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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形态与企业分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企业形态是历史地形成

的， 企业分类则是人为地划分的；企业形态是企业主体法立法的基础，企业分

类则是企业促进法立法的基础。由于对企业形态和企业分类的认识混淆 在理论

上，学界存在着对怎样划定企业主体法和企业促进法、一般企业法和特别企业法，

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在实践中，则既存在企业法律调整不

到位， 又存在企业法律适用的矛盾、重复。区分企业形态和企业分类的意义就

在于只有企业形态才能被确认为企业法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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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态： 

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的， 都表现出一定的存在形态。 企业

首先也是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的， 是社会关系的主体， 并表现出其特有的存

在形态。 所以， 企业形态就是企业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存在形态。 企业总是

以一定的企业形态而存在的， 离开企业形态也就无所谓实体企业的存在。企业

形态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企业的经济性质； 二是企业的组织形式。 这

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企业存在的形态。 企业的经济性质反映的是企业由谁投资

或谁组建， 其表明的是企业投资结构或组建基础等经济特性问题， 如全民所有、 

集体所有、 私人所有、 混合所有、外商投资、 成员交易量等，它是企业赖以

成立的基础， 属于企业的内在性质。 企业的组织形式反映的是企业以何种方式

组织生产经营， 其表明的是企业对内对外的责任方式问题， 如独资形式、 合

伙形式、 公司形式、 合作社形式等， 它是企业赖以运作的基础， 属于企业的

外在形式。 事实上，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表现为内在性质与外在形式的结合， 如



一个国家， 其本身就包含有内在的国家阶级性质即国体和外在的国家组织形式

即政体。 对于企业， 其存在的形态也一样， 既离不开内在的企业经济性质， 也

离不开外在的企业组织形式， 是企业经济性质和企业组织形式的结合。 脱离其

中的任何一方面， 企业都不可能真正地存在。企业经济性质与企业组织形式的

不同组合就形成了各不相同的企业形态。 企业经济性质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都

有其典型形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企业经济性质的典型形式就是全民所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经济性质的典型形式就是混合所有。 而典型的企业经

济性质则往往与某种特定的企业组织形式是融为一体的， 即典型的企业经济性

质附着于或隐藏于这种特定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上， 从而形成特定经济体制下的

典型企业形态， 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典型企业形态就是国营企业， 这种企业组

织形式本身就表明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即全民所有；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典型企业

形态就是公司企业， 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本身就表明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即混合所

有 （即公司可以由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共同投资组建， 单一投资者组建公司

是公司的例外情况）。 

企业形态是历史地形成的， 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以及特定社会所有

制结构等因素决定的。 一般来说， 包括特定社会和国度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规模

水平和资本积累与集中的程度， 特定社会和国度的产权结构， 主要是所有制的

表现形式等。 人类社会的商品经济大致分为以个体小生产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

济和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而市场经济则经历了纯粹市场诱致性

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 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 

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企业形态演变经历了家庭—古典企业—行政性公司—现代

企业的演变历程。 其中古典企业是指自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存在的独资企业和合

伙企业； 行政性公司是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国家为推行其对外对内的行

政职能而与私人资本相结合形成的法人公司， 如东印度公司；而现代企业主要

表现为公司制企业， 其典型形态———股份有限公司， 始于 17 世纪， 确立

于 19 世纪。 企业形态的这种演变形成了三大突破： 一是企业取代家庭成为社

会生产最基本的组织单元； 二是企业的性质摆脱了行政性而走向经济性； 三是

法人的 “面纱”使法人财产和人格同其成员的财产和人格分离开来， 法人具有

社会实在性和独立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企业形态的演进并不构成后者对前



者的完全否定， 而是形成一个以公司等法人企业为主导， 辅之以独资企业、 合

伙企业、 行政性的国有企业等多元化的生产经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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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济系统的进化是在不同层次共同展开的。通过与生物表型进

