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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股权激励制度对于激励公司员工积极性，提高公司竞争力，提升公司价值有非常重要的价

值。伴随着我国上市公司不断增加，上市公司的质量不断受到质疑，新型企业不断增加，因此，有效

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对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而言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共从ＲＯＡ、ＲＯＥ和托宾Ｑ

值来衡量公司绩效，力求全方位展示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上述哪一

个方面来衡量公司绩效，均可得出股权激励可以对绩效相关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研究过程中也

发现，公司的规模、公司的杠杆等因素也会影响股权激励对绩效相关性的作用程度。

【关键词】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公司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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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　　论

房地产行业属于人力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
的行业。 一方面，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一直与我

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对此国家也出台了很
多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另一方面， 房地产行
业的发展与我国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相互影
响， 密不可分。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通常包括
年度薪资、 年度奖金和股权激励三个方面。 在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３ＡＺＤ００２）。



中国审计评论

第 １２ 辑

４２　　　

我国， 高管的一年总薪资并不高， 而工资的另
一个组成部分———年度奖金的计算一般是以年
度薪资为计算基数， 也不会很高。 基本薪资和
奖金基本上是与企业的短期效益挂钩， 但仅仅
关注短期效益的公司是无法长久立足的。 只要
求义务而不给予相应的权利， 即只要求企业的
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 却不给
予相应回报的做法本身是不可持续的。 企业的
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有着不甚相同的利益目标，

股权激励理论认为， 股票期权这一种激励方式
能够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与企业的盈利状况
联系起来， 通过把经营者和股东利益趋同化来
解决代理问题。 股权激励的这种契约结构设计
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管理层行为中的代理问题。

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 委托人和代理人间存
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 委托人希望可以通过
股权激励， 使代理人更加注重长期利益， 使得
两者在利益上保持一致。

二、股权激励文献综述

（一）股权激励措施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

有效手段

阅读文献发现， 众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论
述了股权激励措施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
手段。 巩娜 （２０１３） 指出， 在民营企业中， 股权
激励是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的有效手段， 但是
如果民营企业的控股股东堑壕防御程度过高，

也会对股权激励作用产生抑制作用， 但是当所
处行业为高科技行业时， 则会增加股权激励对
于研发的积极影响。 同时， 当行业为高科技行
业时， 也会抑制该企业控股股东的堑壕防御程
度。 股权激励有多种方式。 吴成浩 （２０１１） 指
出， 在我国， 股权激励方案有四种形式， 在应用
过程中占比最多的是股票期权， 其次是限制性
股票， 两者相加的比例超过９０％。 通过理论分析
得出， 股权激励有利于公司用较低的成本实现激
励， 有利于公司用较低的成本提升公司业绩， 有
利于企业整合人力资源等， 但同时也存在着公平
效率问题， 股票期权可能掩盖企业真实利润等
情况。

（二）股权激励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在知道了股权激励确实是可以影响绩效之
后， 接下来就要研究股权激励是如何影响公司

绩效的， 或者说， 股权激励影响绩效程度与什
么因素有关。 何炜 （２０１１） 指出， 股权激励对公
司绩效确实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前十大股
东的持股比例和公司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有着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陈芋彤 （２０１６） 指出， 股权
激励对公司绩效是有促进作用的。 除此之外，

股权激励计划中激励的比例与公司的绩效正相
关；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相比， 对公司绩效
有着更加显著的提升效果； 就股票期权的有效
期而言， 较短的有效期比较长的有效期对公司
的绩效有更好的提升效果。

（三）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并不是简单的线

性关系

葛军 （２００７） 提出， 不可否认股权激励对
公司绩效确实有促进作用， 但不一定是线性的
关系。 公司绩效受股权激励的影响程度会随着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比例变动而变化。 即实施
股权激励， 要控制在适度区间内。 范合君和初
梓豪 （２０１３） 是从高层管理者的薪酬结构对公
司绩效的影响出发来解读的， 从这个角度切入
来研究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 该文
献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
析， 构建回归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 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的期权或者股权占总薪酬的比率偏
低， 而该比率对公司可以用来衡量公司绩效的
每股收益存在显著的倒Ｕ型影响， 所以现阶
段需要优化我国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
酬结构。

