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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競爭、社會公平與股權分散途徑：     

從尤克斯事件談起 

洪美蘭* 

摘  要 

表面上而言，尤克斯事件雖說是俄國政府單純的追討逃漏

稅案例，但事實上卻揭露了俄國現階段政經發展上的許多問

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在於，突顯出過去經濟轉型錯誤私有

化政策之貽害 － 社會資源集中化致使貧富差距擴大之社會不

均。然而，以自由主義為理論基礎的經濟全球化，強調市場自

由，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行為通常會引來質疑。以尤克斯事

件為例，俄國政府加強查緝逃漏稅，雖非著眼於獲取所得重分

配效益來改善俄國當前最為人詬病的貧富不均現象，而是希望

藉此強化政府對俄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影響力且具有不完全競

爭性質的石油生產部門之掌控能力，贏取長期資源的公平分配

效益。但此次干預舉動卻立刻引起國內外投資者對俄國市場自

由化信心的動搖，影響外來投資，甚至可能導致本國資金外移

之負面效應。事實上，在市場自由競爭掛帥的經濟全球化下，

雖帶來許多正面經濟效應，卻也極易落入所謂托拉斯化的資本

主義：社會資源越趨集中化，形成貧富差距擴大、社會不均等

現象。這種問題不僅發生於俄國，台灣近年來為了因應全球化

競爭而進行的民營化和金融改革等經濟變革，亦引發許多爭

議。因此，自由化競爭與社會公平之衝突已經是經濟全球化後

普遍存在於各國的經濟現象。若政府要矯正市場扭曲，改善市

場寡占或壟斷結構，理論上，股權分散途徑乃是可行方案之一。

                                                 
* 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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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球化競爭下，此途徑應注意哪些落實層面的問題？換

言之，本文希望對於改善社會不均之政策，提出一個新的思維

方式，以茲輔助過去傳統思考邏輯上，社會福利補貼及稅賦的

所得重分配途徑。 

 

關鍵詞: 全球化競爭；社會公平；股權分散途徑；尤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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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經濟全球化以自由主義為理論基礎，強調市場自由競爭，

追求全球資源配置的優化與效率化，藉由貿易全球化、資本全

球化、跨國企業與知識經濟等途徑來提高人類福祉，因而發展

為各國無法抗逆的經濟成長動力之一。換言之，多數的國家皆

希望透過經濟全球化來推升本國的經濟發展。故俄羅斯從 1993

年起積極尋求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這個目前在國際經貿架構中，全球化最重要的典型代

表組織。目的即在於希望藉由強化與國際經濟整合，獲取全球

化經濟效益來裨利其經濟發展。然而，全球化競爭帶來許多正

面經濟效應的同時，卻也產生了相當多的負面影響，例如：財

團化、壟斷、貧富不均、「大者恆大」、「贏者全拿」、「新殖民主

義」等問題。也就是市場自由競爭落入了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所謂托拉斯化的資本主義(trustified capitalism)，突顯

出自由市場中的不公平現象與問題。其中，最重要的負面衝擊

之一就是，全球化地激烈競爭促使富者更富，只有少數的獲利

分配到薪資階級身上，造成勞資關係惡化、社會貧富不均等現

象。故近些年來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逐漸復甦1，致使全球化

再度面臨自由主義與保護主義之拔河戰。 

 

更糟的是，經濟全球化亦弱化了政府傳統的社會經濟職

能。例如：在全球化競爭下，各國競相爭取投資，紛紛提供各

項租稅優惠措施或其他誘因來吸引投資，其中租稅競爭將迫使

大部分國家的平均租稅水準下降。也就是說，有錢人(資本、勞

                                                 
1 See Forrest H. Capie, Protectionism in the world economy, England: E. Elgar, 1992 and 

Warner M. Corden, The revival of protectionism, New York: Group of Thirty,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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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會往低稅國家或地區移動，結果高稅賦國家將受害2。而對企

