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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有公司治理结构与现实运作关系个案研究》在梳理国有公司治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一家
国有公司——S公司为个案，沿着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分析路径，从组织的制度合法性出发，探
讨了中国国有公司治理结构与实际运作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
中国国有公司普遍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在实际的公司治理中，国有公司运作往往并不依照法人治
理结构进行，出现了组织结构与运作的明显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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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俊杰（1971.10-），男，河南长葛人，先后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
所、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现为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是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
近年来，先后主持、参与国家、省级社科基金项目数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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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放权让利阶段，S厂改革的目标是扩大经营自主权，提高生产效率。
从整个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进程来看，放开经营权是对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
最初探索，是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调整的起点。
通过放权让利，S厂从原来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具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利益的经
济实体，与国家关系有了初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企分开；企业拥有了对利润的部分支配权
，调动了企业与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在此基础上，S厂的委托一代理关系逐渐形成：厂长在国有企业的中心地位和法定代表人地位重
新确立，作为受托人经营国有资产，而企业党组织的工作重心则转到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贯彻
党的路线方针上。
随着S厂职工代表大会的建立，职代会及工会的地位和权力得到明确，在企业管理中赢得了一定的话
语权和决定权。
同时，S厂获得了一定的人事管理权和干部任免权，出现了干部能上能下、工人择优录用、按贡献大
小分配的可喜状况，企业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有所改变。
　　当然，放权让利的改革只是在管理层面上赋予S厂一些自主权，绝大部分企业经营权和收益权仍
为国家所牢牢控制着，S厂仍然不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应有的经营自主权与经济利益尚未得到
落实．企业也不承担国有资产经营的责任。
企业治理结构的主体实质上仍然是国家行政机构，特别是经济计划和管理部门，主体单一性和行政性
只是从表面上看来稍稍有所改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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