（四）文献评述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归纳得出， 股权激励措
施确实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 而且
股权激励方式有多种。 那么在确认了股权激励
确实可以影响公司绩效之后， 又有很多学者提
出了影响的方式， 虽然大部分研究都是采用线
性影响的研究方式， 但也有不同的学者提出了
倒Ｕ型等影响方式。

三、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实施的现状问题

　　（一）股权激励有效期较短而无法对绩效产

生即时影响

激励有效期就是激励计划的时间长度。 由
于股权激励是一种长期激励机制， 只有在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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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长的时间内才能发挥明显的激励效果。 在
我国已公告股权激励计划的１９６２家上市公司
中， 有８３家激励有效期集中在３年以内， 占总
数的４２３％； 有１６３２家有效期在５至１０年
内， 占总数的８３１８％。 可见， 现阶段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的有效期不够长。 较短的激励期限会
导致高级管理人员对当下股票价格的过分关注，

可能进一步导致管理层利用可以操纵的投资决
策来影响股票市场对公司的看法。

（二）股权激励考核标准片面易被操纵

目前房地产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时，

主要采用的仍然是财务指标， 如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净利润增长率。 全部股权激励方案
中有约２８％的公司采用单一指标作为考核标准，

有过半数的公司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和其他指标
组合，１２％的公司采用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增
长率和另一指标组合。 房地产上市公司倾向于
选择以业绩为导向的指标组合， 相似程度较高，

存在明显的从众倾向。
（三）股权激励模式过于单一

采用的激励模式过于单一是目前公司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的一大通病。 超过三分之二的公司会
运用股票期权来激励管理层。 由于资本市场弱有
效， 二级市场上公司的股票无法全面反映公司的
实际绩效， 甚至某些被激励对象无法控制的原因
会导致股票价格和其本身的价值存在很大的差异。

此种特点容易诱发被激励对象的 “短期行为”。 过
分关注短期利益， 会促使利益相关者着重于短期
利益的增加， 希望以此谋求个人利益。

（四）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影响股权激

励的实施效果

上市公司内部健全的治理结构是股权激励
发挥激励效用的另一个基础前提。 目前， 我国
部分房地产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失效的主
要原因即治理结构不健全。 这会对中小股东利
益造成潜在的、 不利的影响。

（五）股权激励的前提条件不充分

研究表明， 我国的股票市场是弱有效的。

我国国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用不大的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即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和该公司经营
绩效的弱相关， 即股票价格与企业的经营绩效
无法产生对应的涨跌关系。 由于弱相关关系的
存在， 很容易出现过度激励或者激励失效的情
况。 过度激励即在牛市期间， 行权日的股价远

远高于行权价， 导致由股权激励带来的报酬成

倍增长， 而此时， 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如此好的

增长势头。

四、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

绩效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截至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 我国房地产上市公

司共２２７家， 我国上市公司中发布了股权激励计

划的共１９６２家， 用Ｅｘｃｅｌ中的Ｖｌｏｏｋｕｐ函数求

两者交集， 再筛选出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５年期间均施

行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房地产上市公司。 为了避

免受到异常值或者极端值的影响， 本文剔除以

下数据： ① 业绩过差的ＳＴ和ＰＴ公司以及被年

审后， 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公

司；② 股权激励计划未实施的公司。 经过上述筛

选后， 共有５８个样本。 在ＲＥＳＳＥＴ金融数据库

和巨潮资讯网中， 收集样本公司的财务指标。

数据处理由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完成。

（二）我国股权激励现状的简要描述性统计

分析

在ＲＥＳＳＥＴ金融数据库中， 筛选出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年期间发布了股权激励相关公告的上市公

司， 共筛选出１９６２家。 在这１９６２家公司中， 有

六种股票激励方式， 分别为： 限制性股票 （共

１０９７家）、 股票期权 （共６９８家）、 股票增值权
（共２９家）、 管理层持股 （共１６家）、 激励基金
（共３７家）、 业绩股票 （共３家）、 未明确 （７６
家）、 其他 （共６家）， 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不同类型股权激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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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计划公布之后并不是可以马上行

