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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司治理已日渐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理念，甚至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重要的两点：其一，作为人类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公
司制度有效地促进了人类的社会化大生产进程，但与此同时，公司制度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的问题。
面对利弊，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趋利弊害”，而公司治理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趋利弊害”的重要手段
；其二，企业制度变革，无论是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还是民营企业制度变革，其最终目标都在于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一种静态意义上的制度架构，要想获得这种制度架构的更多收
益，则还需要求助于动态意义上的公司治理过程，就此而言，公司治理将伴随现代企业制度的始终。
　　但究竟什么是公司治理呢？
这依然是一个没有终结的问题。
对此，我们还需要继续思考与探索。
对公司治理的认识，可以从两个基本的层面来进行分析：一是什么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二是公司
治理的这种重要性如何得以体现出来。
这样的分析方法不仅可能更为现实，而且也可能更为合理。
　　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思·A·金和约翰·R·诺夫辛格共同推出的这本《公司治理(第2版)》就是基
于这样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
该书并无长篇大论，但结构完整。
每章都采用同样的行文结构，且每章自成体系，每章都以相关监督机制的一个概要开始，随后再揭示
各种相关的潜在公司治理问题。
概括地讲，该书第1章提出了一个公司治理的综合系统，随后的10章则分别解析了10种公司治理机制或
公司监督机制。
很明显，“监督”是肯尼思·A·金和约翰·R·诺夫辛格的“公司治理”要义，也是该书得以展开的
主线，“新治理规则”、“企业公民”则是肯尼思·A·金和约翰·R·诺夫辛格在本书中为“公司治
理”注入的相对较新的元素，特别是“企业公民”十分切合公司治理发展的时代主题。
　　与众多的公司治理论著不同的是，两位作者并没有让我们坠入到晦涩难懂的公司治理理论或者文
献的堆砌中，而是采取了一种通俗易懂并辅以鲜活案例的阐述方式，而且两位作者还在本书的每章后
面都列出了查阅相关公司治理主题的网络信息，并提供了诸多有意义的复习题、讨论题以及从国际国
内两个视角编撰的练习题，这些无疑都非常有助于各类读者加深对公司治理的理解。
其中隐含的意义在于，通俗易懂的公司治理论著有助于扩大公司治理受众的范围，从而使公司治理课
程有可能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或经济学属性。
事实上，公司治理与当代管理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心理学家之间都具有极其密切
的联系。
就此而言，公司治理课程似乎越来越应该成为一门公共的课程。
　　与众多译著不同的是，为了该书能够更好地适合中国读者，本书译者严若森博士在每章的最前面
都列出了相应的学习目标，在文中相应的内容处添加提示学习的知识点及关键词，并在每章的理论阐
述之后都添加了一个“中国经典案例分析”部分。
这些添加工作都很有意义，特别是那些编加的“中国经典案例”可谓是严若森博士给本书添加的一大
亮点，而且这些经典的中国公司治理案例与两位作者的美国公司治理阐述相得益彰。
　　目前，公司治理热潮在中国迭起，无论是学术界、政府监管部门，还是企业、投资者，甚至是一
般民众，都已意识到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相信该书能够进一步激发大家对公司治理的兴趣与热情。
正如该书所言，“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给我们的公司与市场注入信心，并籍此注入信任”，这本《
金&诺夫辛格公司治理：中国视角》译著能够为中国的公司治理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帮助，并为中
国的公司与市场注入更多的信心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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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诺夫辛格公司治理：中国视角》是以下课程的完美教材：　　1.公司理财课程班；　　2.会
计课程；　　3.各种管理课程，比如战略、伦理以及特别的商业和社会课程；　　4.商业法律课程。
　　此外，这本教材自身体系完备，足以单独作为工商管理课程班的教材，特别是公司治理。
这本书也可以适用于经理人培训项目，为此，它可以作为经理人员以及图书馆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书余下部分章节的构成如下：每一章讨论一个公司治理机制。
　　每一章都采用同样的组织方式，但每章都是自成体系的。
每章都以监管或者监管机制的一个细致的概览开始，随后重点指出各种潜在的问题。
