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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nance)是公司与股东、经营者、债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组织方式
、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契约、文化的制度性安排。
本书以制度为主线贯彻全书，运用法学研究中多种研究方法对公司治理的制度性安排进行法理学透视
，回答了公司治理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在此基础上，探索了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的构成及我国公司治理改革的对策，以期在实践层面为提高我
国公司治理绩效和解决我国公司治理空壳化问题提出制度对策。
    本书运用经济分析、价值分析、利益分析、功能分析的研究方法，兼用比较、实证、借鉴的方法，
对公司治理这一微观层面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从法理学视角回答了公司治理制度性安排的一些基
本理论问题，从而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问题理论研究水平。
此外，本书还探索了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的构成及我国公司治理改革的难点及制度对策（包括正式性制
度和非正式性制度），这对提高我国公司治理绩效和解决我国公司治理空壳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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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公司治理实现效益价值的主要途径　　公司治理中的效益往往通过法律、公司章程、契约等
制度安排，使公司资源配置达至效用最大化或实现“帕累托”最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资产由不同的权利主体分工行使，提高资产的运用效率　　对资产权利的诸项权能进行分
解，并相应地进行权利主体的分离，这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生产的社会化进展要求资产权利的
制度分工，目的在于提高资产权利的运用效率，分工本身便意味着效率的提高。
这种关于资产权利的制度分工，使对资产的运用不再受单个所有者的决策偏好及能力直接规定，而受
市场评价，受众多所有者的资产交易所形成的股市评估来引导资产配置。
而且分工的结果还能使有资产责任能力，进而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分散的所有者信任的主体成为对
他人资产的支配者，如使那些虽无资产但具有管理知识的人进入资产权利的实际运作过程，提高资产
运用的效率，同时制度性地减少风险。
　　股东是公司股权资本的所有者，他们有参与公司治理的愿望，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具备管理公司
的能力。
随着公司股权的‘分散化、与决策有关的特定知识的扩大以及股东能力和精力限制，由全体股东共同
管理公司事务将会严重影响公司效率，股东难以充当决策程序中的角色，由此导致公司的所有权与经
营权分离（决策控制与剩余风险承担分离），公司的控制权由公司的董事会行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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