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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前言

公司治理问题，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之后便产生了，但是各国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全面研究则
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此后逐步走向深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国有企业的现
代化改造之后，也开始逐步关注公司治理问题，并于20世纪90年代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公
司治理问题产生并日趋复杂化的几十年间，有关公司治理的成果层出不穷。这不仅反映在各国公司法
的不断改进上，也反映在各种公司治理准则、原则、指南等文件的不断公布上，还反映在学者的推陈
出新的著述中。公司治理的研究是必要的、重要的，也是复杂的。严格地说，公司治理属于跨学科的
研究范畴，对它的最初关注，产生于美国的法学家伯利和经济学家米恩斯的开创性的合作成果《现代
公司与私有财产》。他们的合作以及他们的著作开创了有关公司治理的经济学研究和法学研究的先河
。在后续的公司治理研究中，经济学和法学研究呈现出彼此交融、彼此借鉴的态势。我相信，这一态
势必将持续下去。当然，公司治理不仅牵涉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也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伦理学的
研究。研究公司治理，应立足于本土化。公司治理的研究肇事于英美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
治理模式、原则、制度等对其他国家的公司治理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日益加强的背景下，有关公司治理的研究更加呈现出彼此借鉴和融合的态势。究竟这种态势是一种趋
同，还是差异依然存续，可谓观点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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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内容概要

《公司治理:理论与制度》以公司治理为研究重点，结合法学、经济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探讨了公司治
理问题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等诸多问题。在研究视野上，将公司治理问题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提出
公司治理的演进路径：在体例构建上，以“为谁治理”和“如何治理”为切入点，探究公司治理的目
的和公司治理的方式。在研究范围上，将公司治理从内部治理扩展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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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作者简介

赵玲，1978年7月生。199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取北京大
学法学院研究生，2006年硕博连读毕业，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
学院任教。 曾在《法学杂志》、《河北法学》、《科技与法律》、《中国税务》、《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翻译出版《公司治理的循环性危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公司治理：趋同与存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反垄断法：经济学原理和普通法演
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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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书籍目录

绪论一、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二、公司治理的研究范围三、公司治理的研究视角（一）跨学科视角（
二）本土化研究（三）互补性研究第一章 公司与公司治理一、公司的本质（一）法学视角中的公司（
二）经济学视角中的公司二、公司治理和公司治理模式（一）公司治理的含义（二）公司治理模式三
、公司治理的文件与法律（一）公司治理文件（二）公司治理与法律第二章 全球化与公司治理一、全
球化的界定二、全球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一）全球化条件下影响公司治理的因素（二）治理趋同论
和治理差异论三、我国公司治理的构建（一）构建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二）我国公司治理的现状（三
）我国公司治理的趋势第三章 公司治理的目的一、股东至上主义溯源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三、
对股东至上主义的反思（一）扩大的个人和缩小的社会（二）财产权视角的阐释（三）股东财富不等
于公司财富（四）经济学与法学切入点的差异四、公司的多元治理（一）多元治理的理论基础（二）
多元治理的实现路径第四章 公司治理的路径——内部治理篇一、治理路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一
）含义（二）现状二、股东权（一）保护股东权的依据（二）股东的原权利（三）股东的救济权（四
）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五）股东权益保护的限制三、董事的义务和责任（一）董事的义务（二）董事
的责任（三）董事的补偿（四）董事与高管的责任保险四、公司监控（一）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二
）大陆法系的监事会（三）我国监控制度的构建第五章 公司治理的路径——外部治理篇一、外部治理
的路径二、产品市场的竞争三、融资市场的控制四、控制权市场的争夺五、经理人市场的制约主要参
考文献附录：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司治理原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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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章节摘录

第一章公司与公司治理一、公司的本质任何一种社会存在都不可能只成为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公司
也不例外。公司既然是法律授权成立的法人，因此必然涉及法学对公司的认知，但是公司的营利性本
质又使得公司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对于公司本质的认知，法律和经济学具有不同的切入点。一般
而言，法学强调法律对公司法人资格的确认，因此必然涉及国家权力的介入；经济学强调公司是解决
市场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认为公司是一系列契约，因此暗含着排除了国家权力介入的倾向。两者的
研究视角均具有一定合理性，关键取决于立法者或者法学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究竟是倾向于管制，还
是倾向于自由。（一）法学视角中的公司对于公司的本质，大陆法系形成了三种学说，即法人拟制说
、法人实在说和法人否认说。这三种学说的产生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因此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对公司
本质的认识。1.法人拟制说（artificial person）14世纪以后，后期注释法学派巴特鲁斯等人建立了“法
人拟制说”，认为，只有自然人才是实在的人类，法人则是无肉体、无精神的观念上的存在，是法律
的拟制产物。18世纪末期，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进一步发展了法人拟制说，他认为，民事主体必然要具
有意思表示的能力，否则就不能享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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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后记

后记与正文的区别也许在于，在完成严谨、正统的论证之后，可以写上一点轻快、活泼的文字，来记
载自己的心得，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们。回想自己的求学经历，可以用“简单”这个词汇来描绘。
早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升入北京大学就成为了我的不懈追求。1996年，我如愿考入北京大
学法律系（1998年，吴志攀教授将法律系改建为法学院）读本科。期间，我对北大由一种远距离的欣
赏，转变为一种融人其中的体验。此后，我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业，于2006年获
得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任教。在求学和工作中，我一直坚持
对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的研究。读博期间，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委托，翻译出版《公司治理：趋同与
存续》、《公司治理的循环性危机》，并参编多部相关著作。在工作中，承担学校“十五”211项目“
公司法典型案例评析”、“十一五”211项目“外资并购与中国经济安全立法”。本书是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课题“中国公司治理变革的难题及法律对策”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够对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的研究
提供借鉴。本书既是我对以往求学和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进一步研究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的新起点
。本书得以交付出版，需要感谢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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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编辑推荐

《公司治理:理论与制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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