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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提要 

中國共產黨自 1949 年接替大陸之政權，奉行社會主義實行高度集中

的計畫經濟體制，整個國民經濟就像一個大型工廠，導致國有企業經營績

效一蹶不振。至 1970 年代後期，大陸體認市場機制之重要性，引進市場

經濟，逐步開放國有企業之經營；而遲至 1990 年代後期，大陸才開始引

進公司治理之概念。 

就大陸近年來建立之公司治理制度，可看出其概念及具體措施是源自

於國外成熟市場之制度。其本質較為偏向英美模型；而組織則採類似德國

雙元制之董事會及監事會並存之架構。但由於大陸國有企業受限於國情、

政治體制及政府態度之影響，導致大陸國有企業之組織雖已轉型為現代模

型之公司，其體質仍存在許多問題。 

以大陸國有企業改建為上市公司之股權結構觀之，主要為國有股、法

人股及公眾股，各持股比例約佔流通在外股權之 30﹪。而其持股比例與公

司經營績效之關係，經多位學者研究，就理論而言，法人股之持股比例與

公司經營績效呈現正相關；國有股與公眾股之持股比例與公司經營績效呈

現負相關。因而主張國有企業改建為上市公司時，政府應減少對公司之持

股，並將持股移轉予機構法人始有利於國有企業改建為上市公司之公司治

理架構。然實務上，機構法人持股比例與公司經營績效呈現正相關之立

論，須配以完善之市場監管制度以產生制衡機制，否則，當機構法人成為

控制股東時，將能藉由移轉計價、金字塔結構等內部交易以剝削少數股東

之權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