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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8_AE_BA_E6_c33_41926.htm 首先，我们看一看独立

董事的产生。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已有的独立董事均由大股东

推荐或由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推荐并以简单多数的选举方式由

股东会选举产生。如果我们想用独立董事制度来对目前是大

股东俱乐部的董事会进行必要制约，从而保护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目前实际上难以做到。其次，有独立董事的董事会

能否真正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呢？在现行《公司法》的

制度下，董事会的所有决议均应是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通过

，此种董事会决议制度并不能保证独立董事能有效行事。不

占董事会多数席位的独立董事对董事会决议的影响是有限的

，难以达到公众所期望的作用。另外，由于独立董事不参与

企业经营管理，多是通过企业管理层的介绍及财务报表了解

公司的情况，通过大股东控制的管理者的眼光来看企业，其

独立性何在？再者，支付独立董事报酬也与独立董事保持其

独立性存有矛盾。道理很简单：独立董事如从公司中获取薪

酬，其独立性必遭质疑；如不获取薪酬，又难免会造成独立

董事不情愿地去进行监督。 质疑之二：合法性 独立董事制度

不可无法可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就独立

董事制度而言，它属于“公司法”调节范围。该部法律没有

规定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必须建立独立董事制，更没有规定独

立董事应占到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三分之一以上。因此，中

国证监会作出的必须设立独立董事这一规定，则其与《公司

法》相违背。独立董事虽然能够作为董事会成员参加会议，



参与重大事项决策，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行使独立权力的

合法依据，更不能依照现行《公司法》去享受《指导意见》

赋予的权力。如果考虑到《证券法》中“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其中

并没有明确是中国证监会，且中国证监会在国务院组成机构

中非行政单位，其是否有权出台这样一个法律性规定也是令

人生疑的。退一步说，如果中国证监会有权出台这一规定，

则其对外发布的应是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而不应是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而指导意见在我国法律

体系中并无法律地位，不存在必须执行的问题。 基于以上原

因，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建设应具有权威性，所赋予独立董

事的权利与其承担的义务应相当，独立董事职责重大，在实

践中如何保证其职责的有效行使是我们应重点考虑的问题也

是独立董事制度能否真正有效的关键。我们可以通过制定《

独立董事法》强制要求上市公司依法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并

依法保证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能，约束独立董事行为，从而

确保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及独立董事制度的合法

性。另外，在《独立董事法》的约束下，可考虑成立“独立

董事协会”，通过协会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建设，规范独立董

事执业行为。 而在我国目前实践中，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立

法和规范仍然相对滞后，甚至未曾启动。现有企业正在试行

的独立董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独立董事目前仍处于无法可依，无规可循的境地。 质疑之

三：利益性 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动力来源无外乎两点：一是

声誉机制；二是薪酬机制。声誉机制将激励独立董事去监督

执行董事和经理人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避免独立董事与执



行董事之间的“合谋”。除了独立董事的声誉可以激励其为

上市公司作出更好的服务以外，上市公司的股东也应该采取

一些更切实际和实在的激励措施以促使独立董事更加积极认

真的投入工作，这就是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报酬和持股

问题。 对独立董事该不该从上市公司拿钱，该拿多少钱一直

有争议。国际上有关独立董事薪水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

点认为不应该拿钱，因为只有这样独立董事才能保持独立性

；另一种观点是应该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其积极性。

现在来看，两者都不无道理，但现实中更多的是选择后者。

独立董事的取酬问题简单化来看一般与公司业绩无关，因为

他们并不负责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也不是上市公司的

员工，《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

的津贴，津贴的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订议案，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在公司年报中进行披露。但指导意见中并没有规定津

