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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89_E6_9D_A1_E4_c122_484672.htm 主要内容：本文对

传统的未成年人不具有投资主体和商事主体成员资格的观点

进行了一番评述，认为这种观点已经不适合知识经济的发展

，认为不管从实践需要还是理论发展的空间上都可以有条件

地赋予未成人年人投资主体资格，并对相关的制度构建作了

粗略的探讨。 关键词：投资主体资格 民事能力的提前解放 代

理人 法律限制 在中央电视台曾看到过这样一个美国女孩的故

事：阿诗里&#8226.鲍乌尔,15岁的快乐女中学生，上午在学校

里上课，下午却成为一个有雇员30多人、为人喜欢的网络娱

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诗里利用自己的网络知识和计算机

技术，用少量的投入建立起“鹅头”的网络娱乐公司。与此

同时，美国MGM电视娱乐公司与她签订合约，将她公司的一

个名为《不管什么》的系列录像带改编为播放时间为1小时的

电视系列剧；不久以后，一本她写的书《鹅头生活向导》也

出版发行。阿诗里已经实实在在地涉足于商界，成为年轻的

商业投资者。类似阿诗里的故事不时在发生着，父母们在给

他们的孩子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更多地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也

成为一个成功的“少年商人”。1998年5月举办的清华首届创

业计划大赛，正式拉开了我国学生创业的序幕。近年来，随

着技术与资讯的多元化和普及化，创业风潮已呈现低龄化的

趋势。可是，当人们沉浸在“中国的比尔盖茨”的期待中时

，法学家站出来泼了一盆冷水：未成年人不能成为投资人??

他们不具有商主体成员资格。按照现行的法律，未成年人创



业不合法。签于现实的存在与法律的规定发生冲突，人们的

预期和现状的继续发展似乎也在默许甚至推动未成年人的商

行为的状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于未成年人的投资主体资格

进行探讨，以期求得理论和实践的一致。 一?现行制度设计的

理念??否定未成年人商主体成员资格的理由 首先，传统观点

否定未成年人成为投资者、商人最主要的理由是未成年人的

身心发展的不完全。未成年人没有经历过丰富的人生，没有

必要的人生经验，心理成熟度比较低，对家长的依赖性仍然

存在，因此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事实承

担能力，不能准确地判断是非曲折。15、16岁左右的未成年

人，尽管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但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

形成，一方面渴望得到如成年人一般的尊重，另一方面对外

界反应十分敏感，此时的心理状况十分不稳定。 其次，商事

行为的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作为投资主体的不适合。古语有

云：“无奸不商”。虽然其中不乏对商人的误解，但也可以

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商行为的特点：高度的复杂性和灵活机动

性??从事商行为的人需要学会“奸”，即要更多的智力因素

，能够灵活地变通和应对瞬息万变的商机。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商业贸易活动更加复杂，新兴的商业形式和规范不

断涌现，商业活动比以往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实践经验。未

成年人的智力和心理水平远不能承受如此大的压力。 第三，

对商主体成员投资资格的限定，可以避免商主体的资质出现

有损于市场信用与交易安全的瑕疵，从而在最初端的市场准

入方面，设立安全屏障。首先未成年人在民法上大多是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民事合同是无

