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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企業永續發展的最佳工具書：
評介《有效能的董事會－邁向董事與董事會》

政治大學會計系教授      鄭丁旺

全臺灣現在約有 1,700 家左右的上市櫃公司，也就是有 1,700 多個董事會。如果平均每
個董事會有 7 席董事的話，也就是有 1 萬餘名的董事在管理著這個市場。這些董事不見得每

天都會進公司，甚至有的每一季才因為開董事會而進公司一次。

如果，你是這家企業的董事，一兩個月、或一季才開一次會。很多事情需要詢問公司同

仁才能瞭解，但你又肩負著資產數十億、數百億公司的未來走向。請問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與快速變動的經營環境，一個董事、乃至一個董事會，又如何評估局勢與決斷決策？

這一本由英國董事協會所著、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翻譯的專書：《有效能的董事會 - 邁向

董事與董事會成功之路》，或許可以解決前述的疑問。

英國董事協會創立於 1903 年，迄今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歷史。這個組織是全世界最知名
的董事教育機構，全球會員超過 36,000 名。主要提供董事教育訓練服務、董事資格認證，
以及出版專業書籍等。這本書，就是他們最具代表性的出版品之一，也是要擔任稱職董事的

最佳入門工具書。

國內談董事會或公司治理的專書不算少，但大多數著重於法令規範條文的彙編、或者介

紹公司治理抽象概念。但問題是，法律只是基本要求，並且見樹不見林，無法為董事提供一

個好的依循架構，並缺乏實務作法的參考。常常知道了一些法令紅線不可踰矩，但還是不知

道應該要如何成為一個稱職的董事。

但是在《有效能的董事會》一書中，其撰寫角度與內容就很不一樣，本書從董事會最基

本、最一般性的功能、甚至從困境談起。因此，雖然這本書依循的是英國相關法令規範，但

由於探討的是共通性的問題、並且，英國的資本市場與公司治理有全球性的領導地位，所以

本書在內容與架構上，及書中的實務範例，都極具參考價值。

這本書一開始從最基本的董事會組成任務及治理要素介紹起，在第一章「董事會的角

有效能的董事會－邁向董事與董事會成功之路｜羅傑 ‧ 巴克著；盧榮和等譯｜中華

公司治理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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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裡面，談的是董事會如何組成、四個主要任務、公司哪些事情適合送到董事會決議、怎

麼做董事會的績效評估、如何任命執行長（CEO），以及萬一人事任命有差池，所託非人時，
又該怎麼辦？

第二章「公司及董事的法律義務與責任」則是從公司組織的發展及特色談起，探討企業

法人、股東、債權人的法律義務與權益，進而探討被股東委託經營的董事們，其所肩負的責

任義務為何？對董事而言，有哪些具體的要求與期待。

第三章「治理」則探討什麼是良好的治理內涵，以及在公司處於變動中應該怎麼掌握治

理原則。有趣的是，相對於國內書籍或進修課程大多從本地法規探討公司治理及董事義務，

而在本書中，治理討論的是更為動態、更實務的，比如它會談如何提供董事會資訊、如何進

行公司治理資訊揭露、董事如何監督公司營運、薪酬水準、接班計畫、股東對待等話題。

第四章是「董事長與非執行業務董事的角色」，這部分也非常值得讀者參考。一般國內

的董事會書籍，很少特別提到公司靈魂人物─董事長的角色，以及他如何領導董事會。但在

本書，特別用一章的篇幅，探討董事長的角色、領導，以及如何與執行長互動這些更形而上、

更藝術的層次。

有關於領導，延伸至第七章「領導力」。董事會是公司最高的決策機構，它的任務就是

領導指引與有效控制公司經營。而董事長更是董事會的領導人，在這本書裡面的這一部份，

就探討一般臺灣坊間董事會書籍極少提及的董事長領導統御議題，比如談到啟發式領導與行

動式領導等。

第九章談「中小企業」。英國的資本交易市場由於發展成熟，區分為很多類的交易管道。

關於那些規模較小、發展較新的公司，政府及民間單位，也已經注意到中小企業公司治理之

差異，並且擬定了相對的治理與揭露守則。在這本書裡面，也特別探討中小企業董事的責任、

治理架構，甚至還延伸到了家族企業。臺灣上市櫃公司的特質，仍多具備傳統中小企業與家

族企業特色，故而本章對臺灣企業更具有實務參考價值。

本書作者巴克博士，擁有英國牛津大學公司治理博士學位，目前擔任英國董事協會公司

治理及專業規範總監，兼具學術基礎與實務界經驗。本書言簡意賅、深入淺出，每一章搭配

著理念論述，都附有操作表格、實際案例，讀者很快就能掌握住關鍵的核心概念。

閱讀本書可以發現，董事會面對的經營狀況，沒有唯一的答案與作法，甚至在諸多案例

當中，我們面對的往往只有困境，這將逼著我們去思考及尋找解答，而非急於從書中獲得標

準解答。

公司治理在臺灣推動已逾十多年了，過去，我們所投入的時間，都在於強化政府監管，

很多公司也僅視公司治理為法律遵循。筆者認為這個現象與認知大有問題，公司治理的主角

是「公司」、是「股東」，是「董事會」，而不是主管機關。也因此，亞洲公司治理協會在

2012 年發布的亞洲公司治理評比（CG Watch 2012）中，說臺灣企業多數經營者不了解公司
治理的意函，忽略了公司治理可以增進企業的長期價值。

真正有遠見的投資人與經營者，能看到公司治理的價值，並且籌組一個有效能的董事

會，藉由其良性運轉，確保企業永續經營與獲利。在這個層次意義上，這本書實在是經營者、

投資人，以及最重要的「董事」們必讀的參考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