权的， 一般会有一定期限的等待期， 而且在此

期间内满足特定的要求才有资格获得股权激励。

下述的股权激励时间长度即从授权日开始到可

以行权日之间的时间长度。 一般而言， 如若股

权激励时间过短， 则福利效应多于激励效应，

如若股权激励时间过长， 则变数太大， 激励力

度不够。 合适的股权激励时间应该是能够使公

司的股价、 业绩等指标受人为操纵的可能性更

小， 约束效果和监督效果也越好。 在此对１９６２
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时间长

度进行列示， 如图２所示。

图２　股权激励时间长度

股权激励的来源有五种渠道， 使用最广的

是发行股份的方式， 占比８９１９％， 存量股份和

回购股份两者使用比率相同， 分别为２３４％
和２１９％。

（三）研究假设

以往文献在衡量公司绩效的时候， 有多种

参考指标。 第一种即ＲＯＡ。 ＲＯＡ是指资产收益

率， 其计算方式为： 资产收益率＝ （利润总额＋
利息支出） ／ 总资产总额。 从该指标的计算过程

中我们可以看出， 其将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有

机地结合起来， 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公司绩效。

据此， 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Ｈ１：在控制了公司规模、成长性、财务杠杆

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变量的情况下，ＲＯＡ

与股权激励呈正相关的关系。

诸多文献在衡量公司绩效的时候， 也会采

用另一种指标ＲＯＥ， 即净资产收益率， 又称为

股东权益报酬率。 该财务指标是公司税后利润

除以净资产得到的百分比。 众所周知， 企业的

资产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企业以负债或其他形

式融入的资金， 一部分是企业所有者的出资。

公司说到底是股东的公司而不是债权人的公司，

但是ＲＯＡ包含的企业信息更加全面， 不可轻易
替换， 所以用ＲＯＥ来衡量公司的绩效， 再次和
公司的股权激励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分析。 据此，

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Ｈ２：在控制了公司规模、成长性、财务杠杆

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变量的情况下，ＲＯＥ

与股权激励呈正相关的关系。

上述的两个指标都是从企业的财务角度来
衡量的， 而公司的股权激励的直接效果是反映
在股价上面的。 所以这里引出第三个公司绩效
的衡量标准， 即托宾Ｑ值。 其定义是企业的市
场价值与资本的重置成本的比值。 托宾Ｑ值的
计算公式中包含了公司市场价值的成分， 而股
权激励是通过股价的变动反映到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水平上的， 所以选取这个指标作为公司
绩效的衡量标准也有它的合理之处。 据此， 提
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Ｈ３：在控制了公司规模、成长性、财务杠杆

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变量的情况下，托宾Ｑ

值与股权激励呈正相关的关系。

（四）股权激励效用的实证分析

１变量的定义

按照前述分析， 本文为了更好、 更全面地
衡量公司的业绩， 从ＲＯＡ、 ＲＯＥ和托宾Ｑ值
三个方面来衡量。 在衡量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的程度时， 采用管理层的总持股比例来衡
量。 本文认为， 相比于还在实施且并未兑现的
股权计划， 实际拿到手的股权会更明显的产生
激励作用。 而且股权激励计划的实质也是希望
管理层因为自己持有公司的股权， 会更加卖力
地工作， 提升公司的价值。 从此种角度看， 本
文用管理层所占的股份比例来作为股权激励的
衡量指标是可行的。 由于公司的绩效受多方面
因素影响， 为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本文也设
置了成长性、 股权集中度、 财务杠杆效率、 公司
规模等变量。 据此， 列出本文的变量定义如表１
所示。

２描述性统计

先对所有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首先分
析三个因变量， 由表２可以看出， 就净资产收益
率指标来说， 极大值几乎是极小值的２５倍， 这
一点上， 各公司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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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则小得多， 极大值和
极小值相差几乎是１２倍。 托宾Ｑ值差异则更小
（不到４倍的差异）， 标准差也小得多。 自变量
中， 管理层所占的股份比例， 最高仅１４％， 有
几家管理层持股比例甚至为０。 就均值来看， 持
股比例平均为２２２％， 也不算很高， 总的来说，

我国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 控制变量中， 营业
利润增长率差异很大， 有的企业增长势头很好，