贴的上下限。同时，作为由上市公司大股东提名，经股东大

会选举决定产生的独立董事，一旦拿了过高的津贴，免不了

让人怀疑其是否还能保持客观独立。而如果给独立董事的津

贴与其付出不相符，独立董事也不可能接受。考虑到独立董

事的作用在于监督和制衡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层，那么薪酬

结构显然在调动其积极性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对

于股东来说，为了使独立董事的工作独立而负责任，就应当

付给他们相当于专业人员报酬，以酬报他们对公司的贡献。

这就需要上市公司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界定，除了实际

的固定货币报酬以外，为了使独立董事的利益与股东利益保

持一致，还可考虑提供股票期权激励。而从目前我国上市公

司实践情况来看，这一问题显然并没有解决好。 质疑之四：



效用性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董

事会成员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为独立董事，其中至少包括

一名会计专业人员。其实除了会计专业人员之外，担任独立

董事的其他人员也一般应是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员，如法律、

财务、管理、投资、金融、技术等等，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

专长，为企业提供来自企业外部的、建设性的意见，他们并

非要多高的威望和名气，只要能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高度

负责的态度参与到公司的高层管理中去，就是称职的董事。

此外，注重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和结构搭配也很重要，这样

才有利于搭建一个强大的专业知识平台。在独立董事制度实

行较早、效果也较好的西方国家，出任独立董事之职的人大

多数为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在职或退役企业家以及有过多

年执业经历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纯粹的学者只占很少的比

重。我们再来看看目前我国独立董事的构成。据统计，截

至2001年底，公告聘请或拟聘请独董中博士学历占总人数

的28%，另有2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出任独立董事

之职，经济学家是独立董事最热门的人选，共有131人，技术

类专业的专家也颇受欢迎，共有135人，而会计专业的人约只

有60人。可见从独立董事的构成来看，还远没有达到证监会

的要求。我国上市公司目前聘请的独立董事的职业倾向和知

识结构是否能实现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的目的，很值得我们的

怀疑。 从理论上看，独立董事发挥效用存在两个障碍：一个

是信息问题，另一个是时间问题。独立董事要想有效地发挥

监督作用，需要综合这样几个要素：对公司及其业务的了解

深度及看待问题的视角广度；对现公司经营目标的参与和投

入，以及不受任何从属关系束缚的超脱感。及时获取企业信



息并对公司情况的了解显然是其中的关键，而管理层是董事

会和独立董事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任何不完全或歪曲的信

息披露以及非欺骗性的信息误导都会使得独立董事形成的判

断面临歪曲真相的极大威胁。同时，独立董事因为来自不同

于上市公司的行业和公司，这样就会出现独立董事并不了解

上市公司的具体业务，而且没有相关的业务经验的情况。同

时，独立董事能否发挥效用取决于社会范围内能否形成包含

独立董事制度的公司的治理文化氛围，并自觉实践独立董事

制度，同时获得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的认可。 从实践来看

，一个人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一职现象时有发生，试

想如果一个独立董事同期受聘于数家上市公司那么他作为独

立董事的作用真正能发挥多少呢？《指导意见》规定独立董

事每年不少于15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名人董事如何保证？我们拿什么

尺度来衡量每一位独立董事是否用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有

效地履行其作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职责？ 质疑之五：责任

性 独立董事有别于一般董事，除了必须履行董事的一般职责

，还兼有如下职责：协助确保董事会考虑的是所有股东的利

益，而非某一特定部分或团体的利益；就公司战略、业务资

源等问题作出独立判断，包括主要人员任命和操守标准；检

讨董事会和执行董事的表现；在执行董事可能存在利益冲突

时介入。 为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责任性，笔者认为：第一，

要保证独立董事能够独立行使其权力的各种条件，使其在行

使独立董事权力时没有后顾之忧，即外在环境要求；第二，

要求充当独立董事的候选人必须具备相当的素质和资格，有

行使独立董事权力的能力和水平，即内在素质要求；第三，



要建立严格的处罚机制，当独立董事在应该行使其权力的时

候却没有行使时，必须课以相应的处罚，从而促使独立董事

不得不行使其权力；第四，必须建立对独立董事行为结果的

评价判断机制，以保证在出现各种纷争时能够对独立董事是

否真正行使了权力作出评价和判断。如果上述基本要求得不

到满足，也就很难真正发挥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很难解决

独立董事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目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显然在

第一、三、四个条件上都不太具备。作为独立董事其本身也

应当受到监督。独立董事失职之后究竟谁来管，责任由谁负

？《指导意见》中并没有对独立董事失职所要承担的责任作

明确详细的规定，但笔者认为独立董事首先是董事会的一位

成员，一旦失职，至少应该由其他董事负连带责任。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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