業提供租稅優惠亦將引發另一層面的社會公平性問題。再者，

平均租稅水準下降勢必導致政府稅收減少，其可能須面臨財政

壓力與社會福利支出間矛盾性困境。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發展

下，政府想要以傳統市場經濟理論中，經由稅賦政策和社會福

利措施途徑獲得所得重分配效果來解決或落實經濟社會中的公

平性問題，此類政策操作將變得越趨困難。故本文提出股權分

散途徑，希望作為改善社會不均政策的另一種新思惟方式，以

茲輔助過去傳統思考邏輯上，社會福利補貼方式和稅賦的所得

重分配途徑。 

 

此外，根據「熊彼德假設」(Schumpeterian Hypothesis)，壟

斷性的大廠商較能研發創新而具競爭力。故在全球化競爭下，

為了建立本國具有國際競爭力大廠商，易造成經濟資源集中化

的不公平現象，惡化社會貧富不均問題。例如：台灣近幾年來

為了因應全球化競爭而進行的民營化和金融改革等經濟變革，

就引發了許多爭議。因此，自由化競爭與社會公平間之矛盾與

衝突已經是經濟全球化後普遍存在於各國的經濟現象，並已經

成為另類全球化之全球性問題。若政府要矯正市場扭曲

(distortion)，改善寡占(oligopoly)或壟斷的市場結構(market 

structure)，理論上，股權分散途徑乃是可行的方案之一，然而，

全球化競爭下，此途徑應注意哪些落實層面的問題，亦是本文

探討的範疇。 

 

 

 

 

                                                 
2 黃耀輝，「全球化把租稅降低了」，經濟前瞻，台北：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頁 115。 



全球化競爭、社會公平與股權分散途徑：從尤克斯事件談起 

55 

貳、尤克斯事件之意涵 

表面上而言，尤克斯(Yukos)事件是俄國政府單純的追討逃

漏稅案例，但事實上卻揭露了俄國現階段政經發展上的許多問

題，譬如：外資法規和稅賦制度之不完善，使得企業可以充分

利用引進外資之法律漏洞來達成節稅避稅之目的；引進外資促

進國家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矛盾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乃在

於，暴露了俄國過去經濟轉型中錯誤私有化政策之貽害與經濟

社會效應。經濟轉型過分強調「私有」，導致社會資源集中化，

為少數人所壟斷，進而促成俄國現今經濟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之

窘境。故俄國政府此次加強查緝逃漏稅的舉動乃是醉翁之意不

在酒，其主要目的並非在落實稅賦制度，增加稅收，稅收效果

只能說是附帶效應罷了，其實質上乃是在於藉此收回和強化對

俄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影響力且具有不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性質的石油生產部門之掌控能力，著眼於長期資源

的公平分配效益。  

 

首先，從尤克斯自行公佈的最新股權結構來看，其 60.5%

的股權為梅納捷普集團(Group Menatep)所有，3這是一家成立於

1997年主要經營石油、天然氣、電訊通信科技、多元化資產配

置投資(diversified portfolio investment)等活動的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4。雖然尤克斯的ADR(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也於

2001年 3 月上市，流通於美國、德國和英國等資本市場，5但其

                                                 
3 Yukos, Investor relations – Shareholding structure 
（http://www.yukos.com/new_ir/Shareholding_structure.asp, 16 November 2005.） 

4 Group MENATEP, （http://www.groupmenatep.com/, 16 November 2005）. 
5 Yukos, Investor relations– Stock information, 
(http://www.yukos.com/new_ir/Stock_information.asp, 16 Nov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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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僅佔尤克斯 12.8%的股權6。而尤克斯是當今世界第四大私人

石油公司，且在私人石油公司中其所擁有的已知石油蘊藏量是

全球第一。7由此可知，其大股東梅納捷普集團掌控了多龐大的

能源資源。而基於股權的受益分配權，使其享有該公司相當大

的獨占利潤，勢必將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惡化俄國社會不

均問題，充分地顯示出社會資源集中化的不公平。而這個現象

出現在曾經實施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俄羅斯，與蘇聯社會主義

時期所強調「社會資源共有共享、按勞分配」的理念，正好形

成強烈的對比，對俄國人民而言，當然難以接受。 

 

