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 治理上的义务群
——

以美 国公 司 法和证券法为 中心 的考察

张 锐
，

［摘 要
］
美 国公 司 治 理在法律规 范层面表现 为 由 董 事 忠 实 义务 、注 意 义务 、善 意 义务和 中

介机构 不 协助或教 唆义务 、警告义务等
一 系 列 信托义务 所构筑之

“

义务群
”

，
形成公 司 治 理 的

所谓
“

董 事义务中心 主义模 式
”

。 在公 司 治理实 践 中 ，
股东 利 益之 实现在 根本上依赖于 董 事信

托义务之履行 ， 以 董事会结构为 中 心 的 公司 机关体 系和 中介机构 与专 业 人士 信托 义务体 系 从

内 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保障 董 事诸项义务之 实现 。 本文 的研 究揭示 出
，
义务 和权利 在 民 商法领

域 同 等 重 要 ， 中 国在公 司证券 立法 乃 至 未 来 民法典 的 制 定 中 ， 应 当 注 重 法律 关 系 主体各项 法

律义务 的妥 当设定
，
另 外 ，

公 司 治理法律 制 度 的 实践和运 行必须 在更 大 范 围 内 取得人 们对其

意 义及义务构造的 共识 ，特别 是 应进 行广 泛 而 深刻 的 司 法 改 革 ，
强 化 司 法 独 立和提升 法 官 职

业 水准 。

［ 关键词 ］ 公司 治 理 委托代理 董 事 看 门人 信托义务

一

、导 论

“

公司治理
”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对于中 国法律学者而言是

一

个既熟悉又陌生的

法律概念 。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中 国学者开始逐渐接受和研究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

由于缺乏权威的解释和共识 ，形成了多种译文并存的局面 ， 除
“

公司治理
”

比较通用外 ，
还

有
“

公司治理结构
” “

法人治理结构
”“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

公司机关权力构造
”

以及
“

公

司管制
”

等称谓 。 随着研究的深入 ，流行的译文逐渐统
一

于
“

公司治理
”

和
“

公司治理结

构

在 中国 ，较早使用
“

公司治理
”

术语并认为这一问题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重要课题的

学者是吴敬琏 、钱颖一 。 他们在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的 《经济 日报 》上发表《关于公司化》
一

文 ，提出公司化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合理起点 ，
建立

“

公司治理结构
”

是其中 的重要内

＊ 张锐 ， 中 山大学法学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 广州 ：
５ １０６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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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
一

。
？ 中 国法学界通说基本上认同吴敬琏 、钱颖

一

的观点 ，认为公司治理主要涉及股

东会 、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权力和义务配置 ， 以及与此有关的聘选 、监督等方面

的制度安排等 内容 。 例如 ，赵万
一和华德波 《公司治理问题的法学思考——对中 国公司

治理法律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一

文 ，

？对国内多年来的公司治理研究成果予以详尽评

述 ，其内容涉及公司治理的范畴与理念 、公司 治理的路径 ， 以及公司章程 、股东会决议瑕

疵 、董事会与董事 、监事会 、职工参与 、 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等内容 。

但是 ，这些讨论没有描绘出公司治理的全部外延和现实图景 ， 特别是它与董事义务

和证券市场的关系 ，
因 而不能揭示公司治理的本质及其在公司法和证券法上的地位和功

能 。 公司治理作为
一

个术语于 １９７６ 年首次 出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官方杂志《联邦纪事 》

上 ，直接起源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上市公司之强化监管 。 本文将通过对美国公司 治

理成文法 、判例法和法律学说的研究 ，
勾勒公司治理的完整 内容及其在司法实践中 的发

展图景 。 我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展示在其起源地美 国的法律制度中 ，

“

公司治理
”

除关乎

公司机关及其构造之外 ，更重要的内容是在法律规范层面表现为 由董事忠实义务 、注意

义务 、善意义务和 中介机构不协助或教唆义 务 、警告义务等
一

系列信托义务 （
ｆｉｄｕｃ ｉａｒｙ

ｄｕｔｙ ）

？所构筑之义务群 ，本质上是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会计师 、律师 、证券分析师

和资信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义务构造 。

本文重点研究美国的公司治理 ，
兼及英国 、英美法系其他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 ，所使

用的资料也以美国成文法 、判例法和研究文献为主 。 这主要是因为
，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

公司治理这
一

概念及其研究起源于美国 ，然后 以英国为 中介扩展至欧洲大陆 国家 ，最终

席卷 日本 、韩 国 、俄罗斯 、 中国乃至全球 ；从研究价值的角度看 ，美国是当代公司治理研究

的 中心 ，涌现出
一

批杰出的法学家 ，
产生 了髙规格的研究文献 ； 从公司治理实践看 ，美 国

是市场经济高度繁荣 、商事公司众多 、证券市场发达 、治理水平相对较高的 国家和地区 ，

其立法、司法和学说对中国法制建设更有借鉴之处 。

① 李维安 、陈小洪 、袁庆宏 ： 《 中 国公司治理转型与完善之路 》 ，
机械工业 出版社 ２０１ ３ 年版 ， 第 ２９

页 。

② 赵万一
、华德波 ： 《公司治理问题 的法学思考

——对中国公司 治理法律问题研究的 回顾与展

望》 ，载 《河北法学》
２０ １０ 年第 ９ 期 。

③ 中国学者对 ｆ
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ｄｕｔ

ｙ
的翻译并不统一 ， 较为流行的有

“

诚信义务
” “

信义义务
”

两种译法 。

笔者认为 ，
ｆｉｄｕｃｉ

ａｒｙｄｕｔｙ 是英美公司法中的核心概念 ，
用以界定董事和经理人员之间 、控股股东和少数

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 该术语源 自 信托法 ，
是英美法系法院以信托法及其理论为工具对公司进行分

析的产物 ，
直接翻译为

“

信托义务
”

更能体现其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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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众公司 中 的委托代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随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中央铁路公司 的倒闭？和
“

水门事件
”

政治

献金丑闻？的曝光 ，许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篡改公司财务记录频发 ，董事对公司 的行贿

行为
一无所知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 的被动地位和消极无为在美国受到猛烈抨击 。 瓦尔

夫 ？ 纳德等激进的社会变革者声称 ，公司管理层毫无责任心 ，应当制定联邦公司法来取

代
“

只会附和大型公司管理者喜好
”

的各州公司法 。 时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 ？ 卡

里指出 ，
各州为吸引公司设立而竞相制定维护管理层而损害股东利益的公司法 ，应 当制

定一部 旨在促进管理层对股东负责任的联邦法案 。
？ 这促使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把公司

治理列人其工作 日程 ，
深度地介入公司治理 。 可见 ，公司治理起源于大型公众公司 ，

主要

是公众公司 中的问题 。
？ 公众公司 系指股东人数众多 ，且股权具有髙度流通性的公司 。

上市公司系典型 的公众公司 ， 中 国公司法中的股份有限公司大体上相当 于美国的公众公

司 。

① 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是美国一家兼营管道 、
酒店 、工业园区和商业地产的 铁路公司

，
该

公司于 １ ９７０ 年破产时 ， 其董事会因 消极被动 、无所作为而饱受抨击 。 １ ９７４ 年 ，
证券交易委员 会根据联

邦证券法对该公司 的三名外部董事提起诉讼 ，指控他们未能发现公司高层大范围的不当行为从而歪曲

了公司财务状况 。

② １９７３ 年发生了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的丑闻 。

一

些美国大公司为给尼克松的总统选

举助选而进行违法捐款的事实被曝光 。 在这一事件的调査过程中 ，
ＳＥＣ 又不断发现了 以洛克菲勒公司

为首的数百家著名公司 向外国的政治家们贿赂和违法捐款的事实 。 当美国国 民 了解到巨大的上市公司

的董事会形同＿设 ，根本无法阻止经营层的独断专行 、制止经营层的不法行为时 ，
国民的批判声不断高

涨 ， 他们强烈要求建立一套能够真正控制 ＣＥＯ 以及经营管理层的董事会机构 。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 由美国最大的 ２００ 家企业的 ＣＥＯ 发起建立的商业圆桌会议组织 、
全美董事协会 、机构

投资家评议会等提出 了经营机构的改革方案 。 美国法律协会 （ＡＬＩ ） 在充分考虑这些机构 的提案以后 ，

于 １ ９９４ 年出 台 了 《企业统治的原理 ： 分析与劝告》 ， 客观地评价了经营者的成绩
，
为确保董事会 的监督

机能 ， 劝告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必须拥有过半数的与 ＣＥＯ 或其他上层执行官无密切关系的外

部董事 。 参见张忠野《公司治理的法理学研究》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２３

￣

２４ 页 。

③ＳｅｅＷｉ ｌｌ ｉａｍＬ ． Ｃａｒ
ｙ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Ｌａｗ ：Ｒｅｆｌ ｅｃｔ ｉｏｎｓ ＵｐｏｎＤｅｌ ａｗａｒｅ
，
８３Ｋａｆｅ Ｌ． ｙ．

，

１９７４
，ｐ ． ６６３ ．

④ 以公司股东人数之多寡及 股权 的 流通性为 标准 ， 公司 可 以被 分为 闭 锁公 司 （ ｃｌｏｓｅｌｙｈｅｌ ｄ

ｃｏｍｐｏｒａｔ ｉｏｎ ） 和公众公司 （ ｐｕｂ ｌｉｃｌｙｈｅｌｄｃｏｍｐｏｒａｔ ｉｏｎ ） 。 闭锁公司系指股东人数甚寡 ， 且股权流通性很低

的公司 。 公众公司 系指股东人数众多 ，
且股权具有髙度流通性的公司 。 中 国的有限责任公司相 当于美

国 的闭锁公司
，
股份有限公司则相当于美国的公众公司 ，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兼具合伙、闭锁公司 的许

多特征
，与 中国的有 限责任公司不可同 日 而语 。 参见罗培新 《公司法的 合同解释》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８７
－

９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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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公司 的典型结构特征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 。 此类公司 中 ，股东人数众多 ，

加之公司法有关董事会管理和监督地位的规定 、股东专业知识的限制 以及集体行动等问

题的存在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事实上控制着公司 的经营管理 。 在美国 ，董事会在

公司 治理结构 中具有优越于股东会 、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其他治理机关和个体的法律

地位 ，其被现代公司法塑造成在公司 中居于中心位置 、拥有极大权力 的核心决策者 、协调

者和经营管理者 ，有权针对现实状况的变化做出恰当 的应对 ，这就是所谓的
“

董事会集中

管理
”

。 董事会并非被认为是股东的纯粹代理人 ，
而是

一

个
“

自成
一

体的机关
”

，其权力是
“

原生的和非授权性的
”

。
① 例如

，特拉华州 《公司法 》第 １４ １ （ ａ ）条规定 ：公司 的
“

经营和

业务应当由董事会管理或者在其指挥下进行
”

。 早期加利福尼亚州 《公司法》也曾规定 ：

“

董事会是公司执行权的源头 ， 除非股东一致同意通过决议 ，否则股东不能对董事会的权

力进行控制 ，
“

董事会集 中管理
”

带来了严重的监管问题 。 美国著名公司法学者阿道夫 ？ 伯利和

加德纳 ？ 米恩斯在 １ ９３２ 年出版的 《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
一书中认为 ，

现代公司所有权

与控制权的分离不利于股东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管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往

往为 自 己谋取私利而非以股东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 。
？
因为 ，在大多数公众公司 中 ，

