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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有关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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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诉讼主体的确定、清算责任的承担等问题可以依据《民法通则》和《企

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来处理，应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了注销登记后，法人资格才归于消

灭。清算期间，公司民事主体资格依然存在，应确定清算组或清算主体为诉讼主体，进行起诉和应诉。清算

主体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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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因违法行为和不参加年检会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简称营业执照），是公司登

记机关给予的一种行政处罚。实践中，经常遇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因经济纠纷被起诉，于是就产生了

诉讼主体的确定、清算责任的承担等相关法律问题。 

1 公司吊销执照后的主体资格 

  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了八种情形下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吊销公司营业执

照，规定“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公告由公司登记机关发布”。但没有强调清算和注销登记事项。同

时规定五种情形下公司要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并申请注销登记，这其中不包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情

形。另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司终止”。而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否进行清算和注销登

记，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如何确认等问题，《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在《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修改完善之前，可以借助《民法通则》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来解决公

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所产生的有关法律问题。《民法通则》规定：“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

算范围外的活动”，“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企业法人歇业、被撤消、宣告破产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营业，应当向登记主管机关办理注销登

记”，“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其公章，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

开户银行，其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一种，营业执照被吊销并不

等于法人资格立即消灭，仅丧失了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能力，应停止清算范围外的一切活动。根据《民法通

则》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了

工商注销登记后，法人资格才归于消灭。清算期间，企业法人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依然存在，它仍应以自己的

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2 公司吊销执照后的诉讼主体 

  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有清算组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清算组为诉讼主体，可以起诉和应诉；没有清算

组的，清算主体为诉讼主体。对不同性质的公司确定其清算主体是诉讼的关键。按照规定，公司清算主体是

公司股东或有股东性质的上级主管部门。针对我国不同性质的公司，对清算主体归纳如下： 



  （1）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是国家，国家是国有独资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上级主管部门代表国家管理国

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终止后，其上级主管部门为清算主体。 

  （2）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东是清算主体。按照《公司法》规定，可以理解为有限责

任公司的全体股东都有在公司终止后清理公司债权债务的责任，全体股东都是清算主体。 

  （3）按照《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大会选定股东人选组成。因此，只有股东大

会选定的股东才是清算主体。但如果股东大会不选定股东人选，根据《公司法》关于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召

集，清算组由股东大会选定股东组成的规定，确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为清算主体。董事会由公司的主要

股东组成，是公司的常设权力机构，负有公司终止后清理公司债权债务的责任。根据《公司法》规定，在逾

期不成立清算组的情况下，法院有权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因此，指定清算组是法院的一

项职权，法院指定公司董事会进行清算，符合公司法规定。 

3 公司吊销执照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若清算主体不尽清算责任，债权人向法院起诉的，清算主体为被告或清算主体

和公司为共同被告，法院可以结合债权人的诉讼请求，判令清算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现行的法律背景下，清算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有： 

  （1）清理公司债权债务的责任。清算责任以保护公司的合法利益，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负有

清算责任的清算主体在清理公司债权债务的过程中，要尽量保全公司的财产，采取合法的措施回收公司的债

权，实现公司的财产保值，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如果清算主体不采取措施清理债权债务，债权人起诉

要求清算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判令清算主体在限定期限内依照《民法通则》和《公司

法》的规定，对公司进行清算。 

  （2）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当清算主体在法院判决限定的时间内不尽清算责任或在公司被吊销营业执

照后的长时间内不清理企业财产，造成企业财产流失、贬值，甚至私分企业的财产，致使债权人的债权受到

实际损失的，清算主体应当承担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清算主体不对债权人赔偿责任，性质上属于侵权责

任，对积极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和消极（不作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法院在裁

判中，可依据《民法通则》关于法人终止应当清理债权债务的规定和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另外，法院也可

以参照《破产法》关于破产清算人的赔偿责任的思路。破产清算人与清算主体的共同点是均对企业负有清算

责任，前者违反义务造成债权人损失时要承担责任，后者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违反义务更应当承

担责任。 

  （3）投资不足的补偿责任。清算主体具有实际上的股东地位，当清算主体存在对所开办的公司投资不

足的情况时，法院可以判令清算主体补足投资，承担补偿责任。这是依据作为股东的清算主体违反其在开办

企业时的投资承诺，因而补偿责任具有违约责任的性质。另外，我国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均规定，开办单

位投资不足应当进行补足，所以清算主体的补偿责任同时具有法定责任的性质。 

  （4）虚假清理承诺的清偿责任。当清算主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承诺公司的债权债务

已经清理完毕而实际上又未予清理时，清算主体应当承担对企业债务的清偿责任。因为清算主体向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承诺企业的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该承诺具有对公承诺的效力。法律允许任何人承诺承担他人的

债务，不限制第三人主动加入到债务承担中。既然清算主体的承诺有对公承诺的性质，清算主体就有义务承

担对企业债务的清偿责任，这种债务承担与法人制度和有限责任公司原则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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