不過，若從產業特質來看，能源產業本身就因市場進入條

件(condition of entry)門檻較高而具備不完全競爭的特性。從市場

理論(theory of markets)而言，這類產業通常由於賣方集中度(seller 

concentration)偏高，而呈現出寡佔的市場結構。故它正是理論上

所謂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的特殊情況。有鑑於市場失靈或為

了社會公平正義目的，政府介入干預市場，在理論上是合理且

有其必要性，這些政府的經濟職能，亦正是政府在市場經濟中

仍有其存在空間的意義。 

 

然而，政府的介入並不表示一定能達成其調節任務。以尤

克斯事件為例，俄國政府加強查緝逃漏稅，雖然一方面可向企

業財閥宣示政府落實稅賦制度之決心，讓稅賦所得重分配效果

發揮；另一方面又可增加政府稅收，增加其社會福利支出之可

能性，提高社會福利國家移轉之重分配效應，雙管齊下達成舒

緩社會不均之目的。但是，俄國現階段社會貧富不均的問題相

當嚴重，以最常用來衡量社會分配不均度(inequality measures)的

                                                 
6 Yukos, Investor relations – Shareholding structure,  
 （http://www.yukos.com/new_ir/Shareholding_structure.asp, 16 November 2005）. 
7 Yukos, “YukosSibneft – creating a new internatinal energy major”,  
 （http://www.yukos.com/new_ir/pdf/YS_presentation.pdf, Apri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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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而言，俄羅斯的吉尼係數在國際評比中

經常是名列前矛，例如：1995年俄國的吉尼係數為 0.447，僅次

於墨西哥，且明顯高過於「國際警戒線 0.4」；而千禧年8其吉尼

係數則為 0.434，雖有改善但仍與國際平均數字高出許多，9表示

俄國現在社會不均情況顯然比其他國家嚴重，難怪貧富不均問

題是當前俄國人民和政府最為關切的議題之一。貧富差距問題

如此嚴重，而想要以傳統市場經濟理論中，稅賦和社會福利移

轉之所得重分配效果來改善，短期間內，其成效是有限的。更

何況，尤克斯事件已經引起國內外投資者對俄國市場自由化信

心的動搖，影響外來投資之流入，甚至可能導致本國資金外移。

換言之，俄國政府此次的干預行動，對於改善俄國當前最為人

詬病的貧富不均現象，並未能帶來立即有效的實質成果，卻反

而影響市場之私人投資動向。 

 

不過，就長期而言，若俄國政府藉由此次查稅舉動能成功

地收回具壟斷性特質的資源產業之掌控權，修正過去私有化錯

誤，使其能源政策回歸國際慣例 － 即「國家掌控策略性經濟

資源，以玆維護社會消費權益和獲取資源利潤公平分配效益，

但主要仍由民間經營，以提高生產效率，達成公平與效率雙贏

之目標」，則對改善俄國目前社會資源集中壟斷與貧富差距之困

境將有所助益。然而，俄國目前正積極參與經濟全球化，尋求

加入世界貿易組織，面對市場開放自由的國際壓力，政府大刀

闊斧的查稅行動，當然易引來國內外投資者對這個曾為共黨專

制國家之市場自由化政策質疑，致使國內外投資轉趨觀望。換

言之，俄國政府近些年來在能源產業上的保護主義色彩越趨顯

                                                 
8 各國資料由於調查方法、調查目的與所得定義的差別，其國內數字通常無法直接拿 

  來作為國際比較，基於國際比較基準需一致，而國際評比數字目前只公佈到千禧 

  年，故僅以此為例。 
9 Luxemberg Income Study, http://www.lisproject.org, 16 Nov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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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對內而言，已經引發聯想為所謂新國有化和新權貴階層將

興起；對外而言，外商只能參股或與俄國政府合作開採10，無法

在其認為最有投資價值的領域上大舉投資，加速俄國能源產業

的現代化。而這些問題和現象皆不禁令人質疑是否會陷入所謂

的政府失靈(government failure)，意即政府干預而引來不良副作

用或政府能力與公共政策的限制。而政府失靈的問題和影響有

時候是更甚於市場失靈的。 

 

