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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已有的对上市公司控制权法律问题的研究多是动态性研究，即对控制权的形成与转让过程的研究（俗
称“并购”问题研究），本书的研究是静态性的研究，即把“控制权”当作一个细胞的研究。
　　控制权的法律基础是公司的股份，控制权的市场价值是控制权人对他人出资资产的控制能力。
正确识别上市公司控制权，必须善于正确识别隐形控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等控制权的表现形
式。
　　单一化的国有投资主体、权利的高度集中和非流通性是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三大基本特征。
我国上市公司特殊股权结构的形成根源于我国的政治制度、法律环境和股票发行上市的行政管理体制
。
股权的高度集中并非中国的发明专利。
在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较高程度上集中于国有持股人手中，较之于股权高度分散，并非弊大于利。
我国上市公司目前面临的基本矛盾并非股权分置，而是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冲突的根
源在于控股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剥夺和非法律剥夺。
　　各国公司治理的理论，主要有制度安排说、相互作用说、决策机制说、组织结构说。
本书作者认为，公司治理的实质是一种目标的追求，就我国上市公司而言，公司的基本目标应当是：
（1）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2）各类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和地位获得充分的保护；（3）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治理模式主要分为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
英美模式的外部环境是：股权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明显分离、证券市场发达；德日模式的外部环境
是：股权集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明显、证券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借款。
公司治理模式的演变越来越具有同化、互相补充的趋势。
　　我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主要缺陷是：（1）没有建立完善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2）没
有建立高级管理人员经营激励机制；（3）没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否认制度。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事实决定了内治型公司治理是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选择，内治型公
司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的基本结构即三会制度。
　　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关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
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越来越具有宽泛的趋势，应当缩减股东大会职权，扩大董事会职权。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基础是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数额的过半数或1／3，而不是公司总股份
的一定比例，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对保护股东的利益不利。
没有程序的严格要求，就没有权利的正当保护。
（3）中小投资者没有参与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的热情，其主要原因是控股股东控制着股东会的内容
与结果；便利中小投资者参与股东会决策的法律机制不完善。
完善股东大会制度，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1）完善类别股东分类表决制；（2）减少股东大会的
议事范围；（3）完善股东大会表决权代理制度。
　　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的实践是股东（主要是控股股东）选择董事的服从性、忠诚性的实践。
选择服从、忠诚而忽视创造力，本质上就是选择低效。
董事的选择标准应当是忠诚性和创造性并举。
　　独立董事充分发挥作用应当具备三个前置条件：（1）独立性。
指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时其身份的独立性，其实质是与控股股东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利益方面的
独立性。
（2）公允及善良意识。
公允及善良意识的本质是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下的思想修养。
对侵害他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在认识上的敏锐性以及对这种侵权行为的及时和正当揭示与制止，是
这种意识的核心。
（3）履职能力。
包括三方面：专业技能、时间保证、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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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应当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的对抗权法律制度。
该种对抗权只有在控股股东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滥用了权力、损害或可能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投资者和社会相关利益者时才能运用。
独立董事的对抗权主要包括：（1）知情权；（2）揭示权；（3）制止权；（4）诉讼权。
　　转变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不发挥作用的局面的两个基本假设：（1）独立董事的全部或过半数
从中小投资者中产生（或由中小投资者推荐产生）；（2）独立董事不直接从上市公司领取报酬，而
是从类似于“独立董事协会” 的机构中领取报酬。
　　限制国有股弊端，亦可以直接从减持上市公司国有股人手。
除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国有经济需控制的四类领域外
，其余领域的国有股权均可减持。
适用于我国上市公司减持国有股的方式主要有：回购、管理层收购、股权转债权、股权再融资、股权
转让和可交换债券。
　　与任何经营实体一样，上市公司的运作离不开“债”的存在。
为防止控股股东通过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司对债权人正当利益的损害，应建立和完善下列制度：（1
）控股股东与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连带责任；（2）债权人对债务人向他
人继续重大举债的无异议制度；（3）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银行对上市公司的相机治理制度。
　　上市公司同样具备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可能性。
下列情形下，司法审判人员可以考虑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由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人员混同；（2）主要财产混同；（3）虚假出资；（4）股东大会形骸化；（5）业务混同；
（6）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资产处置行为。
对于公司从事违法行为是否可以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应区别不同的情况对待。
　　追究与不追究公司控制权人责任的两难处境，客观上为公平原则的法律适用留下了必要的空间。
双方均有过错和双方均无过错，但导致的结果是债权人单方面的利益损失时，公司控股股东应以其历
史上从该公司获得的收益向债权人进行必要的补偿。
这种补偿机制又称控股股东对债权人的获利回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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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已有的对上市公司控制权法律问题的研究多是动态性研究，即对控制权的形成与转让过程的研究(俗称
“并购”问题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法律问题研究:缺陷与改良》的研究是静态性的研究，即
把“控制权”当作一个细胞的研究。
控制权的法律基础是公司的股份，控制权的市场价值是控制权人对他人出资资产的控制能力。
正确识别上市公司控制权，必须善于正确识别隐形控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等控制权的表现形
式。
单一化的国有投资主体、权利的高度集中和非流通性是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三大基本特征。
我国上市公司特殊股权结构的形成根源于我国的政治制度、法律环境和股票发行上市的行政管理体制
。
股权的高度集中并非中国的发明专利。
在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较高程度上集中于国有持股人手中，较之于股权高度分散，并非弊大于利。
我国上市公司目前面临的基本矛盾并非股权分置，而是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冲突的根
源在于控股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剥夺和非法律剥夺。
各国公司治理的理论，主要有制度安排说、相互作用说、决策机制说、组织结构说。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法律问题研究:缺陷与改良》作者认为，公司治理的实质是一种目标的追求，就
我国上市公司而言，公司的基本目标应当是：(1)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2)各类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和地位获得充分的保护；(3)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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