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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司治理是国内外管理、经济、法律等学术界和实业界共同关注、研究的一个世界性课题。
大量企业兴衰存亡的事实表明，公司治理问题已成为制约企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保证企业持
续发展、高速成长的关键所在。
　　（一）　　公司治理源于两权分离下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从思想渊源上看，最早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触及的代理问
题。
但是，真正引起经济及管理学家们对这一问题关注的通常被认为是在1937年伯利（Berle）和米恩斯
（Means）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它被公认为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开山之作。
自此，公司治理问题开始受到理论界的广泛重视，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经济及管理学家
开始研究现代公司中股东如何有效地控制和监督经理人员行为等问题。
1975年，威廉姆森（williamson）提出了“治理结构’’的概念。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美、英等国的敌意接管和公司重组浪潮，以及转轨经济国家公司治理中
存在的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引起了许多经济及管理学家的重视，经济学文献中开始出现“公司治理”概念，并在西方经济及管理
学界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理论。
　　由于公司治理结构被认为是“解决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很快引起了我国国内一
些学者的重视，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开始了公司治理的研究，力图从英美模式、德日模式中寻求
借鉴与启发.来探索适合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
由于大家的努力倡导和积极推动，短短数年，公司治理研究就出现了热潮，且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态
势。
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界对公司治理实质问题的看法也逐渐形成：一是强调企业所有权和企业所有者在
公司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二是强调公司治理结构的相互制衡，认为公司治理的要旨在于划分股东、董
事会、经理人员和监督机构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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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理论假设和数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发出我国商业银行行长的胜任能力模型，实证分析
了我国商业银行行长的激励问题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基于胜任能力的我国商业
银行行长的薪酬激励和精神激励机制。
    我国商业银行行长的胜任能力模型由知识、技能、能力、人格和动机等五个不同维度的构件组成，
不同构件在模型中所占的权重不同。
在我国商业银行行长的胜任能力模型中，知识和技能构件是基础，动机、能力和人格构件是核心。
本书提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行长的薪酬激励对银行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而精神激励则没有显著影响
；根据需要理论、目标理论和期望理论，提出基于胜任能力设计行长的薪酬激励和精神激励机制。
本书对于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行长的激励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对银行业管理者、企业管理者、政府机
构的管理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相关领域的学者，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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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贝克尔弥补了舒尔茨宏观研究的缺陷，他着重从微观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具体研究，提出了三
个方面的理论：一是人力资本的生产理论，即人力资本的供给状态；二是人力资本的分配理论，探讨
人力资本收益分配规律；三是人力资本与职业选择问题，由此构筑起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
①贝克尔的研究使人力资本理论系统化，特别是他对人力资本与收益分配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人力资
本之所以以资本要素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的本质要求。
后来，完整的人力资本一收益模型是由明赛尔（Mincer）发展起来的。
明赛尔（1958）把一个人看做是在生命每一刻都在做出人力资本投资的选择，那些选择较多人力资本
投资的人，年轻时以领取较低收益作为他们的选择，年老时则以较大收益形式获得他们预先投资的收
益。
②他通过模型证明，这实际上是水平的经历一收益曲线和倾斜的经历一收益曲线之间的一种选择。
　　人力资本理论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理论关于资本同质性的假设，不仅把劳动力看成
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强调了它是一种资本。
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一样，在交换中都是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在生产中都是平等的投资
者，进而在分配中也应得到除劳动补偿——工资外的剩余权益。
这就正确解释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以何种形式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问题。
　　按照“利益相关者论”的通解，企业是一种“关系契约”的网络。
在这种网络中，拥有独立产权和契约自由以及某种相通意识或共同目标的要素所有者即“利益相关者
”，按照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形成特定的所有权结构来共同分担责任、分配权力和分享利益，并把
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专业化组织，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生产经营，在动态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根据
约束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责、权、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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