效或效力待定的民事合同，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主张撤销权，



这对交易相对人来说是一种风险与不公平，能够直接导致其

实际利益的损失。同时，民商事责任通常是以财产责任为主

要方式，未成年人绝大多数没有独立的财产，势必导致权利

义务的不对称，无法构建平等合理的交易制度和法律制度。 

二?实践对现行理论的反击：全盘否定未成年人商主体成员资

格已经不符合现实发展 上述理由是否定未成年人成为投资人

和商主体成员的最基本的观点。在以往实践中，确实起到了

保护未成年人和交易相对人的双重作用。但是随着知识经济

的产生，人权观念的不断发展以及相关的遗产继承制度的完

善，绝对地否定未成年人的投资资格和商事主体成员资格的

理论依据遇到相当的挑战。 第一、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状况的

新变化带来了观念的更新。80年代的孩子被称为是“早熟的

一代”。教育的普及、资讯的高度发达使得年轻一代已经能

赶上甚至全面地超越他们的父辈：掌握最先进的理论知识；

拥有创新性的思想观念，突破了父辈的墨守陈规。如今，十

五六岁的孩子，正处于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度发达时期

；各种社会实践的推行和先验性的教育，使未成年人对社会

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经验，比如，每年的中小学生科技创新

大赛都进行得如火如荼，以此为依托的学生社团的创业协会

也应运而生。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比尔盖茨的故事告

诉我们，把所有的未成年人当作是懵懂无知的孩子已经是过

时的观念了。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给未成年人的创业

提供的广阔的空间。21世纪是全球经济特别是知识经济大发

展的时代，经济的增长方式不光靠单资金投入，知识和技术

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投入。投资的方式也出现多样化，创新性

理论、专利、创造发明等也可以作为特定的投资方式。在这



一点上，我们不能否认未成年人的创新能力，许多实用性新

产品最初都来源于他们的技术发明和创造。未成年人进行投

资是完全具有可行性的。所以，完全否定未成年人投资主体

资格，一方面扼杀了青少年的创造性，另一方面更不利于新

理论、新技术的产生，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与知识经济

的发展潮流相背离。 第三、未成年人的财产能力大大提高，

并能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知识经济初入端倪的今天，具有

高超科技技能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明显比一般的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具有更高的财产能力。而且随着继承、赠予制

度的不断发展，未成年人具有财产能力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比如希腊船王的继承者可自由支配的财产的数额远比世

界上绝大多数成年人多得多。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

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老人基于对孩子的爱，越来越倾向把

部分财产很早的传给孩子，“小富翁”在中国明显呈增加的

趋势。解决了未成年人财产责任能力的问题，那么传统观点

对于未成年人民商事财产责任不能承担的顾虑也就不值一提

了。 我国民法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

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这给我们一个暗示，对于

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法律不是一概禁止

，有例外的规定，只是放宽尺度的问题。从这一点看，在立

法上有条件地确认未成年人投资人和商事主体成员资格，也

不是无所依据的。 三?在理论上塑造未成年人的投资人资格和

商主体成员资格 （一）从民事能力和商事能力的关系着手，

通过解放未成年人的民事能力来提升其商事能力。商法很大

程度上在民法的基础上构建，所以商事能力和民事能力也密

不可分：商事能力是一种附加于民事能力之上的能力，具备



商事能力一般以民事能力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商事能

力是特殊的民事能力；商事能力同时又是以法律授权为前提

的，其范围和存续期间皆以法律规定为准，因此可以通过法

律来限制商事能力。 否定未成年人投资主体和商主体成员资

格一个主要依据就是“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能力或限制民事能

力人”。但如今各国的立法趋势是将未成年人的民事能力提

前解放。“不同的自然人，在年龄、智力发育程度、精神状

态、品行修养、财力状况方面千差万别，因此不应当不论其

本人的智力水平和对自己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程度，将普遍

认为只有成年人才能做或不该做的事一律禁止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涉足。”大陆法系国家把未成年人年龄上提前上升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力授予其法定代理人和监护法院，