　　在每一章中，我们都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概括性地描述问题。
　　每章都提供了一个“全球实践”以及一个网址列表，以供学生了解公司治理领域的最新进展。
　　每章末都新增了有关中国公司治理的经典案例，从中国视角来分析公司治理对中国企业经营班子
的指导意义，并为其提供丰富的实战经验。
　　每章增加“知识点”、“关键词”等栏目。
　　每章章首增加“学习目标”一栏，便于读者对学到的知识进行自检。
　　在每章的结尾，作者提供了基于这一章内容的复习题，以及便于课堂进行的讨论问题。
同时，作者还为学生提供了课后练习题，以加深他们对整个章节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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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肯尼思· A·金（Kenneth A. Kim）博士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金融学教授。
金最近曾任职特许金融分析师认证机构“知识体系”项目的公司治理顾问。
在1998年至1999年期间，他曾担任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金融经济学家，并在那里致
力于公司金融及公司治理研究，包括并购监管。
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公司金融、公司治理与行为金融。
他已在《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商业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公司财务杂志》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以及《银行与金融杂志》（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等顶尖杂志
上发表过论文。
金还是《传染性贪婪》（Infectious Greed）及教材《全球公司金融》（Global Corporate Finance）的合
著者。
　　约翰·R·诺夫辛格（John R. Nofsinger）博士　　华盛顿州立大学金融学教授。
他独著有《疯狂投资》（Investment Madness）、《投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Investing）与《投
资失误》（Investment Blunders），并合著有《传染性贪婪》。
他是公认的世界一流投资心理学及行为金融学专家。
他的言论频繁地被《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财富》（Fortune）、《商业周刊》
（Business）、《精明理财》（SmartMoney）、彭博财经（Bloomberg）、CNBC电视台等金融媒体及其
他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到有线网络公司（Wired.com）的媒体所引用。
诺夫辛格已在顶尖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20余篇。
他的研究成果获得过财务管理学会（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芝加哥定量联盟
（Chicago Quantitative Alliance）、亚太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会议（PACAP conferences）的奖励。
他还曾为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及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Research）担任过高级研究员。
　　严若森译者（中国经典案例分析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
，南开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出站，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公司治
理、契约理论与制度分析、国家竞争战略，已在《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改革》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已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公关项目以及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共计十余项，曾获
董辅礽经济科学奖与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主讲课程包括《公司治理
》（本科生）、《公司治理理论》（硕士研究生）、《企业理论专题》（硕士研究生）、《管理学》
（MBA）、《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EDP），并率先在中国高校开设了《公司治理》的公共选修课
。
　　李维安 推荐序撰写人　　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2007年“管理学杰出贡献
