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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日本公司治理变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研究结果大相径庭。
为了进一步揭示日本公司治理变革的实质，本书以“契约关系变革”为切入点，运用契约理论、利益
相关者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来研究日本公司治理的变革。
这一研究视角不但有利于揭示公司治理的契约本质，还有助于动态地解释变革过程，而且还为公司治
理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分立式研究结构。

公司治理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与公司利益相关的各契约方在平等博弈的基础上形成的权力制衡体
系。
本书从股东与经营者的契约关系、公司与债权人的契约关系、公司与雇员的契约关系、交易企业间的
契约关系四个层面研究日本公司治理的变革，并按照“契约环境变化一契约矛盾凸显一契约变革实践
一契约变革绩效”的框架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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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博，1974年12月生，满族，辽宁开原人，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经济、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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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权分离企业存在的“代理问题”最早由伯利和米恩斯（1932）发现并提出。
他们在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考察中，注意到企业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者
掌握企业控制权的事实。
发现了经营者作为投资者的代理人，会产生偷懒或违背股东利益行为的代理问题。
股东怎样有效地约束、激励经营者，使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为股东利益努力工作，降低代理成本，成
为代理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
①围绕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成果。
　　德姆塞茨和阿尔钦的团队生产理论。
德姆塞茨和阿尔钦（1972）从契约角度对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他们把企业看做一
种团队生产合约。
企业生产需要多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这就要求多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作。
企业的产出是联合产品，难以区分和计量单个要素所有者的贡献和产出，因此难以在要素所有者的努
力程度与报酬之间建立完全对应的因果关系，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
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搭便车”和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直接影响团队的生产效率。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有两个：一是使用市场机制，对团队成员形成进出压力，以避免团队成员的过度
投机行为。
但问题是，如果团队生产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在新的团员采取机会主义的代价小于其所获得的利益
范围内，仍然会存在机会主义激励，因而团队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二是建立内部监控机制，需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或监督者，由他们负责对团队成员的监控与激励，
并处理法律与合同的未尽事宜，即掌握“剩余控制权”。
而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物质资本投资者）最有资格充当监控者，也最有监督的动力。
所以，从团队生产理论中推导出监督者同时又是企业所有者的古典企业最有效率。
②团队生产理论对企业内部激励问题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研究存在以下两点明显不足：　　
（1）虽然承认了企业作为团队对投入的使用以及集权位置的存在，但并没有就企业与市场在资源使
用方式上的差异做进一步提升，而且抛弃了科斯重视企业内权威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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