单

个股东在公司 中的利益份额相对于公司总规模微乎其微
，
理性冷漠和集体行动难题使其

在公司经营中 日 益边缘化 。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投资政策和

公司前景方面往往会获得更多的信息 ，
比股东更具有信息优势 ，这使得他们可以追求 自

己的 目标 ，
而无须顾忌重大风险的发生 。 所以 ，

信息不对称和集体行动问题不但妨碍 了

股东对管理绩效的密切监管 ，
而且使得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能够采取各种手段从公司 中

攫取利润和私人利益 。

阿道夫 ？ 伯利上述董事和股东之间的内在矛盾或冲突 ，
被当代两大法系 国家学界通

说冠之以
“

委托代理
”

或者
“

代理问题
”

，

？在这种关系中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是代理人 ，

股东是委托人 。 作为代理人的董事在实施公司 治理行为时 ，倾向于为其个人私利服务 ，

而不是为股东本人的利益服务 ，股东因此付出的代价就构成公司治理中的
“

代理成本
”

。
？

“

代理问题
”

和
“

代理成本
”

的概念约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源于经济学并被经济学家深人

研究 ，经 由法律经济学和公司契约论而被美国乃至两大法系 国家公司法学者广泛接受 ，

成为公司法研究 中的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 ，尽管法律经济学和公司契约论本身遭到
一些

①Ｍａｎｓ ｏｎ ｖ ．Ｃｕｒｔｉ ｓ
， 

１ １９Ｎ ． Ｅ ．５５９
，
５ ６２ （

Ｎ ． Ｙ ． １９ １ ８ ）
．

②Ａｄｏｌ ｆＡ ．Ｂｅｒｌｅ肌ｄＧ虹ｄ ｉｎｅｒ Ｃ ．Ｍｅ咖
，

ｍＣｏ啊ｒａｒｉｏｎ“ｎｄ尸Ｗｖａ ｒｅ尸哪ｅｒｔｙ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Ｈａｒｃｏｕｒ ｔ
，
Ｂｒ ａｃｅａｎｄＷｏｒｌｄ

，
１ ９３２

， ｐ
． ４６ ．

③ＳｅｅＲｅｉｎ ｉｅｒＫｒａａｋｍａｎｅｔａｌ
．

，Ｔｈｅ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Ｃｏｒｐｏ ｒａ ｔｅＬａｗ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ｅｄ ｉｔ ｉｏｎ

，
ＯＵＰＯｘｆｏｒｄ

，
２００９ ．

④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Ｊｅｎｓｅｎ＆ Ｗ ｉｌｌ ｉａｍＨ ． Ｍｅｃｋｌ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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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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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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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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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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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尖锐批评 。 但
“

委托代理
”

和
“

代理成本
”

已经成为公司法理论中 的法律术语和核

心概念 ，

“

董事 （会 ）和股东之间 的代理成本是公司治理产生的原因和根源
”“

公司 治理是

克服公司 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法律工具
”

已经被美国乃至两大法系 国家多数学者普遍认

同 。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股东利益的实现取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行为 ， 为激发代

理人为 了委托人的利益而不是代理人 自 己 的利益积极行为 ，公司法规定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向公司乃至股东负有信托义务 。 信托义务源 自英美普通法和衡平法 ，在英美公司治

理中用 以界定股东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的权力和义务 ，
要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必须本着公司的利益善尽勤勉之责 。 董事究竟是对股东承担信托义务 ，还是对公司承

担信托义务 ？ 英美法律实践中存在不 同的做法 ，法律学者之间亦存在不 同的理解 。 在公

司成文法中 ，董事被认为是公司 的受托人 ，其基于在公司 中 的身份地位必须对公司承担

信托义务 。

① １９０２ 年英国 Ｐｅｒｃ ｉｖａ ｌｖ ．
Ｗｒｉｇｈｔ 案确立 了董事只对公司 负有信托义务的原

则 ，但英美判例法并不认为董事信托义务只能固定地向公司承担 ， 而是根据特定交易事

项的性质来判定董事具体对谁承担信托义务 ，最近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判例要求董

事 向股东个体承担信托义务 。
② 笔者认为 ，

一方面
，从公司法立法 、执法和司法的层面看 ，

董事作为董事会之组成人员基于职权行使公司权力时 ，通常仅对公司负有信托义务 ； 另

一方面 ，从公司治理终极 目标的层面看 ，

“

公司
”

面纱之后的人为股东 ，故董事对股东负有

终极意义上的信托义务 。

美 国判例法通过将委托代理关系及信托义务扩张适用于会计师 、律师 、证券分析师

和资信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构建了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
确立了

“

中介机构直接向股东和

投资人承担信托义务
”

的判例法标准 。
１９ ８４ 年 ，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 ．

ＡｒｔｈｕｒＹｏｕｎｇ＆ Ｃｏ ．ｅ ｔａｌ ． 案 中
，

？判定作为看门人的会计师事务所直接 向投资人承担信

托义务 。 法院认为 ：

“

通过核实
一

家公司的财务报表等公开记录资料 ，独立的审计机构承

担着一个公共责任 ，该责任超越了他们与客户之间的聘用关系 。 独立的公共会计事务所

在扮演该特殊角色时 ，
必须忠诚于公司客户 的债权人 、股东 ，

以及投资大众 。 这个
‘

公共

看门人
’

的功能要求会计师保持完全独立 ，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独立于其公司客户 ， 并对社

会公众绝对忠诚 。

”

时任首席大法官威廉
？ 伯格特别强调 ：

“

执行审计职务的独立会计师

①Ｐｅｒｃｉｖａｌｖ ．Ｗｒｉ
ｇ
ｈｔ

， 
１ ９０２

，
２ｃｈ４２ １ ．

② 英国学者普林提斯认为董事只对公司负有信托义务 并不意味着忽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

它只是说 ，
尽管与公司事务无涉时股东或债权人有权对董事直接提起诉讼 ，但是董事基于其地位 ，

对股

东或债权人没有独立的义务 。 这一原则也不意味着董事对公司的义务不包括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 。 在

特定的场合
‘

公司的利益
’

（ 这
一

变化多端的概念 ）也包括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 。 董事当然能够 自愿地

对股东或债权人承担义务 ，
如他同意充当代理人为股东 出卖股份 ， 或 自 愿为股东的债务提供保证 。 但

是
，在这些场合 ，

董事的义务是因为他愿意承担责任 ， 而非基于他的董事地位
”

。 转引 自 张开平 ： 《英美

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
，
法律出版社 １９ ９８ 年版

，
第 １ ６２ 页 。

③４６５Ｕ ．Ｓ ．（ １ ９ ８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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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债权人和投资人负有最终的信托义务 。

”
？这种市场

“

看门人
”

的功能需要会

计师 、律师 、证券分析师和资信评级机构等 中介机构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与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完全独立 ，应当对公司股东 、投资人负有完全的信托义务
——

忠实

义务和警告义务 。 当然 ，在美国的 司法体系 中 ， 中介机构和公司股东 、投资人之间的委托

代理关系和中介机构向公司股东 、投资人负有的信托义务是个案判断的 。

“

中介机构直接向股东和投资人承担信托义务
”

原则 的确立 ，使得股东 中心主义的公

司治理 目标扩张至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 。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

提出了证券市场的
“

门檻理论
”

， 即公司进人资本市场融资的门槛被中介机构 和专业人士

所把持 ，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起诉发行人的 同时也追究
“

看门人
”

的证券违法行为 ， 那

么就能实现从源头上阻止发行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法行为 的 目 标 。 这是因 为 ，
第

一

，广大股东
一

般只能通过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 ，来了解公司 的经营情况及绩效情况 ，
并

据此监督公司管理层 ；第二 ，公司信息的披露促使社会舆论监督公司管理层的行为 ，这往

往是一种很大的促进公司治理的改进力量 ； 第三 ， 公司 内部治理机制及其水平是投资人

投资时考虑的重要 因素之
一

，故此类信息的披露是投资人做出投资决策的依据 ；

？第 四 ，

收购兼并是改善经营不善 、价值被低估公司 治理水平的重要机制 ，但是其运行高度依赖

于公司信息的公开性 、准确性和及时性 。

中介机构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公司股东 、投资人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 ，会计师 、律师 、证券分析师和资信评级机构承担着保证上市公司质量及其信息披露质

量的责任 。 这些中介机构通过其职能行为 ，
促使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尽职履行忠实义务

和注意义务 ，推进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及时性和有效性 。 而证券监管机构通过发放和 吊

销执照等手段对中介机构进行监管 ，
促使其正确履行看门人职责 。 如果未履行或者未适

当履行看门人职责 ，那么中介机构作为与公司有合同关系的受托人应当 向公司承担违约

责任 ，作为市场的独立监督人应当 向投资人承担侵权责任 。 由此 ，证券市场上形成了
一

个外部治理的良性循环系统 ，
促使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利益最大化而行为 。

公司治理上所谓
“

委托代理
”

本质上是
一

种法律拟制 ，

一方面吸收 了传统民法上代理

关系的 因素 ，强调作为代理人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必须本着委托人即股东的利益行

事
； 另
一方面吸收了经济学上代理关系 的因素 ，强调作为代理人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与委托人即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 此种
“

委托代理
”

在 以下三个方面 区别于民法

上的委托代理 ：第
一

，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的义务很难事先通过合同做出精确规

定 ，大部分义务是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所规定 的 ，而非其在接受任命时做出 了 同意的意思

表示 。 第二 ，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无权变更股东和公司及第三人之间 的法律关

系 。 例如
，公司合并及公司章程变更等重要事项应当 由股东 自 己认可 ，董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无权擅 自决定 。 第三 ，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现实 中并不是在股东的控制之

①４６５Ｕ ． Ｓ ．

（
１ ９ ８４

）

．

② 孙永祥 ： 《公司治理结构 ：理论与实证研究 》
，

三联书店 、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６８
￣

６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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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经营公司 ，他们拥有广泛的 自 由裁量权 ， 公司长期战略性计划 的制订及 日 常经营活动

都是由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执行的 ，
股东无权干涉 。

职是之故 ，公司法上的
“

委托代理
”

是经济学渗透法学并历史地形成的法律概念 ，具

有重塑公司法特别是公司治理理论的功能 ，使得法律学者能够不断吸收经济学的最新研

究成果 ，拓展丰富法律研究乃至促进法律的发展 。

“

委托代理
”

在公司治理中更为重要的

功能是 ，美国法官和法律学者借助于这
一

分析工具不断扩张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中介机

构和专业人士的信托义务 ，形成所谓公司治理上的义务群 ，
以 弥补可能 的合同和法律缺

漏 ，有力制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权力行使 ，使其不至于偏离公司利益和股东 中心主

义的价值取向 。

三 、董事的信托义务

特拉华州大法官艾伦指 出 ：

“

法律并没有把董事塑造成理想化的不受约束的
‘

主

人
’

。

”

基于文化传统和信托法之发达 ，美国判例法运用信托法的原理来解决公司 中 的委

托代理问题 ， 向董事施加诸种信托义务 ， 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确保公司治理 目标实