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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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公司与公司治理1.1　企业所有制形式1.2　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1.3　投资者能否影响经理
人1.4　一个完整的公司治理系统1.5　国际监督中国经典案例分析：“中国制造”倪润峰的长虹故事本
章小结复习题讨论题练习题第2章　经理人激励2.1　经理人的潜在诱惑2.2　经理人报酬方案2.3　激励
型报酬是否有效2.4　激励型报酬潜在的“激励”问题2.5　其他形式的报酬2.6　犯罪与处罚2.7　全球
实践——全球CE0们的报酬中国经典案例分析：中国“金手铐”的成色本章小结复习题讨论题练习题
第3章　会计师与审计师3.1　会计职能3.2　会计中可能会产生的问题3.3　审计3.4　会计监管3.5　会计
的角色转变——管理收益3.6　从数字操纵到会计欺诈3.7　审计师从事咨询业务3.8　全球实践中国经
典案例分析：中国“德隆系”的兴与衰本章小结复习题讨论题练习题第4章　董事会4.1　董事会概
述4.2　更多关注董事会4.3　什么样的董事会是“好”董事会4.4　现代董事会的潜在问题4.5　全球实
践一西欧的董事会中国经典案例分析：三剑客挑战中国独立董事制度本章小结复习题讨论题练习题
第5章　投资银行与证券分析师5.1　投资银行活动5.2　对投资银行的批评5.3　证券分析师5.4　潜在的
利益冲突中国经典案例分析：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里的中国首席执行官本章小结复习题讨论题练习题
第6章　债权人与信用评级机构6.1　作为一种约束机制的债务6.2　作为公司监督者的机构性出借人6.3
　信用评级机构6.4　全球实践中国经典案例分析：中国资信评级历史的一个简短透视本章小结复习题
讨论题练习题第7章　股东与股东积极主义7.1　股东积极主义7.2　机构性股东积极主义是否奏效7.3　
有效股东积极主义的潜在障碍7.4　全球实践中国经典案例分析：作家周梅森的股东积极主义精神本章
小结复习题讨论题练习题第8章　公司接管：一种治理机制吗8.1　并购概述8.2　目标公司8.3　接管防
御8.4　对反接管的评价8.5　全球实践中国经典案例分析：盛大与新浪之间的中国式接管博弈本章小结
复习题讨论题练习题第9章　证券交易委员会9.1　证券法案9.2　SEC的组织结构9.3　法案及SEC的必要
性9.4　SEC问题的范围9.5　全球实践中国经典案例分析：中国证券史上的三大绩优神话本章小结复习
题讨论题练习题第10章　新治理规则10.1　2002年《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10.2　《萨班斯一奥克斯
利法案》是否有益10.3　其他监管的变革10.4　证券监管的起因：历史教训10.5　全球实践中国经典案
例分析：三一重工开启中国全流通时代本章小结复习题讨论题练习题第11　企业公民11.1　企业利益
相关者观点11.2　公司治理与利益相关者理论11.3　批判11.4　全球实践中国经典案例分析：中国“自
然之友”的十年征途本章小结复习题讨论题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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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公司与公司治理　　1.1　企业所有制形式　　一般而言，企业可以是独资企业、合伙制
企业或公司制企业。
当然亦存在其他的形式，但由于以上三种是最常见的区分，因此，我们将重点讨论这三种企业组织形
式。
每种企业组织形式均具有其各自的优势与劣势。
独资企业（sole proprietorship business）意指由单个人拥有的企业，这种企业相对比较容易建立起来，
并且其企业税是在个人层次上进行核算的。
由于其组织形式的简单性，独资企业几乎无处不在，美国70％的企业均是以这种形式建立起来的。
但是，独资企业亦存在着几项明显的缺点。
这些企业通常寿命有限（它们随着所有者的死亡或退休而消逝），获取资金的能力有限，而且企业的
所有者要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
　　合伙制企业（partnership business）与独资企业相似，但合伙制企业的所有者并非一人。
正因如此，合伙制企业也具有独资企业的优势与劣势。
合伙制企业具有一项突出的优势，即融资能力。
但该项优势也许不如整合以服务为导向的专长与技能那么重要，这点对于大型的合伙制企业而言，情
况更是如此。
在现实生活中，合伙制企业可以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以及广告公司等等。
　　本书重点考察的第三种企业形式是公司（corporation）。
在美国，仅有不到20％的企业采用了公司制形式，但它们却创造了整个国家90％左右的企业收益。
公司就像个人一样，其本身是一个法人实体。
例如，公司可以其自身的名义参与商业交易及其他商业活动。
作为公司的代理人，公司经理人掌管着公司的这些经营活动。
　　公司制企业最重要的一项优势或许在于其可以进军资本市场。
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股票与债券而进行融资。
当独资企业与合伙制企业通过企业所有者的财富及银行筹集到几百万美元之时，公司可能会通过资本
市场筹集到几十亿美元。
融资的便利性促使那些创业者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以及甲骨文的拉里·埃里
森均通过上市将他们的企业变为公司制企业。
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向投资者发行股票，公司可以筹集到公司扩张所需要的资金。
　　例如，在1977年到1980年问，苹果电脑公司总共卖出了121000台电脑。
