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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司治理专论》一书要出版了，主编交给我一个写序的任务，我欣然接受。
我仔细看过书中各篇的目录，浏览了数篇佳作，受益匪浅。
法学界研究公司治理的路径各有不同，呈现异彩纷繁，但由阳关大路而至山豁阡陌，从浩瀚洋流循迹
峰溪泉涌，使得研究的视线更加具体八微，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由此可以提升研究的水平和促进社会
绩效。
据此，这篇序，想着重新讲讲中国公司治理的文化底蕴。
公司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各国的历史文化、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均不同，所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公司治理文化也会有差异。
由此，导致各国的公司治理也必然不同。
中国的公司治理，不同于西方；中东地区的公司治理，也必然不同于中国。
那么，中国的公司治理的特点是什么呢？
如果仅用两个字来概括，我想那应该是“混合”。
中国的公司治理，长期存在于中国特有的积累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之中，所以，必然受到中国文化的
浸染，而带有中国文化的颜色。
例如，在中国，公司中的人多少会受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影响，这种理念形成的
“家国同构”观点，具体到个人与企业的关系时，提倡员工“以企业为家”，企业为员工提供全方位
的服务，企业分担国家政府对个人的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责任，这些已然成为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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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外知名公司法学者和资深法官系统化研究的成果。
本书以理论前沿、实践经纬和诉讼视野三个部分展开基本线索，借以从三个视角观察公司治理命题，
凝结着思考者的心血结晶。
在理论前沿部分，本书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理解、法人财产权、问题与对策、海外视角与法律移植
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由抽象到具体的分析。
在实践经纬部分，本书直接涉及一些争议丛生的领域——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实践、控
制股东与独立董事责任、金融集团和私募基金等企业实体运作的法律问题等领域。
最后，即在诉讼视野部分，本书对公司治理中产生的诉讼形态进行了分析，重点述及了股息分配、破
产重整及派生诉讼等问题，并评介了澳大利亚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本书不仅集成了学术界对公司治理研究的已有成果，而且萃取了我国法官结合公司诉讼形成的
独有心得，闪烁出理论与实践碰撞的火花，内涵丰富，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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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甘培忠，男，甘肃兰州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法专业博士生导师组
组长，北京大学企业与公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人大法工委咨询专家
，北京市人大立法咨询专家。
1999年被北京市法学会评为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主要研究领域：经济法、企业法。
公司法、破产法以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等。
主要专著为：《企业与公司法学》、《企业法新论》、《中国经济审判》、《北京市涉外经济法律研
究》、《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等。
在《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学报》、《法制与社会发展》等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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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公司治理若干法律问题述评    理论前沿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若干问题研究　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
中国的例子　公司法人财产权与公司治理　略论我国公司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亚洲公司治理的理论与
现实：从“移植”到本土最优    　公司捐赠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我国公司治理问题的变迁与独立董事
功能的定位　公司治理变迁——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视角　国有资产立法重大问题探讨　论职工
（劳动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实践经纬　非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实践：公司治理问卷调查分
析　控制股东与公司治理    ——我国台湾地区法制的分析　简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政
府股权、行政权双重控制下的上市公司治理　独立董事制度分析及完善建议　从证券交易所的视角看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　日本公司法中有关构建内部控制制度的法律结构　“债随物走原则”的重
构与发展——企业重大资产出售中的债权人保护　我国金融集团的模式及公司治理考察　中国股份制
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视野下的企业专利战略研究　跨国经营的法制与文化——以中日间跨
国经营为例　私募股权基金治理的法律分析　中国公司法是何等分量的重组购并决策考虑要素？
——以中国建设银行重组上市为例诉讼视野　私人诉讼与公司治理　股息分配纠纷案件处理若干问题
探讨　公司治理：北京市法院审理公司纠纷的几点思考　论破产重整中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百事
股权之争和解动向解析　中国法中的派生诉讼：从比较的角度观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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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前沿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若干问题研究各国公司制度的发展受政治学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确立了
公司分权制衡原则，即确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制衡关系；确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
原则，即确立了股东对公司资产所有权与董事会对公司资产经营权的划分，这就形成了现代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的基础。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重要的组织架构，也是公司制度的“政体”。
公司作为由法律赋予人格的团体，应当具有组织体制和管理机构，具有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可以行
使权利，承担责任，这种体制和机构称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制度的核心，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这种制度安排，达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
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的相互制衡，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合理统一。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是确立股东会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的控制权，赋予董事会广泛的公司经
营决策权，并在弱化股东会对公司控制力的情况下，强化对董事会和董事的监督功能。
如何在公司立法中适应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发展的趋势，同时又通过合理的机制约束公司管理层的独断
专权，损害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这是我们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重点研究的问题。
一、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度的核心（一）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度重要的组织架构公司是由股东投
资所形成的营利性组织，公司的利益主要是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是众多投资者共用投资形成的法人实体，公司资本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其组织管理形式不能像独
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那样由投资者直接进行管理。
但是股东又不愿放弃对其出资的监管而由他人支配或者决定自己财产的命运。
因而以权力分工、相互制衡为理念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运而生，股东组成自己的表意机关股东会，通过
股东会委派股东信任的人经营管理公司，实现股东的投资目的，这样就产生了公司的执行机关董事会
。
为了使经营管理者有效发挥自己的能力，避免其为单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牺牲股东的利益，股东通过
股东会派出监督人员对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监督，使其为股东的利益而行动，这样又建立了公司的监督
机关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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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北京大学企业与公司法研究中心成立伊始，即着手组织了“北京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国际研
讨会”，会议于2007年11月1日举行。
会期虽然仅有一天，但因为邀请到了国内外企业、公司法学界和实务部门的各路精英，且准备时间长
达一年，多数与会者提供了认真撰写的论文，会议的成就当属辉煌。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两个命题是近年来公司法学界倾注精力较多的热点话题，法律也在这种滚滚
涌动的学术潮流中洗礼其面孔，因此而催生的社会进步日新月异。
当终于能够向读者展现《公司治理专论》和《企业社会责任专论》两本代表学界对这两个议题最新最
深思考水平的姊妹篇论著时，我们的确非常欣慰，如释重负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们不仅仅以感恩之心把文集的出版当作对全体论文作者的回报，更强烈的愿望是把大家的严肃思考
路演给社会，散发精神的光辉，以期让更多的学者和学生从中获益。
这也是我们就那次会议结束后承诺应尽的社会责任。
2006年年底，我们受北京大学北京论坛（2007）组委会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委托，代表法学院与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一起筹备北京论坛（2007）“全球化趋势中企业的跨国发展战略与社会责任”分论
坛。
接受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建议，我们以“搭便车”的方式在北京论坛正式开会的前一天举
行法学院的单独会议，对外的旗号是北京论坛会议的预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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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论丛:公司治理专论》不仅集成了学术界对公司治理研究的已有成果，而且萃取了我国法官结
合公司诉讼形成的独有心得，闪烁出理论与实践碰撞的火花，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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