对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判断与焦点企业所处的网络结构有关'若网络紧密但焦点企业中心度低&则焦点企

业更容易把利益相关者视为显著的利益相关者&若网络疏松但焦点企业中心度高&则焦点企业可以忽视利

益相关者的影响'

#二$ 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主要关注公司文化*组织身份定位*公司生命周期和企业战略等因素对管理者判断的影响'

,(.IR等
+!",!3/

认为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判断离不开焦点企业的企业文化'他们按照道德水平的高低&把焦

点企业的企业文化划分为三大类五小类)非道德型#代理文化$*有限道德型#企业自我中心型和工具主义

型$*和泛化道德型#道德型和利他型$'他们认为随着焦点企业从自利型企业文化逐渐过渡到利他型企业

文化&焦点企业更容易把利益相关者视为显著的利益相关者&焦点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会逐步得以

改善'VJAETR(.

+!2,91!

认为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是焦点企业组织身份定位的函数'他把焦点企业的组织身份

定位分为三类)利己主义型*关系主义型和集体主义型'利己主义型焦点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保持弱关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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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视作达到企业目标的手段'关系主义型焦点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保持强的双向关系&把这种关系建

构在双向的关心和信任的基础上'集体主义型焦点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保持小集团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建立

在共同议程之上',-P-H-J和 \E;->DH+A.

+!3,

指出焦点企业的生命周期与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界定密切相

关'不同发展阶段对利益相关者所提供的资源依赖程度不同&因此&焦点企业管理者应首先界定企业所处

周期和与之相对应的显著利益相关者&进而选择合适的管理策略'V>@RRI和 *IJSITI

+!/,

分析了企业环保战

略与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关系&他们按照主动性由低到高把焦点企业的环保战略分成反应战略*防御战

略*适应战略和主动战略&对!#1家比利时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焦点企业战略的主动性越强&越容易把利

益相关者视为显著的利益相关者'江若尘
+!%,

的研究显示&不同规模及经营目标的焦点企业对利益相关者

显著性的判断存在明显差异'

#三$ 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焦点企业管理者的道德*责任*思维逻辑等因素对其判断的影响'V>EHH(+Q

和 (̂RI.GH-+

+!1,

认为&离开焦点企业管理者的道德愿景和特定问题的背景而去研究谁是利益相关者和如何

确定显著的利益相关者&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焦点企业管理者的道德是处理焦点企业与利益相关者这种

复杂关系问题的关键'与 V>EHH(+Q和 (̂RI.GH-+观点相似&6HA++AKR等
+/,39#

认为在影响焦点企业的利益相关

者中&区别显著和非显著利益相关者的关键在于焦点企业管理者是否承担直接道德责任&若焦点企业管理

者对某类利益相关者承担直接道德责任&那么这类利益相关者被称为规范利益相关者&若焦点企业对某类

利益相关者没有承担直接道德责任&那么这类利益相关者被称为派生利益相关者'显然&规范利益相关者

是显著的利益相关者'4JA++@和 Y+(-.

+!9,

把焦点企业管理者的企业逻辑# .̀GIJKJARI;(DAE$视作判断利益相

关者显著性的关键因素'企业逻辑是焦点企业管理者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即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环境下

如何定义焦点企业以及如何定义焦点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他们把企业逻辑分为三种类型)股东攫取

价值的企业中心型*与利益相关者共创经济价值并获取关系租金的产业网络型*与利益相关者共创社会价

值的扩展型'显然&产业网络型和拓展型更易把利益相关者视为显著的利益相关者'

可以看出&学者们基于不同理论对影响焦点企业高层管理者判断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学者基于

战略管理&例如),-P-H-J和 \E;->DH+A.*V>@RRI和 *IJSITI*4JA++@和 Y+(-. 等&其他学者或基于社会责任理

论&如 :A.IN-. 和 4+-JTI%或基于社会网络&如 (̂P+I@%或基于伦理理论&如 ,(.IR等%或基于组织理论&如

VJAETR(.&等等'

三" 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与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

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视角认为利益相关者内生的某些属性及其动态变化&是利益相关者显著的最

