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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的公司》

内容概要

中国公司治理的固有特点在于代议制度的缺乏，而更多关注于股东层面的权利冲突。公司法律制度拘
泥于"群商贮本钱做生意"的观念，而不同于发源地的以广义的委托-代理关系为中心形成的法律制度。
《代议制的公司：中国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关注于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制度，详细考察了从董
事会在中国的异化，到现行的权力责任配置，再到董事义务和责任，以及公司理论上的中国版本，并
基于比较法和实证法的视角，对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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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的公司》

作者简介

邓峰，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经济法、公司
法、证券法等领域非常著名的年青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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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的公司》

精彩短评

1、步步深入的探讨，最终回归到财产和实体（合同和权力）之间的公司本质的讨论，介由公共性理
论展开了董事会决策的权力和责任边界的论述。
2、看两个体系几乎完全对立的老师的书很容易精分=.=不过很喜欢看老师们在不同的课堂隔空掐架=.=
3、邓老师大作。很多内容在当年的公司法和经济法课程中已经涉及，细读一遍仍然收获颇丰。组织
之结构及其治理，条分缕析，通透明了。
4、作者近年来公司法论文的汇编。七章七篇。
5、本书又名《当我们讨论中国公司法时我在「企业法/公司法」课上所谈论的但没在〈普通公司法〉
里写到的是什么》
6、2016年第一本书，基本上是《公司治理与企业理论》课程的主体内容，看来这门课也快要消失了。
7、公司是政治组织的私化，而不只是融资或扩大生产的工具；董事会应是治理的核心(定位明确+权
责一致)。
8、虽然是14年底写的15年出版的书，虽然几乎是宏大地重述了公司法的结构，但是援引的案例几乎为
九几年的老掉牙案例，而且所提出的观点并没有超出之前的学界分析，再加上根本没有提及公司法修
正案三、四，不少观点现在都已经被修正案更新，不得不让我想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是不是13年之前。
9、虽然有些内容和普通公司法相似，但邓老师的书每一本书都值得读，无论是论文还是书都能看出
老师的学问态度
10、从股东中心到董事会中心，归根结底是政制问题。作者其实是把股东从所有者降格为投资者。也
即把主权者降级为附庸。被代表的，是公司这个person。同理，被代表的，是国家这个person。不是股
东，也不是人民。Ciepley那篇文章更好。宝万之争，难道仅仅是个公司治理问题？
11、解答了很多疑惑，不仅对公司更对组织有很多参考价值。更让自己深感很多知识都还给老师了，
能力不足的危险愈发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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