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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管理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各种制度中，工商管理硕士（MBA）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富有成果的制度，
它培养的是高质量的、处于领导地位的职业工商管理人才。
工商管理硕士教育传授的是面对实战的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而不是侧重理论研究；注重复合型、综
合型人才培养，重视能力培养。
在发达国家其已经成为培养高级企业管理人才的主要方式。
我国正式开始引进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制度始于1984年。
但是早在1980年，按照1979年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由美方派遣管理教育专
家来华培训我国企业管理干部的要求，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成立了坐落在大连理工大学的“中国工业
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
在开始的几年内，办起了学制为8个月的厂长经理讲习班，其教学内容是按照MBA教育的框架“具体
而微”地设计的，并开设了MBA教育中所有的核心课程。
这种培训教育曾被认为是“袖珍型MBA”，这可以说是MBA理念引入我国的开始。
1984年开始，根据中美两国有关合作进行高级管理人员的第二个五年的协议，由中国的大连理工大学
与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合作开办三年制的MBA班，这是对我国兴办MBA教育的一次试点。
与此同时，培训中心将美国教授在大连讲学的记录整理出版了一套现代企业管理系列教材，原来共9
种，后来扩展为13种，这套教材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发行超过百万册，填补了当时缺乏面向实际
应用类型教材的空白，也为后来的MBA教材建设奠定了一个基础。
我国从1991年开始，正式开办MBA专业学位教育。
在经过10多年的实践和摸索之后，中国的MBA教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目前中国拥有MBA招
生和培养资格的院校已经有100余所。
这种专业学位的设置使我国的学位制度更趋完善，推动了我国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多样化，使学位制
度进一步适应科学技术事业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MBA教育需要适合面对实战的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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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旨在帮助企业界人士以及普通高校各级各类学生了解公司治理。
教材全面介绍了公司治理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方法和手段以及公司
治理模式等，从基本概念到最新理论与实践都有简要而又综合的阐述。
教材具有内容全面、实践性强、易于自学等特点，并以案例为引导，在各章章末都设有案例作为佐证
和参考。
　　本教材可供普通高校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特别是MBA层次的学生作为教材选用，也可供广大对公
司治理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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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彦文博士，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
主讲公司理财、公司治理、财务会计和审计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理财和公司治理；主持、参
与科研课题30余项，发表论文40余篇。
张晓红博士，大连理工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国际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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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制度决定成败：轮流分粥的启示有七个人曾经住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平凡而且平等的，但不免
自私自利。
他们每天要分一大桶粥，要命的是，粥每天都是不够的。
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
于是，每周下来，七个人各自只有一天是饱的，即自己分粥的那一天。
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而且还有剩余，其余六天都饥饿难挨。
大家认为这种办法造成了资源浪费。
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
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
于是又换了另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且最好。
阿克顿勋爵得出的结论是：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强权就会产生腐败，于是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贿赂他，从而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瘴气。
然后，大家开始组成三人的分粥委员会及四人的评选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
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种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已凉了。
最后大家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他人都挑完后再拿剩下的最后一碗。
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那碗粥，每人都尽量把粥分得平均，而就算不平均，也只能认了。
这样，大家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
同样是七个人，不同的分配制度，就会有不同的风气。
对此，现代经济学是这样表述的：制度至关重要；制度是人选择的，是交易的结果。
好的制度浑然天成，清晰而精妙，既简洁又高效，令人为之感叹。
所以，一个单位如果有不好的工作习气，一定是机制问题，一定是没有完全地公平、公正、公开，没
有严格地奖勤罚懒。
如何制定这样一个制度，是每个领导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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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司治理》：21世纪工商管理特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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