化的类比，对企业形态结构和行为进化及相互关系作了初步探讨。企业形态结构

随环境变化而不断进化适应，且总体趋向于越来越柔性、灵敏;但个体企业形态

结构的进化有其自身特点:成长发育和进化过程交织、进化速度快且有突变并能

主动选择进化方向等。企业行为是在惯例基础上产生并通过不断适应学习而进

化。当企业面临进化选择时，行为进化可以先行，形态结构与之呼应，以实现进

化的目的。 

【关键词】进化 企业形态结构进化 企业行为进化 

1、企业形态结构进化的总体趋势 

进化生物学家认为，复杂化和简化是生物形态结构进化的两个主要方向，它

们都是对环境适应的结果，都具有进化意义。但形态结构进化的总趋势，从大的

时间尺度来看，是复杂性的提高和多样性的增加，表现为结构层次的增加和各结

构层次的分化程度增大。 

企业组织形态总体进化是否具有类似的规律性呢?工业革命导致了现代意义

的企业出现。在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下，经济持续增长和消费需求不断攀升，极

大地刺激了企业通过大批量生产和规模效益来追求赢利的目的。规模制造以高固

定成本、大批量生产为特点，组织不需要对环境变化作出灵活反应，此时机械式

的层级组织结构是最佳选择。随着着工厂规模的扩大，分工逐渐深化，许多职能

不断细化并逐渐从原来的综合部分分离出来，企业机体不断增大，内在结构层次

也在增加。 

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被逐步打破，经济增长和消费态势开始

走弱，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冲击愈加明显，环境的不确定性向组织提出了专业化和

灵活性的双重要求，僵化的层级制结构形态被富于变换的矩阵制所取代。矩阵制



是一种有机的组织结构，具有较强的横向沟通能力，组织的资源可以在不同项目

或产品间灵活分配，提高组织适应变化的能力。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全球性难以遏制的经济动荡和经济衰退，世界

经济格局开始加速分化，竞争的压力迫使传统的巨型企业放弃将上下一体化，趋

向于将大型企业划分为若干业务核心，使之更能敏锐地感知经营环境的变化，形

成一种必备的快速反应能力。新环境催生了这种多分布或事业部的组织形态，但

生产规模化和市场内部化仍然是当时企业的追求。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给组织带来新的结

构性挑战。买方市场的出现、以速度为基础的竞争的产生以及全球化历史进程的

不可逆转，客观上要求组织结构的适应性既能保持对已有市场的快速反应，又能

在全球化运作中更多地获得新的市场机会。信息技术提供了一种快速、准确、便

利的沟通手段，互连网使组织内与组织之间可以共享信息，促使了企业内部网络

化和外部企业组织网络的形成。得益于互联网和其他一些因素，交易成本大幅下

降，曾经受制于地理位置和企业能力等要素的僵硬的企业边界，正越来越变得可

渗透和模糊。除了新型跨国公司正在转化为由一组具有各自特定能力要素的差异

化实体所构成的网络，现行的企业价值链正演变成一个包含有供应商、渠道伙伴、

服务提供商及竞争者的价值网络。企业间竞争不再仅仅是固定的产品，而是具有

创造性的、能整合一系列创新性能力要素的业务设计。网络化的企业根据自身的

资源察赋和市场机会不断重新组合，走向了虚拟形态。 

通过上述对企业形态结构进化的一般轨迹的大致勾勒，我们可以看到，首先，

企业形态结构的进化也是一个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只是它不象生物进化那

么缓慢，在短短的两百年时间里，企业的形态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者，单

体企业组织结构的进化可以粗略地归纳为走过了从简单到复杂又回到简单的历

程，但这种简化构成是发生在整个经济系统呈现出复杂性提高和多样性增加的趋

势的条件下，由于市场范围的扩大和新市场的出现创造了更多的生态位，为市场

进一步分工和协作提供了激励，使企业裂变和功能外化成为可能。 

2.个体企业形态结构进化的特点 

从群体的角度对企业形态结构进化作粗略考察后，我们将转向个体角度，通

过与生物个体的比较来研究个体企业形态结构变化的特点。首先，生物进化是通



过传代即遗传过程中的变化而实现的，而企业并不存在明显的代际关系，因而企

业的进化并不是严格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企业的个体发育过程和进化过程可以

存在于同一个企业生命历程中，有时甚至很难将这两个过程截然分开，我们经常

可以在某一个企业身上看到多次明显的行为进化和形态结构进化的情形。其次，

生物形态结构的变异完全是盲目的、随机的，其自身无法选择进化的方向，而企

业是由有意识的人构成，他们能思考，可以主动选择组织的形态结构;再者，生

物形态结构的演变是渐进的，而企业形态结构的进化除了有局部的、渐进式的调

整，还有大幅度的、彻底的变革。另外，企业内部组织还可以是多元化的，不同

部门、不同地域的组织结构可以根据具体环境来确定其形态。正是由于上述的特

点，使得个体企业形态结构呈现多样性特征，而正是这种多样性引发企业乃至整

个经济系统的不断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