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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的修改：现在和未来 

张民安

    一、我国1993年公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3年12月29日，第八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了我国1993年公司法（以下简

称1993年公司法）。该法共分11章230条，内容包括总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

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股份公司股份的发行和转让、公司债券、公司财务和会计、公司合并和分立、公司

破产、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法律责任以及附则等。1993年公司法的颁布是我国商事法律生

活中的重大事件，它对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

于我国公司法是在计划经济刚刚被废除和市场经济刚刚确立的时候制订的，因此，该公司法的许多规定还

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印痕，主要表现在：其一，我国1993年公司法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在任何国

家，公司法的制定都是为了鼓励投资人将他们的闲散资金投入到商事企业中去，以便用这些资金去从事大

规模的经济和经营活动，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商事事业的繁荣。但是，我国公司法的制定并不是为了刺

激投资人的投资积极性，而是为了改造传统的国有企业，使传统的国有企业摆脱效力低下的局面。其二，

我国1993年公司法调整的具体内容。在一般国家，公司法严格区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或者分别制

定有限责任公司法和股份公司法，或者分别规定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机构。而在我国，公司法不仅不区分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规定在一部公司法中，而且还不区分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结构等同于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因此，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会、董事会的职权和活动规则同股份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职权和活动规则几乎完全相同。我国公司法

之所以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混同，其重要原因在于，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无论是

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公司，基本上都是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公司法基本上是对披上公司这层面纱的国

有企业进行规范的法律。其三，我国公司法的行政色彩十分浓厚。我国公司法受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权力至

上的影响，对某些行政机关享有的权力作出了明确规定，使行政机关享有决定公司生死存亡的重大权利：

对于公司的设立而言，我国1993年公司法规定，任何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都要经过国务院授权部门或省级

人民政府批准，不取得这些行政机构的批准，公司发起人不得设立股份公司，否则将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

罚。对于公司的死亡而言，我国公司法规定，一旦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的行政主管机关可以责

令公司关闭，使公司进行解散和清算；但是，根据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吊销公

司的营业执照，责令公司解散。其四，对公司的设立采取抑制的态度。我国公司法的基本指导原则是抑制

他人从事商事活动，而不是鼓励他人积极从事商事活动，因此，我国公司法规定了世界上最高的最低注册

资本、最严格的公司设立程序和最严厉的违法制裁，使大多数人没有资格和经济能力去设立公司。 

    二、我国2005年公司法在我国公司法现代化中的地位 

    为了使公司法真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商事繁荣的力量，我国应当修改公司法，使我国公司法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司法。为了反映社会公众的要求，我国立法机关最终在2005年开始了公司法的修改

历程：2005年2月25日至28日，十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首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改

草案》，这次修改草案对1993年公司法作了200多处的改动，征询全国各界意见1000多条；2005年8月23至

检索



  28日，十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审议公司法修改草案；2005年10月27日，十界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我国1993年公司法（以下简称2005年公司法）。修改后的公司法共

计十三章，219条，内容包括总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股份公

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股份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公司

债券、公司财务、会计、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公司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法律责

任和附则。改法自2006年1月1日其施行。2005年公司法对1993年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很大的修改，包

括：降低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废除法定资本制度改采授权资本制度；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强化监事

会的地位；强化公司董事会的职权，弱化公司董事长的职权；同时，2005年公司法增加的众多新内容，包

括：一人公司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公司僵局制度以及公司人格否定制度等。2005年公司法的通过具有重

大的意义，它一方面反映了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第一次将现代公司法上的许多重要制度规定下来，使我

国公司法律制度同其他国家的公司法律制度逐渐靠拢，消除了我国公司法和其他国家公司法之间存在的重

大差异，为我国公司法的现代化、统一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第一

次将商人的要求规定在公司法中，大大提升了意思自治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在我国公司法中的地位，使我

国公司法所具有的浓烈公法气味得以逐渐消散，使我国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得以逐渐减

缓。我国2005年公司法是否可以看作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我国2005年公司法借鉴了

其他国家公司法的众多成功经验，反映了现代公司法的基本精神，但是，我国2005年公司法并非现代意义

上的公司法，它只不过是我国公司法迈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从理论上讲，公司法的现代化包括

的内容很多，诸如公司法指导思想的现代化，公司法性质的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和公司具体制

度的现代化。我国2005年公司法如果存在现代化的地方的话，这种现代化也仅仅表现在某些具体制度的现

代化，在其他方面均没有达到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我国2005年公司法虽然已经通过，但是，该公司法的