因此，簡言之，尤克斯事件實是根源於市場扭曲，市場結

構的失衡導致社會不均。而且此事件亦突顯出在全球化競爭

下，政府干預市場之正面效果尚未發酵時，卻可能已經帶來其

他負面影響。因此，為了避免經濟社會從市場失靈又陷入政府

失靈的窘境，改善社會不均，達成社會公平正義的方法，應當

追本溯源，從根本來思考和改變。既然社會不均是根源於市場

扭曲、市場結構失衡，而理論上股權分散途徑乃是政府矯正市

場扭曲，改善寡占或壟斷的市場結構的可行方案之一。故股權

分散途徑應當可作為輔助過去傳統改善社會不均政策的另一種

新工具與新契機。 

 

 

叁、股權分散途徑與社會公平 

從上述可知，市場結構失衡通常會惡化社會不均問題。但

是，許多現今市場經濟體的結構失衡多肇因於自然獨占(natural 

monopoly)，即企業因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多角化經營

(economies of scope)或創新(innovation)而使其市場集中度(market 

concentration)偏高，進而對該產業具有壟斷能力。針對這些具備

                                                 
10 2005年 9 月 16 日俄國公佈合作開採能源的外商合作名單，表示將借重於外商之資

金與技術，透過合作開採協議，以助益俄國能源產業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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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完全競爭特質的產業，例如：俄國的能源產業，由於其呈現

出賣方市場的性格，增加供應商或賣方來達成市場競爭，在實

質上是難以落實的。也就是說其生產面的產業特質很難改變，

然而又要避免因為這些特質而讓社會上此類產業的經濟資源過

分集中，淪為私人壟斷，損害消費者權益和導致社會不均。所

以，經濟理論上建議由官方直接經營自然獨占性產業，邏輯上

即由官方獨占利潤，然後全民共享，達到社會公平目的。但是

公營事業所帶來的X無效率(X-inefficiency)問題，意即實際成本

超過技術上可達到的最低成本11，形成資源配置的浪費，卻是時

有所聞，這亦是為何許多國家紛紛走上民營化改革之路的原

因。因此，透過政府介入生產領域來符合社會公平期望，常常

會陷入效率與公平的矛盾。故本文提出從分配面著手來改善社

會不均問題。而理論文獻上討論不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且在經

營權與所有權分離的現有企業常態下，股權分散有助於社會福

利水準的提高12，顯示股權分散途徑可以作為從分配面來思考改

善社會不均的方式之一。 

 

股權分散與社會福利水準關係之研究是鑒於當今廠商多處

於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的狀態，即現實社會中，大多廠商的經

營權是由專業經理人掌控，但依據經理人經營廠商理論

(manager-controlled firm theory)發現，經理人執行生產計畫時，會

抱持其生產偏好，例如：追求銷售額極大化以獲得好名聲

(prestige or reputation)，但這並不一定與股東們想要追求的利潤

極大化目標一致，因此，雙方溝通協調(bargain or negotiate)成為

企業決策的關鍵，而雙方交涉能力(bargaining power)的強弱決定

                                                 
11 張清溪等，經濟學(上冊)，台北：翰蘆，2000，頁 308。 

12 參閱：林鴻裕、張杞楠，「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下的乘數效果與社會福利水準分 

   析」，經濟論文叢刊，第 27 輯第 3期，台北：國立台灣大學經濟系出版，1999年 

   9 月，頁 35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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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權分散程度。當股權越集中，表示股東的交涉能力較強，

而相對的經理人之交涉能力較弱，由於股東偏好追求利潤極大

化，所以會傾向於將產品定高價，而使物價水準提高，導致市

場扭曲，因此，社會福利水準會下降。反之，當股權分散時，

廠商行為會較趨於完全競爭，而使經濟體系趨近 Pareto 最適，

進而使社會福利水準提高。13 

 

因此，所謂股權分散途經是指，政府盡量促使經濟體系內

的股權分散，以獲取資源配置的優化和提高整體社會福利水

準，避免股權集中化，而使股東所有者因追求自己的所得而損

害一般家計消費者同時也是勞動供給者的所得支出，藉此平衡

資方與一般社會大眾的所得。甚至進一步可藉由將產業的所有

權分散，讓社會更多人成為股東之一，然後透過所有權中的利

益分配權益去增加民眾的所得，提高人民所得，進而使社會所

得更平均。 

 