现。

（

一

）
忠实 义务

芬恩将忠实义务进一步分解为八项义务 ：第一 ，不得从其所掌握的财产中 获得未经

授权的利益
；
第二 ，

不得处于 自 身利益与职责相冲突的境地 ；
第三 ， 不得使 自 己担负不同

的职责从而处于利益相冲突的境地 ；
第 四

，
不得损 害委托人的利益 ；

第五
，
不得施加不当

影响 ；
第六

，不得牟取附属财产 ；第七 ，不得滥用委托人的秘密信息 ；第八 ，
不得利用优势

信息购买受信经营的财产 。
？ 忠实义务 以规制董事利益冲突为核心 ，特别是在董事 自我

交易时 ，更是如此 。 忠实义务要求董事在做出决策时应保持独立 ，
不得受个人私利影响 ，

一

旦 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 ，应以公司 利益为重 。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 ，英美的法院完全禁止董事从事
“

自我交易
”

行为 。
２０ 世纪初

期 ，法律的立场有所转变
——

对董事 自我交易从完全禁止转为有条件承认 。 法院认为 ，

董事与公司之间 的交易如果得到董事会其他无利益冲突多数董事的批准 ，且未发现存在

不公正或欺诈现象 ，
则交易被认定为有效 。 ２０ 世纪 ３ ０ 年代 ，法院对 自 我交易态度的变化

开始反映在各州 的公司法上 ，这些公司法条款被称为
“

不失效
”

条款或者
“

安全港
”

条款 。

最早体现这
一

变化的公司法是制定于 １９ ３１ 年的加利福尼亚州 《公司法》 。 在其带动下 ，

《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 》 １９５０ 年 、
１９６９ 年 、

１９ ８４ 年 、
１９ ８８ 年版本均吸纳了

“

安全港
”

条款 。

法律对董事 自 我交易立场转变之原因在于 ， 自 我交易在某些情形下可能会给公司带来益

处 ，在许多案例中 ，董事与公司订立的合同完全是公平合理的 ，并且董事在许多情形下能

够使公司 比从别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利益 。

①Ｐ． Ｆｉ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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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１９８４ 年《 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第 ８ ． ３ １ 条之规定 ，所谓
“

安全港
”

条款是指如果

满足以下任
一

条件 ，则不能因董事在交易中含有个人利益就认定 自我交易无效 ：第一 ， 已

经 向
“

董事会或董事会设立的专 门委员会
”

披露交易的 内容或者
“

董事会或董事会专 门委

员会
”

已经得知交易的实质性事实 ，仍然授权 、批准或认可交易 ；第二 ，
已经向有表决权的

股东披露或者有表决权的股东 已经知悉交易的重要事实和董事的利益 ， 仍然授权 、批准

并认可交易 ；
第三

，交易对公司是公正的 。 美国 ３５ 个州的成文法于 １９ ８７ 年采取了此种立

法例 。
① 例如

，
特拉华州 《公司法 》第 １ ４４ 条规定 ， 董事 自我交易如果符合

“

在交易或者合

同被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批准时 ，该交易或者合同对公司是公平的
”

，那么此项交易就

是合法的 。

英美公司法律现在通常采用完全公平标准审查董事 自我交易行为 ，
如果交易能够通

过
“

完全公平性
”

测试 ，那么就应该承认交易的法律效力 。 完全公平包括程序公平和实体

公平 。 实体公平是指交易条件本身公平即
“

安全港
”

条款中所谓的
“

公平
”

要素 。 程序公

平则是指通过公正程序
——

“

安全港
”

条款中所谓的
“

披露
”“

批准或授权
”

要素——达成

交易条件 。 作为交易公平与否的最终评判者 ，法院在具体的案件中主要采用利益披露 、

无利害关系 的董事批准或认可以及股东批准或认可这三种工具 ，从程序上审查董事 自 我

交易中的利益冲突 ，确保 自我交易在实体上的公平 。

程序公平只是增加 了产生公平交易的可能性 ， 并不能保证交易公平百分之百地实

现。 这主要是因为 ，第
一

，
无利害关系董事和股东难以真正进行独立客观的判断 ；第二 ，

“

无利害关系
”

本身是
一

个抽象概念 ， 法院难 以准确判断 ，
决策者对 自 我交易没有经济利

益冲突 ，不等于没有诸如声誉地位 、人际关系 、个人爱好 、心理满足等其他利益的冲突 ；
第

三
，
无利害关系董事和股东也可能与交易相对方存在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

第四 ，

无利害关系董事和股东批准 自我交易所依据的信息往往来 自涉诉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信息本身可能之倾向性也会影响董事和股东的判断 ，最终使其难以真正独立而达至交易

公平 。 正是基于此种现实 ，法院仍会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审查交易本身是否公平 。 例

如
，在特拉华州 ， 即使未经无利害关系的董事或股东批准 ，董事同样可 以进行 自 我交易 ，

法院在此种情形下会转向对交易的实体公平性审查 ， 只要该交易对公司是公平的即可 。

换言之 ，法院在借助于程序公平对董事权力予 以尊重的 同 时 ，
也会借助

“

交易实体公平
”

工具对董事忠实义务予 以强化 。

（
二

）
注意义务

源 自二百多年前英国信托法和代理法 中的董事注意义务 ， 于 １ ９ 世纪初开始在美国

得到认可 ，但当 时承担此项义务的董事仅限于银行和金融机构 。 直至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

纪初 ，美国法律才开始要求工业公司 中 的董事承担注意义务 。
１ ９６３ 年 ，特拉华州法院在

Ｇｒａｈａｍｖ ．Ａ ｌｌｉ ｓ
－Ｃｈａ ｌｍ ｅｒｓ 案 中指出 ：

“

董事在管理公司事务时 ，应当 以通常谨慎之人在类

似情形下 的注意行事
… …判断董事是否需要为疏忽大意承担责任取决于个案情形 。

”

这

①ＲｏｂｅｒｔＷ ．Ｈａｍｉ ｌｔｏｎ
，

７７ｉ ｅ ■Ｌｍｖｏ／ Ｃｏ ｒｐｏｒａｒｉｏｎ ｚｎ ａｉＶ ｉ／
Ｗ

／ｚｅ／ ／（ ４ ｔｈｅｄ ． ） ，
Ｗｅ ｓｔＧｒｏｕｐ ，

１ ９９６
， ｐ

．３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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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该州首次明确肯定注意义务的存在 ，并确认了
“

董事寻求商事判断规则保护之

前提是其履行了注意义务
”

的原则 。

在 １ ９８４ 年 Ａｒｏｎ ｓｏｎｖ ． Ｌｅｗｉｓ 案中 ，特拉华州最髙法院对注意义务的 内涵做了清晰界

定 ：

“

为援引商事判断规则的保护 ， 董事在做出决策之前 ，有义务 了解
一

切可 以合理获得

的相关信息 。 此后 ，他们还应当 以必要 的注意履行其义务 …… 在商事判断规则下 ，考察

董事是否承担责任应当 以董事在决策过程中 的主观状态是否构成
‘

重大过失
’

为标准 。

”

根据该州判例法的解释 ， 以下情形构成重大过失 ：轻率地相信明显不值得信赖的雇员 ，拒

绝履行或者怠于履行其作为董事应尽的职责 ，或者当公司雇员 的过错行为已经明显显示

出危险信号而故意视而不见 ，对股东的利益漠不关心 ， 或者采取的行动缺乏合理依据 。
？

２０ 世纪后期 ，董事义务开始打破判例法
一

统天下的局面 ，法典化渐成主流 。 英国 １９８６ 年

《破产法》第 ２ １４ 条规定了破产情形下董事的注意义务 ，
２００６ 年 《公司法 》第 １７４ 条规定

了董事行使合理注意 、技能和勤勉的法定义务 。 在美 国 ，
３７ 个州 已经实现了 注意义务的

法典化 ，
只有 １ ３ 个州维持判例法的传统

在判断董事经营管理公司是否尽到合理注意时 ，美国法官通常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

判断标准 。 法官在裁判时会考虑主观和客观 、

一般和特殊 、共性和个性各方面的综合 因

素 ，这体现了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实践中注意义务判断标准相当个性化的
一面 。

一

方面 ，客观标准要求公司董事是一个谨慎 、勤勉 、小心 的人 ，这是判断董事是否违

反注意义务的基础和前提 。 正如庞德所指出 ：

“

过失成否的判断 ， 与个人的主观能力并无

密切的关系 ，
而系建立于客观标准之上 ，其内容则为社会之一般认识及道德意识 ，故性质

上乃 系一种社会性过失 ，
而与所谓个人心理上的过失状态无涉 。

” ？英国 《破产法 》第 ２ １４

条和《公司法 》第 １ ７４ 条均要求董事具有
“

在公司与董事履行同样职能的人可 以合理被期

待的
一般知识 、技能和经验

”

。 美国 《ＡＬＩ 公司 治理原则 》第 ４ ．０ １ 条 （
ａ

） 规定董事应具有
“

普通谨慎的人在 同等情形下可 以被合理期待的注意
”

， 《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 》第 ８ ．３０

条 （
ｂ

）要求董事具有
“

处于相似地位的普通谨慎之人在类似情形下可 以被合理地认为是

恰当的注意
”

。

另
一方面 ，法律引入主观标准之 目 的是弥补单纯客观标准的不足 ， 因为如果采用单

纯的客观标准 ，不利于激励能力偏高 的董事——对于实际拥有的知识 、技能和经验高于

①ＦｏｌｋｏｎＴｈｅ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ｒ
ｐ
ｏ 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ｗ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

，Ｌ 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ａｎｄＣｏ ．

，
１ ９９３

，

ｐｐ ．１ ０３ ．

② 美国 ２５ 个州采用 了 《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第 ８ ． ３０ 条 （ ａ ） 模式或其前身第 ３ ５ 条 。 新泽西州 、

纽约州 、俄克拉荷马州 等绝大多数卷采用《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模式的州 ， 以及绝大多数州判例法规

则的表述 ，
则与 《

ＡＬＩ公司治理原则 》第 ４ ． ０ １ 条 （
ａ ）相

一致 。 换言之 ， 美国各州 的注意义务基本上可以

分为《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 》第 ８ ．
３０ 条 （ ａ ） 和 《 ＡＬＩ 公司治理原则》第 ４ ． ０ １ 条 （ ａ ）两种模式 。 参见朱羿

锟 《董事问责标准的重构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第 ８７ 页 。

③ 转引 自 邱聪智 《庞德民事归责理论之评价》 ，
载《 民法研究 》 （第 １ 辑 ）

，
中 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７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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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谨慎人的董事——勤勉尽责 ，有可能放纵其损 害公司利益的过错 。 正如霍夫曼大法

官在 Ｎｏｒｍａｎｖ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Ｇｏｄｄａｒｄ 案中所指出 ：

“

在确定董事的注意义务 、考虑董事应该

合理地知悉或者推断时
，
除了考虑履行该职务的普通人应有的水平外 ， 应 当允许法院参

考具体董事实际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

”？英国 《破产法 》第 ２ １４ 条和《公司法 》第 １ ７４

条规定 ，董事不仅要具有理性谨慎的人在公司
“

履行与董事同等职能时可 以合理被期待

的
一

般知识 、技能和经验
”

，
还要具有

“

该董事实际所拥有 的
一般知识 、技能和经验

”

。 美

国 《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第 ８ ．３０ 条 （
ａ

） 和 《
ＡＬＩ 公司 治理原则 》第 ４ ． ０ １ 条 （

ａ
） 规定 ，董

事应
“

以其理性地认为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
”

。 总之 ，能力高 于普通谨慎之人的

董事 ，亦须贡献其实际的知识 、技能和经验 。

（
三

）善意义务

善意义务首见于特拉华州高等法院 １ ９９３ 年在 Ｃｅｄｅ＆ Ｃｏ
．
ｖ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ｏｌｏｒ