但有的企业却是负增长。 平均来说， 增长率为

４２３１４％。 就２０１５年的数据来说， 房地产行业

处于增长态势。 股权集中度也有所差异， Ｈ１指
数相差了将近５０倍， 股权集中度相差几乎６倍，

均值分别在０１３４和０３３１， 差异明显。 分析财
务杠杆效率这一行我们会发现， 不同公司的财
务杠杆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综合前面净资产收
益率的差异远大于资产净利率的差异， 这里可以
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为不同公司的杠杆使用程度
不一样， 所以导致这两个指标的差异如此悬殊。

公司规模标准差为１５０１， 说明公司规模差别不太
大。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１　变量的定义

变量类型 变　　　量 符　号 变 量 的 意 义

因变量

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衡量每一个单位资产所带来的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衡量公司自有资金的投资效率

托宾Ｑ值 ＴＯＢＩＮ Ｑ
企业的市场价还在与资本的重置成本的比值， 结
合市场的角度衡量公司绩效的表现情况

自变量 管理层所占的股份比例 ＰＥＲ 衡量公司的股权激励的情况

控制变量

营业利润增长率 犡１ 衡量公司的成长性

Ｈ１指数 犡２ 衡量公司的股权集中度

股权集中度 犡３ 企业的市场价还在与资本的重置成本的比值

财务杠杆效率 犡４ 衡量公司利用杠杆的程度

公司规模 犡５ 衡量公司的规模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样本数量 范　围 极小值 极大值 均　值 标准差

资产收益率 ５８ ６３８０ ０４７８ ６８５８ ３０６０２ １７９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５８ ２５１７０ １０３２ ２６２０２ １１２９４ ６９２７

托宾Ｑ值 ５８ ３１４０ ０８３０ ３９６０ １５２２ ０７０１

管理层所占的股份比例 ５８ ０１４０ ０００ ０１４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０

营业利润增长率 ５８ ３７６４８０ －７３７１５ ３０２７６８ ４２３１４ ９０６６２

Ｈ１指数 ５８ ０４８７ ００１０ ０４９８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１

股权集中度 ５８ ０６０２ ０１０３ ０７０５ ０３３１ ０１５８

财务杠杆效率 ５８ ６０６２ １４９６ ７５５８ ４１７４ １６３８

公司规模 ５８ ６２９５ ２１４０７ ２７７０３ ２４０９３ １５０１

　　３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 构建以下三个回归
模型：

ＲＯＡ＝α０＋α１ＰＥＲ＋α２犡１＋α３犡２＋

α４犡３＋α５犡４＋α６犡５＋§１ （１）

ＲＯＥ＝β０＋β１ＰＥＲ＋β２犡１＋β３犡２＋

β４犡３＋β５犡４＋β６犡５＋§２ （２）

ＴＯＢＩＮ－Ｑ＝γ０＋γ１ＰＥＲ＋γ２犡１＋γ３犡２＋

γ４犡３＋γ５犡４＋γ６犡５＋§３ （３）

关于模型 （１）， 运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输入源数
据， 进行线性分析。 在以ＲＯＡ为因变量的前
提下， 模型回归输出的结果如表３至表５所
示， 现对这三个表格里面的具体数据解释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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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模型 （１）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模型 犚 犚２ 调整犚２ 标准估计的误差