換言之，股權分散途經並非建議由政府立法來刮分或均分

產業的所有權，亦非主張由政府主導、管理或監督企業的營運，

形成「與民爭利」或產權模糊的情況，因為這些都將有損市場

機制的運作。而是建議在市場機制下，盡量促使經濟體系內的

股權分散，讓同時為消費者、勞動供給者和股權持有人的家計

單位之所得能提高，達成社會福利水準提升之目的，進而舒緩

社會不均問題與衝擊。 

 

然而，在企圖以股權分散途徑來改善平衡社會不均問題之

際，卻不能忽略經濟效率也是必須考量的。不能為了公平而過

份折損經濟效率，因為這將可能使經濟成長窒息，而導致社會

                                                 
1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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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入過去共產主義時期的均貧情境。譬如，一般而言，股權若

過分分散將可能使企業失去核心投資者(core investor)，而可能影

響企業決策效率，進而損及企業運作效率 (operational 

efficiency)。加以經濟全球化的激烈競爭，如何運用此途徑，有

必要進一步地討論分析。 

 

 

肆、全球化競爭與股權分散途徑之運用 

經濟全球化強調各國開放市場，透過自由交換來提升全球

的社會福利水準，其努力的目標亦在於增進人類的福祉。因此，

當今主流思潮正如許多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其看

法傾向於「市場是歷史真正的推動力」。然而，全球化以自由主

義為旗幟的市場競爭，在帶給人類更優質的經濟生活之同時，

亦產生許多問題。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不公平的競爭與激

烈競爭造成優勝劣敗下的貧富差距擴大。但是，如同德國基爾

全球經濟研究所總裁與資深經濟學者紀爾許（H. Giersch）和歐

美的菁英們所認為：「全球化的過程已是趨勢，是不可逆轉的」；

「人們應該去適應它，而不是抗拒它」。也就是說，即使有些保

護主義思潮與力量的反對，但基本上而言，全球化已經演變為

一種不可逆轉和難以抗拒的趨勢。為了適應它，各國只能強化

自身的全球競爭力，別無選擇，因為它是當今全球進步成長的

主要動力之一。 

 

論及競爭力，根據「熊彼德假設」 (Schumpeterian 

Hypothesis)，壟斷性的大廠商較能研發創新而具競爭力。故在全

球化競爭下，為了建立本國具有國際競爭力大廠商，讓經濟資

源集中於有競爭優勢的少數企業，形成國內市場結構趨於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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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競爭市場，以玆對抗國外大廠或跨國企業的競爭，似乎是合

理。但這將引起社會資源分配不均與不公的質疑，且將可能惡

化社會貧富不均問題。例如：台灣近幾年來各界所關注爭論的

民營化和金融改革等經濟變革，即是肇因於迎接全球化競爭的

來臨。事實上，不僅是俄羅斯和台灣，經濟全球化後，各國普

遍皆存在著自由化競爭與社會公平間之矛盾與衝突，並已經成

為另類全球化之全球性問題。 

 

故在跨國企業的強烈競爭下，本國境內若欲自行培植具國

際競爭力的企業，又要避免經濟資源集中之社會不公問題，則

可評估運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下的股權分散途徑，讓這個壟

斷社會資源的大企業，雖然其經營權集中於該企業的經理人，

目的在對抗全球化競爭，但其所有權分散，即股權分散，則可

提升社會總體福利和讓更多人分享獨占利潤，相信多少能避免

或舒緩社會資源分配不均的不公平問題與爭議。更何況，經濟

全球化的另一項重要爭議就是，全球化利益多由資方取得，薪

資階級從其中獲益有限。所以，政府除了盡量將股權分散外，

甚至可評估將股權分散予該企業之員工。而根據弗朗次的實證

研究亦證明：經營者擁有較多所有權的企業效率明顯較高。其

中，私人合作社的經營績效優於同一地區的非合作社。14因為員

工、經理人擁有部分股權後，亦成為公司所有者(股東)之一，在

工人也是老闆的情況下，其為企業盡心盡力之動機自然提高，

有助於提升企業的生產效率。因此，股權分散途經，在讓員工

亦有參與的情況下，不但可提升企業效率，又可紓解社會不均

問題，可說是一舉兩得。 

 

