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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日本启示》应用组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公司治理模式为主
要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这一模式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以及构成这种结构的
各种要素所具有的激励效果和相互依存关系加以论述。
并通过同其他国家的对比，试图寻找出对建立中国式公司治理模式具有启示性的结果。
《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日本启示》是一部集作者十余年研究成果，从多种角度、系统性地论述
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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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战后日本股份公司的演变历程　　股份制是与国家政治制度并存的一种经济制度，是当今
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大经济现象，在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由国家、工会组织
和股份有限公司构成了最典型的社会制度体系。
所谓股份制实际上是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服务工具，它的建立与实施既规范和
控制着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又发挥着有效的组织生产活动和合理分配社会生产物的经济职能。
在股份制发达的国家里，它作为独立存在的经济制度，自然成为一大社会制度，进而决定人们在股份
公司组织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因此，揭示股份制的实质、功能及其结构，又是理解当今日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日本不仅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还是独具传统文化的国家。
因此，日本的股份制明显地带有既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性，同时又带有与自身独特传统文化相适
应的特殊性，表现出了双重内涵并存的股份制特征。
　　一　演进过程：从家族企业到法人企业　　战后日本建立起来的法人式股份制企业，是在战前家
族式股份制企业的基础上，经过战后民主化改革逐渐完善起来的。
日本的股份制虽然仍带有一些旧体制的痕迹，但却融进了新制度的内涵，可以说是东方文化圈中较为
成功的一种股份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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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日本启示》是关于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的专著，书中
以日本公司治理模式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这一模式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
构，以及构成这种结构的各种要素所具有的激励效果和相互依存关系加以论述。
并通过同其他国家的对比，试图寻找出对建立中国式公司治理模式具有启示性的结果。
《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日本启示》是一部集作者十余年研究成果，从多种角度、系统性地论述
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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