（１） ０８２５ ０６８０ ０７８０ ４２９０

　　ａ预测变量： （常量）， 公司规模， 营业利润增长率， 管理
层所占的股份比例，Ｈ１指数， 财务杠杆效率， 股权集中度。

依据表３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由于该方程

中有多个解释变量， 因此， 应参考调整的判定

系数。 由于调整的判定系数 （０７８０） 较接近于

０８， 因此认为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

表４　模型 （１）的方差分析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犉 Ｓｉｇ

回归 １１９３３ ６ １９８８８ ２１００５ ０００３

残差 　６３５５４ ５１ 　１２４６ 　 　

总计 １８２８８４ ５７ 　 　

　　ａ因变量： 资产收益率。
ｂ预测变量： （常量），公司规模，营业利润增长率，管理

层所占的股份比例，Ｈ１指数， 财务杠杆效率， 股权集中度。

根据表４中数据显示的犉检验统计量的观

测值和相应的概率犘值可以得出能够依据该表

可以进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由于α为

００５， 犘值小于α， 应认为各回归系数不同时为

零， 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可建立线性模型。

表５　股权激励和ＲＯＡ的回归结果

变　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
系数

犅
标准
误差 Ｂｅｔａ

狋 Ｓｉｇ

（常量） ０３３９ ５４８８ 　 ９０６２ ０００１

管理层所
占的股份
比例

６８４８ ６２２９ ０１５５ ８０９９ ０００７

营业利润
增长率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２１５ １４８１ ０１４５

Ｈ１指数 ７７８９ ９０３４ ０５２６ ０８６２ ０３９３

股权集中
度 －４９３８ ７０２２－０４３８－０７０３ ０４８５

财务杠杆
效率 ０００２ ０２２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３９４

公司规模 ０１３６ ０２５７ ０１１４ ０５２８ ０００

　　ａ预测变量： 资产收益率。

在显著性水平α为００５的情况下， 应拒绝

原假设。 由表５可以看到，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即Ｈ１指数、 股权集中度、 财务杠杆效率和营业

利润增长率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是不显
著的。

关于模型 （２）， 运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输入源数据，

进行线性分析。 在以ＲＯＥ为因变量的前提下，

模型回归输出的结果如表６至表８所示， 现对这

三个表格里面的具体数据解释说明。

表６　模型 （２）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模型 犚 犚２ 调整犚２ 标准估计的误差

（２） ０８３３ ０６９３ ０７９９ ４４９８

　　ａ预测变量： （常量）， 公司规模， 营业利润增长率， 管理
层所占的股份比例，Ｈ１指数， 财务杠杆效率， 股权集中度。

依据表６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由于该方程

中有多个解释变量， 因此， 应参考调整的判定

系数。 由于调整的判定系数 （０７９９） 较接近于

１， 因此认为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 被解释变量

可以被模型解释的部分较多， 不能被解释的部

分较少。

表７　模型 （２）的方差分析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犉 Ｓｉｇ

回归 １７７６１８ ６ ２９６０３０ ２３３６７ ０００７

残差 ９５９６４１ ５１ １８８１６ 　 　

总计 ２７３５８２ ５７ 　 　 　

　　ａ因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
ｂ预测变量： （常量），公司规模，营业利润增长率，管理

层所占的股份比例，Ｈ１指数， 财务杠杆效率， 股权集中度。

从表７中数据可以看到， 犉检验统计量的观

测值为２３３６７， 对应的犘值近似为０， 可以依据

该表可以进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由于α为

００５， 犘值小于α， 应认为各回归系数不同时为

零， 可建立线性模型。

表８　股权激励和ＲＯＥ的回归结果

变　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
系数

犅
标准
误差 Ｂｅｔａ

狋 Ｓｉｇ

（常量） －１３５６６ １８９９６ 　 －８７１４ ０００８

管理层所
占的股份
比例

２２７２８ ２１５６２ ０１３３ １００５４ ０００７

营业利润
增长率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２０７ １５９５ ０１１７

Ｈ１指数 １７４０７ ３１２７０ ０３０４ ０５５７ ０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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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
系数

犅
标准
误差 Ｂｅｔａ

狋 Ｓｉｇ

股权集中
度 －１１６５５ ２４３０８ －０２６７ －０４７９ ０６３４

财务杠杆
效率 １３３９ ０７９ ０３１７ １１６９５ ０００６

公司规模 ０８５６ ０８９ ０１８６ ９９６２ ０００１

　　ａ自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表８可以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并
写出回归方程。 可以看到， 在显著性水平α为

００５的情况下， 管理层所占的股份比例、 财务
杠杆效率和公司规模的概率犘值都小于α。 第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即Ｈ１指数、 股权集中度和营业
利润增长率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是不显
著的。

关于模型 （３）， 运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输入源数据，

进行线性分析。 在以挓宾Ｑ值为因变量的前提
下， 模型回归输出的结果如表９至表１１所示，

现对这三个表格里面的具体数据解释说明。

由于该方程中有多个解释变量， 因此， 应
参考调整的判定系数。 表９中调整犚２ 超过了

０８５， 因此认为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

表９　模型 （３）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模型 犚 犚２ 调整犚２ 标准估计的误差

