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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司治理见闻 

跨国公司研究室  鲁桐、孔杰 

    一、出访目标及行程安排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历史文化等不同，会导致各国的

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有所不同。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来说，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因

此，考察、比较、学习他国的实践经验，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以上认识，自成立以来，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一直把通过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推进我国公司治理改革实践的发展作为自身的一项目

标。 

    印度作为近年来经济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与我国相比，既有着亚洲国家之间、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共性，又有着文

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选择印度作为此次学术访问的目的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具体说来，希望通过此次出访，建立我中心与印度学术机构、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 

    在出访的10天内，鲁桐教授和孔杰博士先后与来自印度学术机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交易所、中介组织等的相

关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二、交流的主要内容 

    在印度相关机构的协调下，我们与印方有关人士围绕公司治理这个主题，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学术探讨： 

    1、印度证券市场，包括一级市场、投资工具、二级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工具市场、市场研究成果等，充分了解了

印度证券市场的现状及其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领先的资本市场的历程。与中国相比，印度股市更好地反映了宏观经济的

运行状态，市值与公司经营业绩相关性强，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投资功能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并且，印度股市在相关

体制上，也具有很多优势。第一，上市公司中很多都是私营企业，股票均为流通股；第二，印度银行多数都是民营银行，

坏账率低，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宽松；第三，资本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印度共有23个股票交易体系，并实现了一级市场和二

级市场的联网；第四，法律体系、监管制定较为完备。 

    2、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电子交易市场的现状，包括会员管理、证券的挂牌、各部分交易的相关规定等。 

    3、印度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原则的制定。印度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书面的公司治理原则，其内容与OECD公司

治理准则基本一致。 

    4、印度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地位、作用及相关规定。印度公司越来越渴望通过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而进入全球

资本市场，从而制定了严格的治理标准，比如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如果董事会主席不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



会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独立董事，如果董事会主席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中必须有半数成员是独立董事。

同时，为了帮助上市公司找到合格的人来担任独立董事的职务，孟买证券交易所、国家证券交易所和印度工业联合会联合

赞助创建了负责招聘独立董事的网站。 

    5、印度上市公司审计与内控体系。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已声明，不论做好准备与否，所有印度上市公司都必须在

2006年1月1日前达到全面推广的新公司治理标准，在审计方面，要求审计委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由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

务官对内部会计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委托风险评估与鉴定。 

    6、印度上市企业公司治理水平的评价与调查。印度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公司治理评价标准及执行组织，但是国家证券

交易所有一个相关问题的调查问卷，并要求每一家上市公司都填写并公告结果。 

    此外，根据里昂证券有限公司的报告，在10分为满分的评分中，印度的公司治理得到了5.4分，而中国名次相当靠

后，仅得到3.4分。在全部国家的排名中，印度名列第6，中国名列第19。里昂证券有限公司的报告给印度在公司治理规章

条例，实施这些规章条例，以及“制度机制和公司治理文化”方面，打的分较高。 

    7、Asian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关于公司治理培训的整套体系，包括理念（让亚洲公司成为全球公

司治理典范）、全球咨询委员会的组建、培训日程与时间安排等； 

    8、印度公司治理结构。一般情况下，印度董事会包括：（1）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股东

和股份交易委员会（投资者申诉委员会），融资与投资委员会，研究与发展委员会；（2）管理委员会，负责处理公司日

常运营事务；（3）董事会。 

    9、印度IT产业的发展经验。近年来，印度IT产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经验主要有：政府大力支持，早在1991年，印

度政府就下发文件大力扶持软件产业，推出了“零税赋”的政策，对软件和服务公司的银行贷款实施“优先权”，因而推

动了印度软件产业的一场革命；充分发挥英语、数学的优势，由于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不仅非常容易进入欧美市

场，而且培养的众多软件精英不会碰到设计软件时的语言障碍；团队协作能力强，充分利用了海外印裔的力量，印度IT产

业得到了教育界、企业界、法律界、政府工作人员乃至学生和学生家长等的大力支持。另外，在海外的印度裔人士数量

多、能量大，对印度IT产业帮助很大。 

    10、印度大型公司的董事会规模与构成。据统计，前500家印度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平均有九名成员，规模偏小；并

且，董事会的构成不够合理，家族色彩较重。 

    11、印度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语言沟通问题（中国企业管理者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文

化差异与跨文化管理；政府政策取向等。 

    12、在与各界印方人士会谈过程中，我们也就印方人士所关注的问题。如中国的人口政策、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

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以及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中国和印度在世

界贸易组织中的作用等问题与印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三、主要收获 

    这次对印度为期十天的访问，时间短暂，体会良多，收获甚丰。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印度学术机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交易所、中介组织等建立了正式的组织联系和个人关系，使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国际网络进一步扩大，为将来开展比较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印度公司治理研究与实践，尤其是对企业董事的培训方面，有很多非常成熟、行之有效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是影响其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因素，印度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使该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流

具备了比较完善的平台和机制，对于相对不够发达、规范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印度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 

    4、虽然总体上来讲，印度的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与我国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但部分印度大企业在公司治理水平和国

际化程度方面要高于我国的大企业，他们对国际市场的洞察力、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机制的合理结合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

刻的印象。 

    5、在正式的拜访与交流之外，我们还切身体会了印度的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

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在上述各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很多现象是我们感触颇多，更加体会到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

展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巨大利益，更加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的幸运和挑战。 

写于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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