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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一、問題的緣起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世界各國的公司法改革進入白熱化階段，

形成一場轟轟烈烈的公司法現代化改革運動，其速度與規模絲毫不亞

於當年的私法法典化運動。為了搶占改革先機，各國紛紛對既有的公

司法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以期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經濟競爭與制度競

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例如，英國於1998年發布名為《公司法現代化與

競爭經濟》（Modern Company Law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的諮詢

意見書，將穩定性、前瞻性和透明性確定為公司法全面改革的基本原

則；2002年發布名為《公司法的現代化》（Modernizing Company 
Law）的白皮書，提出以適應小公司需要為重點的具體改革建議；

2005年又公布《公司法改革白皮書》（Company Law Reform White 
Paper），提出關於公司制度全面改革的政府意見；2006年新公司法草

案獲得王室批准，借此生效的「2006年公司法」（Companies Act 
2006）較之前的公司法更具靈活性和經濟性。1與此同時，美國、法

國、德國、日本等主要國家和地區均在不同程度上實現對公司法的革

命性修訂。 
在這股席捲全球的公司法改革浪潮中，各國公司法的改革雖因社

會條件和法律傳統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但也不乏顯而易見的共通之

處，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有關公司法律形態的改革。縱觀各國近二三

十年的公司法修訂，無不與公司法律形態的調整息息相關。有些是在

肯定既有公司法律形態分類的基礎上修正個別形態的具體規則，以使

配套的法律規範更加具有針對性，充分激發各種公司法律形態本應有

的功能；有些則是在否定既有公司法律形態分類的基礎上進行結構性

                                                           
1 參見李霖：《英國公司法的新近改革──英國「2006年公司法」評介》，載

《政治與法律》2007年第3期，第176-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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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意在進一步突顯不同公司法律形態之間的實質性差異，從而加

強分類規制的實效。區分不同法系國家來看，在英美法系國家，公司

法律形態的改革主要圍繞不同公司類型所對應的具體規則展開，通過

設定更加符合形態功能的規則系統來促進公司的現代化發展，如英國

公司法修改的重點就在於為小型私人公司設置盡可能寬鬆且易於解讀

的法律制度。在大陸法系國家，公司法律形態的改革主要以創新為手

段，即通過創造新型公司法律形態來滿足投資者日益豐富的投資組織

形式需求，如法國的簡化股份有限公司（SAS）、德國的經營者公司

（UG）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公司法律形態在歷次改革過程中逐

漸出現美國化的傾向，儼然已經成為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司制度混

合的產物。日本2005年制定的《公司法》摒棄傳統的公司分類，在融

合兩大法系公司類型的基礎上對公司法律形態重新進行歸類，取消有

限公司形態，增加合同公司形態，形成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合同公

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並列的格局，並在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採用公開公司

與非公開公司、大公司與非大公司的區分方法。 
為何公司法律形態的改革能夠在各國公司法改革中占據主導地

位？或者說，公司法律形態的改革何以成為公司法改革的核心內容？

其實，這是一個關於公司法律形態重要性的論證，需要從公司組織本

身的功能說起。毋庸置疑，公司是涉及股東、管理者、債權人、職工

等諸多利益相關者的經濟組織體，其生命力在於組織體的運作能夠創

造大於個體運作的效益。換言之，多數個體之所以願意移交部分權利

結成團體組織進行資本聯合經營，主要原因就在於團體組織具有更強

的風險抵禦能力，並能通過交易成本的內部化來達到節約成本的目

的。然而，由於不同的利益主體會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嚴重的利益衝

突完全有可能削弱甚至吞噬結成組織所帶來的好處，因此，主體之間

權利義務的安排是否具有合理性及有效性便成為公司組織體能否正常

運轉並實現營利的關鍵。為了盡可能地協調平衡組織成員各有側重的

利益需求，公司法不言自明的首要功能就是為商業企業提供具備公司

核心特徵的法律形態，通過塑造普遍適用與方便使用的公司形式，幫

助企業家輕鬆自如地借助公司組織媒介開展交易活動，從而降低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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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交易成本。2良好的公司法律形態不僅有助於各方參與者追求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對公司法其他功能的實現起到決定性的推動作