（３） ０８９９ ０８０８ ０８５６ ０４９５

　　ａ预测变量： （常量）， 公司规模， 营业利润增长率， 管理
层所占的股份比例，Ｈ１指数， 财务杠杆效率， 股权集中度。

表１０　模型 （３）的方差分析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犉 Ｓｉｇ

回归 ２２９２６ ６ ３８２１ １５０３０ ００００

残差 ５１３８ ５１ ０１０１ 　 　

总计 ２８０６４ ５７ 　 　

　　ａ因变量： 托宾Ｑ值。
ｂ预测变量： （常量），公司规模，营业利润增长率，管理

层所占的股份比例，Ｈ１指数， 财务杠杆效率， 股权集中度。

如表１０所示， 犉 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

１５０３０， 对应的概率犘值近似为０。 依据该表可
以进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由于α为００５，

概率犘值小于α， 应拒绝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
原假设， 可建立线性模型。

表１１　股权激励和ＴＯＢＩＮ Ｑ的回归结果

变　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
系数

犅
标准
误差 Ｂｅｔａ

狋 Ｓｉｇ

（常量） １０３６７ １３６６ 　 ７５８８ ０００

管理层所
占的股份
比例

０３０１ １５５１ ００１７ ６１９４ ０００６

营业利润
增长率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１ －１１９ ０２４０

Ｈ１指数 ４５５７ ２２４９ ０７８６ ２０２６ ００４８

股权集中
度 －２７０３ １７４８ －０６１２ －１５４６ ０１２８

财务杠杆
效率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７ －０１２３－１０９２４ ０００

公司规模 －０３４５ ００６４ －０７３８ －５３８８ ０００

　　ａ预测变量： 托宾Ｑ值。

从表１１可以看出， 在显著性水平α为００５
的情况下， 应拒绝原假设， 认为这些偏回归系

数与０有显著差异。 同理，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即Ｈ１指数、 股权集中度和营业利润增长率与被

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是不显著的。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上一部分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了数据的结果。

下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检验的结果进行阐述

说明。

从模型 （１） 可以看出， 整个模型对因变量

的解释程度较强， 其中管理层所占的股份比例

对公司的ＲＯ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与此同时，

公司规模也对ＲＯＡ有显著的影响， 这个从ＲＯＡ
计算公式的逻辑也可以看得出来。 除此之外，

在该模型中， 营业利润增长率、 Ｈ１指数、 股权

集中度和财务杠杆效率都无显著影响。 由表５中

各变量的系数可知， 管理层所占的股份比例与

代表公司绩效的ＲＯＡ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由

此验证了第一个假设， 即在控制了公司规模、

成长性、 财务杠杆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变

量的情况下， ＲＯＡ与股权激励呈正相关的关系。

从模型 （２） 可以看出， 整个模型对因变量

的解释程度虽然较模型 （１） 稍弱一些， 但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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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 其中管理层所占的股份比例对公司的

ＲＯ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与此同时， 公司规模
和财务杠杆效率也对ＲＯＥ有显著的影响， 这个
从ＲＯＥ计算公式的逻辑也可以看得出来。 除此
之外， 在该模型下， 营业利润增长率、 Ｈ１指
数、 股权集中度都无显著影响。 由表８中各变量
的系数可知， 管理层所占的股份比例与代表公
司绩效的ＲＯ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除此之外，

结合上一个模型的结论分析和ＲＯＡ、 ＲＯＥ计算
公式以及其内在含义， 可以证明公司的杠杆使
用情况还是对公司绩效会有影响的， 如果之后
还要做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需要控制该变量。

综合上述分析， 验证了第二个假设， 即在控制
了公司规模、 成长性、 财务杠杆和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等变量的情况下， ＲＯＥ与股权激励呈
正相关的关系。

从模型 （３） 可以看出， 整个模型对因变量
的解释程度是最强的， 其中管理层所占的股份
比例对公司的托宾Ｑ值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与
此同时， 公司规模、 Ｈ１指数和财务杠杆效率也
对托宾Ｑ值有显著的影响。 除此之外， 在该模
型下， 营业利润增长率和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
效都无显著影响。 由表１１中各变量的系数可知，

