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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体系中，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研究的基本课题
，也是人们一直在积极求索并尝试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治理是有关主体对企业作为赢利性商事主体的权力体系实施的规范和协调活动
，是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
公司治理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公司治理结构，而其内在的权力分配、责任划分、风险承受和运行效益评
价体系则构成了公司治理机制。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得以高效运行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但是，形式上完美的公司
组织结构，却不一定必然产生高效的公司治理效果。
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证券公司，虽然实行了符合传统公司治理理论的近乎理想化的公司治理结构，但
实行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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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长期跟踪我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情况和治理实效，对2004年以来的证券公司危机有丰富的感性
经验，并参与了某些证券公司的退市处理工作。
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作者采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立足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国情特色，
以事实说话，以法人财产权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信义理论和法的基本价值追求等理论为指引，深
入地解构了我国证券公司的权力生成、运行、监督和校正系统，对我国证券公司治理机制的上述种种
困境进行了分析和探究，结合国际上证券公司治理的成功做法，提出了以公正地维护核心利益相关者
权益作为公司治理目标、创建有各核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代表）大会作为证券公司权力源泉、
选择性适用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制度，以及加强证券业诚信文化建设和中介机构的监督参与机制等一系
列具有实用价值的建议，为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新视角和研究参考，对推动
完善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和建立相关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治理机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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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日本证券公司治理机制的启示　　第一，相对宽松的证券公司准人模式，为证券业的充分竞
争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监督环境。
日本金融业法修正后，证券业改为登记制，行政部门对于是否可开业而实施裁定的范围缩小了，既可
以促进监管部门专注于风险监管和合规性监督，又利于促进新的证券公司加入，自由开展业务，实现
了衍生产品自由化和竞争充分化。
　　第二，员工对公司治理的积极参与和对公司的归属感。
这是日本证券公司和一般公司治理中都有的一种共有特性，或者也可谓日本企业文化的一种基本质素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模式，对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决策及运行构成最有影响
力的内在制约。
　　第三，有选择性地适用独立董事制度。
在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为防止董事和经理层高管的内部人控制，维护股东权益，设立了独立董事制
度，而同时取消监事制度；对于规模较小，股东可以有效行使对公司的控制权的中小型券商，则继续
沿用原来的监事会制度，以维护股东以外的其他核心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这种因规模和公众性不同而选择性地适用两种不同的内部监督机制，避免人云亦云，浪费公司资源，
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
　　第四节我国香港地区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　　香港经济繁荣发达，股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
达30％，证券市场品种丰富，运行规范，为证券经纪人制度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基础性条件；同时，
香港社会分工较细，生活工作节奏普遍较快，大部分人无暇从事较为专业的证券投资活动，也不具备
专业的投资知识和投资技巧，职业股民较少；而且，香港社会个人信用制度较发达，居民愿意委托证
券经纪人理财。
另一方面，从事证券投资并获得成功需要进行细致深入的市场分析调研，这样，香港证券经纪人制度
也就应运而生。
香港证券经纪业务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散户多，约每五名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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