，

Ｉｎｃ ． 案 中 的

裁决意见 ： 为推翻商事判断规则对董事行为的适用 ，作为原告的股东必须证明董事
“

违反

了他们承担的三种信托义务
——善意义务 、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

——中 的任何
一

个
”

。

？

董事的哪些不当行为属于善意义务的问责事 由呢 ？ 根据特拉华州及其他州 的司法实践 ，

故意让公司违法和不坦诚告知就是不善意 。

第
一

，
不能故意让公司违法 。 董事应当通过合法经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

理 目标 。 《ＡＬＩ 治理原则》第 ４ ．０ １ 条 （
ａ

） 的评论指 出 ，董事故意让公司违法就是非善意 ，

因为遵守第 ２ ． ０ １ 条是董事善意履行职责 的应有之义 。 多个判例也支持此项观点 。 在

Ｒｏｔｈｖ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案 中 ，

？法院指出 ，用公司资金收买举报公司违法行为人士的做法违反

公共政策 ，做此决策 的董事应当赔偿公司为此所支 出的金额 。 在 Ａｂｒａｍｓｖ
．
Ａ ｌｌｅｎ 案 中 ，

？

纽约州法院认为 ，董事为打击参与劳动争议案的职工 ，促使工厂搬迁 ，违反了纽约 州 《劳

动法》和美国联邦《劳动关系法》 ，
应当 向公司赔偿损失 。 在 Ｍｅｔｒ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ｐ ．

ｖ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ｏｂ ｉｌｅｃｏｍ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ｃ
． 案 中 ，

？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指 出 ， 即使能为公

司带来利益 ，董事也不得以违法方式管理公司 。 在 Ｇｕｔｔｍａｎｖ ．
Ｊｅｎ

－Ｈ ｓｕａｎＨｕａｎｇ 案 中 ，

？

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指出 ，董事让公司违法就是违反 了善意义务 。

第二
，
应当坦诚告知 。 特拉华州法院通过多起判例确认 ，董事对需股东大会表决的

事项有告知相关信息的义务 。 例如 ，在 Ｍａｌｏｎｅｖ ．Ｂｒｉｎｃａｔ 案 中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明确将

其此项义务看作善意义务 。 在 Ｓｍｉｔｈｖ ．ＶａｎＧｏｒｋｏｍ 中 ，法院指出 ，作为董事长兼 ＣＥＯ 的

Ｇｏｒｋｏｍ 不坦诚告知董事会有关收购决策重要信息 的行为 ，违反 了善意义务 ，应当 向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 特拉华州 衡平法 院审结 了ＷａｌｔＤ ｉｓｎｅｙＣｏ ．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① 参见张忠野 ： 《公司治理的法理学研究》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１ １ ５ 页 。

②Ｃｅｄｅ＆ Ｃｏ． ｖ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ｏｌｏｒ

，
Ｉｎｃ ．

６３４Ａ ．２ｄ ３４５
，
３６ １

 ，

Ｄｅｌ
．１９９３ ．

③１ １８Ｎ ．Ｙ ．Ｓ ．
３ ５ １

，

Ｎ． Ｙ ． Ｓｕｐｐ
．Ｃｔ ．１ ９０９ ．

ＣＤ７４ Ｎ ． Ｅ ． ２ｄ ３ ０５
，

Ｎ． Ｙ ． １９４７ ．

⑤８５４Ａ ．

２ｄ １２ １

，

Ｄｅｌ
． Ｃｈ ．

２００４ ．

⑥８２３Ａ ．
２ｄ４９２ ．Ｄｅｌ ． Ｃｈ ．

２０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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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案 ，钱德勒法官对善意给出 了更为明确的界定 ：

“

故意失职或者有意懈怠职责是

判断受托人是否善意的合适的但非唯一的标准… …非善意有三种典型表现 ，第一
，
故意

为公司最佳利益之外 目的而行事 ，第二 ，诚心违法 ，或者第三 ， 明 知应 当作为时故意不履

行职责 。

”

之所以将
“

不能故意让公司违法
”

和
“

应 当坦诚告知
”

纳人善意义务 ，
其原 因有 以下几

点 ：
第一

，这两类行为很少涉及董事 自 我交易 ， 故忠实义务难以 涵摄此种情形 。 第二 ， 董

事
“

故意让公司违法
”

时往往机关算尽 ，
精于计算 ，不能说其不够勤勉 ，董事

“

不坦诚告知
”

时在主观上系故意或者鲁莽 ，至少在表面上很难用注意义务涵摄 。 善意义务与注意义务

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做出决策时董事的主观状态不同 。 违反注意义务 ，
指董事 因疏忽大意

而未按照应有的程序做出决策 ，
而违反善意义务指董事在明知决策将对股东和公司带来

损失或漠不关心决策对公司及股东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情形下 ，未按决策通常应当经

过的程序做出决策 。

善意义务的出现是美国公司法晚近最重要的发展之
一

，意味着美国法院正在逐步改

变董事权力与股东利益之间的衡平条件 ，寻求在公司丑闻不断的背景下二者之间的再次

衡平 。

一

方面 ，法院寻求向董事施加更多 的义务 ，
以 限制和制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滥

用职权 ，
消极怠工 ，

加大对他们的监督力度 ，试图使在危机与丑闻中受到损害的股东利益

受到更大的保护 。 另一方面
，法院也意识到 ，要想让董事会精明能干 、忠于职守和富有效

率 ，必须赋予董事必要的权力 ，
并保证其在风险重重的商事活动 中勇于挑战 。 这样就不

能向董事施加过重的义务和责任 。 由此 ，法院在 向董事施加善意义务的同时 ， 又对其做

出主观因素方面的限制 。 换言之 ，善意义务并没有改变商事判断规则的精神 ，但它改变

了该规则的适用条件
——

董事应 当尽到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之外 ，
还应当做到不能故意

让公司违法和坦诚告知相关信息 ，以实现美国公司法一直以来寻求的
“

董事权力
”

和
“

股

东利益
”

两大坐标之间的新平衡 。

四 、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信托义务

会计师 、律师 、证券分析师和资信评级机构等 中介机构作为独立的资本市场看门人 ，

一

方面 ，负有不得虚假陈述和欺诈公司股东和投资人的不作为义务 。 另
一方面 ，美国法

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遵循所谓的
“

区分原则
”

，认为在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是否承担向

市场发出警告义务领域 ，应 当对不同 的 中介机构区别对待 。 两种义务本质上是忠实义

务 ， 是作为受托人的看门人基于
“

委托代理
”

而向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承担的义务 。

（

一

） 不协助或教唆义务

会计师 、律师 、证券分析师和资信评级机构等 中介机构不得从事损害投资人即公司

股票持有人的行为 。 美国法院在 １９ ６６ 年的 Ｂｒｅｎｎａｎ 案中首次确立了证券法领域的
“

协

助
一

教唆
”

责任原则 ， 联邦最高法院就此原则先后做出 两个重要判决一一

１９９４ 年的

Ｃｅｎｔｒａ ｌＢａｎｋ案和 ２〇０８ 年的 Ｓｔｏｎｅｒｉｄｇｅ 案 ，这三次判决被视为美国证券民事诉讼发展史

中 的里程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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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６６年 ，法院在
ＢｒｅｎｎａｎＶ ． Ｍｉｄｗｅｓ ｔｅｒｎＵｎｉ ｔｅ

ｄＬｉｆｅＩｎｓｕ ｒａｎｃｅＣｏ ． 案 中指出 ，

？中介机

构基于故意或放任帮助或教唆发行人实施违法行为 ，其行为应当与发行人一样构成违反

ＳＥＣ 规则 １０ｂ
－

５
，此种情形 中介机构系发行人的从犯 。

？ 所以 ， 中介机构应当承担协助

或教唆责任 ，
此项责任为

“

第二位
”

责任 ，或称衍生责任 。 这样 ，美国法院将普通侵权法上
“

共同侵权人
”

的规定
——

“

假如行为人知道其他行为人的行为对第三人构成义务的违

反 ，
但给予足够的帮助或煽动 的话 ， 该人与其他行为 人应 当对第三人共 同承担侵权责

任
”
——

拟制适用于中介机构的协助和教唆行为 ，在法律方法上系运用侵权法上的
“

协

助
一教唆

”

责任概念对 ＳＥＣ 规则 １０ｂ
－

５ 进行了扩张解释 。

此后 ，美国几乎所有法院都接受了该案对 ＳＥＣ 规则 １ ０ｂ 
－

５ 的扩张解释 协助一教

唆责任
”

理论成为投资人在 ＳＥＣ规则 １０ｂ 
－

５ 下对于 中介机构参与虚假陈述行为存在默

示诉权的
一

个标准解释 。 此类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存在一个在 ＳＥＣ 规

则 １０ｂ － ５ 下承担主要责任的证券发行人 ；
第二 ，作为协助或教唆者的 中介机构知道发行

人不法行为的存在 ，或对发行人不法行为是否存在持放任立场 ；第三 ，作为协助或教唆者

的 中介机构对发行人的不法行为提供了实质帮助 。 笔者认为 ，法院如此处理是希望借此

理论能够对中介机构的中介服务行为进行适 当地规范 ，
抑制证券市场不断涌现的欺诈行

为 ，并使得投资人有机会通过追加中介机构作为被告 以确保其损失得到弥补 ，
从而实现

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和保持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公共政策 目标 。

多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倾向于对
“

放任
”

和
“

实质性帮助
”

进行开放而非严格的解释 ，

以最大限度扩张会计师等中介机构对投资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 在有的证券诉讼案件中 ，

甚至发行人的
“

主要
”

违法行为
一

旦被法院认定成立 ，会计师即使是仅仅提供简单的咨询

服务 ，
也会被判处承担 ＳＥＣ 规则 １０ｂ 

－ ５ 下 的
“

协助
一

教唆
”

责任 。 这在事实上使得那些

最富经验的会计师可能都无法预知其行为会为投资人创设 ＳＥＣ 规则 １０ｂ
－

５ 下的诉权 ，

“

协助
一

教唆
”

责任某种意义上成为对会计师乃至整个中介机构行业的最大威胁 ， 以至于

①Ｂｒｅｎｎａｎｖ ． Ｍｉ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 ｔｅｄＬｉｆ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 ．

２５９Ｆ ．Ｓｕｐｐ６７３ ，

６７ ５（Ｎ ． Ｄ ．Ｉｎｄ ．１ ９６６ ）
．

② 规则 ｌ 〇ｂ － ５
。 操纵性或欺骗性手段的使用 。

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地 、利用邮寄或者任何州 际交往手段或工具或者全国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工具或

其他方法进行以下的活动都是违法的 ：

（ ａ ）使用任何方法 、计划或技巧进行欺诈 。

（
ｂ

）
为了使根据陈述做出时的具体情况而做出 的陈述不至于具有误导性 ，

对某一重大事实做出不

真实的陈述或遗漏陈述必要的重大事实 。

（ ｃ ）参与任何证券的购买或 出售有关 的任何行动 、活动或交易程序 ， 而参与这些行动 、活动或交易

程序构成或可能构成对于任何人欺诈或欺骗 。

参见 ［
美 ］ 莱瑞 ？

Ｄ ． 索德奎斯特 ： 《美国证券法解读》 ， 胡轩之 、
张云辉译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２４６￣２４９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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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不断质疑
“

协助
一教唆

”

责任违反了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第 １０ｂ 条款？的规定 。

１９９４ 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在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 案 中表明立场 ，
对 １９３４ 年 《证券交

