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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1999年第一期 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给来自全国的律师

讲讲商事企业与公司制度。 产权明晰是企业改革的首要目标 

第一讲商事企业制度。我国的改革开放使企业的形态和有关

企业的法律逐渐完善，或即将走向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应了解我国企业立法存在什么问题，有那些形式。从我

国40多年的历史来看，我们习惯以所有制来划分企业，它的

注册登记、地位、权利义务能力、资格，都是首先看它的所

有制。按这种划分传统的所有制有四种，全民、集体、私营

、个体。现在这四种所有制企业都面临着挑战和全面改造，

甚至可以叫全面消灭。就是说不仅国有企业要改制成股份制

或股份合作制，集体企业也面临着改制，私营和个体今后还

叫不叫私营企业或个体企业，或个体不叫企业还叫户，都是

新的问题。有关部门曾下了一个通知，不许叫民营企业，我

前两天还在上海市工商局问这有没有依据，《工商时报》争

论这个问题，既然民营企业不许叫，那国有企业能不能叫？

我说法律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定义了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的

组织规则，所以从法律上说，没有一类企业叫民营企业，不

能注册为民营企业，但作为一个探讨当然可以。私营企业和

个体企业和叫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那么现有的划分企业的

主法有哪些弊端呢？第一依所有制来划分企业本身就是不平

等的，在计划经济下，要完成国家计划，完成国家税收靠国

有企业，虽然国有企业的税收和信贷有优惠，然而税负是重



的。公司法在起草过程中，在国有企业中要不要分国有股、

法人股、个人股、外资股，事实上国有股有国有股有地位，

法人股也不同，它的流通也不一亲友，外资股A股、B股地位

也不一样，不一样意味着不平等，而市场经济要求是平等竞

争，如在法律中规定了综们的不平等，则必然违反了市场经

济的规律。公司法基于这个原则没有把股权、股份分为这四

种写进去。既然不能以主体资格所有制来划分企业，也就是

不能以主体资格的所有权来工分企业所有权，股权所有人只

是主体资格不一样，不应这样来区分它的地位、权利义务，

不同的性质。 第二现在以所有制来划分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

产权不明，全民的可以说是国有，产权还明晰，但再进一步

问还有不明的地方，国有的产权不明表现在两个问题上。第

一，国有财产到底是分级所有还是分级管理呢？还是分级享

有投资权？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制定国有资

产法和已经开始制定的物权法都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国家

所有权到底是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呢？还是分级所有？分级

享有投资权？这三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国有资产法讨论时

有两种尖锐的意见，有的说我国现在虽然不是联邦制的国家

是风吹草动央集权的国家，但这样的国家是不是都是统一的

国家所有呢？从世界各国来看，包括法国除了有整个中央的

国家所有，还有地方所有，如巴黎市政府的所有，但没有把

所有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再分配到下面的。那么我们将来的物

权法，国有资产法最重要的一点是资产的所有权到底怎么归

属，在这个基础上有人提出我们也要搞分级所有，中央有中

央的国有、地方有地方的国有。这些理由主要是有分税制，

中央有中央的税收，地方有地方的税收，地方以其财产来投



入就形成了地方所有。另外一些人说现在不能搞地方所有。

第一是我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下放了，鞍山下放到辽宁，首

钢下放到北京，如果有地方所有的话，60年代中央都投资到

东北则财产都是东北的，现在包袱重了，又都是东北的，这

样不去会不会把全民财产分割成各个地方所有？也害怕这样

一来我国的经济变成了诸侯经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最后定

，但中央的倾向是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第二，谁代表国家

来行使国家产权，这到现在争论仍很大。公司法在起草中就

涉及到国有股的产权由谁来行使，如果说所有权是政府，是

国务院，那么股权呢？投资权呢？投资权与股权与管理权不

一样，所以投资所形成的股权，管理所形成的管理权和所有

者所形成的所有权是不一样的。公司法只在原同上规定了一

个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但到底谁是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呢

？还是不明确，仍然需要法规或规章来具体明确。 明晰产权

资产各归其位 实践当中有这样几种模式，我在参加了国有企

业改制、上市审查时看到，一个省整个的报表上写到一个百

货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由当地的商业局来行使，

就是由政府来行使国有股的股权，这是第一种模式。第二种

模式是由国有资产管理局来行使，叫作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公

司。这个办法好不好，在起草国有资产管理法时讨论的也比

较多。成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来行使国有股权在某些地方是

一个成功的经验。它不是国有资产管理局，也不是由主管的

行政部门，而是专门搞一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讨论的过

程中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什么公司，它

是不是公司法的公司？首先认定 他不是公司法的公司，它不

再有股东了，它只是代表国家来行使国家股的股权，它没有



股东会，它不再有出资的股东，这样的话它又依什么来成立

的呢？是不是还要有一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法来规定这种

公司的地位？这种公司到底是政府部门管理性质的公司？还

是以盈利为目的公司？他自己没有以盈利为目的，只是行使

国有股的股权，来派国有股的股东，股息的管理，保证国有

痪产的不流失，他的本质是管理，那管理能叫公司吗？假如

叫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也好，叫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也好，它拿

