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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8_9A_E6_9D_BF_E6_c44_70704.htm 一般来说，创业板拟上

市企业的改制重组可以采取以下四种模式： 一、整体重组模

式 1、整体重组是将拟改制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之后进行

招股募资，原企业法人资格相应取消，由新设立的股份公司

进行替代。 2、整体重组模式的优缺点。此模式的优点是：1

企业的主要生产要素改变不大，有利于保持企业运行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2对非经营性资产的剥离比较容易，重组时间较

短；3公司管理层次比较简单，可以减少管理成本；4关联交

易少，有利于强化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充分地进行信息披露

，增加公司运作的透明度。此模式的缺点是：1 不适应规模

较大的企业集团的重组，在资本运作上缺乏回旋的余地；2企

业在重组时难以剥离不产生经济效益的资产，不利于企业减

员增效，从而不利于提高企业资产的营运质量。 3、整体重

组模式的适用对象是：新建企业，或“企业办社会”的内容

较少且效益较好的老企业；已进行多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

企业；已是股份公司。 二、发起设立模式 1、发起设立指将

原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之后，联合其他发起人共同发起设

立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整体上市，原企业法人资格相应取消

，由新设立的股份公司进行取代。 2、发起设立模式的优缺

点。此模式的优点是：1基本具有整体重组模式的优点；2有

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总体竞争力；3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筹资能

力；4有利于企业按照新的运行方式运行。此模式的缺点是

：1基本具有整体重组模式的主要缺点；2协调工作多，工作



量大，耗时长。 3、该模式的适用对象是：企业具备整体重

组模式的主要条件；企业具有较好的合并对象；可以提高企

业今后的上市效果；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住房制度改

革等已逐步市场化。 三、分立重组模式 1、分立重组也称为

部分改制重组模式，是将被改制企业的专业生产的经营管理

系统与原企业的其他部门相分离，并分别以非经营性资产为

基础成立两个或多个独立的法人，直属于原企业母公司成为

原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并可以作为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

，原企业的法人地位自动丧失，再将经营性资产重组为股份

公司，成为原企业的控股子公司。 2、分立重组模式的优缺

点。此模式的优点是：1有利于优化上市主体，改善上市公司

的内在质地；2有利于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促进国有资产的

保值、增值；3有利于非上市部分逐步走向市场；4有利于促

进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5有利于优化管理层次，提高上市公

司的管理效率。此模式的缺点是：1重组的难度大，耗时长

；2会计审计的难度大，其准确性受到影响；3容易产生职工

对重组的抵触情绪； 4上市公司与非上市主体之间存在多方

面的关联交易，处理较为复杂。 3、分立重组模式的适用对

象是：企业非生产经营系统的数量大且效益低；企业辅助生

产系统的数量大且效益低；企业的生产性系统中有大量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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