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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t E.）1979年最早在《现代公司的治理》（On the Govemance of the
M0dem Corporation）这一理论文献中将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te）明确为一个“概念”至今，
尽管不足三十年，可公司治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企业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之一，它融入了产
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激励机制设计理论与合约经济理论的方法和成果，
极大地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改进了人们对经济体制、市场制度及企业组织的性质与运行的认识
。
　　公司治理是一种“对法人进行规制”的机制安排。
纵观公司治理的发展，可以看到，每当公司大规模出现倒闭、并购或接管、丑闻等，公司治理浪潮就
愈加高涨。
可以预见，2008年因美国次贷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引发新一轮的公司治理浪潮。
公司治理浪潮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由于一系列公司的倒闭，促使《卡德伯里报告》（cadbury
Repoft）、《格林伯里报告》（Greenbury Report）、《汉普尔报告》（Hampel Rel30ft）的相继出台，
从而掀起了全球性的公司治理浪潮。
自此之后，国际性组织、政府机构、机构投资者、大型企业、金融机构等纷纷出台各类公司治理原则
，力图对公司治理进行规范。
自有限责任公司取代无限责任公司成为现代公司的基本类型之后，利益攸关者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受到
重视，特别是股票市场推动了公众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公众公司涉及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广，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不仅仅是“有限理性”，还有可能使
“责任”越来越“有限”。
这些从客观上都需要对（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有限而合理的规制，微观反映在公司治理层面就是形成
一种机制安排，从公司内部治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层）、公司外部治理（市场治理、政府监
督）两个方面进行规制，使公司合乎规范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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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跨越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
研究课题。
同时，公司治理又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掀起了一个全球
化的公司治理运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完善公司治理看做是改善投资环境、夯实经济基础的必要手段
。
本书主要是从经济学视角来阐释和研究公司治理问题并构建公司治理理论体系的。
　　公司治理学是一门新兴的涉及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和法学等不同门类的交叉学科，由于发展
历史短，涉及学科多，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不同学者都是从自身学科背景出发来
分析和介绍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本书主要是从经济学视角来阐释和研究公司治理问题并构建公司治理理论体系的，遵循的是从一般到
特殊的思维逻辑，即首先分析公司治理的基本概念和一般运作机制，然后介绍实践性很强的公司治理
原则和评级，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治理进行研究。
这样的框架体系，有助于读者对公司治理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认识，并能够产生理论上尤其是经济学理
论上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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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论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跨越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多学科
领域的综合性研究课题。
同时，公司治理又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掀起了一个全球
化的公司治理运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完善公司治理看做是改善投资环境、夯实经济基础的必要手段
。
　　1.1　公司治理的含义　　1.1.1　公司治理的分类定义公司治理是一个舶来语，起源于美国，其英
文词是cotporate governance，其准确译法应是“法人规制”。
“法人规制”不是“由法人进行规制”，而是“对法人进行规制”，即“法人”是规制的客体，不是
规制的主体。
corpotate之所以应该翻译成“法人”，是因为需要规制的不仅仅是公司，还有非公司的企业法人和非
企业的法人，前者如没有公司化的家族企业，后者如非营利性组织(non—for—profit organizations)、公
共部门(public sector)等。
但是，在现代社会，规制的客体主要是公司法人，因此，把corporate翻译成“公司”未尝不可，但要
分析非公司的企业法人和非企业的法人时，就必须注意改正。
至于governance之所以应该翻译成“规制”，是因为governance指的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权利人之间的
相互制衡，是一种双向的制度结构，包括产权制度、约束制度、激励制度等；而中文的“治理”是一
种单向的行政管理，反映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如“治理国家”、“治理脏乱差”、“
治理整顿”等。
因此，将governance翻译成“规制”更符合本意。
由于“公司治理”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译法，为了使用的方便，我们只好也沿用这一译法。
但随着法人规制理论向更广泛领域的拓展，弄清它的本义就显得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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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司治理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跨越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研究
课题。
同时，公司治理又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掀起了一个全球
化的公司治理运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完善公司治理看做是改善投资环境、夯实经济基础的必要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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