易法 》第 ｌ〇ｂ 条款采用严格
“

字面解释
”

方法 ，
否定了会计师等 中介机构在第 ｌ 〇ｂ 条款下

Ｘ才投资人承担
“

协助
一

教唆责任
”

。 联邦最高法院指出 ，如果 国会当初有意对帮助和教唆

行为施加责任 ，那么就会在法律条款中 明文规定 ，但是在 《证券交易法 》第 ｌ 〇ｂ 的法律条

款中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词句 。 所以 ， 《证券交易法》第 ｌ〇ｂ 条款并没有规定所谓的协助

和教唆责任 ，
不应当超越制定法的字面含义而赋予投资人诉权 。 联邦最高法院之所 以否

认
“

协助和教唆
”

责任 ，是基于以下公共政策考量 ：第一
，认定

“

协助和教唆
”

责任的规则不

够清晰 ， 由此导致的不确定性会产生不 良后果
——

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 的责任将随个案

频繁变动 ，这有损于法律规则 的可预见性 ，最终损害商事交易的秩序 。 第二 ，

１０ｂ
－

５ 规则

下的诉讼多数系被原告律师怂恿所致 ，迫使被告花费大量 的金钱和时间进行诉前防御或

诉讼和解谈判 。 其所产生的后果是 ，新公司 和小公司 很难得到 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的服

务 ， 因为后者担心这些公司的生存能力和品 质 ，
而公司经营失败很可能引 发 由此产生 的

针对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的诉讼 。 第三 ，诉讼或和解而产生的 巨大成本会转移到发行人

的身上 ，
而这些成本最终是 由证券市场和投资人负担 ，必将损害美 国 的金融体系和资本

市场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以及广大投资人的利益 。
？

美 国法院此后在 ｌ〇ｂ 
－

５ 规则的适用范围方面分道扬镳
一一

多数法院采取 了
“

明线标

准
＂

（
ｂｒｉ

ｇ
ｈｔ ｌｉｎｅ

） ，认为 ： 无论在虚假陈述中发挥 的作用多么重要 ， 中介机构只对其签字的

文件负责 。
③ 在 ＲｅＭＴＣＥ 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

ｉｅ ｓ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案 中 ，法 院明确指 出 ，
只要

会计师事务所 自 己没有做出虚假陈述 ，无论其是否参与虚假陈述 、参与程度多深 ，都不应

① １ ９３４ 年 《证券交易法》第 １ ０ｂ 条款规定 ，
凡直接或间接利用州 际贸易 的任何手段或工具 ，

利用

邮寄或全国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设备的个人 ，在下述情况下 ，
均属违法…… （ ｂ ） 对于 购买或者 出售在全国

证券交易所登记注册的证券和没有登记注册的证券 ，使用操纵的和误导的手段和方法 ，违反委员会为了

公共利益或者保护投资者利益而必须适当地制定的规则和规章 。

② 联邦最高法院在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 案 中否认了第 １ ０ｂ 条款项下存在
“

协助一教唆
”

责任 ， 但这并不

意味着中介机构可以高枕无忧 。 Ｃｅｎｔｒ ａｌＢａｎｋ 案判决特别但书 指 出 ：

“

Ｃｅｎ ｔｒａｌＢａｎｋ案件的判决只是说

明 了立法的原意 ，
但第二位责任的不存在并不意味着 中介机构不会在第 ｌ〇ｂ 条款或 １０ｂ

－

５ 规则下承担

主要责任 。 相反 ， 任何个人或组织 ，
包括律师 、会计师 、投资银行 ，

如果使用 了操纵的手段或者作出 了导

致投资人信赖的 、
对重大事实的误导或遗漏的陈述 ， 如果满足 ｌ 〇ｂ 

－

５ 规则 的条件 ，其行为将构成对 ｌ〇ｂ

－

５ 规则的违反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

”

此项
“

但书
”

为下级法院追究中介机构责任打开了
一

个 口子 。 但

在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 案 中 ，
由于原告并没有如此主张 ，

联邦最高法院也就顺势 回避了就参与或协助他人欺诈

的中介机构何种行为构成其所称的
“

主要
”

违法行为做出判定 。

③Ｊｉ ｌｌＥ ．Ｆｉｓｃｈ
，
ＴｈｅＳｃｏｐｅ

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Ｌ ｉｔｉ
ｇ
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Ｌｉａｂ ｉｌ ｉｔ

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ｆｏｒ

Ｓｅｃ ｏｎｄａｒｙ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 ｓ
，
９９ Ｃｏ ｌｕｍ ．Ｌ ．Ｒｅｖ ．

，

１９ ９９
， ｐ

＿ １２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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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承担民事责任 。
？ 少数法院采取了

“

实质帮助标准
”

，认为 ：根据 Ｃｅｎｔｒａ ｌＢａｎｋ 案裁决的

精神 ，没有任何理 由认为做出虚假陈述的责任人只局限于签署文件或对投资人显名 的 中

介机构和专业人士 。 在 ＲｅＺＺＺＺＢｅ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 ｓ 案 中 ，法院认为 ：本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会计师事务所
“

足够广泛地
”

或
“

实质性地
”

参与了虚假信息的制作过程 ，公司在此种情形

做出的虚假披露与会计师事务所做出 的虚假披露并无二致 。 法院继而认定会计师事务

所参与欺诈的行为与原告对欺诈行为 的信赖存在因果关系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承担

１０ｂ
－ ５下的主要责任 。 几周后 ，

ＲｅＳｏ ｆｔｗａｒｅＴｏｏｌｗｏｒｋｓＩｎ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Ｌ 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案的法官

做出了类似判决 。

２ １ 世纪初 ，安然 、世通等大公司相继爆发丑闻
，
美国 国会迅速通过了 《萨班斯

一

奥克

斯利 法 案 》 ，

以 加 重 中 介 机 构 和 专 业 人 士 的 责 任 。 在 ２００８ 年 ＩｎｒｅＣｈａｒ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ｃ ．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 ｓＬ ｉｔｉｇａｔ

ｉｏｎ 案 中 ，联邦最高法院一方面 以
“

三权分立
” “

法

院不得僭越国会立法权
”

的宪政理念 ，坚持国会而非法院才是调整证券法的合适主体 ，另

一方面采用 了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 案相同的法律方法——狭义
“

文本
”

解释 ，认为如果国会认

同发行人之外的中介机构 、专业人士和其他人的
“

协助一教唆
”

或类似责任 ， 它应该会在

证券法立法 中以 明文规定 。 该案影响巨大 ，实际上是再次重 申 了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 案的立场 ，

依此标准 ， 即使是《萨班斯
一

奥克斯利法案 》也没有增加追诉中介机构 、专业人士和其他

人
“

协助一教唆
”

责任的私人诉权 。

（
二

）警告义务

会计师 、律师 、证券分析师和资信评级机构等看门人是否受
“

委托人
一

中介机构
”

合

同关系 中
“

向委托人保密义务
”

的庇护 ，而不必向投资人和监管机构负
“

发 出委托人从事

欺诈和不法行为
”

的警告义务 ？ 美国法院在长期的 司法实践中发展出 了所谓的
“

区分原

则
”

，对不同的中介机构区别对待 ：会计师原则上负有警告义务 ，律师是否负有警告义务

则存在极大争议 ，其背后是律师保密特权与警告义务之间的衡平 。

１ ９８４ 年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 ．ＡｒｔｈｕｒＹｏｕｎｇ＆Ｃｏ ？ 案 中 ，

？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
“

区分原

则
”

，特别就律师和会计师对第三人的责任进行了 区分 ，指出 ：为公众服务的独立会计师

与主要为委托人服务的律师不同 ，承担着与律师不同 的职能
——通过验证公司材料和信

息而与公司共同向社会描述公司 的财务状况 ， 独立会计师承担了
一

个对公众的义务——

警告义务 ，这个义务要超越其向委托人负有的义务 。 换言之 ， 执行特别义务的独立会计

师对发行人的投资人和债权人负有最终的信托义务 。 这种证券市场和广大投资人 、债权

人乃至社会公众
“

看门人
”

的地位 ， 需要会计师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与雇主——发行

人
——之间的完全独立 。 这明确表达了联邦最高法院对会计师警告义务的认同 。

联邦最高法院确立
“

区分原则
”

１０ 年之后 ，美国国会于 １９９ ５ 年通过诉讼改革法案 ，
虽

①ＩｎｒｅＭＴＣ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 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

ｉｅｓＳｈａｒｅｈｏ ｌｄｅｒｓ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８９ ８Ｆ．Ｓｕｐｐ ．９７４

，
９８７ （ 

Ｅ ＿Ｄ
．Ｎ ．Ｙ ．

１９９５ ） ．

②Ｕｎｉ ｔｅｄＳ ｔａｔｅｓｖ ． Ａｒ ｔｈｕｒＹｏｕｎｇ ＆ Ｃｏ ．
４６５

，

Ｕ
．Ｓ ．

８０５（ １ ９８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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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法案的主要 目的是减少轻佻的诉讼以及 中介机构面临的诉讼威胁 ，
但法案还是将会计

师规定为一个
“

警告者
”

，修正后的 １０Ａ 条款明确规定 了会计师向投资人的警告义务 ，
主

要内容是 ，如果会计师发现发行人有关人员不法行为的线索 ，他必须判断这种不法行为

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 以及不法行为发生的可能程度 。 如果会计师认为不法行

为对发行人财务状况产生了实质影响 ，那么会计师必须向公司有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报告 ，直到这种行为已经
“

确定
”

消失 。 如果会计师已经向公司有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了报告 ，但是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并没有及时采取会计师认为适当的纠错行为 ，会

计师必须向全体董事汇报情况 。 董事会在收到会计师的报告后 ，
必须在

一

个工作 日 内 向

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和递交会计师的报告副本 。 如果董事会没有在规定的时间 内 向证

券交易委员会进行汇报 ，或者会计师没有收到董事会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汇报的通知 ，那

么会计师必须在知道情况后一个工作 日 内直接 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发行人的不 当行

为 。 此种情形 ，会计师可以选择辞职 ，但无论是否辞职其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的义务

都会
一

直存在 。
①

门罗 Ｈ ． 弗里德曼指出 ，律师职业道德的核心是根据法律为客户谋取完全和平等的

权利 。
？“

对客户信息保密
”

在美国既是律师对客户的信托义务 ，
也是法律所保护的

一

项

律师特权 。

一

个受当事人委托进行交易 的律师 ，没有为交易对方提供信息 的义务 ，
也没

有义务纠正对方就事实的错误理解 ；
但律师对客户负有高度信托义务 ，

必须严守客户秘

密 、将客户利益放在第
一

位 ，
即使客户的行为可能会对第三人或公众造成损害 ，律师也必

须把这些信息作为秘密来对待 ，不得使用或披露 。 并且 ，法院原则上不得要求律师披露

与客户之间交流的信息 。
③ “

保密特权理论
”

使得律师对客户之外的第三人或者公众不承

担警告义务 ，相反该理论禁止律师以第三人或者公众利益为由而损害客户 的利益 。 法院

也认为律师不对社会公众负有揭露证券欺诈的义务 。 在 Ｂａｒｋｅｒ 案中 ，法院指出 ：

“

律师是

否有义务披露发行人的欺诈行为不在证券法调整范 围之内 。

”

