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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与公司制度的不断完善，公司经理人在公司中的位置也

愈发突出，也使公司经理人的权力愈加膨胀，从而导致其在公司法人中的定位变得模糊，这反映

出公司法人结构的治理仍未取得显著成效，亟待完善。因此，弄清公司法人和公司经理人之间联

系和区别，对推动公司当前职权优化配置和完善我国法人治理结构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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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增长，公司对社会

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彰显了公司经理人和法人

的作用。然而二者无论是在拥有的权利还是承担的

义务上，都有可能存在着部分相似甚至重叠。因此，

现实社会中存在着某些公司经理人，其职权超越董

事会以及监事会这些公司法人组织的情形，或者公

司经理人权力极度缺失这两种现象。而这两种尴尬

的局面的出现，反映出的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这

一长期历史遗留问题。虽然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经济社会各界人士的多年努

力，公司的治理有了明显的起色，但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相关问题也仍未得到显著地解决。 
论文主要就是横向通过公司法人和公司经理人

所涉及的主体、拥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特征等

方方面面对两者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比较，从而得出

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比分析国外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在规范化、系统环境和发展趋势上的区别与联系，

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在相应制度设计方面提出自己

的一些建议。这不仅有利于公司内部权力的优化配

置，并推动公司管理机制的升级发展。也将有利于

社会其它各个群体对公司经理人和公司法人有更为

深层次的理解，从而更好的处理好与企业公司的关

系。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从更为长远的意义上来讲这将有利于推动公司企业

的成长，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长足有力

的进步。 

一、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问题 

（一）公司治理与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又可以称为公司管治或企业管理，是

控制和管理公司的一种有效机制。而狭义上的公司

治理，其概念在很多时候也被等同于公司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又可译为

“公司治理结构”，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

的美国经济理论界。而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的相关规定，则主要明确了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这四者之间的权利、责任、

利益分配及相互制衡的关系[1-2]。 

（二）法人治理结构的特征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主要有以下特征[3]：  
(1)各司其职，权责明确。 
(2)委托代理，劳动契约。 
(3)激励约束，权力制衡。 

二、公司经理人和公司法人的区别与联系 

（一）公司经理人和公司法人概念对比 

公司经理人和公司法人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

公司经理人就性质来说是一种职位或者说是一种职

衔，而公司法人本质则代表的是一种法人组织；其

次，公司经理人和公司法人所涉及的法律范围广度

不同，公司法人在法律上的概念要广于公司经理人；

另外，公司经理人在法律上的表现方式，一般是自

然人的经理，而公司法人在法律上则通常表现为非

自然人的企业组织；最后，公司法人的法律概念应

先于公司经理人的法律概念[4]。同时二者也存在着某

些密切的联系，首先，它们都是相关公司在法律的

可调整范围内。其次，它们的目的如出一辙，即都

是为公司创造收益。最后，公司法人是公司经理人

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公司经理人的产生必然

需要一个依照《公司法》成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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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经理人和公司法人的地位差异 

公司法人在法律的地位上具有独立性。具体表

现为，公司不仅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和经营权，而

且可以独立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及独立的承担自

己的义务和责任[5]。 
由此看来，公司经理人和公司法人在地位上也

是有较大的差异的，其差异表现在：第一，公司法

人在法律上是一个可以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并

承担相关责任的社会组织，而公司经理人并不同于

法人，它只是公司的代理人或者说是公司的执行机

关，是公司在日常经营上的负责人；第二，公司经

理人和公司法人在公司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公司

经理人是对公司内部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管理的内部

负责人。而公司法人一般会选出法人代表，来代表

公司对外行使和承担相关民事上的行为，是公司外

部的代表。 
与此同时，公司法人与公司经理人在地位上也

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司经理人一般会负责公司的日

常经营管理。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作为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来代表公司法人行使相关权利和义

务。公司经理人的产生方式较为灵活，从而受法律

限制较小，相反公司法人的产生则需要严格的法律

程序和要求。最后，经理人的大多都是自然人，而

公司法人的主体则是非自然人的企业组织。  

（三）公司经理人和公司法人在权利义务上的联系

和区别 

公司经理人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其不同之处在

于：第一，就权利性质来看，公司经理人的权利更

多是一种职权，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更多像传

统私法上的权利[6]。第二，就权利义务的范围和角度

而讲，公司经理人的权利义务较为细致具体，根据

的是公司经理人本身职位的角度所授予的；而法定

代表人的权利义务则是以公司较为宏观的角度进行

规定的，范围较广。第三，就权利义务倾向来说，

公司经理人权利义务的内容更多是涉及公司内部，

而法定代表人更多是涉及到公司对外的权利义务和

责任。 
但两者也不乏相通之处。首先，公司法定代表

有时可以为公司经理人，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些情

况下公司经理人的权利义务同时也是法定代表人的

权利义务，法定代表人的权利义务同样也是公司经

理人的权利义务。其次，两者承担责任时也有密切

联系，当因公司经理人的行为对第三人的利益造成

损害时，公司法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而公司法人

在承担责任的同时可以对公司经理人行为的具体情

况进行追责。最后，两者权利义务的根本出发点一

样，无论是公司经理人的勤勉和忠实义务，还是公

司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签字的权利，其出发点都是

为了争取和维护更多的公司的根本利益。 

（四）公司经理人和公司法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用的不同 

公司经理人和法人两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作用的不同之处，具体如下[7]：第一，作用途径不同。

