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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刀

公司与公共利益
原本是对好搭档

世界上最早的公司诞生于罗
马共和国时期，马格努森从公司单
词词根来源角度进行分析后指出，
公司一词最初包含“身体”与“合
伙”两层意思，前者是个体，后者是
整体。也就是说，公司是由多个“身
体”通过“合伙”方式组成的一个利
益共同体，“身体”是基础，“合伙”
是实现利益的途径。

罗马的大税吏公司是马格努
森着重阐述的第一个重要案例。罗
马共和国没有形成一个大政府，其

“官僚设置始终极为精简，公务人
员也非常有限”。人手的捉襟见肘，
意味着要完成庞大的治理工作需
要有官僚体系之外的力量加以襄
助，这便为包括大税吏公司在内的
私营公司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
于是“罗马共和国授予公司各种特
权，公司以服务国家作为回报”，二
者进入“你情我愿”的蜜月期。那时
的私人公司怎么看都有点像是罗
马权力机构的“白手套”。

反观公司数千年的发展史，特
许经营权一直是企业发展壮大的
重要路径之一，从英国的东印度公
司在东亚的拓展，再到美国太平
洋铁路的修建，特许经营权成为
驱动企业参与更大市场活动的重
要政策保障。像太平洋铁路的建
成，不仅成功地将美国东西部紧紧
联系在一起，还构建了一个全新的
大市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企业
和公共政府间的这种关系导致罗
马发展出一套复杂而精妙的机
制，允许公司以有利于国家的方
式谋取利润。”然而，想象是美好
的，现实却是骨感的。特许经营权
并不是万能的，尤其在遥远的罗
马共和国时代，由于制度尚不健
全，在更大利益的驱使下，体量庞
大的大税吏公司也在想方设法腐
蚀官僚体系。大税吏公司渴望获
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它们将追求
利润放在首位，至于公共利益则
被他们淡出视线，他们“压迫、残
害行省的人民，怂恿新的军事征
服；它们冒进求胜的物质使罗马
深陷金融危机”。大税吏公司的所
作所为越来越危及罗马共和国的
根基，反噬成为必然，大税吏公司
最终走向没落。

大税吏公司确实为罗马政府
解决了不少棘手难题，但是它对
利益的追求一旦越过红线，必然
招致官僚机构的强力反制。随着
市场机制的不断演进，现代国家
建立了更为完善的市场监管体
系，通过制订诸如《反托拉斯法》
等法律约束企业大而难管的行
为。比如，在20世纪头20年，美国
曾提出数十起垄断贸易的诉讼，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11年最高
法院做出的一项裁决，下令解散
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 标准
石油公司。这个曾经控制美国
90%炼油量、四分之一原油产量
的市场巨兽，最终被拆分为34家
独立的公司。

马格努森没忘了给那些盲目
推崇“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泼冷水。
他引用斯密的原话后指出：“斯密
没有说追求利益者总是能促进更
大的利益，他只是说结果常常如
此。”换言之，除了“常常如此”，那
么也存在“不常如此”的个案。“常
常如此”当然理想，关键在于如何
防范“不常如此”的个别现象。

发展偏离初衷
创新可圈可点

公司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创
新史。作者在本书所选择的八家公
司，在各个不同时代都有鲜明特
色。随着公司这种市场形态的发展
完善，公司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
种创新特色愈发耀眼。在这八家公
司中，美第奇银行、英国东印度公
司、福特公司和KKR私募等四家公
司在创新方面可圈可点。

成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
奇银行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银行。
现代商业体系或者说许多商业制
度的创立离不开中世纪的意大利，
而美第奇银行创立的复式记账法，
直到今天仍为银行系统沿用。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创
新成果之一是股票。虽然自大航海
时代以来，募股早就成为航海家实
现融资目标的重要手段，但英国东

印度公司更先进，他们开创了股权
流通的先例。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开
始奔着东南亚胡椒、肉桂和肉豆蔻
等香料而来，后来发展到纺织贸
易，动了英国纺织业的蛋糕，直接
导致禁止进口印度印花棉布的《印
花棉布法案》出台，显然并不是什
么奶酪都可以动。对英国本土而
言，东印度公司创造或者可以说是
掠夺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这为英国
维持全球霸权奠定了基础。但是，
东印度公司在大清帝国和东南亚
的所作所为却与公共利益毫无关
联，反而大大损害了当时的清朝和
东南亚诸国的利益。

如今，福特公司虽然风光不
再，但该公司发明的“水晶宫”流
水生产线，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模
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成为制
造企业的标准生产模式。马格努
森虽然承认福特的流水线发明提
高了效率，但又觉得这种发明“与
其说是用机器战胜了人，还不如

说是把人变成了机器”。福特的另
一大创举是，通过大幅提高工人
的工资收入，成功创造了需求和
消费，也为日后美国打造消费型社
会贡献了智慧。

KKR私募公司的创新特色
首屈一指。成立于1976年的KKR
是以收购、重整企业为主营业务
的股权投资公司，尤其擅长管理层
收购，其目标是“围猎”其他有潜在
收购价值的公司。KKR的投资者主
要包括企业及公共养老金、金融机
构、保险公司以及大学基金。在过
去的30年中，KKR累计完成了146项
私募投资，交易总额超过了2630亿
美元，其中又以收购烟草巨头纳贝
斯科最为著名。