在 Ｓｃｈａｔｚｖ ．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

ｇ 案

中 ，法院再次重复了这一立场 ：

“

根据普通法和州的律师执业规则 ，律师没有义务将发行

人的不当行为向社会披露… …为使发行人完全信任其聘任的律师 ，律师应当不负有 向公

众投资人就其委托人行为发 出警告的义务 ，这
一

公共政策是适当的 。

”
？

２００２ 年 ，美国 国会在《萨班斯
一奥克斯利法案 》第 ３０７ 条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

法案颁布后的 １ ８０ 日 内本着维护公众利益及保护投资人的宗 旨 ，对从事证券业务律师的

言行制定最低标准 。 法案要求
“

最低标准
”

至少但不限于规定律师对公司或代理人违法

①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Ｗ ．Ｐａｉｎｔｅｒ
，
Ｔｏｗａｒｄａ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 Ｌａｗ

ｙ
ｅｒＤｉ ｓｃｌｏ ｓｕｒ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
 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

Ｗｈｉ ｓｔ ｌｅｂ ｌ
ｏｗ ｉｎ

ｇ 
Ｒｕｌ ｅｓ

，

６３Ｇｅｏ． Ｗａｓｈ ．Ｌ．Ｒｅｖ
．

 ，

１ ９９５

， ｐ
． ２２ １ ．

②ＳｅｅＪ ｉｌ ｌＥ ． Ｆ
ｉ ｓｃｈ

， 
ＫｅｎｎｅｔｈＭ ．Ｒｏｓｅ ｎ

， 

Ｌｅｓ 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Ｅｎｒｏｎ
 ：
Ｈｏｗｄｉ ｄＣｏ ｒｐｏ 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ｅ ｃｕ ｒ

ｉｔ ｉｅｓＬａｗ

Ｆａｌｌ ？ 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ｏｌ ｅＦｏｒＬａｗｙｅｒ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
ｇ
ＦｕｔｕｒｅＥｎｒｏｎ＾？ ４８Ｗ ．Ｌ ．Ｒｅｖ ．

，
２００３

 ，ｐ ．１ １ ０２ ．

③ 宋冰 ： 《读本 ：美国与德国 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 ，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第 １ ８７ 页 。

④Ｓｃｈａｔｚｖ ．Ｒｏ ｓｅｎｂｅｒ
ｇ
Ｆ．

２ ｄ４８５（ ４ｔｈ Ｃｉｒ
，
１ ９９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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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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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７Ｌ ．

Ｅｄ ．

２ｄ ６ １９（ １ ９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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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
“

逐级上报
”

义务 ：
第一

，要求律师 向公司 的首席法律顾问及首席执行官或相当职

务的公司 官员报告公司或其代理人实质性违反证券法的行为及不履行受托义务的行为

或类似的违法行为的证据 ；第二 ， 如果该公司 的法律顾问或首席执行官未对律师的上述

报告做出适当 回应 ，则要求律师 向该公司 董事会下属 的审计委员会报告 ， 或是向该公司

董事会下属 的某
一委员会 ，或是直接向该公司 的董事会报告 。 这样 ，证券法将对证券律

师管制 的主动权交给了证券交易委员会 ，并首次统
一

规定了对律师管理的规则 。 国会立

法的 目的在于 ，将律师打造成证券市场的事前预警系统 ，使公司董事会在掌握充分信息

的基础上做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判断 ，能够事先知 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违法行为并

及时制止 。

五 、公司治理的
“

董事义务中心主义模式
”

“

公司治理
”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和实现私有产权即股东投资利益的体系 ，主要适

用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大型公众公司 。 正如约瑟夫
？

麦考汗和埃里克
？

韦尔默

朗所言 ：

“

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已经采取的改革措施旨在提髙透明度和信息披露 ， 提升董

事会的监管职能和工作绩效 ，并确保审计人和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性 。 这些措施主要是为

公众公司提供的治理之策 。

”
￥诚如前述 ，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系 由董事忠实义务 、注意义

务和善意义务 ， 以及中介机构 和专业人士不协助或教唆义务 、警告义务所构成 。 除上述

各种义务外 ，公司治理的另一主要 内容 尚包括公司机关及其相互关系 ，特别是董事会结

构 、组成 、功能 、独立外部董事 、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等方面 。 诸此公司治理上的内容要素

可概括为
“

一

个中心
” “

三个基本点
”

，
各要素并非个别单独存在 ，毫不相关 ，

而是以公司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股东的信托义务为中心形成的管理和控制公司 的体系 。

一

个
“

中心
”

，系指公司 中董事和弱势股东之间代理问题之法律克服是公司治理的 出

发点和落脚点 。 就公司治理的 目标而言 ，美国以及两大法系 国家法学界存在股东 中心 主

义和利益相关者中心主义之争 。 前者认为 ，
股东是公司 的最终所有人和剩余索取权人 ，

公司治理及公司的终极 目标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后者认为 ，董事在考虑股东利益

的同时 ，
也应当考虑劳动者 、消费者 、债权人 、政府 、社区和环境乃至社会整体的利益 。 股

东 中心主义的观点长期 以来占据了公司法和公司治理领域的主流 ， 直至 ２０ 世纪末期利

益相关者理论兴起 。 彼时 ，大型公司演变成类似于 国家的制度实体并在社会上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
工会运动 、左翼思潮和社会民 主主义兴起 。 美国各州公司法 中均不 同程度

出现了保护劳动者 、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规定即所谓的
“

利益相关者条款
”

。

笔者认为 ，公司法中的
“

利益相关者条款
”

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和 民众的政治

诉求 ，其在事实上仅仅具有提示功能 ，

一

方面 ，提醒公司或者董事在行为时要考虑利益相

①ＪｏｓｅｐｈＡ ．ＭｃＣａｈｅｒｙ ，
ＥｒｉｋＰ ．Ｍ ．Ｖｅｒｍｅｕ ｌｅｎ

，
Ｃｏ ｒｐｏｒａｔ

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
ｐ

ｉ ｔａｌ
，
Ｊｏｉｎ 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
ａｎｄＦａｍｉ ｌｙＢｕｓｉｎｅ ｓｓｅｓ

，
ＥＣＧ ＩＬａｗＷｏｒｋｉｎ

ｇ 
Ｐａｐｅｒ

．
６５／２０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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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者的利益 ，
否则将会根据劳动法 、消费者法等其他法律向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 ； 另

一

方

面
，提醒法官在判案时可以根据劳动法 、消费者法等法律判定公司 向 利益相关者承担相

应的责任 。 法院事实上很少直接根据公司法中 的
“

利益相关者条款
”

判定公司或者董事

向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 。
？ 马丁

？ 盖尔特指出 ， 即使在德国和法国两个深受左翼和社会

民主主义思潮影响的欧洲国家 ，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和从业人员现在也已经开始支持股

东中心主义 ，

？人们更倾向于支持保护小股东而不会过多关注利益相关者议题。 换言之 ，

当下两大法系 国家公司法事实上均坚持公司 治理的 目 标是通过规制董事行为实现股东

的利益 ，坚持公司治理的 目标是为了 实现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使他们能够通过投资

公司获得大量的投资 回报 。 因为 ，在任何社会 ， 公司法担负 的重要历史使命就是通过严

格贯彻有限责任制度来刺激社会公众的投资积极性 ，
使他们愿意将 自 己的 闲散资金投人

到公司 ，为公司瞬间聚集大量资本并因此而开展大规模的商事经营活动提供物质保障 。

“

三个基本点
”

系指公司治理在规范内容上表现为三个层面 ：
第一

，公司董事 向公司

和股东所负的
“

信托义务
”

，此项义务在公 司法中发挥着补充法律不完备性的重要功能 ，

构成了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权力行使的有力制约 。 第二 ，公司机关及其相互关系 ，特

别是董事会结构 、组成 、功能 、独立外部董事等方面 。 当前的公司治理改革集中在提高董

事会的效能 ，董事会中分别设立审计 、提名 和薪酬等独立外部或者非执行董事组成的专

门委员会 ，
已经成为改革的重要 内容 。 第三

，会计师 、律师 、证券分析师和资信评级机构

等中介机构向股东 、投资人等第三人所负的信托义务 。 法律要求中介机构 向投资人和股

东承担不协助或教唆义务和警告义务 ，违反义务的 中介机构应当 向股东 、投资人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

上述诸项义务及公司机关体系并非并列关系 ， 而是在逻辑上表现为
“

中介机构与专

业人士义务一以董事会结构为 中心的公司机关体系
一董事信托义务

”

的递进式结构 ，这

种 以董事义务为核心层层递进的治理结构可称之为
“

董事义务中心模式
”

的公司治理 。

除美国外 ，英国 、澳大利亚等英美法系国家带有浓厚的
“

董事义务中心模式
”

色彩 。 此种

模式的特点是 ，
奉行股东 中心主义价值取向 ，严格约束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 ，

使其对公司乃至直接对股东承担信托义务 ，最大程度维护股东利益 、实现股东价值 。

一

方面 ，
证券市场的发达和竞争促使各证券交易所竞相制定各种上市规则以吸引质量好的

① 当然 ，个别国家公司法中的
“

利益相关者条款
”

在字面上可能具有强制性 ， 实践中也偶尔会出现

个别 国家的法院根据
“

利益相关者条款
”

要求公司或者董事承担责任的案例 。 例如 ， 英国在 １ ９８０ 年的

两个案件即Ｗｉｎｋｗｏｒｔｈｖ ．
ＥｄｗａｒｄＢａｒ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 Ｌｔｄ ． 和 ＷｅｓｔＭｅｒｃｉａＳａｆｅｗｅａｒＬ ｔｄ ． ｖ ．Ｄｏｄｄ中

，

通过承认某些情况下公司的利益包括公司偾权人的利益 ， 间接承认董事对债权人承担义务 ， 但这两个案

例备受争议 ， 英国法院此后很少援引 ，
判例所反映的规则和观点并未发展成为稳定的判例法 。 参见张民

安 《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 》 （第 ２ 版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１ ９０ ？ １ ９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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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市 ，证券交易委员会出于监管 目 的也制定大量规则 ， 这些规则主要是对外部董事

做出规定 ，
以强化独立外部董事的监督职能 ，从公司机关内 部制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权力的滥用 。 另
一方面 ，法院在审判 中不断发展 、扩张董事和 中介机构 、专业人士对股东

承担的信托义务 ，从公司外部强化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权力行使的监督 。

董事 、 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信托义务系对信托法上受信人信托义务 的拟制 ，其履

行标准往往高于类似法律关系 中其他义务的要求 。 正如本杰明 ？Ｎ ． 卡多佐法官所言 ：

“

在普通对等交易行为 中所允许的诸多行为方式 ，在受信托义务约束的场合则是被禁止

的 。 受信人的行为标准 比之市场道德要求更严格 。 受信人的行为标准
一直是维持在高

于普通人之上的水平 ，其行为仅仅是诚实并不足够 ，在最敏感的细节上他必须符合正直

的标准 。

”

法律之所以对受信人施以如此高标准的要求 ，是因为在信托关系 中 ，受信人居

于优势地位 、享有改变他人法律地位的权力 ， 并要履行实现委托人财产收益最大化的职

责 ，并且既不能从受益人处获得对待给付 ，
也不能从管理的他人财产或事务中受益 。

“

在

这种情况下 ，从受益人或本人的立场看监督既是必要的 ，又是不能完全有效实施的 ，所 以

才求助于法律上的信托义务手段来保护受益人的利益 。

” ？

公司 中所谓信托关系本质上是指特定当事人
——

股东和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投

资人和中介机构 、专业人士
——

之间不对等的法律关系 。 作为受信人的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 、 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 ，
而作为受益人的股东 、投资人则处于相

