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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学》

前言

　　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伴随着中外证券市场的
建设与发展，上市公司向社会大众募集了大量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然而近年来
， 国内外资本市场面临诚信危机，严重陷入信用沼泽。中国股市连续不断地出现如银广厦、德隆系列
、中航油等案件以及美国的安然(Enron)公司会计假账案、世界通讯(World-Com)公司最大破产案、施
乐(Xerox)公司财务欺诈案与安达信(Arthur Andersen) 审计丑闻案及意大利帕玛拉特(Parmalate)公司资产
丑闻案等，对资本证券市场和投资者造成巨大伤害，给国家、社会和股民造成重大损失，也使企业和
经营管理者自身面临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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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学》

内容概要

《公司治理学》一书具有理论创新、内容全面、实践性强、易于教学等特点。全书共分为五篇15章。
“基础理论”篇，剖析公司治理的基本问题，进而阐释公司治理的理沦框架。“内部治理”篇，分别
讨论股东权益、董事会模式、独立董事、公司高层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外部治理”篇，讨
论证券市场与控制权配置等的治理功能，着重分析商业银行从治理者到被治理者的角色转换以及机构
投资者在公司治理进程中应如何从幕后走到台前。“新兴治理”篇，对企业集团的治理机制、跨国公
司的治理问题以及网络治理都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治理模式与评价”篇，剖析了转轨经济中最为突
出的治理问题——“内部人控制”，探讨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德日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家族公司治理模
式，揭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倾向，最后介绍了公司治理原则与评价及治
理指数。
本教材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管理类专业、经济类专业、法律类专业、MBA专业及MPAcc专业的公司治
理课程，也可供在职管理、经济与法律人士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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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维安，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全国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南开管
理评论》主编，兼任国务院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同家教育部工商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
国MBA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天
津市管理学会会长等学术职务，并兼任或曾兼任国内外18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或研究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国家软科学项日基金、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二十余项国家级纵向课题和与大型企业合作
的横向课题，并先后承担多项国际合作项日。研究成果先后获得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第二
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著作奖、教育部第三届高校青年教师奖、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天津市第八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特等奖等多
项奖励与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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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基础理论第一章　公司治理学：新兴学科的诞生学习目的关键词第一节　企业制度的演进与
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第二节　公司治理研究的主题与内涵第三节　公司治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
与研究方法小结复习思考题案例讨论题美国IBM公司的兴衰：公司治理的影响第二章　公司治理：理
论框架与基本问题学习目的关键词第一节　公司科层契约与公司治理体系第二节　公司治理边界及其
原理第三节　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的设计原则和权力指数小结复习思考题案例讨论题帕玛拉特V．s．安
然：欧美模式的失败?第二篇　内部治理第三章　股东权益：谁是治理主体学习目的关键词第一节　股
东权益及其特征第二节　股东大会及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第三节　公司治理主体的选择小结复习思考题
案例讨论题只有董事长一人参加的股东大会第四章 董事会与监事会：单层制还是双层制学习目的关键
词第一节　董事会的起源、特征与职能第二节　董事会的模式与运行第三节　监事会的设置与运行小
结复习思考题案例讨论题未及时披露信息 sT黄河科技董事会做检查第五章 独立董事：实质重于形式学
习目的关键词第一节　独立董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第二节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第三节　独立董事作用
及其决策参与机制的设计小结复习思考题案例讨论题 “伊利风波”与尴尬的独立董事第六章 高层管
理者：激励与约束学习目的关键词第一节　高层管理者的激励机制第二节　高层管理者的约束机制第
三节 高层管理者激励与约束的长效机制小结复习思考题案例讨论题 “新59岁现象”：国有企业老总改
制情结与新心病第三篇　外部治理第七章　证券市场与控制权配置：走向成熟学习目的⋯⋯第八章　
银行治理：从治理者到被治理者第九章　机构投资者治理：从幕后到台前第四篇　新兴治理第十章　
集团治理：揭开法人的面纱第十一章　跨国公司治理：文化对接的瓶颈第十二章　网络治理：公司治
理的延伸第五篇　治理模式与评价第十三章　治理模式：是否趋同第十四章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
：路在何方第十五章　公司治理原则与评价：没有规矩何成方圆附录1：主要参考文献附录2：网络链
接索引附录3：案例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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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学》

编辑推荐

　　《公司治理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同时也是"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的
教材部分，全面系统阐述了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职能作用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本书的出版是
以公司治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为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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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学》

精彩短评

1、扫盲，求知
2、院长的书，太牛了
3、国内的教材中难得看到这么专注于学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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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学》

章节试读

1、《公司治理学》的笔记-第二章 理论框架与基本问题

        公司科层一个公司能够良好营运，首先需要一个基本的科层组织架构；
公司内部的科层主要表现为委托代理关系；
公司治理的一般模式
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亚洲的家族式治理模式；
日本和德国式的内部治理模式；
英国和美国式的外部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机制设计的主要原则
激励相容原则；
资产专用性原则；
等级分解原则；
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和信息不对称假设的原则。
一股一票、投票多数是公司治理实施过程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2、《公司治理学》的笔记-第三章 股东权益

