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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企业组织形式的改变、法人治理结构的塑造、业务规

划的设计以及相应的资产、负债的分割、组合等内容。一般

认为，以资产、负债的分割、组合作为标准，拟上市公司的

改制重组可以采取整体、合并、分立等三种不同的方式①。

我们试图从重组前后的企业承担债务的责任财产的角度出发

，对改制重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债务承继问题进行简单的分

析，为注册会计师从事相关鉴证业务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

改制方式与责任财产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②。法人

取得其权利、义务地位的依据在于其所独立拥有的财产和各

种具有经济利益的权利，并以此作为承担各种民事责任的保

证。对法人独立拥有的财产、经济权益，民法上以责任财产

来称谓③。不同的改制重组方式对拟改制上市的企业法人的

责任财产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应其债务承继的所需履行的法

律手续也有所不同。 整体改制包括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设

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④，也包括其他组织形式的企业以其

全部资产、负债通过变更法人组织形式，必要时辅以引入个

别新出资人的改制方式⑤。在整体改制重组的情况下，尽管

可能伴随股权的调整⑥，但改制前后法人主体的责任财产没

有实质性的改变，改制后的股份有限公司当然地继承了改制

前企业的权利、义务，因此整体改制时，就无须为改制所产

生的债务承继而履行特殊的法律手续。 合并改制重组方式是



通过将二家或以上的企业法人的全部资产、负债加以集中，

从而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良性资产、负债的叠加必然增加责

任财产的范围，对原企业的债权人并无不利，但如果良性资

产、负债与存在潜在损失的资产、负债混合，则将对一方企

业的原债权人带来了实质上的损害。 分立改制重组将原本集

中的资产、负债加以分割，并以其中某一部分作为财产核心

，从而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就被分立企业原债权人而言，无

论其债权落实于分立后的两个或以上法律主体的任何一方，

其实际针对的责任财产的范围都有所减少。正是基于合并、

分立可能给原企业债权人带来的不利影响，从保护债权人利

益、保护民事活动秩序的角度出发，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

对企业合并或者分立均作出了较为严格的程序性要求。 二、

法律的一般规定⑦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以下主要探讨在合

并、分立改制重组方式下的债务承继（承担）的问题。 对于

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因改制重组而

涉及的合并、分立，《公司法》已经有比较明确程序性的规

定，可以归纳为：（1）公司在合并或分立的决议通过之日起

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

（2）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未履行上述程序

，则将对公司的合并、分立造成实质障碍。 对于其他组织形

式的企业因改制重组而涉及的合并、分立，由于相关法律尚

未形成具体的规定，依《民法通则》的一般性规定，合并、

分立之前办理公告仍是必要的法律程序。从保护债权人利益

及避免纠纷的出发，也可以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在公



告之外征求债权人的同意⑧。 由于保证人的特殊法律地位，

在原企业的债务由他人提供保证担保时，通知保证人并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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