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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控制環境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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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大綱


 

3.1管理階層之功能與角色


 

3.2 代理問題


 

3.3控制權移轉與統理結構


 

3.4統理結構模式與機制


 

3.5統理結構模式與改革


 

3.6問責機制與責任重建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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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管理階層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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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高階管理階層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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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理問題(1/4)


 

委託與代理之關係


 

代理問題與代理成本


 

經營階層與股東間的代理問題

– 監督成本：指為了防止經營階層進行貪污舞弊等行為

 ，而建立監督機制所花費的成本。

– 激勵成本：指為了激勵經營階層為公司最大利益努力

 所耗費的成本。

– 機會成本：當經營階層非公司所有者時，不需承擔企

 業經營的風險，因此可能做出許多不當的行為，致使

 公司喪失某些獲利的機會，或是造成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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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理問題(2/4)


 

經營階層與債權人之間的代理問題

– 債權稀釋：指經營階層不斷發行新債，導致原先已發行的

 舊債價值下降，因負債比率的升高將提高公司破產的可能

 性，使得舊債的債權人需與新債的債權人一起分配清算後

 的公司價值，對債權人造成損失。

– 股利支付：經營階層將向債權人借得的資金以股利方式發

 放給股東，雖提升股東的利益，且可能使得股價上升，但

 債權人的利益卻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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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理問題(3/4)

– 投資不足：企業應對淨現值大於零的投資計畫進行投資，

 但有時經營階層考慮到投資計畫所有的投資收益可能都將

 歸債權人所有，因而放棄淨現值大於零的投資計畫。

– 資產替換：經營階層投資於風險過高的投資計畫，若有獲

 利，則扣除固定支付利息後，股東可享受全部的投資收益

 ；但若造成損失，則債權人需與股東一同承擔風險。因此

 ，風險過高的投資計畫將增加股東的價值，並減損債權人

 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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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理問題(4/4)


 

極大化股東利益或利害關係人利益


 

為一具爭議性的議題


 

英美兩國經理人偏向極大化股東利益，日、德、法經理人則

 偏向極大化利害關係人利益



來勝證照中心

企業內部控制一本通 來勝證照中心 編著 ISBN 978-957-8330-66-5 企業內部控制證照輔考書

控制權移轉與統理結構


 

控制權之移轉


 

法律上之控制與實質上之控制

– 法律上之控制係指經營階層因擁有多數的股權，也就是

 在股東會中具有表決權，故能取得控制權。

– 實質上之控制係指經營階層雖只持有少數股權，但因該

 公司之股權分散，經營階層於是以職務之便取得了公司

 控制權，因而稱之「實質上」控制權。


 

股東成為無機能之貸與人


 

經理人控制之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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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經營階層依持股數取得控制權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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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統理結構之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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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統理結構——依控制權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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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理結構模式與機制(1/2)


 

外部人體系之公司統理


 

市場機制導向，見表3-6 


 
市場失靈：可歸咎於以下幾點：

– 市場機制要能運作需要具有資訊充分揭露的條件，然而

 在所有假帳事件中，各公司都在帳目上移花接木，資訊

 充分揭露被徹底破壞。

– 原先應持有「超然獨立」精神的簽證會計師違背其職業

 道德。

– 股權過於分散，股東僅關心財務報酬。

– 經營控制權市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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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外部人體系之市場監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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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理結構模式與機制(2/2)


 

內部人體系之公司統理


 

在資本市場不發達的國家，市場機制無法發揮應有作用，十

 分依賴內部人體系。依據內部人組成份子的不同，內部人體

 系又可區分為兩大類：

– 一種多半以銀行為主要大股東，由於該銀行也是公司的

 主要債權人，其進入董事會與監事會對經理人進行監督

 時，較不易產生所謂的代理問題，以日本、德國為主要

 代表。

– 另一種之內部人體制有著少數家族掌控、股權高度集中

 等特性，控制股東及大股東操控著董事會、監察人，乃

 至於高階經理人的遴選，目前以東亞國家，如南韓、泰

 國、台灣等。



來勝證照中心

企業內部控制一本通 來勝證照中心 編著 ISBN 978-957-8330-66-5 企業內部控制證照輔考書

統理結構模式與改革(1/3)


 

統理結構模式


 

單軌制：指公司股東組成股東會選舉董事，再由董事所組成

 之董事會負責公司營運決策，並由董事會聘任合適之經理人

 員。

– 獨立董事又稱為外部董事或非執行董事，以便與執行董

 事或內部董事進行區分。獨立董事不可擔任公司的經營

 職務，並有一定的條件限制，以確保獨立董事可發揮類

 似雙軌制中監察人的作用，代替股東制衡與監督執行董

 事以及其聘僱之經理階層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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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理結構模式與改革(2/3)


 

雙軌制：雙軌制係指公司除了以股東會為最高意思機關外，

 另外設置了監事會，使其擔負問責之機制與責任，故而稱之

 為「雙軌」。

– 純粹雙軌制：係由股東會先選舉監事以組成監事會，監

 事會接著任命董事會成員並監督董事會所聘任之經理階

 層，董事會對監事會負責，監事會對股東會負責。

– 改良雙軌制：由股東會同時選舉出董事及監察人，董事

 會負責公司的經營並聘僱合適之經理人，監察人則負責

 查核公司營運狀況，必要時可要求董事會及經理人出具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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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理結構模式與改革(3/3)


 

統理結構之改革


 

根據OECD的公司治理原則，統理機制包括董事會及監察人

 之「問責機制與責任」、資訊之「透明度」及對股東權利保

 護之「公平性」。


 

所謂的問責機制與責任，係包括建立公司內的問責機關、明

 確界定問責機關的職責、確保問責機關可對經營階層進行直

 接且有效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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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機制與責任重建之要素(1/2)


 

明確權責與關係之界線：監察人之權責包括：

– 監督公司營運效果及效率：此為監察人的第一要務。

– 監督董事會聘僱高階經理人員程序與指派權責之方式。

– 監督可能發生之代理問題。

– 監督公司財務報導的可靠性。

– 監督公司遵循相關法規。


 

能真正獨立行使職權的環境


 

監察人之體認：監察人必須體認，其主要的功用是監督與制

 衡董事會及其所聘僱的經營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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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機制與責任重建之要素(2/2)


 

監察人之組織

– 監察人之選任

– 獨立性與專業性之要求


 

監察人執行職務辦法

– 監察人與董事會及經營階層的關係

– 監察人與內部稽核部門的關係

– 監察人與財務簽證會計師的關係

– 監察人取得資訊之管道


 

能提出適當的意見


	第三章 控制環境之形成
	本章大綱
	表3-1 管理階層的基本功能
	表3-2 高階管理階層之角色
	代理問題(1/4)
	代理問題(2/4)
	代理問題(3/4)
	代理問題(4/4)
	控制權移轉與統理結構
	3-3 經營階層依持股數取得控制權之型態
	表3-4 統理結構之理論
	表3-5 統理結構——依控制權轉移
	統理結構模式與機制(1/2)
	表3-6 外部人體系之市場監控機制
	統理結構模式與機制(2/2)
	統理結構模式與改革(1/3)
	統理結構模式與改革(2/3)
	統理結構模式與改革(3/3)
	問責機制與責任重建之要素(1/2)
	問責機制與責任重建之要素(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