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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在整理我从事多年公司治理教学所用讲义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
　　近年来我一直从事公司治理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编写一本公司治理教材的愿望由来已久。
在国外攻读博士期间，就开始对公司治理问题进行研究。
回国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研究规划基金、国家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基金等10余项国家
级及省部级科研基金的资助下，继续在公司治理领域深入开展研究，取得一系列的成果。
科研工作的同时，也开始了公司治理课程的教学工作，1996年率先在南开大学开设了面向硕士生的公
司治理课程，1997年开展了MBA和博士生的公司治理教学。
　　目前，在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高等学府中，也已先后把公司治理作为培养工商管理人才的重
要课程。
如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就把公司治理作为其工商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
在这些学校里也并没有专门的教材，主要采用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进行教学。
如20世纪30年代伯利和米恩斯发表的《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60年代前后，鲍莫尔、马瑞斯和威廉
姆森等人提出的现代公司制企业中如何激励约束管理者追求股东利益目标等方面的著述；90年代布莱
尔的《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等。
我于1997年在日本出版的《转型经济中的中国公司治理》，也被日本的一些大学指定为研究生专用教
材。
这反映出在科研上把公司治理作为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在教学中则更多的表现为对问题的学术性探讨
，而非对学科的系统性讲述。
　　随着对公司治理研究和教学的进展，我愈来愈感到对公司治理的研究要从仅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的
研究，发展为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即从“公司治理问题”到“公司治理学”。
而一门新学科的确立不仅需要填补在基本原理和管理实务方面的空白，也迫切需要编写一本系统的教
材，以满足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需要。
基于此，通过教学实践的摸索和吸收借鉴公司治理的最新研究成果，尝试编写了这部教材。
　　本书将以说明责任为线索，从广义的公司治理的视角，拓宽研究范围，从主体和客体、边界和范
围、机制和功能、结构和形式等方面出发，来构筑公司治理的体系框架，使读者能够系统、全面、深
入地把握公司治理的内涵。
我们在本书中，将公司治理的研究范围从公司治理结构扩展到公司治理机制，从单一的法人治理扩展
到企业集团的治理，从国内公司的治理扩展到跨国公司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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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基础理论”、“内部治理”、“外部治理”、“治理模式”四篇。
在“基础理论”篇，首先对企业制度的演进化与公司治理理论发燕尾服作一综述，在此基础上对公司
治理的基本问题与体系进行了探讨；“内部治理”在系统论述内部治理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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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安，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出生。
1993年获南开大学、日本一桥大学联合培养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获日本庆应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
现任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南开管理评论》主编。
兼任国家教育部工商管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管理学会会长等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企业集团管理、网络组织理论研究，曾主持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
家社科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10余项，在国内外已出版《股份制的安定性研究》、《中国公司
治理研究》（日文）、《公司治理》等多部专著，在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在国内率先提出并组织制定了《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引起广泛关注。
研究成果获“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等多项奖项。
　　武立东，1971年出生，南开大学现代管理研究所教师，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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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经济的增长依赖于公司财富的增加，而创造财富离不开良好的公司治理。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各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越
来越多的投资者和公司的决策者认识到，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业增强竞争力和提高经营绩效的必要条
件，是保护所有者及其他利害相关者，保证现代市场体系有序、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
因此，国际社会对于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我国，已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企业改革正在进入公司治理改革的新
阶段。
公司治理改革不仅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在公司化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翻牌化”等问题，而且也为民营
、乡镇企业等各类企业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　　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
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而作为公司治理要探讨的诸如“公司是谁的，控制公司的又
是谁”等基本问题是一直存在于经济和管理实践中的，只不过在这之前，它们是被放在狭窄的“所有
与控制”的框架中进行探讨和实践的。
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的论著中，在对大
量实证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一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实现了分离，控制权由所有者转
移到支薪经理（管理者）手中，而支薪经理（管理者）的利益经常偏离股东的利益。
60年代前后，鲍莫尔（Baum01）、马瑞斯（Marris）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人分别提出了各自的
模型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掌握控制权的管理者与拥有所有权的股东之间的利益目标差异，从而提出了
现代公司制企业中如何激励约束管理者追求股东利益目标的问题。
钱德勒（Chandler）1977年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管理革命》一书中通过分部门、行业的具体
案例分析，进一步描述了现代公司两权分离的历史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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