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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不懂的独董
不久前，一位地产记者受聘出任某公司独董三天后便在舆论压力下请辞。在一片质疑声中，独董好似成了

一个不大光彩的职业。
独董是什么？官方的解释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

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
而现实中，独董这个舶来品，和其他舶来品如情人节、愚人节等一样，都失去了本该有的味道。身份、经济

和责任上的“不独立”，使得许多上市公司的独董成为只拿钱不做事的“花瓶”，甚至由于参与内幕交易，被称为
“毒董”。对此，有观点认为，是独董制度存在漏洞，应在制度设计上进行完善。

统计显示，2011 年在上
市公司从事独董的总人数约
5500 人，其中有近 150 位身
兼 3 家以上(不包括 3 家)的
上市公司独董的职位。一位
人大教授被曝身兼6家上市
公司独董后，连辞两家公司
的独董职务。今年 3 月，身
兼 16 职的厦门旭飞投资独
董——高能资本董事长王晓
滨，由于工作太忙惊动深交
所发《关注函》。

在关于独董的大讨论
中，经济学教授邹恒甫几次
站出来，炮轰加入独董队伍
的经济学家。

邹恒甫称，独董根本没
起到应该起的作用，按规
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
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
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
定。但是这些独董的提名都

是大股东提名，这在某种程
度上已经代表了一部分大股
东的利益。

邹恒甫建议，应出台保
护小股东利益的新方案，由
持股千分之一以下的股民选
出 5 名代表作为独董，行使
独董所有权力责任。对此，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授谭力文也认为，“聘请独
董时不应总盯着专家学者和
退休官员。”

媒体人出任独董也遭到
同行的质疑。7月3日，香港
上市公司融创中国发布公告
称，21世纪经济报道地产新
闻总监袁仁标(袁一泓)被委
任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
薪酬委员会委员，年薪为30
万港元。随后，由于业界质
疑可能存在职业利益冲突，
袁一泓于7月6日发表声明，
辞去独董一职。

郭先生（大连某上市公
司内部人士）：

按照中国目前的监管要
求，一般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至少要有三名独立董事，会
计 、法 律 、专 业 人 士 各 一
名。应该说，这三个方面是
公司经营发展的基础，涵盖
了公司的核心。

独董从哪儿来？来源之
一是中介机构的推荐。由于
在上市过程中，作为中介机
构的券商、律师、会计师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本身
涵盖了法律和会计领域，所
以由中介机构推荐独立董事
再合适不过。由于自己参与
的项目要回避，所以把同行
推荐给拟上市公司做独董就
名正言顺了许多。反正大家
都是一个圈子里的，这个项
目你推荐我，作为报答，我
手上的项目也会推荐给你，

“利益均沾”。
来源之二，行业协会。

在 IPO 的过程中，由于要介

绍公司所处行业地位和整体
行业状况，所以来自行业协
会的一纸证明就千金难得
了。在证明上，适当“美化”
一下，对公司的 IPO 是大有
裨益的。作为回报，顺手推
舟请行业协会领导做个独董
没什么不恰当。

来源之三，当地势力。
据我所知，某上市公司的一
名独立董事就曾是当地主
管金融工作常务副市长的
同 学 ，当 初 一 句“ 关 照 一
下”，公司便心领神会，因为
上市后会有来自市政府的
补贴几百万元 ，哪个是西
瓜哪个是芝麻，公司自然分
得清。

应该说中国的独董已然
成为世界上责任最小、操心
最少、收益最大的群体。在
独董的甄选上，利益输送的
暗流涌动。选谁不是选，用
谁不是用。曾经帮过自己
的、以后沟通方便和听话
的，自然是首选。

■ 背景链接

独董太忙备受质疑

■ 业内爆料

“选聘独董是为照顾关系户”

吕随启（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证券研究所所长）：
独董设立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不完善，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这

样那样的问题。我国股票市场设立的初衷，是给国企解决融资问题，而不是建立对等的股票
交易市场，并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独董制度来维护大局，其实没有
太大的作用。要想让独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股票市场的运行机制，赋
予投资者更大的权益，使之真正成为买卖双方对等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独董制度的初衷
可以更好地体现。

学者声音

小张（北京股民）：
最近关于独董的讨论比

较 多 ，是 是 非 非 ，真 假 难
辨。其实从一个股民的角度
看，独董这个职位能起到的
作用并不大。公司战略的制
定和执行、股票的涨跌，更
多取决于管理者的决策。也
就是说，整个管理团队的能
力和素质，是决定公司业绩
的最主要因素。

但我认为，独董并不仅
仅是“花瓶”。独董最主要
的特征就是独立性，他需要
运用独立的分析和判断去帮

助公司解决问题，在理想的
状态下，应该还是能起到一
定作用的。现在的问题是，
拿着上市公司薪水的独董，
怎样保持他的独立性？这方
面的制度应该完善一下。

前段时间，一个知名的
地产媒体人做了上市房企的
独董，但引起的争议非常
大，他本人也很快辞去了这
个职务。媒体人和经济学家
一样，都是独立性比较强的
群体，但仍然引发争议，说
明外界已经对这个制度设计
很不信任。

马建勋（中国上市公司
舆情中心观察员）：

独立董事中的“独立”二
字，是相对于公司的管理层
而言，表示独董在这家公司
中不同时担任行政职务；设
置独董一职，则是为了在所
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
下，防止拥有公司控制权的
高级经理们利用公司资产
为自己牟利。正因为如此，
投资人尤其是中小股东，对
独董的普遍期望就是承担
发现公司经营的危险信号，
对公司违规或者不当行为
提出警告的职责。

媒体人能不能做上市
公司独董？当然可以。媒
体人本来就是专业人士，特
别是在强调专业化的今天，

不少媒体精英同时也是行
业翘楚。媒体人该不该兼
职上市公司独董？似乎可
以。从那位出任独董的记
者的例子来看，那家公司是
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监督者
不仅仅有香港证监会，甚至
还包括廉政公署。既然监
管当局没表示反对，自然可
以赴任履新。

但问题是，再好的私德
也不敌制度的漏洞。选独
董不等于选好人，只要在制
度上有作恶的可乘之机，哪
怕概率小而又小，一旦发生
利益输送，造成的后果也难
以估量，投资者的损失该由
谁来买单？

■ 散户意见

“从公司领薪怎保独立性？”

■ 业内观点

“选独董不等于选好人”

叶檀（知名财经评论人，
*ST天目独董）：

怎么看待独董，这跟个
人有关，想赚钱的话，看去
均是钱；想做事的话，就是
事。当然，现在制度不大
好。一个人做五六家公司的
独董，也是有问题的。

现在有人建议由交易所
向独董开工资，解决利益输

送的问题。我认为，建立独
董基金，由交易所发放薪酬
是个办法。另外，股民可以
实行类别表决制。

在股权分置改革期间，
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建设，
我国股票上市公司实行类别
股东表决制度，目的是让流
通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重大
事项行使表决权。

“设独董基金由交易所发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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