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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4：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报告（2012）》主要内容和特色体
现在五个方面：　　（1）国际首创，首次以指数形式对中国企业家能力进行评价；　　（2）首次全
样本评估中国上市公司CEO的能力水平，这对于促进职业化经理人市场发育、规范资本市场和高管行
为意义重大；　　（3）首次从人力资本、关系网络能力、社会责任能力和战略领导能力四个方面分
项评估中国上市公司CEO的能力水平；　　（4）首次从行业、所有制、地区、上市板块等多角度、
全方位剖析中国上市公司CEO能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5）数据来源全部是CEO及所在公司和
监管机构的各种公开数据，不包括任何主观判断因素，具有客观性、透明性和真实性，指数具有可连
续性和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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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明华，男，1966年8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北京市“
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
先后就职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银行总行。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公
司治理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
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学位
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曾主持和参与各类研究课题近40项，独立、合作出版著译作36部，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200余篇。
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合作）　曾获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
京市第六届和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一等奖、天津市第五届和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和一等奖。
　　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权利配置与企业效率》（专著，1999）、《公司治理：理论演进与实证分
析——兼论中国公司治理改革》（专著，2001）、《完善公司董事会》（译著，2008）、《公司治理
学》（专著，2009）、《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报告（ 2009）》（专著，2010）、《中国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指数报告（ 2010）》（专著，2010）、《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报告（2011）》（专
著，2011）、《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报告（2011）》（专著，201 1）、《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指数报告（ 2012）》（专著，2012）。
主编《治理译丛》，其中，主译《政府公司的法人治理》（ 2010）、《治理公司：全球化时代的规制
和公司治理》（2011）。
　　主要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企业理论、转型经济、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企业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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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社会责任：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作为中国最大乳品企业领导者，潘刚长期以来致
力于追求领导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行业共赢稳健、和谐发展；作为中国乳品行业第一位倡导“绿色
产业链”战略的企业家，潘刚倡导整个行业“绿色”全链条建设，构筑起了一条涵盖乳业上、中、下
游平衡稳健发展的“绿色产业链”，有效降低了各环节能耗，将奶源建设、包装材料、生产销售等产
业链上的多个链条、多种利益体，以一种有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整合起来，帮助奶农改变粗放的生
产方式，保护牧场；与包材合作伙伴一起，持续探索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最终为消费者提供健康、有
机的乳品。
 潘刚提出：“社会公益不是短期行为，企业真正要承担社会责任，应该把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发展战略
”，并切实体现在伊利的战略及日常管理中。
伊利率先在中国商界启用企业“社会责任应急预案”，在重大自然灾害中，是多次第一个将救灾物资
送到灾区的企业，为中国企业公益救助树立了标杆。
 在2007年夏季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潘刚正式提出自己首创的绿色领导力理念，被与会专家普遍视为
中国企业界“未来十年最令人期待的变化”。
绿色领导力可以归结为“三个绿色观”，即实现企业的绿色生产、倡导顾客的绿色消费、追求品牌的
绿色发展。
具体来说，伊利坚持的原则，就是要尊重和保护环境，追求安全和健康，不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
充分尊重所有相关合作伙伴的长远利益，以实现大家共同的可持续发展。
潘刚认为：“中国企业发展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不可‘涸泽而渔，杀鸡取卵’。
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个意思就是说捕鱼不用大网而用钓竿，打鸟不打树上的鸟窝。
几千年前，我们的先祖就拥有这样可持续发展的闪光思想，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我们今天同样强调，绝不为了短期利益，对任何资源做掠夺式开发，给国人塑造白色的健康，给
后代留下绿色的世界。
” 多年来，“自己出钱支持公益事业，已经成为伊利的一种文化，一个习惯，大家都在自觉地去做。
”从累计的资金和实物上统计，伊利投入在公益事业上的资金达6亿多元。
每遇自然灾害，伊利总会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内蒙古地区的文化体育事
业；在全国建了很多宏志班，支持上不起学的中小学生完成学业；资助贫困大学生，等等。
为此，伊利在潘刚的率领下启动了大型奥运公益活动“蒲公英计划”，寓意让爱心像蒲公英一样撒播
全中国。
按照计划，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在以后每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每夺得一枚金牌，
伊利就向伊利梦想基金注入资金20万元，用于青少年教育和发展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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