重要原因&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属性*测量属性的变化情况是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研究的核心问题'利益相关

者的主体属性视角重点关注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主体属性的维度及测量*测量结果的使用等问题'

#一$ 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

学者们对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观点各异&\>.QIJ

+!#,

认为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是财产属性&以

\AGEHI++为代表的学者把资源视为利益相关的主体属性&周其仁
+"$,

*杨瑞龙和周业安
+"!,

*陈宏辉
+"",

*盛亚

等
+"2,32

则将专用性资产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

"$世纪9$年代&利益相关者研究逐渐升温&但是&传统企业理论学者坚持认为拥有焦点企业所有权的

组织或个人才具有企业利润的支配权&利益相关者若不拥有焦点企业所有权&当然也不应享有焦点企业利

润的支配权&现实中即使有焦点企业拿出一定利润分配给利益相关者&那也纯属道德行为而非责任或义

务'\>.QIJ

+!#,23#

是第一位从主体属性出发为利益相关者辩护的美国经济学家&他认为利益相关者不具有

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但是&拥有事实上的财产权并把部分财产投入到了焦点企业&只要焦点企业对利益

相关者财产的使用满足三项基本原则&即)功利和效率*正义和平等*劳动和应得&利益相关者对焦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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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享有一定的支配权就是完全具有合法性的'因此&\>.QIJ

+!#,23#

认为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是财产

属性'

\>.QIJ

+!#,23#

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拥有财产&但是&他没能指明顾客*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财产是

什么'在这一点上&8(.-+LR(. 和 6JIRG(.

+"3,92

对 \>.QIJ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他们指出财产是一组权力和责

任束&员工的努力*社区的需要*顾客的满意都是财产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8(.-+LR(. 和 6JIRG(. 也坚持

认为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是财产属性'

\AGEHI++等
+!,9%2

认为利益相关者的第一主体属性是资源属性&由于利益相关者掌握了焦点企业生存与

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利益相关者就获得了权力&当这种资源越是稀缺时&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也就越大'除

\AGEHI++外&,(.IR等
+!",!3!

*VJAETR(.

+!2,9%#

*4JA++@

+"/,

*6-.LHIJ和 4>JJAI

+"%,

*\(JA和 \IJR+-.L

+"1,

也持有相同观

点'周其仁
+"$,1!09$

*杨瑞龙和周业安
+"!,2903/

*陈宏辉
+"",!90""

*盛亚等
+"2,32

的思想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专用性

资产是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因为利益相关者向焦点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并承担了经营风险&所以&

焦点企业应该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并让其共享剩余索取权'

虽然学者们对利益相关者主体属性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是资源依赖理

论
+/&"/&"9&"#&2$,

'因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环境&所以外部环境影响和控制企业行为就成必然
+2!,!

'6-?

d>.I.

+"#,!"%2

认为&资源依赖理论中的环境就是利益相关者&本质上&利益相关者与焦点企业之间的关系就

是资源的不对称交换关系&利益相关者会根据焦点企业对其资源的依赖情况动态地选择影响和控制策略'

盛亚等
+"2,32

进一步指出&利益相关者对焦点企业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利益相关者与焦点企业所投入专用性

资产的比例关系&影响程度随比例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二$ 利益相关者主体属性的维度

关于利益相关者主体属性的维度&\AGEHI++等
+!,9%#

的划分方式最具代表性'\AGEHI++等
+!,9%#

把利益相关

者属性分为权力性*合法性和紧急性等三个维度&并根据占有维度的个数&把利益相关者划分为仅有一个

维度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根据维度不同又可细分为静态型*自主性和苛求型$*占有两个维度的预期型

利益相关者#根据维度不同又可细分为支配性*危险型和依赖型$和占有三个维度的确定性利益相关者'

\AGEHI++等
+!,9%#

关于利益相关者三个维度的划分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可&后来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