为了满足每年对其几百万台电脑的潜在需求，苹果电脑公司显然需要扩张它的规模。
因此，在1980年，苹果电脑公司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并且发行了价值为6 500万美元的股票。
虽然苹果电脑公司的创立者史蒂夫·乔布斯依然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但是，他的股权比重已经降到了
低于50％的水平。
他放弃了很大一部分的公司所有权，并将它们让渡给了新的投资者，以换取公司扩张所需要的资金。
（在此顺便提一句，我们下面将会提到，该项决策后来成为了困扰乔布斯的一大难题。
）　　股东是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拥有公司创造的任何价值，但是如果公司的破产，股东亦会失去其
投资。
这一过程具有两方面的益处。
首先，任何人（只要有一些钱）均可以投资于公司，并且其个人财富在长期内将会得到增长。
其次，有成长潜力的公司可以筹集到其扩张所需要的资金，从而创造经济价值、就业机会及税收。
公司可以拥有无限的生命周期，除非面临破产或与其他企业重组，否则，公司生命不会终止。
公司所有者偏好有限财务责任，因为这样他们至多只会失去其所拥有的股份价值。
更何况，公司的所有权通常是流动的，所有权股份可以很容易地在资本市场上以股票的形式进行买卖
，这样的市场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NYSE）和纳斯达克（NAS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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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尽管公司制企业的优势很吸引人，但是其亦具有劣势。
公司实行税后利润分红，并且股东就分红所获得的收入还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股东面临着双重的税赋。
此外，经营一家公司是十分昂贵的。
例如，聘请会计师与法律专家的费用，与所有股东沟通的费用，遵守各种规章制度的费用等等，这样
的费用每年合计达数百万美元。
最后，公司可能还存在着潜在的严重的治理问题，或许这才是公司制企业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劣势。
由于绝大多数投资者只拥有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很小一部分的股份，所以这些投资者根本感觉不到他
们对其所持股的公司具有所有权或控制权的真实感觉。
　　1.2　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1932年，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与加德纳·米恩斯
（Gardiner Means）合写了一部关于公司制企业的著作。
他们指出，因为公司变得太大，所以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发生了分离，结果是股东拥有公司，而经
理人则控制着公司。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成千或上万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东根本无法聚集起来完成公司日常经
营所需的决策。
因此，公司聘请经理人来做这项工作。
　　绝大多数股东不愿意参与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他们更像是一个消极的投资者，而非一个主动的
所有者。
这中间的区别很微妙，但却极为重要。
所有者关注公司的经营业绩，而投资者则关注其股票投资组合的风险与回报。
投资多元化可以为投资者降低风险，因此，股东往往拥有很多公司的所有权，这样就使股东参与及影
响公司经营的可能性显得更加微乎其微。
总之，投资者通常倾向于成为许多公司的非主动股东。
　　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公司的经理人为什么要为公司的所有者操心呢？
伯利与米恩斯指出，随着所有者放松了对经理人的警惕，经理人可能在追求刚好能使股东满意的利润
的同时，寻求以补贴、权力与（或）名声为形式的自我满足。
就学术上而言，这种情况被称为委托一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或代理问题　　（agency
problem）。
所有者是委托人，为所有者工作的经理人则是代理人。
如果股东不能够有效地监督经理人的行为，经理人则可能会试图利用公司的资产来追求个人的目标。
这些情况应该不难想像。
秘书可能会把办公用品带回家；在外出旅行时，中层管理者可能会用尽费用账户所允许的最高额度；
高层管理者也许会偏好使用精美的橡木家具来装潢办公室，并且在外出旅行时使用公司的直升飞机。
而所有这些行为所导致的费用最终将由股东来承担。
如果人们认为他们能够承受这些较小的侵犯，则代理人还可能会尝试些其他的什么行为呢？
　　在公司所有的就职员工中，能够从股东那里窃取最多收益的人当然是公司的高层管理者。
在公司内部，他们拥有最大的决策权与控制权。
对于中层管理者而言，还有老板查看其费用报表，而对于高层管理者而言，又能有谁来监督他们呢？
如果高层管理者面对利益诱惑，而且没有所有者的监督，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以归结为两种，即激励与监督。
激励在于将公司经理人的财富与股东的财富绑在一起。
这样，公司经理人与股东的想法即会趋于一致。
这被称为根据股东的要求来调整对公司经理人的激励。