此外，在經濟全球化下，最常見用以提升本國產業競爭力

                                                 
14 See Roger S. Frantz, X-efficiency: theory, evidence, and application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p. 9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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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之一就是吸引外資，使其帶來新的營運文化或策略，以

玆裨益於企業現代化，促進產業升級與發展，藉此提升經濟效

率，助益於強化競爭力。因此，在全球化競爭下，各國也相互

競爭，紛紛提供各項租稅優惠措施或其他誘因來吸引外資，其

中的租稅競爭甚至迫使大部分國家的平均租稅水準下降。故在

經濟全球化發展下，政府想要以傳統稅賦的所得重分配效果來

落實社會公平的操作變得越趨困難，且更加突顯出財政壓力與

社會福利支出間的矛盾性。換言之，經濟全球化在無形中弱化

了政府傳統的社會經濟職能。 

 

再者，積極吸引外資亦會帶來失去民族工業與導致全球地

區性發展不均的隱憂。因為雖然全球化會驅使各國發展出其具

有「比較優勢」的產業領域，但是通常開發中國家或未開發國

家在發展過程中，其多數產業，相對於國際市場而言，皆處於

「幼稚產業發展階段」，在面臨國內缺乏資金投資時，可以吸引

外資來促其發展。但是面對外商或跨國企業的強力競爭下，經

濟資源之所有權與經營權可能因此為外國企業所壟斷，這就陷

入了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所謂托拉斯化的資本主義

(trustified capitalism)，帶來全球地區性發展不均與失去民族工業

之危機。這類全球化的缺陷在近幾年來已經越來越明顯，所以

導致保護主義再次抬頭。「保護主義」所關切的公平性議題與「愛

國主義」、「民族主義」結合，提出「後殖民主義」與「依賴理

論」的警訊，並要求各界重視「全球化市場開放，以吸引外資

來加速產業發展、提升經濟效率」和「保護本國企業發展與弱

勢團體權益」之矛盾。而這也是為何俄國最近的能源政策，一

方面趨向於鼓勵與外商合作開採；但另一方面又欲立法限制外

資入股戰略性和敏感性工業15的原因，其保守色彩越趨明顯是可

                                                 
15 2005年 5 月 11 日俄國總統普欽建議立法限制外資入股戰略性和敏感性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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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理解的。因此，在吸引外資來提升國內產業競爭力的同時，

應避免本國重要經濟資源之所有權與經營權為外國企業所壟

斷，而失去主導性。所以，運用股權分散途徑，來替代傳統稅

賦的所得重分配和社會福利政策改善社會不均時，也可評估讓

外商參與股權分散，以獲得引進外資，提升產業競爭力的附加

效果，但需特別注意股權結構，避免為外商壟斷。 

 

由上述可知，面對全球化競爭，無論是從本國境內自行培

植具國際競爭力的企業或以吸引外資來提升國內產業競爭力的

方式，最終都會有社會不均的隱憂。而欲運用股權分散途徑來

輔助達成社會公平目標時，仍必須注意，雖然企業所有權分散，

但仍需確保其經營權是集中於專業經理人。換言之，需確保企

業是由一個有效率的經營團隊來管理，避免因所有權分散而使

經營權亦趨於鬆散，而影響企業的運作效率，損其競爭力。若

股權分散的對象為外商時，則需考量有關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

問題16，而股權結構則成為關鍵因素。 

 

 

伍、結  論 

尤克斯事件突顯出俄國社會不均乃根源於經濟資源被壟

斷，龐大的獨占利益只由少數人獨享，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急速

擴大，惡化社會不均問題。但在全球化自由競爭下，寡占或獨

占的不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卻越趨明顯，此發展趨勢對於社會公

平相當不利。自由競爭與社會公平的衝突和矛盾已經成為各國

普遍面臨的議題，儼然成為另類的全球化。然而，在經濟全球

化發展下，各國為了提升本國之國際競爭力，相互競爭，致使

                                                 
16 參閱：鄭通漢，經濟全球化中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北京：國防大學出版，1999；  

