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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对国企效率的思考，《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管理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投资效率为研究主题，期望以实证结果来证实、发现一些问题。
研究结论是：国企投资效率低下是一个伪命题，“国”字号是国企投资效率提升的关键。
这实质上反映出当前中国存在投资与出口导向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以及公司治理
低效三个基本问题，并继而提出了相应对策。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管理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的特色之处在于：构造了一
个企业投资效率研究的开放系统，把宏观、中观与微观进行了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同
时注意了计量分析方法与博弈分析方法的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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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克敏，女，1973年3月生，湖北南漳县人，管理学博士、副教授。
近年来对证券投资、公司金融与治理、市场营销、产业经济、区域经济有浓厚兴趣，并以证券投资分
析贯穿所有兴趣点，具有证券从业资格，投资风格较为稳健。
个人崇尚理性、尊重科学、注重勤奋、追求进步，致力于和谐关系构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选题背景
　　二、选题意义
　第二节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目的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研究思路与架构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第三节 核心概念的诠释
　　一、效率、效益、效果的联系与区别
　　二、投资效率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研究现状简述
　第二节 投资效率研究简述
　　一、宏观投资效率研究
　　二、微观投资效率研究
　第三节 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现状简述
　　一、MM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
　　二、利益冲突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第四节 基于心理学视角的企业投资非效率思考
　　一、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
　　二、从众心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
　　三、投资者情绪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
　第五节 本书与上述文献有何不同
　　立题依据不同
　　二、研究对象不同
　　三、研究内容不同
　　四、研究思路不同
　　五、研究结论可能不同
　第六节 相关文献对本书的指导作用
　　一、国有企业治理文献对本书的指导作用
　　二、宏观投资效率文献对本书的指导作用
　　三、微观投资效率文献对本书的指导作用
　　四、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文献对本书的指导作用
第三章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经验分析
　第一节 宏观经济投资效果分析
　　一、宏观经济投资效率测算方法
　　二、宏观经济投资效率测算
　第二节 行业投资效率分析
　　一、行业投资效率分析思路
　　二、行业投资效率（2000～2009年）统计（均值）分析
　　三、2008年行业盈利状况的深度分析
　第三节 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测算
　　一、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测算（一）
　　二、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测算（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

　第四节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测算
　　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测算
　　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显著性检验（一）
　　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显著性检验（二）
第四章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有效率的原因分析
　第一节 投资超额价值形成因子与国控公司投资效率
　　一、整体回归分析
　　二、交互回归分析
　　三、非交互回归分析
　第二节 从投资决策因子透视国控公司投资效率
　　一、基本情况说明以及前期偏相关分析
　　二、投资决策因子回归分析
　　⋯⋯
第五章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有效率的作用机理
第六章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有效率反映出来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七章 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对策
第八章 研究结论、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

章节摘录

　　（2）控制权的分类问题。
　　第一，一般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
剩余控制权是指契约中那些未经明确指定的活动的决策权。
它超出了企业所有权限能够控制的范畴，企图明确任何个体的任何单独的剩余控制权是不可能的。
一般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则可视为对立关系；日常经营活动中，一般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比较容易鉴
别。
　　第二，一般控制权与最终控制权。
日常经营活动中，一般控制权与最终控制权很难辨别。
最终控制权一般是指以股权投票权来表决企业的重大事项，如企业重组、任免企业经营者、上市或投
票权规定。
最终控制权算是一种特殊的一般控制权，由于它只能在公司治理结构的最上层——股东大会上行使，
因而被冠以“最终控制权”。
　　第三，名义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
现实中，股东们只拥有股票，总裁以及高级管理者却控制着公司①。
即股东拥有名义控制权，经理拥有实际控制权，在公司内部也就有名义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之分。
二者背离正是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
　　（3）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的分享与对应问题。
　　控制权是与企业经营权的释放同步的，控制权即是通过企业经营、投资等经济行为的控制，来追
求所有权利益以及公司的发展。
该过程中，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假定为完全利他的，这与经济人自私自利的假设相悖，也不符合现实—
—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有利己的愿望与动力的，这包括对剩余索取权的追求以及谋求控制权收益的可能
性。
剩余索取权是对资本剩余的索取（总收益减去合约报酬）权力，也就是对利润的索取，即经营者分享
利润。
控制权收益则是指控制权所有者凭借控制权占有的全部价值因素，包括关联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内
幕交易、过度报酬和在职消费等形式所获得的全部收益②。
　　所有者注资并不是为了资本利息，而是为从企业经营中获利。
也正因如此，所有者权益除了包括对所有权进行交易获利以外，从公司经营利润中获得相应权益是其
获利的另一种方式。
从根本上说，对公司盈利性的追求更是所有权的意愿，而交易所有权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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