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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南大学经济学科自1927年诞生以来，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了。
一代一代的经济学人在此耕耘、收获。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著名经济学家关梦觉等都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留学日本的著名老一辈《资本论》研究专家周守正教授从香港辗转来到河南
大学，成为新中国河南大学经济学科发展的奠基人。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周先生率先在政治经济学专业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河南大学
于1981年首批获得该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
1979年，我校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专门的《资本论》研究室。
1985年以后，又组建了我校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研究所，相继恢复和组建了财经系、经济系、贸易系
和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经济学院。
目前，学院已发展成为拥有经济学类全部4个本科专业、18个硕士专业、3个博士专业、1个博士后流动
站、两个省级重点学科点、2000多名师生规模的教学研究机构。
近30年中，培养了大批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并且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培训了大批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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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对近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运行情况进行介绍，并对制度设计与运行情况之间的
差异进行说明。
由于公司制度在近代中国有一个逻辑演进的过程，治理机制的变化较大，为了更好地把握各个时期的
不同情况，书中将近代公司的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对每个阶段有代表性的公司的治理机制进行
探讨。
在此基础上，对近代公司治理进行总体评价，并揭示近代公司治理在总体上失效的根本原因。
本书的最后，对公司治理在中国成功的可能性进行了理论性探索，认为制度创新应基于中国国情，以
集体主义取代西方的个人本位。
而其关键点则在于人民公告的培养，因为任何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背后都有道德方面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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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新伟，1969年生，河南商水人，1993年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99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取得历
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师、河南大学产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成员。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主要成果：在《天津社会科学》、《人文杂志》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并参
与多项省部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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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晚清时期的公司治理机制（1872—1911年）　　晚清时期，在外国公司的示范效应下，
经过商人与政府的博弈，先后产生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几种公司形式。
由于传统政治的影响，这些公司在进行经营时，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公司的模式进行治理，并出现了
种种弊端。
不过，问题的出现，也对公司的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促进了公司治理机制的创新。
　　一　中国公司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公司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经济逻辑发展的结果，
而是通过移植西方的制度实现的。
“中国初无公司之名，公司之法创自泰西。
”近代公司在中国的产生，是在西方公司的示范效应下，进行移植的结果。
当然，公司制度的移植，是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背景的。
只有深刻地理解这一背景，才能更好地把握公司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其治
理特点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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