   龍文懋，全球化与經濟安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發行，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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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經濟理論中改善社會不公政策之效果已經遭受挑戰與影

響。故本文從社會不公的根源思考，提出股權分散途徑來作為

全球化競爭下輔助改善和解決社會貧富不均的方法之一。 

 

股權分散途徑的目的就是希望在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的現

實常態下，讓企業之外部所有者(股東)能發揮制衡力量，確保企

業經理人會盡心盡力協調控制，以同時達成所有者(股東)及社會

整體的利益。因此，從本質上而言，這可說是所謂公司治理

(corporate governance)17 概念的延伸與運用。也就是從原本利用

外部所有者(股東)來制衡確保經理人會為公司盡心盡力，延伸為

運用外部所有者(股東)和經理人的交涉情況來影響總體社會之

福利，進而改善社會不均。不過，由於股權分散途徑之目標在

於提升總體社會福利，故其與公司治理剛好相反，希望外部所

有者(股東)之力量越小越好，也就是股權越分散越好。 

 

然而，在全球化競爭下，企業的運作效率相當重要，不能

為了達成社會公平目標而影響經濟效率。從本文分析亦發現，

運用股權分散途徑，雖會有所謂股權過分分散而影響決策效率

的顧慮，但事實上只要在採取此途徑的過程中，確保其經營權

集中於專業經理人或專業經營團隊即可解決，而且在經營權與

所有權分離的企業常態下，要達成這種「專業分工」並不難。

再者，若股權分散的對象為企業職工時，甚至是有助於提升企

業的生產效率的。不過，若股權分散的對象為外商時，則需考

量有關國家經濟安全之相關問題，故需特別注意股權結構。 

 

因此，總體而言，在全球化競爭下，以股權分散途徑來輔

助傳統的經濟社會政策，協助達成社會公平目標，應當是可行

                                                 
17 參閱：洪美蘭，經濟激進轉型策略 - 中東歐之經驗與啟示，台北：翰蘆，2002， 

  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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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雖然此概念尚未成熟，但卻應當是值得進近一步深入思考

研析的途徑之一，本文亦僅是拋磚引玉地初步提出這項新思

惟，希望引起各界正視和共同思考全球化自由競爭與社會公平

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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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competition, social equity and the approach of 
decentralized the total voting stock: a study from the Yukos event 

Mei-lan Hung (Lily)* 

Abstract 
 

Although the Yukos event is the simple case of Russian 
government's demanding for tax evasion, but in fact, it has revealed 
that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Among them,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lies in the legacy trouble of wrong privatization policy during the 
pa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the concentr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that leads the inequality of soci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expanding. However,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akes liberalism a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o it emphasizes free 
competition. Therefore, the behavior of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 economy will usually attract the query. Taking the 
Yukos event as an example,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ctively 
investigates and seizes the tax evasion, although with a view not to 
obtain income redistribution effects for improving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inequality that Russian condemns at present, but hope to 
get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fair resources distribu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of controlling on the 
production department of nature petroleum, because this industry 
has a character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vertheless, this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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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diately caus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o suspect 
liberalization of Russian market. It will influence the inflow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ven cause the national capital to outflow. 
In fact, under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free 
market competition, although br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it is also 
easy to fall into the so-called “trustified capitalism”: social 
resources trend towards concentration,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expanding and the social inequality. This kind of 
problem not only happens in Russia, but also in Taiwan.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Taiwan is going on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form for globalization competition. But it causes a lot of 
disputes. So, the conflicts between liberalization competitions and 
social equality generally exist in various countries aft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us, although in theory the approach of 
decentralized the total voting stock is one of the feasibl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oligopoly or monopoly of market structure and 
social inequality, but under globalization competition how to 
implement. The issue also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on; social equity, approach of  
          decentralized the total voting stock; Yukos ev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