公司经理人作为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参与者，它通

过公司内部的产品和制度的创新带动群众消费和企

业投资，从而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反公

司法人制度的确立则更多的是通过公司外部环境的

改善，例如适当的联合、公平的竞争、对外贸易合

法利益的保障等。第二，作用的侧重点不同。经理

人作用侧重于在经济领域方面进行改革创新，能够

推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管理经营模式和产品；而

公司法人的作用侧重于依靠法律法规对公司的内部

机构和外部环境进行调整和规范，为公司在市场经

济中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保护。第三，作用的性

质不同。公司法人对经济的作用更加具有强制性，

因为公司法人制度的确立是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分开的重要标志，公司法人制度是市场经济产生和

发展的法律前提；而给公司经理人的作用则是在公

司法人制度确立的前提下对市场经济进行具体的改

革和创新，具有一定的补充性作用。 

三、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形同虚设 

我国上市公司大多以国有控股为主，因此国有

股权基本上一股独大，而代表大股东的国有股权仍

然控制着股东会，从而使得股东大会变成大股东会。

这种股权高度分散的现象，致使任意股东皆无法控

制公司，也就致使股东大会形同虚设[8]。 

（二）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 

我国始终无法有效地解决法人治理结构中对经

理层的激励与约束这一问题，而形式单一，力度不

够的激励方式，无法调动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和劳

动者的积极性，也是上市公司经营效益差的重要原

因。而由于经理职权过于法定化，在一定程度上有

架空董事会现象，如果不对经理职权作出法律上的

适当调整，也会影响董事会正常决策职能的实现[9]。 

（三）相互制衡制度不健全 

由于公司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

不成熟和不完善之处。而作为规范我国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的《公司法》及其相关规定，也缺乏一定的

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使得有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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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层出不穷，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发

展。无庸置疑，这些问题均亟待加以完善[10]。 

四、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一）建立多元化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而众多

畸形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出现，主要原因是国有股

“一股独大”局面的存在。当然，盲目的减持国有

控股势必会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因此，要通过产

业结构调整，引进其他类型的投资者，塑造公司多

元化股权结构，从而对国有企业股权结构进行优化。 

（二）健全股东会制度 

股东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没有健全的股

东会制度，就没有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第一，

完善股东会表决制度，实行绝对的一股一票表决权

势必会造成表决权被操纵，直接损害股东利益。因

此要改进表决制度主体范围，比如规定合法持有的

自身的股份无表决权。另外，改进某些事项适用范

围，比如限制国有股或某类股过分集中的表决权。

公司应在表决前向股东披露与议案有关的信息。第

二，保护股东对股东大会决议瑕疵诉讼制度，从而

制约内部人控制。另外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

选择国有企业国有股权代表人的时候，选好人，强

监督，防止董事会或经营层权力凌驾于股东会之上

现象的出现。第三，增加中小股东话语权，实行累

积投票制，从而使中小股东可以通过选票局部集中

的方式，进而选出代表自身利益的董事或监事成员，

防止董事会沦为大股东的傀儡。 

（三）规范董事会制度 

董事会是我国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核心，是

整个企业治理结构治理核心、决策中枢、责任主体。

健全董事会成员的构成机制，推动董事长与总经理

分离，从而更好地保护股东的利益。 

（四）强化监事会制度 

监事会对权利行使进行监督，处于公司经营的

重要地位，是公司合法、正常经营的保障。第一，

确立独立监事制度，监事会人员的确定和构成需要

较高的要求，并能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良好的交

流与沟通，从而大幅度提高监事会的监督能力。与

独立董事对经营决策妥当性的监督不同，独立监事

监督的对象应主要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业务活动

进行是否合法。第二，监事会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独立开展监督活动。更要创新监督方式，整合监督

资源，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对董事、经理人员履行职

务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五）完善约束激励和相互制衡机制 

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体系，

以此促进激励、约束制度的完善。有激励必然有约

束，不要只追逐短期效益。比如建立激励和约束信

息披露制度使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透明化。其根本目

的在于建立于有法律保障的、及时准确而真实的信

息系统之上，使大家能够有平等机会充分了解公司

的真实情况同时，通过信息的公开，也为大家提供

一个监督公司行为的空间，也有利于公司自身改善

经营管理。此外，还要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

会和经理层制衡的法律制度。通过退市机制或相关

证监部门来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五、结论 

从公司治理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一种制度

的变迁与改革，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的基

本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经理人与公司法人

的区别程度，以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改善程度。

如何完善和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机制，对于现阶

段法学领域的学者们，仍然还是一个紧迫而富有挑

战性的课题。本文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内容

十分的有限，当然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但是

仍然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对相应的立法与完

善，理论与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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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E translation of propaganda album from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YANG Qi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ongzuo 532200, China) 

Abstract: It is a case study of C-E translation of the propaganda album text of Chongzuo, Guangxi in the light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Findings include: translators should take priority of the target readers’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familiarize the structural and lingustic features of the target parallel text and flexibly utilize 
translation methods like literal translation,paraphrase,annotation,ommision to make similar. As for unique local 
culture notions, translators should be creative to expand the reader’s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and spread lo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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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system. 
The position of company managers in the compan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 power of them has 
progressively expanded, which led to the fact that their position in the corporate body become blurred. It reflects 
that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has not yet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and need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rporate and corporate manager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Key words: company manager;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governance 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