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0139043

10位ISBN编号：7300139043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王世权

页数：2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监事会制度在近年来频发的公司治理事件中表现不佳的现实，以及理论界对监事会制度
“取消说”和“加强说”的争论，《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基于历史事实、历史经验以及中国上
市公司的实践证据，以制度演进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制度互补与战略认同性为问题着眼点，以实证研
究、案例研究等方法为手段，依据国内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了中国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问题。
在研究内容上，本书通过对德国、美国以及日本三个典型国家内部监督模式的比较制度分析，构建了
评判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理论模型，并据此验证了中国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
在此基础之上，归纳总结了影响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要因，解析了监事会的本原性质、作用机理与中
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创新问题。
《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不但适合从事公司治理教学与科研的广大学者、高级管理人员和政府监
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等机构阅读、参考，以深入思索监事会治理问题，而且对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专
业的研究生、本科生的学习也必将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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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世权,管理学博士，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师从著名公司治理专家李维安教授，主要研
究领域为组织理论与组织治理。
近年来围绕着监事会治理、利益相关者治理与大学治理等前沿问题展开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等课题10余项，发表论文30余篇，相关成果被《新华文摘》等权威杂志和媒体多次转载，获得省部级
等各类奖项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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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首先，在理论上，基于对德国、美国和日本内部监督模式选择的比较制度分析，指出
制度背景只是影响内部监督制度选择过程中的表象，而其形成的真正原因则在于企业、市场与社会间
的互动。
作为市场与社会中间组织的企业，三者之间是“异质共生”与互补的关系，内部监督制度正是在三者
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
因此，不同的企业、市场与社会形态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内部监督制度。
但是，内部监督制度的变迁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其驱动因素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博弈，约束条件
则体现为初始禀赋、历史路径依赖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内部监督制度有效性的三个基本原理，即正当性、互补性与经济合理性，
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详细的解析。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突破了目前从单一角度来研究监事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的局限，基于历史的路径
依赖和战略认同性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监事会制度的生成及演进，诠释了其存在的正当性。
分析了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治理的互补关系，首次构建了监
事会治理与董事会治理的互补模型，并依据所构建的监事会治理指数对假设进行了验证。
实证分析了监事会治理与财务监督水平、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质量和利益相关者治理的关系，证明
了中国监事会治理的经济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探寻了监事会的本原性质、作用机理及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创新的路径。
最后，在方法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监事会治理特征与监事会的人员结构特征对监督
绩效和监事会治理水平的影响，找出了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的关键因子，为探寻监事会治理
有效性提高的路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分析表明，在作为监事会治理特征的独立性、积极性与效率性三个要素中，效率性对监事会治理水平
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提高效率性是现阶段增强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现实选择。
并且，作为制度特征的股东监事比例、职工监事比例与独立监事的比例，就对监事会治理水平与监督
绩效的提升而言，股东监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应该在积极引入独立监事的同时，充分完善
股东监事的提名与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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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很少去探究监事会的本质，引致我们难以获得来自最优化公
司治理的价值创造源泉。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在监事会制度框架内，存在了哪些合理的内核？
世权博士结合中国公司发展的实践，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相信该书会使读者从中得到有益的
启示。
　　——刘小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在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情况下，监
事会应如何发挥作用，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作为下属的员工监事怎样监督上级，这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所以，监事会制度的有效性总是会让人怀疑。
世权博士在本书中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相信对所有关心该问题的读者都会有所启发。
　　——宁向东，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认识中国的监事会不能仅
遵从效率逻辑，可能从制度主义的合法性逻辑更能解释其运行规律，而世权博士的研究正是在这方面
进行的有益探索。
他在理论上较好地解释了中国监事会的本原性质和作用机理，是我国公司治理研究领域又一开创性的
成果。
　　——武立东，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监事会治理究竟有无效
果？
有多大效果？
这些问题得不到解释，对监事会治理的质疑就只能是主观的。
对此，需要从中国制度环境出发加以证实。
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对此进行了解答。
该书系统性论证和结论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是一部弥补监事会治理研究空白之著作。
　　——高明华，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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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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