并且在行为能力的内容上仅限于财产行为能力。这种“提前

解放”的法律用语就是提前获取“营业许可权”或“独立经

营权”。《德国民法典》第112条：“如果法定代理人取得监

护法院的许可，授权未成年人独立经营，未成年人对其经营

范围内的法律行为的行为能力不受限制。”《日本民法典》

第6条：“被许可从事一种或营业的未成年人，关于营业，与

成年人有同一能力。”这实质上就是赋予了未成年人从事商

业行为的资格??商主体成员资格。 （二）设立代理人和登记

个案审查的“双轨制”，商业主体成员资格的获取不是没有

条件的，未成年人的行为还是应当受到一定的监控，必要时

可以撤销。德国法将这种权利的管辖授予其法定代理人和监

护法院。而日本民法典则赋予法定代理人更大的权力，其第

六条规定：“⋯关于前款情形，未成年人有尚不胜任其营业

的事实时，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依亲属编的规定，撤销其许可



，并予以限制”。面对纷繁复杂的个案，选择代理人来处理

的方式确实相对经济而有效的，可以避免大量相似而繁琐的

案件，降低了成本，同时也增加了可操作性。 由于每个人的

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最可靠的方法是个案审查，以确定其是

否有完全民事能力进而具有商事能力。考虑到经济成本问题

，笔者认为，不妨设立代理人和登记个案审查并存的双轨制

。对于一般的商业投资活动，如在国内以某项专利作为投资

，其产生的经济效益能够估计出一个上限的，准用代理人制

度；而某些投资涉及的标的额比较大，投资具有一定的危险

性（如某项化学化工技术入股），或者是涉及境外投资的，

则要就进行登记，在登记过程中，国家有关部门可以进行个

案审查，以确定未成年人的资格问题。审查的标准可以由各

地有关部门自主制定。 为了避免代理人滥用权利，谋求私利

，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我们也应当给未成年人一些权利来

对抗代理人的不良行为。英美法系国家用判例灵活地确立了

未成年人的“取消权”（来源于纽约州保护未成年人，防止

被成年人利用和欺骗的一种政策）。当未成年人认为代理人

的行为可能危及到自己的权益时，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主

张其“取消权”，取消代理行为。与此相对的，在设立代理

人的同时，也应当给未成年人以“同意权”，即同意某人成

为其代理人。 （三）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投资活动进行严格的

限制，即在投资的数额、范围种类、以及责任承担能力上进

行审查。商事能力是一种由法律授权的能力，而未成年人投

资的风险往往高于成年人的商事行为，法律更有必要对未成

年人的商行为作有效的控制。 （1）规定未成年人进行投资

负有告知交易相对人的义务，使相对人知道自己是和未成年



人进行交易，有足够的考虑余地。如果未成年人一方没有尽

告知义务，则相对人享有撤销权，并就因未尽告知义务而带

来的损失向未成年人要求赔偿。 （2）未成年人进行的投资

和其他商业活动必须进行登记，有关部门对其财产能力进行

严格的审查。虽然未成年人进行贸易活动在实践中已经屡见

不鲜，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数量仍是有限的，所以审查还是具

有可操作性的。对交易进行登记，为可能发生的诉讼提供材

料，避免双方利益的损失；有代理人的未成年人也要提供财

产证明文件，以维护相对人的交易安全和信赖利益。 (3)对未

成年人进行投资的范围进行限制，交易的数额根据其财产能

力确定。为了保证未成年人身心更进一步发展，应当严禁从

事对其身心健康可能造成伤害的贸易投资活动，比如涉及暴

力的游戏软件开发等等。设定的范围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社会传统道德和风俗的要求。 （四）相关法

律在对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未成年人投资上要给予“优待”。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能够激发未成年人创业积

极性，那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笔财富。比如，对知识成果的出

资限制就可以进行一些修改。在当今的学生创业大潮中，有

许多学生采用以自己的知识成果入股的方式创业。根据《公

司法》第 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

、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

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

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也就是说，在知识成果最高

可作为70%的资本。比较旧《公司法》20%的知识产权出资的

上限，对那些投资少，收益大的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取



消这一限制将有利于对学生权益的保护。吸收风险投资是许

多学生创业成功的必由之路。但风险投资为规避风险，常常

要求引资方控股。而且风险投资的目的在于赚钱，学生创业

的目的更多的在于自我实现，因此学生常常也有控股的要求

。这一因双方目的不同而促成的要求应得到法律上的许可。 

知识成果出资的限制过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又不能没有

任何限制。深圳市１９９９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第７条第２款规定：“以高新技

术成果作价出资的，经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其作价出资的

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可扩大到３５％。如合作方另有约定

，从其约定。”学者指出，这个完全“从其约定”也是不可

取的。因为知识成果在转化为生产力以前，毕竟还缺乏物质

实在性。而注册资本与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密切相关，尤其

是注册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第三人所预测的其承担责任

的能力，涉及到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其实，法律

只要规定知识产权出资可以达到５１％，能够保障其控股即

可；并规定其他出资方对以知识产权出资者的出资超过70%

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以保证交易相对人的安全。 有学者认为

，对以知识成果出资仅限定于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亦失之

偏颇。知识成果之所以能成为资本，是因为它具有货币资本

和一般物质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为其持有者带来收益。在

现代社会，属于版权范畴的文艺作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

件等同样具有这一性质。尤其是在以注意力经济为导向的网

站，在线阅读、音像资料及计算机软件的下载均是创造财富

的主要途径。而这一类网站由于基本上不需任何投资，因而

成为学生创业的首选形式。在这类网站中，劳务和知识成果



往往是最主要的出资形式，因此必须有法律的认可和保障。

作为知识成果的计算机软件，已经直接成为生产、经营工具

，并可以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因此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出资

形式。 结语 我们常常在“效率”与“安全”的选择中彷徨，

计划经济时代，安全是绝对的，过高的效率是一种冒进，其

最终结果是“安全”质变为“保守”，“效率”的丧失带来

了落后。越来越讲求快捷方便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更新

是以分秒计算的，没有效率就没有利益。如果还将安全放在

第一位而忽视效率，不仅与知识经济的精神相违背，更从根

本上颠覆了商人冒险的天性。“无效率即无安全”，信息社

会和信用社会，保障安全已非难事，从手段上（如便捷的通

讯）的可操作性，事后救济途径的逐步完善中可以体现。效

率第一，安全作保。总之，有条件地赋予未成年人投资主体

资格，可以让富有冲劲和干劲的未成年人在经济浪潮中得到

锻炼，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有益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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