如何做到这点呢？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公司而言，公司经理人报酬的很大一部分在于股票、受限制股票、股票期权或它们
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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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激励的优点与缺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论述。
可以说，针对代理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案亦存在一些麻烦。
　　第二种解决方案是建立监督经理人行为的机制。
本章后面部分将会讨论几种监督机制，这些机制也是全书讨论的重点。
　　1.3　投资者能否影响经理人　　就理论上而言，公司经理人为所有者（股东）服务。
而实际上，由于股东通常是非主动的，所以公司看起来更像是属于公司管理层的。
一些积极主动的股东曾经试图影响公司管理层，但通常均以失败而告终。
近期，一些股东提案失败的结局亦证明了这点。
股东拥有提案权，并将提案提交到每年的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
一般存在两种提案，一种与治理相关（例如，建议改变董事会结构），另一种则以社会改革为导向（
例如，提议停止向邪恶国家出售化学药品）。
几乎一半左右的股东提案很难在投票阶段有什么进展。
在投票时，这些提案通常都会被否决掉。
　　股东提案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管理层的意见。
没有公司管理层的认可，股东提案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
就传统上而言，股东还是相信公司管理层最了解公司。
绝大部分股东都认同公司管理层的想法。
　　监督者　　一般而言，投资大众并不知道公司在经营层面如何运转。
经理人处理日常的经营活动，并且他们也知道自身的工作绝大部分不为投资者所知。
因此，经理人可能不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经营公司，从而使监督者的出现成为必要。
　　例1-1卡莉·菲奥里娜收购康柏　　2002年惠普与康柏之间的收购案就是一个公司管理层控制与影
响公司的例证。
作为惠普的首席执行官（CEO），卡莉·菲奥里娜（Carly Fiorina）于2001年9月4日发表声明：惠普拟
以255亿美元收购康柏。
股票市场、行业专家与商业媒体均对这一消息持消极的态度。
随着该声明的发布，惠普的股价下跌了18个百分点，康柏的股价甚至也跟着下跌了10个百分点，而这
对于被收购的目标公司而言，却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
作为惠普的两大股东（他们拥有惠普18％的股份）以及惠普创始人之子，戴维·w·帕卡德（David
W.Packard）与沃尔特·休利特（Waker HewleR）在其特别声明中亦极力反对此项收购。
事实上，他们还发布了新闻广告，以联合惠普的其他股东一起来反对此项收购。
　　然而，尽管受到了帕卡德与休利特两人的联合攻击，菲奥里娜仍然坚持她的计划。
2002年3月19日，绝大多数股东投票赞同了这项收购案。
尽管存在争议，并且伴随公司股价的下跌，但绝大多数股东依然还是按照公司管理层的意愿进行了投
票，并同意了此项收购案。
本例旨在强化这样一种观点：尽管一些投资者可能想去影响公司的战略规划与发展方向，但公司的管
理层控制着公司。
　　图1-1描绘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在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分离。
另外，该图还告诉我们，监督者存在于公司结构的内部、外部与政府机构中。
　　上市公司的内部监督者是监督公司管理层并代表股东利益行事的董事会。
董事会考核公司管理层的业绩，并且设计公司管理层的报酬合约，使公司管理层的报酬与公司业绩挂
钩。
你可能记得苹果电脑公司是由史蒂夫·乔布斯创办的。
当苹果电脑公司成为一家上市公司时，乔布斯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他也成了公司CEO。
但是，苹果电脑的董事长却认为乔布斯已经不能够驾驭快速扩张的苹果电脑公司了，因此在1983年，
他们聘请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担任苹果电脑公司的CEO一职。
1985年，一场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斗争开始了，董事会支持斯卡利。
尽管乔布斯是苹果电脑公司最大的股东，但他仍然被排挤出了苹果电脑公司，并且他在公司的经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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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没有发言权了。
（有趣的是，当苹果电脑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困难之时，董事会又将乔布斯返聘为苹果电脑
公司的CEO！
）　　正像图1-1中所指出的那样，外部人包括审计师、分析师、投资银行、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外部法
律顾问，这些人都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并且监督公司管理层的行为。
