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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制度是当前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或采用的一种法律制度
。

过去我国在与一些国家的

条约 (如领事协定
、

贸易协定 )中承认法人制度
,

但在国内立法上则没有明确规定
。

这个制度可

以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服务
。

在解决国内经济建设以及处理国际间的经济
、

科技交流等方面
,

都

有必要利用法人制度
。

在我国的民法
、

民事诉讼法
、

海商法
、

国际私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令

中
,

应对法人制度加以明确规定
。

本文打算着重从法人的概念
、

基本特点
、

它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它对我国实现四化的现实意

义作一些初步探讨
,

以期引起法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

(一 )

自从 1 8的 年的法国商法典公布以后
,

一百七十多年以来
,

可以说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民商

法和有关法律中
,

都有关于法人的规定
。

对于法人制度
,

有些规定在民法中
,

有些规定在商法

中
,

有些甚至规定在宪法中
。

法人制度
,

是各国在商品经济流转过程中形成和完备起来的一种

法律制度
。

所谓法人
,

就是指依照法定程序组成
、

有完备的组织和管理机构
、

有独立的财产和

独立的财产责任
、

能够独立进行民事或经济活动
,

并能以自己的名义在法院进行诉讼 (作原告

或被告 )的各种组织 (机关
、

企业
、

团体等 )
。

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的规定
,

经中国政府批准的 (批准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 )
、

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 (领取了营业执照 )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就是一种法入
。

从以上概念来看
,

法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

第一
,

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而成立
。

从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实践经验来看
,

法人成立的程

序或根据有三种情况
,

即 :
依命令

、

依准许或依准则而成立
。

所谓依命令
,

就是法人的产生

是直接根据国家有关主管机关的命令
,

如各种类型的国家预算机关和实行经济核算的国家机

关属于这一类
。

所谓依准许
,

就是由组成法人的个人或集体 (包括已成立的法人 ) 向国家主管

机关提出建立某一企业或团体的申请 (如成立某一公司或某一中外合营企业 )
,

经批准后即产

生
。

所谓依准则
,

就是国家以法律或标准章程订有组成某类组织 (如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合作

社 )的条件
,

设立人具备这些条件后
,

即 当然取得法人资格
。

第二
,

有统一的组织和管理机关
。

其机关可以是集体的
,

也可以是单一的
,

也可以是二者

结合的
,

如代表大会
、

董事会
、

理事会
、

经理
、

厂长
、

主任等等
。

第三
,

有独立的财产
,

并能独立地进行经营管理活动
。

这种财产
,

既不能和国家的或集体

的总的财产混淆起来
,

也不能与其成员的个人财产混淆起来
。

属于这个法人 (机关
、

公司企业
、

团体等 )的财产的范围应根据法律
、

章程或协议的规定
,

有严格的限制
。

第四
,

有独立的权利能力
、

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

即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享受权利和承担义

务
,

并能独立地进行法律诉讼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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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合于上述条件的组织 (机关
、

企业事业单位
、

合作社
、

学校
、

社会团体等 )就是法人
。

一个

工厂的车间
,

一个公司的科室
,

一个学校的班级
,

一个生产队的作业组
,

由于不具备上述条件
,

因而不是法人
。

当然
,

国家本身也不能认为是法人 (就国内法的间题而论 )
。

从法人产生和发

展的历史以及它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看
,

集中有效的经营管理和独立的财产责任

应是它的最基本的特征
。

从法律上来说
,

法人象自然人 (即个人 )一样
,

也有权利能力
。

当然法

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

在开始和终止以及内容等方面是

不相同的
。
因为自然人是一个人

,

他的权利能力是始于出生
,

终于死亡
,

其内容规定在宪法
、

民

法
、

婚姻法等法律中
。

个人除进行经济活动从而产生财产关系外
,

还有属于个人所特有的身分

和荣誉关系
。

而法人的权利能力是始于成立或登记
,

终于解散
、

撤销或财产清算终了
。

法人权

利能力的范围
,

规定在其成立时的有关条例
、

章程
、

协议或合同之中
。

由于法人是一个集体
,

因

而不产生个人身分关系一类问题
。

自然人到了一定年令
,

才有行为能力
,

而法人则一经成立即

有行为能力 (由其机关行使 )
。

自然人到了一定年令 (如十四岁 )之后就要负民事责任和刑事责

任
,
即有了责任能力

。

法人也有责任能力
,

但只对其管理机关和成员 (如经理
、

职员等 ) 的职务

上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负经济责任
,

对其成员非职务上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

应由该个人 (自然

人 )负责
。

(二 )

在当前
,

法人制度是否能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服务呢?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