通过并非我国公司法现代化的终结，而仅仅是我国公司法现代化的开始。我国公司法还将面临大的修改。 

    三、我国公司法现代化的具体内容 

    具体说来，我国公司法的现代化包括：其一，我国公司法的指导思想的现代化。我国公司法的真正目

的不是为了改造国有企业，因为，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公司法并非是挽救国有企业的救命符，国

有企业并没有因为贴上公司的标签而效率良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传统企业状态下存在的问题。我国公司

法的制定，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司股东的法律地位，使他们能够通过投资到公司获得大量的回报。

因为，在任何社会，公司法担负的唯一历史使命是通过严格贯彻公司法所规定的有限责任制度来刺激社会

公众的投资积极性，使他们愿意将自己的闲散资金投入公司组织，为公司组织瞬间聚集大量资本并因此而

开展大规模的商事经营活动提供物质保障，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科斯认为公司不同于企业的原因。只有社

会公众愿意投资，愿意设立公司，社会的商事活动才能够逐渐繁荣，社会才能够逐步得到发展。我国是一

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我国公司法的首要任务不应当是保护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不应当是为了给予

国有公司以大量的特权，而应当是保护公司股东的利益，使公司股东通过对公司的投资获得最大化的利

益。为此，我国公司法应当强调公司对股东承担的义务，要强调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承担的利息分配义务和

违反此种义务所承担的责任。其二，我国公司法性质的现代化。公司法究竟是公法还是私法？在我国，学

者在讨论公司法性质的时候，虽然亦强调公司法的私法性，但他们往往更强调公司法的公法性，强调商人

对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的遵守，强调公司法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被违反时所产生的法律

后果的承担。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无论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或禁止性规范有多

少，公司法的首要性质仍然是其私法性而非公法性，私法性是公司法的本质特性，公法性只是公司法的非

本质特性，强调公司法的公法性只是为了确保公司法的私法性的实现，而不是取代公司法的私法性。例

如，传统公司法认为公司的目性条款是公司章程的必要条款，欠缺此种条款时公司无效。然而，当代公司

法认为，即便欠缺此种条款，公司亦不因此而无效，公司仍然是有效的。公司法的私法化使公司法逐渐回

复到公司法的本来面目，使20世纪50年代之前已经被两次世界大战所扭曲的面貌逐渐得以恢复，为公司法

的发展和商事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公司法更应强调公司法的私化性，减少公司法的公法性规

定，使公司法真正体现出商人的需要。其三，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在我国，2005年公司法仍然延

续传统企业法和1993年公司法的组织结构，将公司董事长看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对外从事

任何活动。公司董事长法律地位的强化实际上是我国传统国有企业厂长负责制或者经理负责制的反映，是

我国传统国有企业依附行政机关的反映，它将专制性质的政治体制引入到企业领域，使企业遭受的风险大

大加强。为了减少公司董事长对公司施加的不良影响，我国公司法应当废除公司董事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的制度，将公司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便强化公司企业内部的民主机制和约束机制，防止某些

人在公司内部为所欲为，实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另一方面，2005年公司法仍然坚持公司股东会至上的

原则，将公司的重大权利交给股东会行使，使公司董事会成为公司股东会的消极执行机构。公司董事会应

当成为公司的核心机构，有权享有公司事务的一般管理权和公司业务的执行权，因此，现代公司法是将公

司董事会看作公司的管理机关而非执行机关。我国公司法也应当如此。其四，减少行政机关在公司生活中

的地位。在我国，1993年公司法赋予国家行政机关强制公司解散的权力，包括国家行政机关责令公司关

闭，国家行政机关吊销公司企业营业执照两个方面。此种规定遭到学者的严厉批评，认为它们是计划经济

时代企业附属地位和行政权力至上的反映，同市场经济和商法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应当被废除。遗憾的



是，我国立法机关在2005年公司法中仍然规定了这样的制度，因为该法第181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可以

吊销公司企业的营业执照、责令公司企业关闭。同时，根据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作为商事登记机关，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实行企业年检制度，要求公司企业每一年都向工商行政

机关提交年度检验报告书、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交纳50元年度检验费，由

公司登记机关依法按年度对公司进行检验，确认公司法人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律制度，否则，公司的营业执

照将被吊销，公司将被行政机关解散。公司年检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同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是公

司登记管理机关谋求非法利益的反映，是国家对商人不信任的结果，应当废除，因为，公司经营多少年，

应当由公司章程规定，如果公司规定的年限没有到，公司股东在没有自愿解散的情况下不从事经营活动或

者逃避债务，则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责任。在公司法上，公司一旦获得营业执照，即

获得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生命，此种生命受法律的保护，就像自然人的生命受法律保护一样。即便公司

设立之后从事违法活动要被强制解散，公司也只能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来解散，不得通过行政机关单方面

地解散，否则，是对公司生命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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