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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是历史上空前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引入和创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
会转型。
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经过短暂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工程。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在市场中逐渐产生出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
企业家是市场化组织中的重要角色，是创造财富并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
他们的管理实践是在西方企业进入过程中通过直接的学习观察并结合中国本土情景和制度因素的创新
过程，计划经济时期的记忆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可以观察到一个融合、学习、改造和创新的过程是
这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管理实践的主旋律。
但同时另外一个旋律在形成越来越大的声音，这就是来自于管理科学作为一个知识发展的力量在逐渐
发挥作用，通过观察、研究和知识的扩散，管理学者和咨询专家等在执著地拓展结合中国特定情景的
管理学知识体系，并寻求与管理实践紧密地结合。
通过商学院的教育培训和科研体系，全球的管理学知识与中国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正成为企业家知识系
统中的重要内容，可以预期，一旦企业家的管理实践和研究者的知识创造这两个旋律达到和谐共生的
地步，中国的企业成长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书介绍如何有效结合企业的各种治理制度并使之产生更高的公司治理绩效是家庭公司治理不可忽
视的研究范畴。
本文的贡献就在于理论地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公司治理机制、探讨了怎样造就好的公司治理并作了必要
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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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　　1.1　理论思考　　1.1.1　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公司治理的内
生模式　　伴随中国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人们可以观察到诸多形态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共存
和发展（如国有或民营资本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局面。
不少文献指出民营企业的市场绩效显著优于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原因是两者目标或运作存在明显的差异
所致。
国有企业因为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由此带来了组织的低效率。
然而，深入的个案经验则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证据：尽管国有企业承担一些如过度就业和历史遗留问题
的负担，但它们也长期获得政府多方面的政策补贴、支持以及在各种重要资源获取上的优势，更有不
少企业获得政府保护下的行业进入垄断，这在民营企业则成为了显而易见的劣势。
如果考虑到此因素，国有企业因为社会目标而导致效率低下就得不到很好的解释。
在竞争性市场，潜在的终极解释或许可凝聚为企业之间制度或机制的差异（Estrin，2002）——企业家
精神的发挥最终会使得企业在发掘利用市场机会、开发新产品和市场、形成组织能力等一系列方面形
成竞争优势。
作为理论推断，我们提出：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得到更好地发挥可能是影响两类企
业之间绩效差异的主要解释变量。
　　关键的问题是民营企业为什么能很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设想一个极端的情况：企业所有权完全或
绝对地掌握在企业家手中，这也就是学术界常提及的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其首要特征表现为所有权和
控制权的合一。
依托于该类治理结构，民营企业的治理基本无须担忧传统概念的委托代理问题，因为其本身就不存在
控制权的代理。
此刻的企业家个人利益和组织的利益方向大体是一致的。
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有助于形成一种内生化的自我约束机制，这种自我约束机制最终受来自
市场竞争秩序的牵制，企业家只有遵循这种约束条件才可以获得市场的认可，所谓创造利润从而创造
股东或利益相关者价值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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