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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了解历史，就难以改进现实并预知未来。
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公司治理变迁，才能更好地把握公司治理变迁的未来方向；只有
充分了解中国自身的公司治理变迁，才能使我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在全球化进程中既顺应世界潮流又能
体现中国的特殊性。
因而，加强对公司治理变迁的研究非常必要。
200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则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这样的时点“盘点”公司治理变
迁，无疑更富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然而，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企业都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它不仅需要在经济上
是有效的，而且必须在政治上是合适的。
所以，作为多种制度安排在进化博弈中形成多重均衡结果的公司治理及其变迁过程，不可避免地深受
嵌入于其中的政治环境的影响。
遗憾的是，在公司治理变迁的以往研究中，政治似乎成了一个既无法驱除又捉摸不定的 “幽灵”，只
能被无奈地看作“黑箱”。
本书详细考察了政治因素对公司治理变迁的影响，从而揭开了笼罩于政治中的神秘面纱，旨在重新唤
起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并为考察公司治理变迁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
　　所谓的政治基础，就是在特定意识形态背景下政府的介入与各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的博弈。
它主要由三个相互联系着的部分组成：第一，意识形态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世界看法的一套信念，它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
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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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了解历史，就难以改进现实并预知未来。
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公司治理变迁，才能更好地把握公司治理变迁的未来方向；只有
充分了解中国自身的公司治理变迁，才能使我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在全球化进程中既顺应世界潮流又能
体现中国的特殊性。
因而，加强对公司治理变迁的研究非常必要。
200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则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这样的时点“盘点”公司治理变
迁，无疑更富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然而，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企业都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它不仅需要在经济上
是有效的，而且必须在政治上是合适的。
所以，作为多种制度安排在进化博弈中形成多重均衡结果的公司治理及其变迁过程，不可避免地深受
嵌入于其中的政治环境的影响。
遗憾的是，在公司治理变迁的以往研究中，政治似乎成了一个既无法驱除又捉摸不定的 “灵”，只能
被无奈地看作“黑箱”。
《公司治理变迁的政治基础》详细考察了政治因素对公司治理变迁的影响，从而揭开了笼罩于政治中
的神秘面纱，旨在重新唤起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并为考察公司治理变迁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
所谓的政治基础，就是在特定意识形态背景下政府的介入与各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的博弈。
它主要由三个相互联系着的部分组成：第一，意识形态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世界看法的一套信念，它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
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
通过对21个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就当代中国的公司治理变迁而言，意识形态与公司治理之间存在一个协同演化的过程。
第二，政府的介入。
相对于经济目标而言，政府对实现政治理想、提高政府合法性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政治目标的追求具有
更为基础的意义。
一般来说，政府介入公司治理变迁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拟定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建立公司治理的法
制基础；拓展公司治理制度选择的空间。
不过，政府的双重身份和“掠夺之手”，会造成政府行为的“本质两难”。
因此，政府介入公司治理变迁存在必要的限度。
第三，利益集团的博弈。
利益集团是由已经意识到存在共同利益的人们组成的，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以自觉的方式联合起来参
与政治过程，并试图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决策的非政权性集合。
在公司治理变迁过程中，官僚、股东、银行、经营者与职工等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较大。
从静态角度看，公司治理变迁的方向主要由一个国家中的强势利益集团决定；从动态角度看，公司治
理的变迁乃是各主要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不断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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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与公司治理变迁　　诺斯（2004）认为，经济变迁的过程，往
往是先诱发一套信仰，信仰引发形成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制度在社会空白领域引入越来越多的政策，
政策改变了现实，现实又返回去修正信仰。
诺斯的这一洞见虽不乏批评，但却有助于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公司治理变迁的基本逻辑。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是先于相应的公司治理实践的。
正是这一套新的信仰体系，引发了当代中国一系列新制度的建立。
为了巩固这些新的制度，而且是出于这套新制度的本能，政治系统出台了一系列改变现实公司治理状
况的政策。
随后，公司治理的改变又使得各利益相关者原有的意识形态或多或少地得到修正。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对未来新中国国
体、政体及基本政策的设想。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
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1949年2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新中国的经济纲领与政策。
随后，党中央又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高度概括的新民主主义经
济政策。
由于上述政策包括了四个方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个对象即公方、私方
、工人、资本家、城市、乡村、国内、国外，因此又被简称为“四面八方”政策（武力，1999，p．74
）。
这些思想和建议，基本都被于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接受，并写入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与《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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