明确法人制度
,

不论从开展任何形式的对外交往 (特别是在经济
、

科技
、

企业管理等方面 )
,

还是从国内的四化

建设需要来说
,

如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

明确企业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

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广大

职工的事业观念
、

效率观念
,

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
、

技术水平和管理效能
,

都是十分必要的
。

法人是一定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法定程序承认或认可的一定的国家的
、

集体的或个人组

成的机构或联合
,

是一定阶级的政权为了管理经济
、

发展生产
、

保障利润
、

积累资金或发展某一

种事业而采取的一种法律上的组织形式
。

自从十九世纪末期法人制度被各国民法和商法所普

遍采用以来
,

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发展
、

科技进步和经济流转起过积极作用
,

当然它也有

为资产阶级扩大资金
、

减少风险
、

保障利润
、

积累财富
、

维护剥削所得的一面
。
在资本主义社

会
,

法人一般采取
“
有限公司

”的形式
,

资本家或股票持有人对该企业的物质责任
,

以他在公司

中所占股份多少按比例承担有限责任
,

一旦该企业破产
,

不会波及到他的其他财产
。

正因为法

人制度既有利于保护资本或股票持有人的利益
,

又可促进生产和经营的发展以给资产阶级带

来更多的利润
,

所以法人制度乃与
“
财产自由叹私有权不可侵犯 )

、 “
契约自由

”
制度一起成为资

本主义民法中三大基本制度
,

因而也成为资产阶级法学 (主要是民
、

商法学 ) 中的重要研究课

题
。

在社会主义国家
,

由于国家和法律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不同
,

所以法人制度的采

用
,

可以使其发挥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长处
,

杜绝或限制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病
,

从而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解放后
,

我们彻底摧毁了旧中国的法制
,

建立了崭新的革命法制
。

但是由于林彪
、 “ 四人

帮
”
的干扰和破坏

,

我们的许多法律制度 (包括法人制度 )或者遭到严重摧残
,

或者很不完备
。

粉

碎
“ 四人帮

”
后

,

党中央领导我国各族人民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进行了许多

扎扎实实的工作
。

确定和完备法人制度
,

对于我国加强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往
,

发展各种形式



的合作
,

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
、

技术或管理手段
,

都是必要的
。

明确承认各种形式的中外合营

企业是法人
,

即在法律上给以法人地位
,

使外国合营者 (外国的国营
、

私营公司或个人 ) 消除不

必要的疑虑
,

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维护合营企业的物质利益
。

明确法人制度
,

可以使回国投资的

华侨或港澳同胞对于他们投资和合资成立的企业有更大的安全感
。

明确法人制度
,

也可以更

好地保护我国从事外贸事业 (如各种进出口公司 ) 或其他对外交往的组织或团体的利益
,

在一

旦发生争端时
,

可以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国际经济交往实践中一些公认的准则为我服务
。

特别应该强调的
,

是实行法人制度有助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

可以从法制上保证企业经济

休制的改革
。

我国国营企业实行的经济管理体制
,

是对企业的管理实行经济上的统支统收办

法
,

生产基金由国家拨款
,

产品由国家调拨或由有关商业部门包销
,

利润全部上缴
,

亏损由国

家补贴(包下来 )
。

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

扩大再生产的资金
,

需要上级批准和拨款
。

这种管理办

法
,

使企业经济或财产责任不能独立
,

管理权与物质责任脱节
,

经营好坏也不与管理机构和职

工的经济利益发生联系
,

这样就不利于调动职工
、

特别是主要管理人员 (如经理
、

厂长等 ) 的责

任感
,

造成某些企业生产不计成本
,

产品不顾质量
,

经营不讲方法
,

亏损多少也不追究经济责

任
,

至于法律责任那就更谈不上了
。

这种现象可能使某些人的责任感严重欠缺
,

以致对经营不

善而连年亏损的现象
,

感到心安理得
,

无动于衷
,

甚至把这种赔本的买卖误认为是社会主义企

业的优越性
。

如果实行法人制度
,

就可把国营企业看成是有独立财产和独立财产贵任的生产和流通单

位
,

可以用法律规定国家一次拨给企业所有的资金
、

设备的总值
。

企业在保证这个总值不变 (不

得减少 )的前提下
,

为了发展生产
、

增加积累
,

可以对其掌握的设备
、

资金
、

产品在上述原则的基

础上享有占有
、

使用
、

处分的权力
。

作为法人
,

企业必须实行经济核算
,

自负盈亏
。

为了便于实行法人制
,

是否可以考虑改变

现行的体制
,

对国营企业的收人实行税收制 (征收所得税 )
,

对违反税法的要依法追究经济责任

以至刑事责任
。

对经营太差
,

不能维持国家拨给它的资金
、

设备的总值的企业
,

也可以实行经

济上的清算 (如关
、

停
、

并
、

转或其他方式的措施 )和人事上的再安置
。

这样对调整经营管理
、

提

高工作效率
、

发展生产
,

会起积极的作用
。

为了体现作为法人所具有的独立的权利能力
、

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

企业要力求搞好经营

管理
,

积极完成条例
、

章程
、

合同或协议中所规定的要求
,

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工的当家

作主的责任感
。

为了提高经营管理的效率
,

企业在独立的财产权和财产贵任的基础上
,

需要有

法律或国家计划允许范围内的独立的生产计划权
、

产品经营处理权
、

物价决定权 (如在法定幅

度内实行浮动价格 )
、

利润分成权
、

人事管理和处分权等
。

实行法人制度
,

对企业来说
,

有助于扩大和尊重它们的 自主权
,

有助于改进经营管理
,

有助

于培养管理人材
,

有助于明确法律责任
,

有助于发展生产和积累资金
,

有助于四化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