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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司法与公司治理》

前言

　　褚红军博士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多的修改，完成了《能动司法与公司治理》一书，并
请我作序。作为他的博士指导老师，我感到高兴。　　在公司法领域内，公司治理是一个重大研究课
题。公司治理既涉及公司股东、管理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否实现，也关系到公司生存和竞争
能力的提高。因此，以规范公司权力行使为内容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公司法的核心和精髓之一。
尤其是上市公司治理，因为与股票市场紧密相连，也成为证券法规范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
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相继爆发了一系列上市公司违规丑闻，国际上一些大公司因治理结构不合理
，管理不善而相继倒闭。因此，公司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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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能动司法与公司治理》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法院在公可治理领域为什么
应当采取能动可法的价值取向，回答了司法实践中解释适用公司治理法律规范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能动司法与公司治理》把宏观的法哲学问题与部门法中的具体法律制度的解释适用紧密结合，从而
使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司法救济机制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司
法者的司法价值取向如何，决定了司法救济机制能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救济、规范和引导作用，直接
关系到公司法关于公司治理的规定能否发挥应有的规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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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红军，法学博士，现任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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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判断    第四节  违反忠实或勤勉义务的司法救济     一、违反忠实或勤勉义务民事责任的性质    二、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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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二、对公司关联交易进行法律规制的法理基础    三、对公司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主要方式  四、我
国《公司法》关于关联交易规定的不足  一  第三节  不当关联交易民事责任的承担  一、不当关联交易
的内部民事责任  二、不当关联交易的外部民事责任  三、因公司关联担保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  第四
节  公司关联交易纠纷案件司法实务问题  一、公司关联交易诉讼的主要类型    二、审理涉及公司关联
交易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    三、关于法院对关联交易进行司法审查的合理性及审查标准问题    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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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能动司法与改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  一、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能动主义  二、法院在公司治理领域发挥
司法能动性的合法性基础    三、法院在上市公司治理领域发挥司法能动性的现实性基础    四、司法机
制在公司治理领域发挥司法能动作用的法律文化基础    第三节  公司治理领域司法能动性的内容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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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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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将公司治理解释为一种契约（合同）关系。认为公司治理制度的理论基点是建立在公司与其
组成人员之间合约关系基础之上的权利义务配置关系。这有两层含义：（1）公司治理是一种由一系
列不完全合约组成的合约关系。在公司治理关系中，公司被看做是一组合约的联合体，“这些合约治
理着公司发生的交易，使得交易成本低于由市场组织这些交易时发生的交易成本”。由于公司行为人
的行为具有不完全（或称有限）的理性和明显的机会主义的特征，因此，“这些合约不可能是完全合
约，即能够事前预期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对各种情况下缔约方的利益、损失都作出明确规定的合约
”，而是表现为一些并不能对合约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作出明确恰切规定的所谓“不完全合约”。
（2）公司治理的功能在于合理地配置权利、义务和责任，其中最主要的是配置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
权，即确定在合约未明确规定或未预期的情况下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分配。这种不同于独立法人的观念
启发了公司治理的新思路：各种以合同关系联结起来的点（利益集团）被放人公司治理的体系内，无
所谓公司内外的分别。股东、管理层、消费者、雇员、供应商，以银行为代表的公司债权人都是影响
公司治理后果的参与力量。　　二是将公司治理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美国斯坦福大学钱颖一教授认
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包括投资者、
经理、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制度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应包括：如何配置和行
使控制权；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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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称为公司法的司法干预更合适，类似于一般的公司法书，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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