用。 
究其原因，公司法律形態是關於公司作為社會關係主體之存在形

態的問題，不僅涉及公司對外的責任形式，而且涉及公司內部的治理

結構，實屬公司法的基礎性核心問題。自近代以來，各國的公司立法

幾乎都是以公司法律形態的基本分類為框架，對不同的公司法律形態

設置不同的規則，以充分反映各類公司的內外法律關係，並借此構建

整個公司法律制度體系。正如有學者指出，公司類型問題是公司法的

基礎問題，是設計各類公司法規範的重要基礎。對於不同類型公司的

規範配置，公司法通過參照適用的技術處理予以解決，借此實現公司

法內部的體系協調。3這意味著公司法律形態的分類設計決定公司法的

立法體例，同時奠定公司法規範配置的基礎。猶如公司法律大廈的建

築圖紙一般，公司法律形態的分類設計將直接影響整個公司法律制度

功能的發揮，大到公司法結構的合理性，小到某一法律條款的有效

性。倘若公司法律形態的設計不能反映公司經濟實踐的客觀需求，或

者其基本分類不能體現區分規制的立法理念，那麼公司法之為投資者

提供高效組織形式的功能尚且無法實現，更不用說其他諸如保護債權

人、促進經濟發展等功能的實現。所以，有關公司法律形態的制度設

計是否科學，對公司法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研究的現實依據和意義 

中國大陸公司法自1993年開始，就一直保持著有限責任公司與股

份有限公司的分類格局，且在基本分類層面僅承認該兩種公司形態。

儘管2005年《公司法》在鼓勵投資興業、提高公司自治程度等諸多方

面作出具有重要意義的調整，尤其是引入一人公司制度，有效地豐富

                                                           
2 參見[美]萊納‧克拉克曼等：《公司法剖析：比較與功能的視角》，劉俊海、

徐海燕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 
3 參見張輝：《中國公司法制結構性改革之公司類型化思考》，載《社會科學》

2012年第9期，第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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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供選擇的投資形式。但是，就公司法律形態的框架類型而言，依

然囿於傳統大陸法系國家通行的分類方式，並實行嚴格的公司形態法

定主義，配以大量的強制性規範。顯然，2005年《公司法》的修訂並

未使中國大陸的公司法律形態制度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公司法現代

化發展的現實需求，亦即改革尚未調整到位。2013年12月28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通過有關《公司法》修改的決定，內容主要涉及公司註冊

資本制度的改革。雖然修改後的《公司法》不再對有限責任公司（包

括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註冊資本進行要求，但

對公司法律形態的體系框架則依然保留傳統，致使有關問題仍然明顯

存在。 
具體而言，中國大陸公司法律形態體系存在如下方面的突出問

題：第一，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的分類名稱在語義上有一定

的交叉，並非同一層面的區分表述。有限責任公司應當包含所有股東

承擔有限責任的公司類型，屬於股份有限公司的上位概念，其對應項

為無限責任公司。第二，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的區分標準僅

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意義，未能充分體現兩者之間的實質性差異。其

中，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定向募集的股份有限公司與其說是典

型股份有限公司之具體類型，不如說是有限責任公司的變化形態。第

三，公司法律形態的具體類型和每一種類型的具體內容嚴格法定化，

缺乏彈性適用和衍生創新的靈活性，以及約定變更與適時調整的自治

性。同時，一人公司的具體形態僅限於有限責任公司，並進行嚴格的

法律控制。第四，強制性規範仍然大量存在，且幾乎涉及公司法律形

態的方方面面，如公司組織機構的設置、公司機關的職權和議事規則

等。更為嚴重的是，強制性規範的配置並沒有根據公司法律形態的特

點和功能進行，導致不同公司法律形態規則之間出現趨同現象。第

五，公司法律形態的區分考量股東身分因素，單列國有獨資公司形

態，並加以全方位的規則控制，使本應定位為市場主體法的公司法帶

有濃厚的行政干預色彩。另外，三部外商投資企業法與《公司法》並

行的立法格局存在中立性缺失的問題，不僅造成立法資源的浪費和法

律適用的困難，而且造成同一公司法律形態須接受不同立法理念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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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尷尬局面。除此之外，有限責任公司「改制上市」、非上市公眾公

