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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公司法理以代理理论及其股东“同质化”假定为基础，在进行股份公司内部权力配置时以抽
象“资本”为标准，不去考虑作为资本载体的股东之间的实质差异。
但实际上，正是股东间的客观差异才使得股东大会难以成为利益统一的“大同”王国，才导致股东本
位的公司内部权力配置模式弊端丛现。
股份公司股东“异质化”演进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表现。
这种“异质化”演进促成了类别股东的大量产生，并且推动着股份公司法律制度在两个空间维度上不
断完善公司治理：一个维度是基于“公司民主”理念而强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参与权和救济
权；另一个维度是基于“公司社会责任”理念而变革董、监事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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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社会学领域对权力概念的思考与界定 在关于人类社会关系的各种论著中，“权力”一
词是司空见惯的，但这一概念却一直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难点与争点。
按照美国纽约大学著名的社会学教授丹尼斯·朗在《权力论》一书中的归纳，在社会学领域，围绕着
“权力”这一概念曾经发生过两次著名的辩论，第一次辩论是发生在塔尔科特·帕森斯和C.赖特·米
尔斯以及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之间，这一次辩论双方的对立焦点是：究竟应当把权力视为一种一般性的
社会资源，还是应当把它视为某些群体利用其以牺牲其他群体利益为代价来增进与保持自身利益的一
种工具。
另一次辩论则是与功能主义者和冲突论者之间的争论紧密相关。
功能主义者一致地倾向于把权力视为一种合法的权威，冲突论者则倾向于坚持权力具有一种不可削弱
的强制面。
不过，丹尼斯。
朗本人则对上述争论各方的观点都不完全赞同，他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
权力包括控制权和行动权，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是权力的基础。
显然，丹尼斯·朗的进步之处在于他首先不是拘泥于权力本身来界定权力，而是将权力置于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视域来加以分析；其次，他强调了个体的和集体的资源对于权力形成的基础性作用；最后，
他阐明了权力所具有的控制和行动的内涵。
同样，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也是把权力理解为一种控制力，一种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
行动者对那些抗拒其意志者进行排除的可能性，即一个人即使是在被别人反对其意志的情况下仍然具
有的以其意志左右他人行为的一种控制能力。
 沿着丹尼斯·朗所开辟的研究和思考权力问题的社会学路径，米歇尔·福柯进一步拓宽了权力的存在
范围。
福柯认为，权力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抱一切，而且是因为它来自一切。
福柯一再坚持，权力并不聚集或集中于国家，而是通过许许多多的非政治性群体和组织来加以分散的
。
福柯对权力体系的这种认识已经为我们初步勾画出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体系构造。
实际上，多元权力观也并非福柯本人的首创，而是早在孟德斯鸠的相关论著中就有了较为明确的体现
。
孟德斯鸠在对有关贸易、法律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时就曾指出，从英国的例子中可以发现
，现代贸易的繁荣客观上培植出了一种与政治权力相对应的公共财富的权力，从而促进了自由的发展
，这一点在银行和公司中都有非常突出地体现。
孟德斯鸠在这里所称的“政治权力”无疑就是传统的国家权力或者说是政府权力，而其所谓的“公共
财富的权力”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社会权力，或者说是社会权力的一部分。
约翰。
基恩对于两种权力共有的弱点进行了强调，认为不论是在国家的领域还是在市民社会的领域，都必须
不断地强化防止权力垄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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