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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

际化进程，成为每个企业经营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新世纪全球范围内的一

些大公司在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暴露了公司治理体系的缺陷，这就使我们有必

要重新审视现行的公司治理方案。公司治理是一个相对较新并且不断演进的研

究领域，其发展受到众多学科，如：金融学、经济学、会计学、法律、管理学

和组织行为学的影响。公司治理领域常涉及股权结构和融资体系，譬如：如何

决定公司治理、在做出公司经营决策时公司管理层的适度权限、应该分配多少

剩余索取权给公司经理层、投资者怎样才能确保经理层不滥用权利营私牟利、

股东如何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和经营运作等，要圆满回答这些问题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因为已有的公司治理模型都不能完全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试图整合公司治理中的关键问题是本文的重要尝试。本文考察了全球的主

要公司治理体系，分析了现阶段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问

题，并结合某大型国企，阐述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如何解决所有权集中、财务融

资、薪酬管理、内部人控制以及发挥内外部监管作用等问题。 

 

本文将公司治理系统分为两个层面：公司治理模式及公司治理方案的选择，

从剖析中国公司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治理问题及其面临的挑战出发，全方位探

讨了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出现的公司治理问题，并且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

中的公司治理模式及方案的选择，以及如何明确此类公司的治理模式、如何对

治理机制和治理方案进行选择和优化开展了研究，就所有权结构、内外部监管、

财务融资机制、风险防范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中国企业；  国际化；  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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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questions of how could 

Chinese enterprises go to the world and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s well as adapt themselves to it, are required to be considered by each enterpriser 

and manager. The unsealed scandals of several large-scaled enterprises in 21st 

century, exposed deficienci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ompelled us to 

scan the current mod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s a newly emerged and 

developing research 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influenced by 

many other subjects, such as finance, economics, accounting, law,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Generally, problems involved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clude: how could the structure of ownership and financing determin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how much power should be allocated to managers when made decisions; 

how much residual income right should be assigned to managers; how to avoid 

managers abusing the endowed power to profits themselves; how could shareholders 

influence the company's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and oper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provide a unique satisfactory solution for all , since the existing modes can hardly 

solve these problems entirely. 

 

In this paper，an important attempt is focused on integrating the major critical 

issu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Based on an actual case of a large-scale 

multinational state-owned enterprise, it reviewed main system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nalyzed the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Besides, it also raised solutions for centralization of ownership, 

and the financing structure, salary management, insider control, 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In this paper, the system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s theoretically and how to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one practically. Rooted on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manage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t discusse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oroughly, and made a rational analysis of how to distinguish these different modes 

as well as how to choose and optimize these mode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Furthermore the author also expressed the own option of how to deal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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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f ownership,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the mechanism of 

financing and risk precaution etc.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Treatment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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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言 

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如何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如何实现企业国际

化，成为每个走出去的企业经营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虽使我国

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在现阶段无法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

中的不利地位，也无法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现代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经济全球化有可能使我国

产业结构更趋低级化、边缘化。同时，过度发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还会

使自然资源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因此，这种现状亟

待扭转，并阻止其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能够很好地适应以自己为主导而制定的经济规则

和经济秩序，没有制度和体制方面的限制，只有协调各利益集团方面的困难。

而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由于市场机制还没有充分建立，对市场制度

的支持能力较弱，因此适应不熟悉甚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显然是困难的。 

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但由于历史

发展进程中他们已经具有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经验丰富、产业结构优化等优

势，且处于全球经济“中心”，因此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小。而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则不具备上述优势，因而各种挑战势必对其造成更

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十分明显的时期，我国企业在规模、效益、

研发能力等方面表现得虽不尽如人意，但企业的经营范围及竞争对手主要在国

内市场。由于长期的经营历史和对本土的深刻了解，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一

些保护政策，尚能处于优势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将在更为广阔

的国际市场上与更为强大的对手竞争，而我国企业原有竞争力、规模等方面的

不足便随之显露。跨出国门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世界经济的

领跑者，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新世纪全球范围内一些世界级大公司的衰败暴露了公司治理体系的缺陷，

这使人们重新审视现行的公司治理准则。由美国次级住房贷款问题而引发的金

融海啸和股灾,演变成为近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深究美国次贷危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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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成为全球金融或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除美国货币政策失误导致严重泡沫

