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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文库·中国上市公司股东投票出席率：理论、实证与实验方法》的研究重
点放在了投票出席率影响因素上，对于公司治理最优投票机制设计只是一个初步的粗浅研究。
国外对投票机制设计与应用的研究已将重点放在不同投票机制设计下的信息汇集功能差异，并在此基
础上开始探讨不同投票机制的适用条件与环境。
基于股东投票出席行为来探讨公司治理投票最优机制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
文库·中国上市公司股东投票出席率：理论、实证与实验方法》中不可能将各个方面的问题研究得既
全面又深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上市公司股东投票出席率>>

书籍目录

1 研究主旨与框架简述1.1 研究什么？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与理论基础1.3 研究基本框架2 经济学实验室研究方法论2.1 为什么在实验室中研究
股东投票出席率问题2.2 实验经济学核心之实验室控制2.3 从实验设计到结果汇报3 投票出席率研究理论
基础3.1 理性选择下的投票出席行为研究框架3.2 投票出席率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述评3.3 投票出席率实验
室研究证据4 股东投票特性分析与公司治理投票机制改进4.1 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投票的功利性特征4.2 股
东投票权差异与计算4.3 政治投票机制一般类型5 中国股权分置改革股东投票出席率实证研究5.1 对价的
认识与主要的投票制度安排5.2 股权分置改革股东投票行为实证研究5.3 股改投票中主要流通股股东的
投票决策及其影响力6 序贯投票异质偏好投票人出席行为模型分析6.1 序贯投票机制下投票人信息差异
与研究问题定位6.2 序贯投票下异质偏好投票人出席行为模型构建6.3 基于出席行为模型的实验参数设
置与计算7 序贯投票异质偏好投票人出席行为实验研究7.1 实验设计与实验变量描述性统计7.2 出席率影
响因素实证分析与模型预测7.3 实验研究主要结论及其局限8 结论与研究展望8.1 整体结论与研究启
示8.2 公司治理投票机制优化设计初探8.3 投票实验在公司治理研究中的扩展性应用附录附录A 定理2证
明过程附录B 实验导语附录C 实验测试（设计I）附录D 实验程序界面与解释附录E 实验结果（设计I）
附录F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附录G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附录H 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附录I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举例
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上市公司股东投票出席率>>

章节摘录

　　因为分类表决制度事实上构成了两个独立的加权投票系统，具体到股改：非流通股加权投票系统
与流通股加权投票系统。
如果不采用分类表决机制，在单一投票系统下，流通股股东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将更小，出席投票动机
将更弱。
在缺乏流通股股东有效制约的前提下，主要非流通股股东制定的对价水平难以想象，本应该由流通股
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共同协商完成的股改将变为非流通股股东的“独（毒）舞”。
　　然而认为分类表决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小股东，特别是众多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这种观点过于乐
观。
事实上分类表决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够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在控股股东（或主要非流通股股东）其
利益的实现是以损害所有流通股股东利益为代价的条件下，较大的流通股股东（券商、基金、大户）
才会有激励利用分类表决机制与大股东抗衡，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众多小股东的利益也得到了
保障。
也就是说，众多小股东（散户）其利益的保护依赖于流通股股东内部偏好的一致性。
因为在流通股加权投票系统中，大的流通股股东的投票权力指数很大，加之众多散户多倾向于选择免
费搭车从而出席率较低，存在大的流通股股东与主要非流通股股东串谋操纵投票结果的可能。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一种比较可行的辅助性制度安排是：表决权排除制度。
它是指当某一主要流通股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该股东或其代理人均
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权的制度。
这样能够有效地降低大股东与主要流通股股东合谋的可能性。
8.2.2改进一：可转移的累积投票机制　　目前上市公司投票的主要制度包括：分类表决制度、累积投
票制度与代理投票。
而代理投票本质上并不属于一种投票机制，它只是一种能够降低中小股东参与投票的一种手段而已。
而分类表决投票制度也面临着许多争论与挑战，特别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后，由于主要的类别股东（流
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事实上不存在，导致分类投票的法律基础受到的挑战。
而累积投票制度成为目前上市公司治理投票的主要投票制度，然而，累积投票制度来源于政治投票中
的半比例代表机制，其应用到公司治理投票需要结合公司治理目的及其利益主体特性进行改进。
　　累积投票制度的设计初衷在于使得少数派能够通过策略性使用其手中的票额从而在某些提案上获
胜。
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两个条件：候选提案数目足够多；少数派内部投票人偏好一致。
如果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累积投票制度则只有利于第二或第三大股东，提高了其与大股东讨价还价
的谈判势力。
基于整体上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很高以及事实上存在的众多控股股东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利益输送
进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研究证据（Faccio和Lang，2002；冯根福、韩冰、闫冰，2002；唐宗明、蒋位
，2002），本书提出：可转移的累积投票制度能够进一步的提高中小股东的话语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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