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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实行内部员工持股的改制企业，对于员工股份的管理，并在运营中充分使

员工股东参与管理、制定决策、享有合法收益成为企业发展的新问题。文章通过对组建不同

形式的员工持股会分析解决企业员工股东的管理和权利的行使。  

  【关键词】员工；持股；管理  

 

  任何一家公司决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后，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员工持股计

划的管理模式。如何才能通过某种形式组织管理好员工的股份，帮助员工行使股东参与企业

管理和了解企业运行和财务状况，就成为摆在股东和企业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难题。目前，国

内外的运行方式不一，组织形式不同，但其基本职能是相同的。  

  一、设立员工持股会的原因  

  员工持股会是指公司组织设立，专门从事员工持股金管理，认购本公司股份，代表持有

员工股的员工行使股东权利、承担相应义务、维护员工股东合法权利的组织。每个公司只能

设立一个员工持股会。员工持股会按照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

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员工持股会以其投入公司的资本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员工持股会

的资金，仅限于向本公司投资，不得用于购买社会发行的股票、债券，也不得用于向本公司

以外的企事业单位投资。  

  1、 解决了《公司法》规定的设立公司最低出资人的限制  

  按照中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最多不得超过 50人，超过 50人的

不得以自然人的身份向公司投资入股。对于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成百上千的公司

员工以自然人的身份作为公司的发起人，在实际操作上会遇到很多困难。公司员工自愿出资

组成员工持股会，员工持股会以法人的名义代表员工向公司投资，既解决了员工持股会成为

公司股东的资格问题，也解决员工以自然人身份向公司投资受公司股东人数限制的问题。  

  2、 解决了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出资人难找问题  

  一些陷入困境的企业资金利润率较低，甚至没有利润，长期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吸收

外来资金参与改制很难。这类企业改制时，原企业作为一个出资人，员工通过持股会向本企

业投资，作为另一个出资人，将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共同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从而盘活

了存量资产，为企业改制后寻求新的增长点开辟了道路。持股会是独立的法人，承担相应的

权利和义务。参加员工持股会的范围只限于企业内部员工，员工参加持股会的出资证明不能

在社会上流通。员工自愿加入持股会，参会员工不是企业的直接股东，只能通过选出来的持

股会代表行使权利。员工持股会以出资人的身份入股，解决了那些对外来投资缺少吸引力、

出资人难以达到法定要求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  

  3、增强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力度  

  公司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大股东通过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与中小股东形成利益共同

体，应当平等地、诚信地对待中小股东，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增加公司的回报，减少投资

风险。但是有一些大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一股独大，在信息披露方面搞虚假记载，作

误导性陈述，缺乏股东之间的有效制衡，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要提高公司治理

的有效性，必须加强监督。  

  每一位员工股东按照持有员工股的比例，在员工持股会内享有权利，并以其所持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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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为限对员工持股会承担责任，不直接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员工持股会把员工股东分散的

权利集中起来，对员工股进行集中管理，并统一行使员工股东的权利，维护员工股东的权益。

当员工股东权益受到侵害时或发生纠纷时，由员工持股会代理员工进行诉讼，更有利于保护

员工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利。  

  二、设立员工持股会的方式 

1、 设立社团法人形式的员工持股会  

  员工持股会是一种员工的劳动与资本结合的有效形式，把每一个员工对企业的投资集中

起来，依照员工持股会办法，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到民政部门办理社团法人登记，然后

以社团法人的名义投入到改制后的企业中。原有企业资产的出资人作为一个股东，员工持股

会作为另一个股东，还可以吸纳社会法人和自然人共同出资组建改制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

份有限公司。  

  2、 公司工会组织设立员工持股会  

  公司工会组织设立的员工持股会，是指依照有关规定设立隶属于本企业工会，专门从事

内部员工股管理，代表持有内部员工股的员工行使股东权利，维护出资员工合法权益，并以

本企业工会社团法人名义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  

  工会是员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

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

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法》规定，工会组织教育员工依

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民主权利，发挥国家主人翁的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

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工会组织员工依照法律规定参加本单位

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会动员和教育员工以主人翁态度对待劳动，爱护国家和企业的财

产，遵守劳动纪律，发动和组织员工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可见，工会组织在调动

员工的积极性、维护员工的合法权利、增强公司的凝聚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工会组织

设立员工持股会，有利于保护员工股东的合法权益；工会组织设立员工持股会，可以减少配

备专职的管理人员，节约管理费用；工会组织设立员工持股会，不需要经过外部繁琐的审批

程序。  

  3、 以信托的形式实行员工持股  

  企业内部员工人数较少且注册资本较少时，可以不设员工持股会，由持股员工以自然人

身份出资，实行全员持股，企业设立或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应当明确

一个部门，例如财务部门代行管理员工股。公司不设立员工持股会，不需要专门的审批，不

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管理费用较少。  

  如果员工人数较多且注册资本较多，又不准备设立员工持股会时，可以采取信托的方式

实行员工持股。  

  以信托的形式实行员工持股，是指员工作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委托

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对员工

股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设立信托，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

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  

  三、公司员工股管理形式的选择  

  公司员工股东选择哪一种方式组建持股会，应当因企业而异。  

  1、社团法人形式员工持股会的利弊  

  一般公司规模较大，股份集中在少数大股东时，采取社团法人的形式设立员工持股会较

为合适。员工持股会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并需要经过较复杂的审批程序。员工持股会登记为

社团法人。  

  2、公司工会组织成立员工持股会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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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工会是依法设立的群众组织。维护员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公司规模适中，股

份比较分散，工会组织机构比较健全，选择由工会代管持股会较为适宜。工会组织下设立员

工持股会，员工持股会的各种活动要受到工会组织的监督和制约，因而独立性较小。工会组

织是社团法人，一旦员工持股会发生民事纠纷，工会组织将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连带责任。但

由于法律法规未对员工个人股由公司工会委托员工持股会以工会社团法人名义参与管理做

出规定，致使员工持股会缺乏立法支持，造成对员工股管理缺乏规范，呈现多样性。  

  3、不设立员工持股会的利弊  

  公司不设立员工持股会，由员工或员工代表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可以保证员工股东行

使股东的各项权利，并可以节省费用，减少脱产管理人员。但员工股东之间缺乏沟通，难以

协调。如果公司员工人数较多，为了满足《公司法》规定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最多人数的要

求，员工将自己的出资委托给员工代表，而员工与员工代表之间发生的纠纷很难协调。员工

代表之间很难形成合力，维护员工股东的合法权益。另外，员工股须由公司财务部门代行管

理，也增加了公司的管理费用。  

  4、 聘请有关专家帮助员工股东理财  

  员工持股会作为投资企业的出资人，要对员工股东负责。其法定代表人是会员共同信任

和委托的代理人。代理人对被代理人负责，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目前员工持股会主要

依托工会组织，或者是社团法人的身份，有的是由工会主席担任理事长或其它自然人股东兼

任理事长，很难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全面了解。因此，在员工持股会中，应当聘请法律顾

问或经济管理专家帮助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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