审计师审查公司的会计系统，并评估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否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投资者与其他股东则通过公开的财务报表来判断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前景、业绩与价值，以便做出
相应的投资决策。
尽管投资者可能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去验证公司的各项活动，但是会计师与审计师可以帮助投资者验
证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与公司的各种行为。
　　投资分析师则追踪某一特定公司，并针对该公司的商业活动进行独立的评估，最终将结果上报给
投资委员会。
人们期望分析师能够提供一个不带任何偏见且专业的评估。
投资银行帮助公司进人资本市场，同样也会与公司的管理层相互影响。
在公开募集资本之时，公司必须在监管当局注册文件，以便向潜在的投资者披露公司的经营状况。
投资银行帮助公司完成这一过程，并指导经理人该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运作。
　　美国政府还会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与美国国税
局（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监督公司的各项活动。
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上市公司，并制定相关政策以及在民事法庭上起诉
违规者。
但是，一旦涉及刑事诉讼，证券交易委员会则必须将诉讼移交给美国司法部（U.S.Justice Department）
代为处理。
美国国税局则制定相关税收制度，以确保公司像美国公民一样按时足量纳税。
　　为了应对公司与投资委员会的丑闻，美国政府于2002年颁布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The
Sarbanes-Oxley Act）。
从总体上而言，该法案创造了一个新的监察主体来监管审计人员，制定了有关公司责任的法律，并加
强了对公司白领犯罪的惩治力度。
为了解决相关治理问题，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均制定并采取了它们自己的治理标准。
　　市场力量也有助于约束公司管理层。
如果一名经理人或因为其不擅长于管理，或因为其滥用经营自主权而没有做好本职工作，这名经理人
所在的公司则有可能被收购。
经理人本人也会因此遭解雇。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对其所在公司潜在的被收购的恐惧感可能会成为对经理人的一种有力的约束机制
，这不但可以确保经理人尽最大的努力为公司工作，而且亦可以确保经营自主权得到相应的控制。
　　利益相关者同样也会监督公司的经营状况。
一些股东（像大型的机构投资者，例如养老金基金等）是积极主动的监督者。
债权人会去确认公司是否具有偿债能力。
雇员（如内部审计师）也可能监督公司，以确认公司是否处在健康运转的轨道之上。
另外，社会亦可以对公司灌输企业公民意识（a sense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以便使经理人对相关社
会团体具有一种责任感。
　　作为一个整体，这是一套相当震撼的监督机制。
但不幸的是，所有的这些机制均会在某一个时间段或另一个时间段内推动效力。
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即在于阐述公司的每一类监督者及其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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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目前，公司治理热潮在中国迭起，无论是学术界、政府监管部门，还是企业、投资者，甚至是一
般民众，都已意识到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相信该书能够为中国的公司治理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帮助，并为中国的公司与市场注入更多的信心
与信任。
　　——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 李维安　　结构完整、逻辑自洽、图文并茂、案例相辅、鲜活生动、通
俗易懂，一部经典的公司治理力作。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严若森　　此书简明易懂且实用，内容涵盖公司治理的主要
领域；提供了大量现实世界中公司治理的案例，生动有趣。
我把这《金&诺夫辛格公司治理》作为我大学时期公司治理课程的教材，并强烈推荐对公司治理感兴
趣的人阅读这《金&诺夫辛格公司治理》。
　　——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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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营班子的实战指南，世界一流公司治理权威的扛鼎之作，结合最新理论分析公司治理的中国经
典案例，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倾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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