管理层所占的股份比例与代表公司绩效的托宾Ｑ
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结合上述两个模型的
结论一起分析， 可以发现， 模型 （３） 的结论更
加的精确， 影响因素更加全面， 由此验证了第
三个假设， 即在控制了公司规模、 成长性、 财务
杠杆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变量的情况下，

托宾Ｑ值与股权激励呈正相关的关系。

结合前述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 我
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比较少， 管
理层持股整体较低， 但就算是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可以通过实证检验得知， 股权激励对企业
业绩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而且是在传统衡量业
绩的三个方面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在一定
程度上证明了股权激励这一措施的实际意义。

（二）政策建议

１为股权激励实施提供充分的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的完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有效
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市场强有效的基础上的，

即当公司的绩效发生变化时， 二级股票市场能
够快速而准确地从价格上体现出来， 而高级管

理人员也了解并认同此种逻辑， 愿意接受此种
激励方式， 才能使股权激励措施对被激励对象
有激励作用， 被激励对象从而有动力去提升公
司业绩， 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代理
成本。

２为股权激励实施提供必要的内部环境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股权激励计划能得到
有效实施的必要前提， 而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完善公司的董事会、 监事会、

企业高管相互制约、 相互合作的关系网络。 企
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即为公司治理结构，

而在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的过程中， 激励机制和
约束机制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 两者不可
或缺。 若只有约束没有激励， 则会出现 “懒政”；

若只有激励没有约束， 则容易诱发 “擦边球” 事
件发生。 长期下来， 于企业而言， 这也并不是好
的趋势， 所以要做好公司治理， 需要同时用好
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两把剑， 防止可能出现
的道德风险和 “柠檬问题”。

３“量体裁衣”地制订股权激励计划

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合理性和有效
性取决于经营绩效、 股价和被激励的高级管理
人员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即公司的经营
绩效优良会带来公司股价的上涨， 股票价格的
上涨会带动被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报酬上涨。

经营绩效与股价之间的变化关系是否能顺利显
现很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 短期以内人为的力
量难以改变； 而股价与激励对象的报酬之间的
变化关系是可以通过股权激励计划方案的制订
人为加以影响的。

４制定与股权激励相配套的合理全面绩效

考核体系

站在企业所有者的视角来看， 股权激励计
划是为了股东而创设的， 是为了在委托代理的
公司结构下， 尽可能提升公司价值。 根据本文
的研究， 公司的成长性是影响股权激励的一个
重要因素。 不同企业的股价上升程度有所不同，

中小企业或者发展势头强劲的企业明显有着更
强的增长势头， 则在此情形下， 提出股权激励
计划能够取得较好的激励效果， 反之则不能。

因此， 在制订股权激励计划时， 董事会下属的
专门机构———薪酬委员会应当充分考虑行业特
点、 发展现状、 经营模式以及公司前景等基本
情况， 从企业的长远规划出发， 激励措施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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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实施都应该以此为向导。

５相关法律法规要与股权激励措施的设计

初衷配套运行

股权激励看似可以给高级管理人员丰厚的
回报， 实则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例如， 我国的
《税法》 《证券法》 《公司法》 中存在不同程度不
利于股权激励实施的条款。 例如， 《公司法》 就
有规定， 不允许董事、 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在
任期内买卖股票， 上市期间， 离职前后也有诸
多限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股权激励的作
用①。 再例如， 在 《税法》 中， 买卖股票需要缴
纳相应的印花税， 股票出售的个人所得也要征
收相应的税款， 税务负担也会减损股权的激励
作用， 如在股票市场上， 针对股息需要计征个
人所得税； 针对买卖股票的收益， 要征收个人
所得税； 针对买卖股票的行为， 要征收印花
税……凡此种种， 皆会减少被激励对象的实际
到手收益， 也造成了我国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
会与股权激励作用产生冲突。

６股权激励计划公平与效率要兼顾

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也要防止 “过犹不
及” 的副作用。 股权激励制度的结果很有可能
扩大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

