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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8_90_c66_501162.htm 43、法人制度的历史意义：1、

法人制度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2、法人促进了社会民主的

发展和进步。3、法人制度促进了现代企业的优化管理和科学

决策。 44、我国建立和完善法人制度的意义： 1、法人制度

有待于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民事主体。 2、法人制度有

待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法人制度有待于我国

面对国际经济的挑战。 45、大陆法系中法人的分类：1、公法

人与私法人。2、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这是按法人组织构成

不同划分的，是大陆法系国家法人的最主要分类方法。 46、

我国法人的分类：（一）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二）公司

法人与非公司法人 47、企业法人的设立：应按如下程序办理

：1、提出审查申请2、向企业所在市、县（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申请开业登记并注册法人资格 48、非企业法人的设立有

以下几种情况： 1、国家机关法人从组建完成之日起，取得

法人资格。 2、事业单位法人设立程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

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资格，另一种是具备法人条件，但只有

在经核准登记后，才具有法人资格， 3、社会团体法人设立

的程序。原则上社会团体取得法人资格均需登记，登记的主

管机关是国家民政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但在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情况下，无须登记，自社会团体组

建完成后即具有法人资格。 49、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特点

： 1、民事权利能力开始和终止的原因不同 2、民事权利能力



的范围不同 3、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因业务范围不同而不平

等，而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平等的。 50、法人的民事行为

能力的特点： 1、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其民事权利能力同

时产生，同时消灭，在起止时间上一致。 2、深有体会的民

事行为能力与其民事权利能力在范围上是一致的。 3、法人

的民事行为能力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授权的代理人实现

。 51、法定代表人：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

法人先例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有三种情况：一是法人的正职行政负责人；二是法人没有正

职行政负责人的，可由主持工作的副职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

；三是法人内部没有正副职务之分的由主持工作的行政负责

人担任法定代表人。 52、法人的分支机构：企业法人的分支

机构是根据法人的意志在法人总部之外依法设立的分部，其

活动范围限于法人的活动范围。一般情况下，法人的分支机

构是法人的组成部分，分支机构的行为后果，由所属法人承

担连带责任。 53、法人的变更：是指法人在期间由于某些原

因发生注册登记事项的更改。法人的变更主要有以下几种：

1、法人组织机构的变更——法人的合并或分立 2、法人经营

范围的变更3、法人财产变更4、法人名称、住所的变更 54、

法人的终止原因：1、依法被撤销。2、解散。3、依法宣告破

产。 55、法人终止的法律效力： 1、对法人财产进行清算 2、

清算期间，企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到限制 3

、法人注销登记 4、企业法人的财产问题。 1）企业法人应首

先以所有财产清偿债务，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适用破产程

序。 2）乡镇、村举办的企业由于亏损等原因资不抵债的或

倒闭的，其所遗留的合同债务，应区别对待：该企业不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应当由其主管部门负连带清偿责任；具备

法人资格的，以其所有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3）关于在

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问题。第一，各级党政

机关及所属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凡是向其开办的公司收取

资金或实物，用于本机关的财务开动或职工福利、资金、补

贴等开支的，应在收取资金和实物限度内，对公司所欠债务

承担责任。第二，公司虽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但

实际上没有自有资金或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的（国家另

有规定的除外），由直接批准开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公

司的申报单位、投资单位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

清偿责任。第三，对注册资金提供担保的，在担保资金范围

内承担连带责任。 55、联营的概念：联营是企业之间、企业

与事业单位之间，为达到一定经济目的所实行的横向联合经

营的组织形式或法律关系。 57、联营的特征： 1）联营只能

产生在两个以上的企业之间或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 2）联营

以联营各方当事人签订联营合同为前提 3）联营组织或联营

关系须以营利为目的 58、联营的原则：1、自愿原则2、平等

互利原则3、合法原则 59、联营的形式：有三种法定形式：法

人型联营、合伙型联营、合同型联营。 60、处理联营纠纷中

应注意的问题： （一）无效的联营合同。 1、订立保底条款 2

、各为联营实为借贷 3、变相房屋租赁二）无效联营合同收

益的处理：第一，先用于清偿联营的债务及无过错方因合同

无效遭受的经济损失；第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

体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或者因合同内容违反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而导致联营合同无效的，联营收益应视为非法所

得予以收缴，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联营



各方还可并处罚款。（三）中途退出联营的问题：1、法人型

或合伙型联营合同如规定了联营解体前退出联营的条件，联

营一方要求退出并符合约定条件的，应允许；联营的财产的

处理形式为，原物存在的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或返还有困

难的折价偿还，退出方还应依法承担联营的盈亏。依《联营

问题的解答》的规定，退出方对于退出前联营所得的赢得和

发生的债务，应当按合同约定或出资比例分离和分担。合伙

型联营退出方还应对退出前联营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

、不符合法定条件或合同约定条件而中途退出联营的，退出

方应当赔偿由此给联营组织造成的经济损失。如其他各方对

此也有过错的，均应按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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