        普通股股东的权利：
1. 剩余收益请求权和剩余财产清偿权；2. 监督决策权；3. 优先认购权；4. 股票转让权。

优先股股东的权利：
1. 利润分配权；2. 剩余财产清偿权；3. 管理权。

维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制度：
1. 累计投票制度；2. 强化小股东对股东大会的请求权、召集权和提案权；3. 类别股东表决制度；4. 建
立有效的股民民事赔偿制度；5. 建立表决权排除制度；6. 完善小股东的委托投票权；7. 引入异议股东
股份价值评估权制度；8. 建立中小股东维权组织。

股东利益至上理论：资本的投入者即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是资本投入者的企业，企业的经营以股东
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其局限性在于：
1. 企业价值增值的来源不仅仅来源于股东最初投入的物质资本要素，企业的非物质要素日益构成企业
价值增值的重要要素；
2. 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增值的重要资源，企业职工与股东一样承担了企业经营效益相关的风险；
3. 股权的分散和流动降低了股东承担的风险，其关注企业的积极性减弱；
4. 经营环境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受到企业利益的影响，企业越来越演变成社会的企
业。

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而且要对与企业有经济利益关系的相关者负责。其不足在
于：
1. 利益相关者理论将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单一目标转向服务于满足相关利益主体的多目标，实际上导
致公司无目标；
2. 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成本高，决策效率低；
3. 强调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企业管理者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负责，相当于让他们对谁都
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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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学》

公司治理主体选择的原则：公司长期市场价值最大化原则；
公司治理结构有效运营的原则。 

3、《公司治理学》的笔记-第五章 独立董事

        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根本意义：通过独立董事对公司重大决策过程的参与，监督经理人员，促进
科学决策

4、《公司治理学》的笔记-第四章 董事会与监事会

        董事会模式的分类：
1. 单层制董事会；
单一治理结构模式的基本制度是按照“股东会---董事会---首席官团队”的有形组织架构设计的。
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股东大会可以解散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投票权的是大股东，小股东一般
采取“委托投票”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意志，在这种模式下小股东对参加股东会没有兴趣，因此，小
股东的表决权被削弱或淡化。
在单一治理结构模式中，所有董事在法律上处于同等地位，董事长没有过多的权利。
董事会的决策采取专业委员会的方式，一般设立提名、薪酬、审计、投资、发展战略等相应的委员会
。
其他参考：http://www.dongshihui.com.cn/news_view.php?typeid=78&amp;id=44155

2. 双层制董事会；

3. 业务网络模式（日本模式）。

区分单层制和双层制的基本依据是：监督职能呢执行职能的关系。

5、《公司治理学》的笔记-第六章 高层管理者激励与约束

        公司治理中的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问题仅靠监督与制衡不可能解决，关键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
。
高层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是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关系的动力问题，即委托人如何通过一套激励机制
促使代理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委托人的效用。激励相容性原理与信息披露性原理为设
计这种激励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激励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1. 报酬激励机制；2. 剩余支配权与公司经营权激励机制（经营控制权包括日常的生产、销售、雇佣、
享受特别消费等权利）；3. 声誉激励机制；4. 聘用与解聘激励机制；5. 知识激励机制。

报酬激励机制：
1. 固定薪金。优点是稳定可靠，但是缺乏灵活性和刺激性；2. 奖金、股票及股票期权。与经营业绩紧
密相关，对经营者有一定风险，也有较强激励作用，但易引起经理人员短期行为；3. 退休金计划。有
助于激励高层管理者的长期行为。
美国按长期付给的激励性报酬占很大比重，其形式包括采取延期支付奖金、分成、购股证和增股等。
高层管理者约束机制建立的理论基础：1. 现代公司理论；2. 公司监督机制原理。

现代公司理论包括：
1. 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剩余索取权"由公司所有。公司的分配机制是否合理，能否起到有效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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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作用，关键是公司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配置机制2. 委托代理理论；3. 非对称信
息理论

我国高层管理者行为约束机制的设计：1. 公司内部约束机制；2. 公司外部约束机制。

公司内部约束机制：
1. 组织制度约束。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约束机制。
2. 管理制度约束。

公司外部约束机制：
1. 市场约束。经理人员的行为要受到来自商品市场、股票市场和经理市场三个方面的约束。
2. 债权人约束（银行监督：将一部分负债实行债权转股权，银行通过这部分股权可以股东身份监督公
司行为）。
3. 法律法规约束

6、《公司治理学》的笔记-第一章 公司治理学

        股权结构的分散化是当今公司的一大特征其优点：
明确、清晰的财产权利关系为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
高度分散化的个人产权制度是现代公司得以生存和资本市场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润滑剂；

不利的影响是：
公司股东无法在集体行动上达成一致，造成治理成本的提高；
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弱化；
使得股东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处于被机会主义行为损害、掠夺的风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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