股票期权若能够使高级管理人员获得很大的收
益， 必然会使得高级管理人员更加努力地工作。

员工收入悬殊会激化集团内部矛盾， 因为股权
激励计划一般是在至少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中
间开展， 即会大幅提高他们的收入， 而没有在
此计划激励范围内的员工会仍然维持原有的薪
资和奖金。 特别是在企业股价高涨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会造成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是普通员
工收入的几十甚至上百倍的情况， 企业的内部
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地累积， 这对公司的长远
发展与稳定和谐的内部状态而言是一个不可忽
视的隐患。 此外， 如果股权激励得到的报酬占
该管理人员工资总额的比例较大， 则容易诱发
财务造假行为以获取高额收益。

（三）未来展望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 无论从哪个角
度看， 股权激励确实是能给企业绩效带来积极
的促进作用。 但同时， 也有很多因素对促进的
程度产生影响。 由于水平有限以及客观条件的

限制， 暂时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

股权激励是长期激励的一种有效手段， 其

终极目的是提升公司绩效。 从逻辑上来讲， 股

权激励的实施可以使得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目标

函数趋于一致。 两者共同实现公司价值， 提升

公司绩效。 综合上述分析， 近几年股权激励在

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开展的成效是比较明显

的， 但是长期来看， 效果并不明显。 公司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不仅可以降低高级管理人员的道

德风险和 “柠檬问题”， 对高级管理人员起到

监督和约束作用， 还可以很大程度上激励高级

管理人员， 激发高级管理人员积极进取的 “企

业家精神”。 与此同时， 还可以吸引优质人才，

留住优秀人才， 为公司的良好人力资源环境提

供保障。

参考文献

［１］ 曹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研究 ［Ｊ］．学术论文联合比

对库，２０１６ （１１）：１４ ２１．

［２］ 吴成浩．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比较分析 ［Ｊ］．

市场研究，２０１１ （１１）：５１ ５５．

［３］ ＬＶＣＪ， ＺＨＡＯＹＨ．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ｇｉｖｅｎ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８，３４ （２３）：３０７６ ３０８４．

［４］ 李小青， 宋淑利， 千春玉．Ｒ＆Ｄ投入中介作用下高管

股权激励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Ｊ］．企业经济， ２０１５

（３）：３１ ３５．

［５］ 盛明泉，张春强，王烨．高管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

调整 ［Ｊ］．会计研究，２０１６ （２）：４４ ５０．

［６］ 张肖飞，张摄，李欣．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公司绩

效影响的案例研究———大华股份ｖｓ远光软件 ［Ｊ］．财

会通讯，２０１６ （３０）：４８ ５２．

［７］ 刘银国，孙慧倩，王烨， 等．业绩型股权激励与盈余管

理方式选择 ［Ｊ］．中国管理科学，２０１７， ２５ （３）：

３０ ３８．

［８］ 陈思琪．股票市场 “高送转” 背后的利益输送———基

于股权激励 ［Ｊ］．商业会计，２０１８ （４）：５３ ５４．

［９］ 宋玉臣， 李连伟．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绩效的作用路

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ＳＥＭ） 的实证研究 ［Ｊ］．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１９ （２）：

① 吴育辉， 吴世农．企业高管自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草案的证据 ［Ｊ］．管理世界，
２０１０ （５）：１４１ １４９．



中国审计评论

第 １２ 辑

５０　　　

１３３ １３９．

［１０］ 韩光强， 王迪．外源融资结构对ＥＶＡ的影响———基于

中小板上市公司 ［Ｊ］．商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７ （６）：

１８５ １８６．

［１１］ 巩娜．股权激励对于我国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

响———以控股股东及行业为调节变量 ［Ｊ］．经济管

理，２０１３ （７）：６５ ７３．

［１２］ 晋盛武， 何珊珊．企业金融化、 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

投资 ［Ｊ］．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７，３４ （２２）：７８ ８４．

［１３］ 肖淑芳，石琦，王婷， 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

偏好———基于激励对象视角的研究 ［Ｊ］．会计研究，

２０１６ （６）：５５ ６２．

［１４］ 何炜．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研究 ［Ｄ］．长沙： 中

南大学，２０１１．

［１５］ 陈芋彤．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Ｄ］．邯郸： 河北工程大学，２０１６．

［１６］ 葛军．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Ｍ］．北京：

中国大地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７］ 范合君， 初梓豪．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倒Ｕ型影响

［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３ （２）：５ 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