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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7_8B_AC_

E7_AB_8B_E8_91_A3_E4_c122_479489.htm 1997年12月中国证

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选择性条款的形式规定

“上市公司可以根据需要设立独立董事。”这是我国关于独

立董事制度的最早规范。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颁布了《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

意见》），正式将独立董事制度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指

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在2002年6月30日前至少有1/3以

上的独立董事。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对独立董事制度的

广泛关注。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大势所趋，是我国企业适应

国际化竞争的需要，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 独立董事制度

是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种公司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谓独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

，通常是指公司制企业中独立于所受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

且不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外的其他任何职务的董事，又被

称为公司的兼职董事、非执行董事或外部董事。出任独立董

事的人员可以是资深律师、会计师、科技专家、经济学家等

，独立董事对企业的重大决策能够从专家的角度考虑其可行

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因为独立董事具有独立性,他们能比

内部董事持更为客观和公正地评价公司经营管理者的行为，

以实现公司权力的有效制衡，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保

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独立董事具有独立性、客

观性、公正性、专家性和兼职性等特征。其中，独立性是独

立董事制度的关键， 只有严格维护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地



位，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治理作用。结合《指导意见》和

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总体上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地位独立,他们必须与公司没有重要

的经济联系或业务住来，自身利益不会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

；二是法律地位的独立，他们必须在股东大会上选举产生，

而不由大股东推荐或委派，也非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具有

独立的人格，作为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代表，享有对董事

会决议的表决权和监督权；三是意思表示的独立，基于经济

和法律的独立，使得其能以公司整体利益为主，对董事会决

策作出独立的意思表示。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应当包括两个层

次：一是任职前的独立性；二是任职后的独立性。任职前的

独立性，意味着该独立董事独立于管理层，并且与公司不存

在任何董事会认为有可能影响到进行独立判断的关系。任职

后的独立性，指独立董事获选后是否一直维持其独立性，这

需要若干制度的建立的实施来加以保证，经过一定时期的共

事，同化是一种普遍现象。独立董事的任期都是有所限制的

。 任职前的独立性，具体可以从规范独立董事的消极任职资

格入手来判定其“独立性”。独立董事的消极任职资格应当

符合下列条件：(1)在过去一定年限（如2到5年）中未曾以高

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受雇于该公司，即不存在雇佣关系；(2)不

是该公司的客户或高级管理层的成员，且与该公司的顾问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3)与该公司的客户或供应商不存在关联

关系；(4)与该公司或高级管理层成员不存在个人服务合同

；(5)与接受该公司大量捐赠的非盈利实体不存在利害关系

；(6)未曾受雇于由该公司一名高级官员担任董事的公众公司

；（7）不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大额股份(如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或者是上市公司前10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8）不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

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或在其相关机构中任职的人员；（9)

与该公司的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上述的任何关系；(10)与上述

任何人员无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独立董事在被选择时

（任职前）可能是独立的,但是获选后是否一直能维护其独立

性则是一个问题，即任职后的独立性问题，主要体现在独立

董事的激励机制和任期上。 关于激励机制问题。实践中，独

立董事实际上难以保持其独立性，独立董事既缺乏勤勉履行

其职责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独立董事不是圣人，也是理

性的经济人，他们没有理由无偿地去考虑公司的经营投资，

去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与大股东过意不去，因此，独立

董事需要激励。激励机制可以是声誉激励，也可以是报酬激

励。独立董事从本质上说仍是代理人，是企业的经营者而不

是所有者，属于职业企业家队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期

望独立董事积极工作并以法律责任来督促他们，就应该让独

立董事获得与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应的报酬，也可以使他

们持有一定的股份，与公司建立紧密的利益关系。这样,由于

他们成为了企业的中小股东的一部分，才更能够从中小股东

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并紧密地将独立董事的利益与

整个公司的利益连为一体，调动起贡献自己全部知识才能的

积极性。 关于任期问题。独立董事的任期会影响其独立性。

通过一段时间的共事,同化是一种普遍现象。独立董事因与内

部董事及经营管理层长期共事所建立的友谊,会使他们不再独

立或不那么独立。因此,对独立董事的任期进行限制是必要的

。独立董事在公司任职一般不应超过3年,满3年后,该董事可以



继续作为董事留任,但失去其独立董事的资格。 独立董事有了

“独立性”，再加上其他方面机制的完善，才不会使之成为

空中楼阁，形同虚设，也就不会落个“花瓶董事”、“挂名

董事”的不良评价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