司界定標準過於單一等形態問題，也均是中國大陸公司法現代化發展

過程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 
這些問題之所以不容忽視，實因其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從而減損

公司法的實效直至阻礙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就直接的後果而言，公

司法律形態體系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將嚴重影響公司法調整規制功能的

發揮：一方面，由於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無論是從形式上還

是從實質上皆未能有效區分，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的類型劃分也未能體

現實質性的差異，因此導致相類似的公司法律形態仍然要適用完全不

同的法律規則，而具有根本性差異的公司法律形態則被劃歸為同一大

類並受到相同規制。另一方面，由於公司法律形態的劃分欠缺科學

性，且形態體系的構建欠缺中立性，因此導致強制性規範的配置存在

結構性失衡的問題，非但不能起到降低因不確定性所引發的各項成

本、消除投機性行為、保護中小投資者等作用，反而會扭曲公司法與

公司章程之間的邊界，束縛行為自由的同時減損公司活力。如此一

來，公司法律形態制度設計的初衷之分類調整目標自然無法實現，而

以公司法律形態的劃分為基本框架的公司法本身也可能因此使之成為

一紙空文。 
試想一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如果沒有一部

良好的公司法作為市場主體法的支撐，那麼情況將如何？結果或許是

不可想像的，因為公司法之於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意義，就像操作流

程之於生產線一樣，缺之將無法正常運轉。尤其是在步入科技迅猛發

展、社會分工精細化階段以後，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易更多情況下發生

在陌生人之間，締約成本較之前明顯有所增加。此時，公司法作為市

場規則和秩序的翻譯文本，在規範市場主體組織和行為以及培育市場

體系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沒有公司法提供行之有效的組

織形式，並對市場主體的活動予以規定，生產和交易就不會順利展

開，資源和產品的使用價值和收益也就不會獲得。4可見，公司法律形

態擁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能量，即通過直接決定公司法整體功能的發

                                                           
4 參見呂世倫：《法理念探索》，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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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來間接推動或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無疑在公司法律制度中占據主

導性地位，對表現為「公司經濟」之現代市場經濟的穩步前進有著不

可估量的影響力。 
正是因為中國大陸公司法律形態體系存在諸多急需解決的問題，

且這些問題能否得到合理解決將直接影響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進

程，所以有關公司法律形態的研究顯得非常有必要，在微觀和宏觀層

面均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首先，公司法律形態的研究將有助

於進一步釐清不同公司類型之間的實質性差異，為市場主體提供多樣

化且具有有效性的公司組織形式。其次，公司法律形態的研究將有助

於實現公司法規定的統一性和單純性，使相同的公司法律形態能夠獲

得同等的法律待遇，以符合公平、平等的私法理念。再次，公司法律

形態的研究將有助於促進公司企業的規範發展，使私人投資主體獲得

高效便捷的投資渠道，減少出於規避法律意圖的短期經濟行為，從而

更好地進行私人財產的增值運營。最後，公司法律形態的研究將有助

於維護市場經濟秩序，通過強制實施涉及公共利益和弱勢群體利益的

行為來防止逐利行為偏離正常軌道，並且通過提供範本式的組織框架

及行為模式來引導市場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為了使這些意義

能夠最終轉變為現實，在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作用逐步提升的情

況下，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公司法律形態的相關問題，思考未來公司

法律形態改革的走向，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保駕護

航。 

三、理論研究綜述 

有關公司法律形態的研究是伴隨著公司組織體的演變發展而不斷

推進的，其側重點由具體的形態規則逐步轉移至結構性的形態整合。

在早期，由於受到傳統公司理念慣性式思維的影響，公司法律形態的

研究大多是圍繞某種具體公司類型之法律規範展開，對基本分類層面

的問題則採取默認的態度。直到公司法現代化改革浪潮席捲而來，宏

觀層面的公司法律形態調整問題才引起學界的普遍重視，並且貫穿法

學、經濟學、管理學等諸多學科領域。學者們開始重新思考延續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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