收取国有股的股息也好，红利也好，那这些公司与成员是什

么关系呢？公司收入多，职工工资就高，还是脱钩？如果说

公司收入高，公司成员收入也高，则说国有资产的收益不是

让这些公司成员拿走了吗？但这是全民收益的一方式呀！如

果脱钩，那国有资产经营好坏与我无关，积极性必受影响。

第三种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控股集团、控股公司、集团公司

、投资公司等。我们现在也试图建立一些投资公司，现在很

多人都主张建立中国式的投资公司，需要一个持有国有股股

权，代表国家来行使的公司。所以投资公司、控股公司、集

团公司的模式可能好一些，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就是现在

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是企业法上

的公司。如山西的汾酒厂上市了，搞具汾酒集团来持它的股

，汾酒集团公司恰恰是利益不大的一部分；湖北兴化是津门

石化成立的，是最好的一部分，股票价格很高，但持有公司

股权的津门公司仍然是国有公司。很多都是这个模式，拿最

好的一部分去上市，由国有企业来持股，国有企业仍没改制

。十五在的精神提出国有企业要全面改制，可上市公司的持

股股东仍是国有企业。最近我第一次看到想把湖北兴化的持

股公司也全面改组合并的消息，可以说是子公司吃掉母公司



。这样改了以后，国有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的持股单位就成为

股份式的公司。这个方案拿出来后，北大的厉以宁教授，两

届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董辅衫教授都参加作了一个论证，怎么

把持有湖北兴化的津门石化变成股份式的公司全并，怎么把

持有汾酒股份的集团公司变成股份公司，当时提出三种方案

，一个是增资，配股，子公司将母公司财产吸收过来；第二

个是搞购买方案，湖北兴化越来越大，最后买下他的母公司

；第三是搞公司登工的方式。我讲这个问题怕目的是想说明

国有股的股权经过改制，即使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产权仍

不太明晰，因为持有股权的仍是国有企业。目前国有企业改

制，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产权明晰。 集体企业的产权比国有企

业拉权更不明晰，我看集体企业改制最困难。集体企业改制

的产权有这么几种情况，一个是原来产权明晰，但50年代手

工业合作者的出资经过改组的，造成集体企业被当作类似国

有企业产权受到侵儿，这种情况很多。北京的一个很小的一

商局企业，合并时搞成一个大的公司，就将集体企业的股权

随便合并起来，到期现在这个官司还打着。我说集体企业就

是集体企业，不能在改制中将集体企业的财产合并。那农村

乡镇企业的产权到底属于谁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到底属

于谁的，集体企业的很多财产归政府支配，归乡政府和村民

委员会来支配，集体财产变成了政府支配的财产。集体企业

谁有权来支配呢？起草物权法最难的一点是，集体所有的土

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由谁来行使所有权，实际上是空的，

通常是政府部门来行使所有权，这当然存在着问题。以四通

公司为例，四通从1988、1989年就提出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

，但一直在争论这个股权到底属于谁。最早拿出的方案是想



把四通改成职工持股的。但这不是将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有

限公司，职工出资买一部分，而是将本来就属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的归全体劳动者集体所有，应把其财产无偿量化到劳动

者个人，那四通量化到哪些个人呢？是只包括上班的个人还

是也包括离职的个人呢？创造人有没有，还是上班三天的就

有呢？集体企业量化给个人是很重要的，因为是无偿的，所

以城市中一些高科技企业名为集体企业，但其产权中存在着

问题。第三以所有制划分是很不科学的，不科学主要是指私

营和集体。 我们律师每天都要接触到企业的设立和地位问题

，以私营和个体来划分后果很严重，它后果的不同在那里呢

？现在笼统的将私营企业都称作独立法人是不准确的，企业

按现在条例是三种形式，独资、合伙、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是法人，个体的现在不许叫企业，因为1986年民法通则说个

体企业是个体经营户，但1986年的民法通则写的是农村承包

经营户和个体经营户，这两户显然不一样。农村承包是承包

土地而不是将人承包给你，所以农村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

减地，是将土地承包给户，那工商经营、个体经营就是一个

户吗？他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一家人都搞工商经营叫工

商经营户，如果不是与家里人搞而是与朋友少，雇开牙个以

下是个体工商户。叫户看雇工多少，雇工七个以下是个体工

商户，雇工八个以上是私营企业。这对登记企业来说，是个

最好的规避的方法，户是以个人来纳税，私营企业是以企业

来纳税，所以如果个体户税赋低，就可以少雇两人，如果私

营企业待遇好可以多雇两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盾，私营企

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个体户是劳动者经济，如果再有一

次社会主义改造，则前一个是公私合营，后面的叫作合作化



道路了，人从成份上看前者是资本家而后者是劳动者。 企业

划分的标准要适应市场经济 现在这四种企业划分仍然存在，

但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作为律师要有一定的敏锐性。我们

对社会经济的主体要有一个前瞻性了解，新的是按什么来划

分，按中共中央八届人大的立法规划，要立四个法，企业法

、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股份合作企业法，我们把这四个叫

新四法，那么我们要对这新四种企业有个了解，对于老四种

企业向新四种企业的过渡要有全面的了解。所谓经营主体的

改革就是将老四种企业改制成新四种企业，这新四种企业是

以出资形式和出资者的责任来划分的，什么叫出资的形式呢

？独资是一个自然人出资；合伙是少数几个人出资，公司是

社会化出资，股份合作是劳动者出资，可见这不是以所有制

来划分而是以出资的形态和出资者的责任来划分。 一个自然

人的独资是无限责任，合伙是连带无限责任，公司是有限责

任，股份合作也是有限责任，这样新四种企业的划分就走向

科学化了，不管主体出资是谁，是国家、是个人、是外资，

其出资责任，出资形式都是相应的，这样划分也符合国际的

惯例，只不过西方国家没有股份合作只有合作社。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