然而，作为一家私募公司，
KKR没少遭受业界尖锐的批判，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按照所
有的存在均合理的原则，KKR的
成功其实也是企业盘活资源的写
照，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促进企业发

展，间接性地维护公共利益，只不
过这根链条更长，转折更多。

反噬公共利益
警钟频频敲响

事物总是矛盾对立的。
在回顾公司3000年的发展史

后，马格努森指出，公司并不会总
是表现得那般般温恭顺从，即便这些
公司曾经在公共利益方面有过什
么丰功伟绩。反倒是，“在历史长河
中，令人发指的案例比比皆是，罄罄
竹竹难难书书：本应为罗马共和国征税的
公司最终奴役臣民，腐蚀元老院；
美第奇银行篡夺行会的政治权力，
并利用银行资产为其家族成员的
个人野心提供资金；英国东印度公
司在从印度到波士顿的多起全球
纷争中与英国王室纷争不断；南北
战争结束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
通过欺诈美国政府来提高贫农的
铁路费率……”

公司有时像是一把双刃剑，他
们在“利己”的同时常常也会“利
公”。如埃克森石油公司提供的廉
价煤油，曾帮助那些原本买不起鲸
油的普通百姓终于也可以“熬夜消
费，如吃饭、喝酒、读书，还有娱
乐”。但逐利本性又常常会令他们
忘乎所以，贪得无厌。曾有段时间，

“原罪”似乎成了初创公司难以规
避的暗礁。一些成熟乃至枝繁叶茂
的公司在蚕食公共利益时依旧咄
咄逼人。同样以埃克森石油公司为
例，马格努森不无诙谐地指出，“埃
克森石油公司为反对气候变化法
规所做出的大部分努力得益于匿
名行业组织的庇护”。

相较于上述的“明枪”，马格
努森认为“暗箭”更加难防。本书
最后一个案例留给了Facebook。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杰出代表，马
格努森虽然对这家公司的创新给
予了褒奖，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
的担忧。Facebook的算法，可能诱
导消费者选择性地接受某一方面
或者说是带有倾向性的信息，久
而久之就可能为个人认知打下“坚
实”的信息基础：你所认为的，实际
上已经不是你真正应该认为的。话
说起来有点拗口，事实上就是你的
思维方式已经因为算法而受到了
影响。很难界定企业是否存在主观
恶意，但公共利益显然因为算法而
受到侵蚀。

显而易见，反噬公共利益，这
与公司诞生的初衷背道而驰。马格
努森并不认为公司的“利己”与“利
公”属性是零和博弈，所以在书的
最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即从立
法层面增加公司的透明度；构建
有助于公司着眼长远发展的环
境；完善股份机制让公众分享更
多成果，同时强化对公司的监督；
打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
体系；鼓励公司像福特那样善待
员工；构建符合生态保护理念的
可持续发展机制。

人类是群居社会，群居就有公
共利益，就需要有公司这样的组织
为公共利益服务。一个繁荣的社
会，公司也必定欣欣向荣。公司为
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功不可没，但其
并不总是自带善良品质。从公司三
千年的发展史来看，公司到底是专
门“利己”，还是在发展同时积极

“利公”，并不能取决于公司的高风
亮节，而应根据时势发展，构建既
能适应公司自身发展，又能驱使公
司积极投身公共责任的机制。没有
完善的机制，再良好的愿望也只能
是一张废纸。

（作者为书评人，武汉道桥公
司员工）

【相关阅读】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后来震惊世人的《国富论》。在这本著作中，斯密有一个伟大的发现，
即市场中有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无论斯密是否发现，作为人性本能，这只“手”自打人们尝试物
质交换时起便已经存在，并不随某个人的意志所转移，只不过它长期遭受社会漠视甚至批判，古今
中外的文学作品更视其如恶魔。正因为如此，在《国富论》发表前，斯密推出了《道德情操论》，为市场
中的自利行为解开了沉重的道德枷锁。

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威廉·马格努森在《逐利而生：3000年公司演变史》中深入剖析了3000
年来罗马大税吏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以及Facebook等八家极具代表意义的公司。
作者认为，从诞生之日起，公司就是一种为促进公共利益而存在的机构。但是，作者并没有回避数千
年来公司发展存在的短板与弊端。他将这八家公司逐一分析后发现，每家公司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如
果将这些公司放到时空的纵深，特别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尽管有的公司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功
不可没，但公司并不总是自带善良品质，公共政策在规范公司市场行为方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从古罗马的大税吏公司到今天的Facebook

公司利己与利公的
三千年博弈

《逐利而生：3000年公司演变史》
[美]威廉·马格努森 著

张洁 黄志华 译

方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蹒跚前行：
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
[美]布拉德福德·德龙 著

余江 冯伟珍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垄断与自由贸易之间：

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1757)》
[美]埃米莉·埃里克松 著

王利莘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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