对弱势地位 。 当事人地位的此种不对等 ， 以及贯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共政策 目标 ，要

求借助董事和中介机构信托义务予以妥当地衡平 。 另外 ，公司法上的董事信托义务允许

董事为了实现股东价值而冒险或者根据商事判断规则 自主决定是否值得冒 险 ，这不 同 于

信托法上受托人应当周到保持信托财产之价值或尽量避免使其处于危险境地的要求 。

在公司 治理这
一

法律概念的移植过程中 ，德国 、法国和 日 本等大陆法系 国家形成了

有别于美国的另外
一种公司治理模式即

“

公司机关中心主义模式
”

。 在这种模式之下 ，法

律分别设置分权制衡的董事会机构即董事会和监事会 ，
以两个公司机关之间的权力分设

来制约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的权力滥用 ，德 国 、法国 、 日 本等大陆法系 国家传统上带

有浓厚的
“

公司机关中心主义模式
”

色彩 。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 因是 ，第一 ，英美法系 国家

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 ，公司并购市场活跃 ， 公司控制权市场对公司管理层能够起到足够

的威慑作用 ；
而大陆法系国家资本市场不够发达 ，

股权结构较为集 中 ，
公众公司 中往往存

在控股股东 ，约束控股股东而不是董事成为公司法的首要任务 。 第二 ，英美法系 国家具

有判例法传统 ，法官的造法功能 比较强 大 ， 具有高度不完备性的董事信托义务借此能够

不断扩张 、生生不息
；
大陆法系国家则奉行成文法传统 ，

法官的 司法能动性与英美法系 国

家相 比较为孱弱 ，难以发展具有高度不完备性的信托义务 。

换言之 ， 由于法官造法传统之确实 ，
证券市场亦不发达 ，成文法传统的大陆法系 国家

中
“

公司治理
”

理论的移植主要 由立法机关和学者推动 ，这就使得美国证券监管机关的监

① 张开平 ： 《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
，
法律 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第 １５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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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规则 、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以及 《英国公司治理法典》等有关外部董事和董事会结构

方面的规则成为这些 国家公司法学习 和效仿的对象 ，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也就顺理成章

表现为
“

公司机关中心主义模式
”

。 当然 ，随着公司 治理研究的不断深人和公司治理运动

的发展
，
大陆法系 国家现在也开始注重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并 日益注重董事信托义务在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方面的作用 。 例如 ， 《德国公司法 》第 ８８ 条规定了董事忠实义务 ，学者

们也越来越多地使用
“

信托义务
”

之称谓 ，但 《德 国公司法 》 中董事仅对公司 负有信托义

务 ； 《法国公司法 》也确立了董事负有信托义务的规则 ， 法院在多个判例中也使用信托义

务的概念
；
早在美国 占领期 间 《 日本商法典》 第 ２５４

－

３ 条就移植了美国法上的董事信托

义务 ，

１９ ８９ 年之后法院多次运用该条款做出判决 。

六 、 中国
“

公司治理
”

移植的再认识

１ ９９９ 年 ９ 月
，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 四中全会公布 《 中共中央关于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

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 明确了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公司 制 ，并提出
“

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是公司制 的核心
”“

充分发挥董事会对重大问题的统
一决策 、监事会有效监督的

作用
”

，这些论述为立法 、行政部门开始关注公司治理规则的建立完善及实施提供了政治

基础
，是公司治理研究引入中 国企业改革实践并发挥作用的重要标志 。 ２００２ 年 ，

证监会

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公布《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 》 ， 明确軾中 国公司治理有关问题做出规定 ，

第 １ 条和第 ４２ 条使用了
“

公司治理结构
”

，

？第 ９ １ 条使用 了
“

公司治理
”

。
② ２０ １０ 年 ，深圳

证券交易所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１ ． ４ 条使用 了
“

公司治理结构
”

，第 ２ 章标

题为
“

公司治理
”

，涉及总体要求 、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等规定 。
？

１ ９９３ 年制定的 《公司法》认为 ，公司 的机关或者组织机构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包括三

个组成部分即股东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 ，其中公司股东会是公司 的权力机关 ，享有公司法

所规定的
一

系列重大问题的决议权 ；董事会则是公司 的执行机关 、管理机关 ，负责执行公

①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第 １ 条规定 ，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 ，享有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合法权利 。 上市公司应建立能够确保股东充分行使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 。 第 ４２ 条规定 ，董事会 向

股东大会负责 。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应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 。

②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第 ９ １ 条规定 ，
上市公司应按照法律 、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 披露公司治理

的有关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 ： （ １ ）董事会 、监事会的人员及构成 ；

（ ２ ） 董事会 、监事会的工作及评价 ；
（ ３ ） 独

立董事工作情况及评价 ，
包括独立董事 出席董事会的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 的情况及对关联交易 、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免等事项的意见 ； （
４

） 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及工作情况 ； （ ５ ）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 ，及

与本准则存在的差异及其原因 ； （ ６ ）改进公司治理的具体计划和措施 。

③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１ ． ４ 条规定 ，
上市公司 应当根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

部门规

章 、规范性文件 、 《创业板上市规则 》 、本指 引 、本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 ，
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和健全的 内部控制制度……第二章
“

公司治理
”

的内容分四节
，
分别为总体要求 、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

事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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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会的决议 ；
监事会则是公司的监督机关 ，

负责对公司董事会进行监督 。 之后 ，
虽然

立法机关分别在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 １ ３ 年对公司法做了大量的修改 、补充 ，但是此种公司组织架

构仍然得以维持 ，成为公司法的重要 内容 。 证监会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证监会 《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上

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治理指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也

就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董事义务等问题做出了规定 。

１９ ９８ 年制定并历经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 １ ３ 年三次修改的 《证券法》第 ６ ３ 条至第 ７２

条规定 了信息披露制度 ，第 ８５ 条至第 １０ １ 条规定了公司收购制度 ，涉及会计师 、证券分析

师和资信评级机构等看 门人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第 ８ 章
“

证券服务机构
”

（第 １ ６９ 条至

第 １ ７３ 条 ） 和第 １ １ 章
“

法律责任
”

（第 ２００ 条 、第 ２０ １ 条 、第 ２２３ 条和第 ２２４ 条 ） 。 其中 ，第

１ ７０ 条规定了看门人的从业资格 ，第 １７ １ 条和第 １７ ３ 条规定 了看 门人的禁止行为 和文件

出具义务以及相应的 民事赔偿责任 ，第 ２００ 条 、第 ２０ １ 条和第 ２２３ 条规定了看门人的行政

责任 ，第 ２ ２４ 条规定 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 。 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 《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 》第 ８７ 条至第 ９４ 条也就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的规则专门做出规定 。

可以说 ，

“

公司治理
”

这
一

词汇 已经在中 国法律制度上有所反映 ，甚至被证券监管在

行政法规和 自律性文件中 明文规定 ， 其外延——公司机关 、信息披露和看门人制度——

所包括的内容基本上都能在 中 国公司 法 、证券法和证券监管行政法规 、 自律性文件中找

到对应的内容 。 但
“

公司治理
”

作为
一

种法律理念和理论体系在中 国并未发挥其应有的

重要作用 。 这集中体现在 ， 中国立法机关和学者并未识别区分美 国董事义务中心主义与

大陆法系公司机关中心主义两种模式的公司 治理 ，没有认识到董事 、 中介机构和专业人

士信托义务逻辑层面上在公司 治理中 的重要地位 ，
以及事实层面上在美国公司治理模式

中的中心地位 。 ２００５ 年公司法虽然增加规定了董事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 ，但总体上仍然

带有强烈的公司机关中心主义色彩 ， 比如将重大权力都上收给股东大会 、将公司法等同

于商事主体制度 ，
而忽略了公司本身也是财产和客体的特性 、忽略 了公司法和证券法之

间的协调联动 ，
没有在证券法中就会计师 、律师 、证券分析师和资信评级机构等 中介机构

的独立性作出要求 ，更有甚者 ，最高人民法院就证券诉讼作出 了必须以
“

行政处罚决定或

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
”

为前提的不合理规定 。

所有这些都说明 ，那种 以解决公众公司 中代理问题为己任 、建立在股东 中心主义价

值取向 、 以董事会为中心的
“

公司治理
”

理念 ，在中 国公司法上可能并不存在 。 中 国公司

法有关股东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定仅仅是从商事主体和商事组织的角度对公司所作

的规范 ，
证券监管行政法规 、 自律性文件中有关公司治理的规定也仅仅是从证券监管角

度直接移植乃至翻译外 国 证券监管规则的产物 。 换言之 ， 中 国立法机关仍然奉行
“

组

织
一

行为
”

模式的公司立法理念和思路 ，仅仅把公司法看作商事组织法和商事行为法 ，
重

视公司组织和公司行为的规范 ，
而缺乏解决

“

股东
一

董事
”

之间代理成本的问题意识 。 所

以尽管中国法律学者已经了解到两大法系国家
“

公司治理
”

的研究盛况 ，并认识到
“

公司

治理
”

在构建公司法律制度 、指导公司实践方面的重要性 ，
且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但中

国法律理念的移植要落后于法律规则的移植 ，立法机关仅仅是接受 了公司法律字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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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规定而没有接受背后的法律理念 ，公司 治理的理念及其逻辑对于 中 国 的法律制定 、

司法裁判并不具有实际的理论指导意义。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

第
一

，法律学者对公司 治理概念及其逻辑的误会 。 本文 的研究揭示出 ，公司治理仅

适用于公众公司 ，是对公司法有关公众公司法律规范的另 外
一

种解读视角 ，作为
一

种理

论体系和公共政策的公司治理主要是以法理的地位
“

隐藏
”

在法律条文和判例法之 中 ，是

法官 、律师和学者解释法律条文的理论工具 ，
也是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法律的理论工具 。

其宗 旨是在公众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条件下 ，解决股东与董事之间的委托代理问

题 ， 以实现股东之利益和价值 。 法律在解决这
一问题的策略 中 ，最直接而方便的无疑是

借助于董事信托义务这
一工具 ，而要监督董事尽职履行义务则需要公司机关体系 的科学

配置和 中介机构 、专业人士信托义务的实现 。 由 于 国情的不同 ，此种法律逻辑在不 同 国

家的法制上有不同表现 ，美国形成所谓董事义务中心主义模式的公司治理 ，德国 、法 国和

曰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则表现为公司机关中心 主义模式 。 中 国现行公司法和证券法系法

律移植的产物 ，彼时法律学者对两大法系 国家公司和证券制度的研究集 中于其成文法而

很少涉及英美判例法 ，
立法机关在制定公司法时主要是移植了 两大法系 国家的公司成文

法 ，这就导致中国公司法仅仅移植了美国和其他 国家成文法律条款中有关公司机关的规

定 ，而没有接受隐含在法律条文背后的法理 以及英美判例法中 的信托义务 。

第二 ， 中 国社会对权利的过度推崇 。

一

些学者甚至把中 国传统法律制度定性为
“

义

务本位
”

，
而把现代西方尤其是中国法制建设的 目标描述为

“

权利本位
”

，似乎认为确认权

的法律在价值上优于确认义务 的法律 ， 进而认为法律进步 、法律改革的 目 标在于增加法

律关系主体的权利 、减少其义务 。 笔者认为 ，

“

权利本位
” “

义务本位
”

