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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企业内部人控制是基于委托－代理制度而产生的一种现象。
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是代理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
在现代公司中，资本所有权与经营决策权在股东与董事会之间发生了分离，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由
董事会运作经营决策权。
但董事会并不具体管理公司的日常生产和经营业务，而是聘任专业经理人员来执行这一职能。
这样，在股东、董事会、经理之间就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说，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根据被代理人的委托，在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内，以被代理
人的名义进行相应的活动。
委托－代理也称意定代理或授权代理，因为它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前提的，即委托人的授权委
托。
　　在现代公司中，经理的职权范围一部分是根据立法而定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董事会和经理之
间的职权划分不是一个法律程序，而是一个经营程序。
在实际经营中，哪些权力属于决策权，哪些权力属于执行权，有时很难明确区分。
而且，为了经营上的需要，经理有时必须要具有若干决策权，或者是向董事会提出授权的建议。
遇到这种情况，股东和董事会往往很难否决。
于是，从公司发展历程看，产生了权力向经理人员倾斜的现象。
正如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所指出的，在现代公司中，由于股东的分散，加上管理者在代理权的谈判中
的优势，使管理者的权力上升，并使管理者能相对有效地独立于所有者。
一般的结果是，管理者在某些限度内能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因而会将企业导向偏离所有者期望的利
润最大化目标。
这就是所谓“内部人控制”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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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研究（1949-2002）：一个经济思想史和法经济学的视角》试图从国有
企业的微观构造上研究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对比传统国有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组织构造的异同。
对比国有企业组织目标与自然人目标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中组织目标与自然人目标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研究（1949-2002）：一个经济思想史和法经济学的视角》旨在研究国有企
业的组织日标与自然人目标之间的冲突发其校正。
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既可以从宏观上研究它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又可以从
微观上研究它的组织构架和组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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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一、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
化三改造”运动，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量成立。
国有企业为我国工业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于认识水平的历史局限，当时是把国有企业与计划经济捆绑在一起的。
1978年以后，我国进行了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改革，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原有的国有企业运行模
式也一直进行着不断的调整。
到2002年，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放权让利改革阶段。
这一阶段依次选择了利润留成、两步利改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形式。
其改革特点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没有触动，仅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权进行下放，使企业获得了一
定的利益激励。
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
国家在上一阶段的改革没有达到激活国有企业改革目的的情况下，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化、资本化
、股份化的改造，其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
度。
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上，除了国有独资企业外，其他的国有企业引进了更多产权形态，有的产
权形态是外国资本，有的产权形态是本国的民营资本，有的产权形态是集体资本，国有企业在这一阶
段里的改革中，突破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格局，使国有企业成了以公有制产权为主体或主导的企
业形态，但这一阶段的改革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到1996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负值。
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向第三阶段发展。
三是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阶段。
党中央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明确提出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命题，这一命题的含义是：要搞活国有
经济，可以通过放开一批国有企业来实现，具体来说，就是要抓好大型国有企业，放开小型国有企业
。
这一方针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被进一步明确为我国的国有经济在今后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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