经济等因素外,其背后也暴露出美国式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缺陷。思

痛之余,人们不得不对近百年以来一直被世界各国和地区仿效并主导世界公司

治理走向的美国式公司治理机制进行反思,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同时,中国内

地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后，及国际化发展进程中,新兴加转型的资本与证券

市场也面临诸多新的监管与公司治理课题,成为近期各方关注的焦点,也亟待从

规则和实践两个层面思考和寻求解决问题的系统化方案。 

近些年来国内大量企业走出国门，但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

上的跨国企业（MNE），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国际上成功的 MNE 相比，我国企

业在规模和技术上缺乏竞争力。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改善公司的治理

模式，探索适合的公司治理方案，借鉴国际大型 MNE 公司治理理念、治理机制

则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调整,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是一种资源

配置的全球化，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即充分利用合理配置的全球资源生产

出成本低质量高的产品。  

现代公司治理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资本市场及控制权市场；法律、政治

和管制制度；产品和投入要素市场，是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同时对以董事会

为首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研究，是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作为一

种防患于未然的事前控制机制，能够直接有效地实施及时性的战略调整，并改

进公司管理效率，是公司治理的基本核心；而外部治理机制是公司治理制度的

外在保障。 

公司治理模式是指构成企业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划分，以及采取

什么样的手段实现相互制衡，这是企业创造财富的基础和保障。而企业经营模

式，简单通俗地讲就是企业赚钱的方式。 

公司治理模式涵盖了公司经营模式，理论界公认公司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

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家族模式。英美模式的 大特点就是所有权较为分散，

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对管理层实施控制。日德治理模式被称为是银行控制主导型

的“内部控制”型模式。家族模式是指，在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公司股权集

中在家族手中，公司治理模式因而也是家族控制型，控制性家族一般普遍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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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投资决策。 

内部治理在公司治理中起着核心作用,与外部治理相比,内部治理的反应速

度较快,治理成本低,对于公司管理层的监督更直接。内部治理是一种长效性,

经常性的治理。在既定的公司治理模式下，企业为实现其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更多地和具体经营活动有关，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 

目前，有关公司治理的探究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公司治理探究只考虑狭义

的公司内部治理范围，其中主要探究内部监控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而公司外

部治理探究中，又只注重企业外部环境、公司文化、管理风格的影响。本文试

图另辟蹊径，将公司治理系统分为内部与外部，并且重点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

中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独特性，即针对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的不同点提出自己的

治理方案。 

本文针对中国公司经济全球化中的的治理问题及挑战提出其观点，并尝试

整合公司治理中的主要关键问题。作者考察了全球的主要公司治理体系，结合

某大型国有企业的实际，分析了现阶段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公司治理模式的

选择问题，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和所有权集中问题，以及体制和制度的保障问题，

并基于公司治理中的财务治理提出见解，针对现行治理结构缺陷对独立董事制

度进行了优化分析。 

结合理论界公司治理的相关内容，思考日常公司国际化经营实践中遇到的

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企业想要顺利有效地实现国际化并与世界接轨，有必要完

善和探索合理的公司治理方案。同时，国内外大环境也要求中国企业顺利实现

国际化，这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公司治理方案的完善和选择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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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企业国际化现状及问题 

第一节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回顾与前瞻 

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回顾 

（一）历史上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约一个多世纪前，中国已出现部分开明人士，主张引领中国走工业化道路，

以此富国强民、走向世界。但在当时国贫民弱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美好的梦想

并没有实现。 

（二）近三十年国际化的四次浪潮和进展情况 

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企业连续爆发了四次国际

化浪潮。第一次从 1986 年开始，持续了十年时间,当时的焦点是寻找特定对象,

开展海外投资；第二次热潮从 1996 年开始到 1999 年结束，由香港回归所引发，

企业的关注点开始向海外扩张转移，国内大量的资金流向香港，试图控制香港

的重要战略资产；第三次浪潮为期二年，始于 2000 年，由于当时很多合资企业

的合同到期，中国公司纷纷将合资公司中外国合作伙伴的股份收入囊中，因此

这次热潮的主要特征是本土扩张；而现在，中国企业正处于第四次并购热潮，

这一次时间从 2001 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至今。 

二、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曲折中前进的必然性 

（一）国内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疾进，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外向型

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管理经验。在

国家综合实力发展下，中国企业需要通过某种形式把这种国家实力彰显出来，

中央大力倡导实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引下，各地方

政府也加大了支持力度，激励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同时各级政府纷纷采

取措施激励企业对外投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扶持下，中国企业

通过海外并购、投资、承包、劳务输出等方式快速实现“走出去”战略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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