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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公司治理之良窳，維繫著企業經營健全與否。許多國際性組織日漸重

視公司治理議題，紛紛頒布公司治理相關原則及報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s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稱 OECD）

於 1998 年召開部長級會議，呼籲 OECD 各會員國政府、其他相關國際組

織及私人部門，應共同發展一套公司治理標準，並分別於 1998 年及 2004

年發布一套公司治理原則，俾利協助會員國及非會員國政府評估、改善其

國內有關公司治理之法律、制度及管理架構，並對投資人、公司及其他利

害關係人提供相關之建議及指導原則；世界銀行（World Bank）則於 1999

年底研提有關公司治理應如何推動之報告；歐盟則成立跨國研究小組，研

究歐盟各國企業之股權及其相關控管問題，以利對歐盟國家之公司治理問

題提供改進意見。由國際組織相繼提出公司治理相關報告可知公司治理之

重要性。 

美商麥肯錫公司（McKinsey and Company）於 2000 年針對全球超過

200家機構投資人進行意見調查報告顯示，有超過 80﹪的受訪投資人表示

當面臨兩家公司財務狀況相類似之投資標的時，願意付出較高代價以投資

治理結構較好的公司；而對每家公司所願意多付出的溢酬，將依國家別而

有差異。如以亞洲國家為例，受訪者願意多支付之溢酬比例為 20﹪到 30

﹪之間。此實證結果更加顯示公司治理之價值。 

在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造成許多國家之經濟成長率大幅度衰退，

Rajan 等人（1998）分析亞洲金融風暴形成之原因，認為金融風暴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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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導因於東亞國家公司之股權集中程度遠高於其他地區，再加上該等國

家之公司治理機制不構完善所致。 

自 2001 年起，一向被公認為公司法運作最具成效的美國，陸續爆發

恩龍（Enron）、默克（Merck ＆ Co.）、全錄（Xerox）、世界通訊（Worldcom）

等多起大型公司財務報表不實之醜聞，嚴重衝擊資本市場。使得學術界、

投資者與證券市場主管機關開始重新思考公司治理之機制，並認為應持續

進行研究與改革，因為公司治理之良善與否維繫著資本市場之健全以及能

否吸引國際資金的主要關鍵之一。 

中國共產黨自 1949 年接替大陸政權後，奉行社會主義實行高度集中

的計畫經濟體制，整個國家之生產、銷售與資源配置全由國家透過一套計

畫來調控，國民經濟就像一個大型工廠。國家不僅是社會資源的支配者，

亦是國有企業經營管理的主體，企業只是政府部門的附屬物，缺乏獨立自

主的權力。國有企業在缺乏市場競爭機制以及追求利潤誘因之限制下，導

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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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引進市場經濟，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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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引起產官學界人士之重視及探討。 

而從大陸近年來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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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處於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交界之過渡轉型

期，且受限於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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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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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大陸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經濟邁向全球化之行列，大陸官方採取

多項措施以吸引外國資金之匯入，此外兩岸經貿往來日益密切，對台灣資

金產生強大磁吸效應，大陸針對現存公司治理問題所採取之多項措施是否

能夠得到預期效果，以及其未來之發展，無疑是一個值得研究之議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公司治理制度之設計，無論是以英美為代表採用市場機制方法之公司

治理模型，亦或是以德日為代表採用所有權控制方法之公司治理模型，皆

必須依據各國之歷史淵源、政治情勢、法律制度、金融體制及經濟發展程

度而有所調整，以適合該國國情。 

大陸經濟改革開放，原存在國有企業之代理問題日益浮現，公司治理

制度之嚴重缺陷，逐漸在證券市場上顯現出來，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

（以下稱證監會）體認問題之嚴重，陸續頒布相關法令規定以防範彌補，

故本研究希望能對大陸公司治理相關議題作詳實彙總介紹。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包含以下三點： 

（一） 藉由理論文獻及世界各國之公司治理模型架構與國際組織頒

布之公司治理原則，能對公司治理相關議題有所了解。 

（二） 藉由大陸國有企業改革歷程，以了解大陸國有企業公司治理

現存之問題。 

（三） 針對大陸就上市公司之公司治理問題所採取具體措施，探討

該措施之實施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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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係以國際組織頒布之公司治理原則，參以專家學者之研究

報告結果、專書及網路文章等資料，佐以大陸官方頒布公司治理相關制度

之文獻分析法，並輔以財管、經濟及財政理論，藉由股權結構及法令規範

之公司治理組織結構，對大陸國有企業改革、公司治理問題及相關政策之

背景、問題及發展動向，加以分析研討。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全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緒論，敘述本研究撰寫之動機、目的、

方法及架構。第二章將藉由代理理論、資訊不對稱性及坐享其成等理論導

入公司治理之定義，並參酌英美、德日模式之公司治理機制以及 OECD與

世界銀行所發布之公司治理原則以闡述公司治理之內涵。第三章就大陸公

司治理組織架構之演進歷程作一個概念性介紹。第四章先就大陸公司之股

權結構及其與公司治理二者間之關係予以研究，次就大陸官方針對其相關

問題所擬定之政策作進一步之探討。最後，於第五章對全文研究作一結

論，並提出建議。 

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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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