孰优孰劣不能一概

而论 ，存在
一

个语境和范围 的问题 。 在民商法领域之外的宪法或者政治学层面 ，认为法

律应当以权利为本位当然是正确的 ，但在民商法领域之内 ，

一

方当事人的权利同时就意

味着另
一

方当事人的义务 ， 当事人权利的实现必须借助于另
一

方当事人的义务履行 。 例

如 ，就公司治理而言 ， 亚当 ？ 斯密早在 １７７ ６ 年就指出 ：

“

公司 中的董事管理的是别人的

钱 ，而不是他们 自 己的钱……在管理公 司事务过程中 ， 董事们或多或少总会出现粗心大

意和不负责任的现象 。

”
？换言之 ，股东各项权利的实现必须以董事信托义务的履行为前

提 ，
没有董事义务 ，何来股东权利呢 ？ 所以 ，在 民商法领域 ，注重权利并不意味着放弃 、贬

低义务 ，义务和权利同等重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权利更为重要 。

第三
，
法律移植的路径选择 。 迄今为止 ， 中 国法律改革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移植两

大法系 国家成文法的过程 。 这些移植在公司法领域主要集 中在法律规则 的具体内容和

在西方已经人尽皆知的公司法基本原则 。 法院的作用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它们甚至被视

为软弱 、无能和腐败的代名词 。 这种法律移植模式可谓
“

实体法移植
”

或者
“

立法移植
”

模

式 。 而忽视了另外一种更高级的法律移植模式即结构性移植 （
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 ｓｐ

ｌ ａｎｔ
） ， 它并

①Ａｄ臟Ｓｍｉ ｔｈ
，

Ａｎ Ｉ

？

伽ｒＡｅＭｊｆｗ ｒｅａｍ／〇／加Ｗ如／決Ｌｏｎｄｏｎ ：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Ｉｎｃ ． １７７ ６
， ｐ ． ７４ １ ．



２８ ６南 京 大 学 法律评论 （
２０ １ ６ 年春季卷 ）

非单纯地复制实体法律 ，而是引人原产 国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的分配模式 。 该种模式的

支持者们认为 ，
每一个法律体系都必须分配剩余立法权 ，

以处理法律公布 时尚未预见到

的情形和漏洞 。
？ 法院是剩余立法权的最佳享有者 ， 因为剩余立法权如何配置取决于三

个因素 ：法律不完备的程度 、事前标准化危害行为 的能力和预期损害的程度 。 就规范信

托义务的法律而言 ，公司法和证券法条款高度不完备 ， 违反该项义务的行为亦不易标准

化 ，因而把剩余立法权分配给证券监管机关并不可行 。 此外 ， 由于违反信托义务行为预

期伤害的程度相对来说较为可控 ，故法院的被动性执法足以纠正有害行为 。 法院剩余立

法权的实效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害者将案件提交到法院解决的意愿 ，而这种意愿反

过来又取决于法院解决纠纷实际的或者预期的质量和效果 。 如果法院较为弱势 ，那么 即

使被赋予宽泛的剩余立法权 ，它也很难有效行使剩余立法权 、很难有效执行法律 。

澳大利亚西部最高法院法官欧文指出 ：

“

法律规范并没有直接规定
‘

公司治理
’

的概

念 。 但是法律中仍然存在着
一些基本原则 ， 以解释历史形成的公司治理指南和法律规

则 ，并指引董事应 当如何履行其义务和责任 。

”＠公司 治理虽然表现为公司法和证券法上

的
一

系列规则 ，但其更是
一

种理念 、原则和法律方法 。 中国在移植
“

公司治理
”

的过程中 ，

应当理性认识其适用范围 ，公司治理有关法律规则和理论学说均以公众公司为潜在适用

对象
，
公司法应当就股份有限公司 和有限责任公司规定不同的治理结构 ， 并将公司治理

的理念贯彻于股份有限公司 的制度设计之中 。

立法机关在具体法律规则的制定中 ，
应当确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 的

优越地位 ，规定董事会负责公司 的经营管理 ， 除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必须由股东

大会行使的特定权力之外 ，董事会可 以行使其他所有的公司权力 ； 德国 、 日 本和法国
“

公

司治理
”

移植的事实表 明 ，把更多的信托义务法典化是可行的 ，也是可取的 。 中 国公司法

应当顺应两大法系 国家公司立法的最新发展 ， 列举规定违反信托义务 的典型行为 ， 并明

确规定法院对其他类似行为应当用同样的方式处理 ；
公司法应当增加规定单层董事会并

允许公司 自 由选择董事会结构 ，
以强化董事义务的内 部保障机制 ，证券法应当明确规定

① 因为 ，
立法机关不可能设计出能够调整所有未来突发事件的法律 ，从而法律在本质上也就是不

完备的 ，
不可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规范社会关系 。 此种情形 ，

法律的效果和执行就依赖于法律体系如

何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确定法律的内涵和意义 。 换言之 ，法律如何分配立法权和执法权 ，
以处理未来发生

的意外情况 。 法律体系可能把剩余立法权分配给法院或者监管机构 ， 或者同时分配给二者 。 法律也可能

否定接近 （或者使当事人难以接近 ）正式法律体系的途径 ， 由 当事人自 己解决这些问题 。 决定剩余立法权

和执法权分配的三个因素 ：法律不完备的程度 、事前标准化危害行为的能力和预期损害的程度 。 利用这
一

框架分析信托义务问题时 ，
我们认为 ，

法院是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的最佳享有者 。 法律髙度不完备
，行为

亦不易标准化 ，
因而把立法权和执法权分配给监管机构并不可行 。 此外

，
由于预期伤害 的程度相对来说

较为可 控
， 故被 动 性执 法足 以 纠 正有 害行 为 。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Ｐｉ ｓ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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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 、律师 、证券分析师和资信评级机构等看门人的
“

独立性
”

，
以从外部保障董事信托

义务的履行 。

更为重要的是 ，法律改革和移植的重心应 当放在提升法院的功能和作用方面 ， 国家

应当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司法改革 ，
强化司法独立并确保法院有足够的资源和制度保障履

行审判职责 。 我们从美国
“

董事义务中心主义模式
”

公司治理中获得的最重要启示是 ，信

托义务具有剩余性 ，这使得立法机关难以制定完备的法律 ， 故信托义务移植的核心之处

在于把剩余立法权分配给法院 ， 由法院行使被动执法和事后立法的权力 。 在公司治理领

域 ，应当加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 ，实体法应当鼓励而不是压制诉权的行使 ，
立法机关应当

在法律中赋予股东和投资人针对董事 、 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违反信托义务的行为提起诉

讼的权利 ，法院也应 当抓住运用法律的机会参与造法活动 ，不断发展和拓宽信托义务 。

七 、结 论

“

公司治理
”

系指
“

管理和控制公司的体系
”

，

？其主要 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 第一 ，公司

机关及其及其相互关系 ，特别是董事会结构 、组成 、功能 、独立外部董事 、董事会专 门委员

会等方面 ；第二 ，公司董事向公司 和股东所负的民事义务和责任 ；第三 ，会计师 、律师 、证

券分析师和资信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 向股东 、投资人等第三人所负的 民事义务和责任 。

本文的研究揭示 出董事信托义务在美国公司治理中 的核心地位 ，强调公司治理在法律层

面表现为以董事为核心的
一

系列义务群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乃至股东承担诸

种民事义务和责任 ，董事会结构和中介机构义务分别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保障董事义

务之实现 ，更强调公司法和证券法上
一

系列义务群背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 。 这

启示我们 ，
义务和权利在私法领域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 因 为权利主体合法权益的实

现取决于义务主体法律义务的履行 ，在公司证券 、民商事立法乃至未来民法典的制定中 ，

中国应当注重义务主体各类法律义务的妥当周详设定 ， 以实现更好地保护私法权利和利

益的社会 目标。

本文的研究亦揭示出 ，
对于高度不完备的信托义务 ，美国法院在实践中发展出 了 董

事忠实义务 、注意义务和善意义务 ，
以及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不协助或教唆义务 、警告义

务等一系列义务群 ，这靠的是对股东中心主义基本价值广泛共识的支撑 ，
以及法院剩余

立法权的司法能动主义传统 。 换言之 ，美国董事义务 中心主义模式的公司治理扎根于发

达的证券市场和深厚的法治传统 。 活跃而频繁的公司并购活动不断催生对中介机构和

专业人士的强大需求 ，
法官的强大造法能动性不断拓展董事 、 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信托

义务的疆域 。 这
一事实表明 ，

一个国家要建立完备的公司治理机制 ，
不是在纸面上确立

一套公司法和证券法制度就行了 ， 而必须在更大范围 内取得人们对其意义的共识 ， 特别

是应强化司法独立和提升法官职业水平 。 相反 ， 在一个缺乏法律共识 的社会里 ， 即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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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白纸黑字刻下公司治理参与人的诸项义务 ，法律文本可能也只是
一个摆设 。 所以 ，

“

公

司治理
”

不仅仅是
一

个法律概念 ，
更是

一套有着鲜明价值取向 的法律话语体系 ， 是评价 、

指导公司证券立法 、司法和执法的理论武器和法律方法 。

中国对
“

公司治理
”

这
一

概念的移植源 自 中国政治和市场的 自 身逻辑 ，在宏观层面适

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国有企业改革 的需要 ，在微观层面上 ，

“

公司治理
”

及

其体系也能够很好地嵌入中国公司和证券法律制度 。 但是 ，作为法律概念的
“

公司治理
”

是在改革突飞猛进经济社会急剧转型之际
“

匆忙
”

移人中国 的 ，法律学者迄今仍缺乏对公

司本质 、委托代理 、公司 目标 、董事信托义务 、看门人机制等基础概念的深度研究 ，对外部

治理的研究也鲜有涉及 ，存在着学术研究缺乏深度广度 、视野狭窄和无法为立法 司法提

供理论支持等问题 。 另外 ， 中 国也存在着法律现实主要是立法 、司法理念落后于理论研

究的尴尬处境 ，立法机关并未 自觉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进行公司 和证券领域的制度设

计 ，现行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也远未达到
“

公司治理
”

及其体系的要求 。 司法机关在审

理公司 和证券方面的案件时 ，
也几乎不会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解释和适用公司法和证券

法 。

“

公司治理
”

及其理论学说经历了 从英国至欧洲大陆 国家 ，再到 日 本 、韩 国 、澳大利

亚 、俄罗斯 、 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移植轨迹 。 中 国学者通常将
“

公司治理
”

理解为公司机关

及其权力构造 ，这与该术语在其起源地的美国具有重要差别 。 中 国应当接受
“

公司治理

在法律层面表现为以董事为核心的
一

系列义务群
”

的新思维 ，
使用

“

公司治理
”

这
一

概念

重构 自 己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体系 ，
并以此为指导对公司治理体系 、公司 和证券制度做出

妥当法律安排 ， 突出公司法的股东保护理念和证券法的投资人保护理念 ， 强化董事会在

公司治理结构 中的优越地位 ，扩张董事 、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和会计师 、律师 、证券分析师

和资信评级机构的民事义务 ，实现中 国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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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ａｎｄ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ｌｅｖｅ ｌｏｆｐ

ｒｏｆｅ ｓｓ ｉｏｎａｌ

ｊ
ｕｄｇｅ

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Ａｇｅｎｃｙ ； 

Ｆｉｄｕｃ ｉａｒｙ
Ｄｕｔｙ ；

Ｄｉｒｅｃ ｔｏｒｓ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Ｉｎｓ 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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