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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国有企业近30年的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构建法人治理结构等等制度变革
极大地提高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企业的绩效。但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权仍然由政
府控制。政府选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易导致经营者官员化、经营者选择行政化等等弊端
。国内学术界曾就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择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对于政府选择国有
企业经营者普遍持反对的观点，并认为国有企业经营者应该由董事会从经理市场选择。
然而，董事会一定能够选择到高能力的经营者吗？什么因素影响了经营者选择的有效性
？政府为什么不能选择到优秀的经营者？其制度根源是什么？*经营者选择方式的决定因
素是什么？什么因素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变更？公司业绩、治理结构和公司控制
权市场是否显著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变更和经营者的来源？总之，本文所要解决
的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如何才能及时更换低能力的经营者并代之以高能力的经营者。首
先，以代理理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的相关文献为基础，本文分析了董事会选择经营
者的有效性。
  本书的主要结论是经营者选择并不是一个“由谁来选择”或“采取何种选择程序”的
简单问题，企业是否能够选择到优秀的经营者，关键取决于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
市场约束机制是否健全，即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的独立性，以及外部经理市场和公
司控制权市场的完善，等等。因此，改革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择机制，必须从完善治
理结构和健全市场机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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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二章 经营者选择的相关文献综述
  第一节 国内学者的观点评述
  一、民营化论
  1995年，张维迎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问题。他认为，政府官员选择经营
者的种种弊端，其根源在于政府官员选择经营者的权力是“廉价投票权”。国有企业的
产权结构决定了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离，政府官员拥有选择经营者的权力，却
无需对其负责也并不因此获得收益。因此，政府官员选择经营者的权力是“廉价投票权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张维迎（1995）认为，为了确保只有那些有能力的人才会成
为职业经理并使经理受到恰当的约束，应该把选择经理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
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为此，必须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民营化改革。他提出的改
革思路为，将国有资本在国有企业中的普通股权转化为债权，当国有资本变为债权资本



，非国有资本填补了权益性资本的空缺时，国家也就将经营者的选择权交给非国有股东
（包括个人、集体和外资等）来完成。
  周江、杨海涛（2000）认为，可以通过国有资产的重组、股权化、债权化等多种方式
，将国有企业转变为非国有经济成分，使享有经营者选择权利的人承担与其行为对应的
责任。夏业良、姜建强（2000）提出把一个特定企业的选择控制权以股权的形式让渡给
若干个其他企业的经理。经理层是能够承担风险的自然人，只要让其拥有国有股权一定
比例的收益，就有能力和动力相互选择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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