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6-JI.G和 8IIKH(>RI

+2",

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在现实情境下&对于利益相关者显

著性的判断&权力性要明显优先于合法性和紧急性'\AGEHI++等
+22,

在家族企业背景下探讨了权力性*合法

性和紧急性的适用性问题&认为利益相关者的精神身份# YKAJAG>-+<LI.GAG@$在家族企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

作用&并将家族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维度调整为规范的权力性*基于遗产权的合法性和基于继位权的紧急

性'

也有学者对 \AGEHI++等
+!,9%#

的研究提出了质疑' ÌR+I@和 ;I.(a

+23,1%1

认为 \AGEHI++等
+!,9%#

的三个维度

无法解释很多现实问题&例如&有的公司把环保组织视作显著的利益相关者&但是&依然可能采取污染环境

的做法'他们构建了利益相关者!要求属性"的三个维度)相对权力*要求合法性和要求紧急性&并通过%$$

个利益相关者行动对这三个维度进行了实证研究'8JARE(++和 YG-JAT

+2/,

则认为 \AGEHI++等
+!,9%#

的三个维度

是不充分的&他们建议把邻近性作为判断标准的第四个属性'

与 \AGEHI++等
+!,9%#

创造性地构建三个全新维度不同&杨瑞龙等
+"!,2903/+2%,

*陈宏辉
+"",!90""

和盛亚等
+"2,32

学者则从产权理论中借用了两个经典维度(((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来刻画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

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分散对称分布于利益相关者&而不是传

统企业理论所主张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集中对称分布于物质资本所有者'

#三$ 主体属性维度的测量及结果应用

主体属性维度的测量方法包括客观统计法和主观评分法' ÌR+I@和 ;I.(a

+23,11$

用焦点企业和利益相

关者的总金融资产比值测量相对权力的大小&盛亚等
+"2,32

主张用利益相关者专用性资产投资比例测量其

剩余索取权的大小'其他学者均采用主观评分法对主体属性维度进行测量'所谓主观评分法就是向特定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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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发放调查问卷&由其对主体属性的各个维度进行主观打分&根据每个维度的得分情况确定利益相关者的

显著性'

具体分值计算&现有的研究可以分为求和法和比值法'\AGEHI++是求和法的典型代表&求和法对利益相

关者显著性的判断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占有维度的多少%二是维度值的高低'一般地讲&拥有维度越多且每

个维度值都较高的利益相关者为显著的利益相关者'所谓的比值法就是计算二元维度#剩余索取权和剩

余控制权$的比值是否接近于!&接近!代表对称状态&远离!代表非对称状态'盛亚等
+21029,

和陈宏辉
+2#,

是

比值法的代表学者&他们认为求和法容易导致焦点企业的管理者关注规模大的利益相关者而忽视规模小

的利益相关者&因为只有规模大的利益相关者才可能同时满足上述条件'他们的研究显示&主体属性的维

度是否对称才是判断利益相关者是否显著的关键&因为无论利益相关者规模的大小&只要存在非对称情

况&利益相关者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就会提高'

四" 结论与展望

从上文可以看出&学者们放弃了原有的基于身份的类型学研究方式之后&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研究进

入动态观阶段'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们或聚焦于焦点企业的动态性&从焦点企业管理

者主观感知视角进行研究&或聚焦于利益相关者的动态性&从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视角进行研究&都取

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仍存在以下两大问题'

#一$ 人为地割裂焦点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利益相关者理论把焦点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视作一个利益相关者网络
+3$,

&这个网络要想获得繁荣&

网络成员必须放弃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在尊重关系的基础上相互交流&达成谅解&采取共同行动
+!1,!210!39

'

然而&从现有研究看&大多数关于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研究&无论从焦点企业的主观感知视角还是利益相

关者的主体属性视角&都是人为地割裂焦点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选择单一主体进行研究&

这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的网络特性及丰富的双向互动关系&大大降低了理论对实践的解释能力'

#二$ 对利益相关者主体属性研究较多'对焦点企业的主体属性研究较少

从利益相关者主体属性视角研究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而忽视焦点企业的主体属性&暗含这样一个前

提)焦点企业占优'但焦点企业占优前提值得质疑& ÌR+I@和 ;I.(a

+23,1%1

指出&焦点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的

权利是基于资源依赖程度的相对权力而非假定的绝对权力'因此&仅研究利益相关者的属性而不研究焦点

企业的属性&就失去了在利益相关者与焦点企业权力*利益等维度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进而可

能导致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研究仅停留在描述性层次&而无法深入到工具性和规范性层次
+"3,1!

'

利益相关者与焦点企业是两个对应存在却又不可分割的概念'只谈利益相关者而避谈焦点企业&会使

利益相关者研究无的放矢%只谈焦点企业而避谈利益相关者&也只是传统的企业理论而非利益相关者理

论'因此&判断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一定要立足于焦点企业&通过焦点企业管理者的主观感知而实现&而焦

点企业的感知离不开对自身与利益相关者主体属性的认识以及基于主体属性的对比分析'按照这种思路&

本文提炼出了一个整合的研究框架#图!$'

图!提炼出的整合研究框架突破了上述两大问题对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研究的制约'一方面&关于焦点

企业的主观感知视角&学者们越来越依靠战略管理的研究思路和实证方法&强调焦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文

化*战略和思维方式的重要性&这使主观感知视角有重回 :JIIN-.

+3,//

研究框架之嫌而无突破创新之意'另

一方面&关于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属性视角&学者们对主体属性认识各异&进而导致主体属性的维度*测量等

后续研究进展缓慢'针对此框架&本文强调以下两点)

一是要注重主观感知视角与主体属性视角的融合'现有研究已经处于动态观阶段&但是&学者们或关

注于焦点企业的动态性&或关注于利益相关者的动态性&这是一种不完全的动态性'可在焦点企业的动态

性和利益相关者的动态性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实现完全的动态性'在这一方面&已有学者做过初步尝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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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6-d>.I.

+"#,!"%/

把焦点企业中的网络结构和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属性联系起来&对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进

行了研究&他把占有关键资源多且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为显著的利益相关者&把占有资源

少且处于网络边缘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为次要利益相关者&处于两者之间的利益相关者是潜在的利益相关

者'*-+T 等
+3!,

从创新角度出发&把创新网络和创新资源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对荷兰两个医药研发项目进行

了实证研究'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具有启发性&学者们可以尝试把主观感知要素与利益相关者主体属性结

合起来&在焦点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中研究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问题'

图!&一个整合的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研究框架

二是要注重焦点企业主体属性与利益相关者主体属性的对比分析'同一个利益相关者在实力不同的

焦点企业面前&显著的程度是有差异的&由此可见&焦点企业占优这个现有研究暗含的前提不一定成立&因

此&焦点企业主体属性与利益相关者主体属性的对比分析就成为研究的关键点'要突破这个关键点&有三

个问题必须回答)主体属性的内核是什么%主体属性的维度及测量方法%如何使用测量结果'学者们对这三

个问题的回答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大致可以分为资源流派和产权流派'资源流派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把

资源视为主体属性的内核&这奠定了利益相关者动态观的理论基础&但是资源依赖理论难于实证和操作的

缺点也限制了对主体属性维度及其测量方法的研究&\AEHI++等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但是&之后的

近二十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鉴于上述情况&产权流派寄希望于产权理论&试图借用剩余索取

权和剩余控制权的概念推进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实证研究&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尚未得

到有效解决'产权流派认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该分散对称分布于利益相关者&但是&]-JG和

\((JI

+3",

已经证明对称分布这种最优产权安排是不可实现的&人们只能追求把剩余控制权配置给重要的

专用性资产投资方这样一个次优产权安排'资源流派的实证问题和产权流派的理论基础问题都是亟待解

决的难题&任何一方面的突破都会有力地推进焦点企业主体属性与利益相关者主体属性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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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4Ĉ <̂̀ )̂4̀ _4(NKI.R-GA(.)7 ÎR(>JEI7LM-.G-DI-.L YG-TIH(+LIJ?V-JD-A.A.D6IJRKIEGAMI+,,)YGJ-GIDAE

\-.-DINI.G,(>J.-+&"$!2&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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