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法人的特征及 由来

白 有 忠

我国近几年颁布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
,

例如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

》 、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
》 ,

已经正式使用了
“
法人

”
的名称

。

国务院颁布的
《
工

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
》
中关于外贸企业和合营企业登记条件的规定

,

实际上是属于法人登记

性质的规定
。

正在拟定中的民法
、

工厂企业法
、

公司法等等
,

无疑也要涉及到法人问题
。

为
,

了探讨在我国确立和完善法人制度的问题
,

本文就法人的特征及 由来谈一些看法
。

(一 )

什么是法人呢 ? 法人就是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企业
、

事业单位
、

国家机关
、

社会团体和

其他社会组织
。

所谓具有民事主体资格
,

就是指具有参加民事活动应当具备的若干条件
。

根

据 我国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和有关法规的规定
,

一般说来
,

法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

第一
,

法人必须具有一定的组织机构
。

法人本身是一个能作为整体进行活动的统一的组

织实体
。

这种组织实体与 合伙不同
。

合伙组织因合伙人情况的变化如退出
、

死亡等而受影响 ;

法人组织则不因其构成人 员任何个人的情况变化而受影响
,

这是法人能够取得权利义务主体

资格的前提
。

法人对外进行活动必须有一个能够代表 自己的执行机关
。

执行机关可以是集体

的
,

可以是单一的
,

也可以是二者结合的
。

代表大会
、

董事会
、

理事会
、

经理
、

厂长
、

主任

等等就是这种执行机关
。

第二
,

法人要有依法归自己所有的或者依法归 自己经营管理且能进行支配的财产
。

这是

保证它能参加民事活动
、

享受权利并独立承担义务的物质基础
。

在我们国家里
,

对于国营企

业
、

事业单位
、

国家机关和其他由国家创办的组织来说
,

这种财产就是指国家拨给它并授权

它经营管理的财产
,

这种财产和国库财产是相分离的
。

对于作为法人的集体组织或者合营组

织来说
,

其财产就是指法律规定的归它们所有或者共有的财产
。

关于法人财产的范围
,

应根

据法律
、

法令
、

章程或协议的规定
,

给予严格的限制
。

法人 自己的财产与国库的财产
、

上级

机关的财产
,

与法人成员个人的财产或者其他法人的财产
,

必须严格分清
,

不能混杂
。

第三
,

法人能够用 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
,

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

这是指法

人作为一个民事主体
,

有独立的权利能力
、

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

例如对外签订合同
,

向银

行贷款
,

承担经营管理中出现的亏损
,

为其工作人 员在权限范围内的活动承担责任以及参加

诉讼等等
。

法人必须对自己的这些活动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

第 四
,

依照法定程序成立
。

一个社会组织不仅要具备上述条件
,

还须经过一定的法定程

序
,

即完成一定的核准登记手续后才能取得法人资格
。

实践中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必

须依法核准登记的
,

如各种企业等
; 另一种是依法不需要核准登记的

,

如国家机关
、

工会
、

青

年团
、

妇联等等
。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

国家机关能否作为法人 ? 把国家机关作为法人是否降低 了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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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我认为国家机关只要具备了法人的条件
,

可以作为法人
。

国家机关本身经常要进行民

事活动
,

例如
,

它要到商店购买用品
,

同其他单位签订一些购销合同等等
,

在这种合同关系

即民事法律关系中
,

它必须要以法人的身份出现
,

按照等价有偿的原则办事
,

这里没有什么

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可言
。

只有当它在执行其权力职能时
,

它才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

体— 法人
,

而是属于另一类即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了
。

实际上其他法人也有类似于国家

机关的双重身份的情况
。

例如国营企业
,

一方面是国家所有权的客体
,

另一方面在生产经营

话动中又是实现其本身权利与义务的主体
;
国营企业的厂长

、

经理等
,

一方面是民事法律关

系中行使法人行为能力的法人代表
,

另一方面又是与上级国家管理机关有行政法律关系的负

责人
。

以上几点
,

一般来说是作为一个法人应当同时具备的基本条件
,

这也就是法人的基本特

征
。

凡不具有上述特征的组织
,

就不能成为法人
,

例如工厂里的车间
、

学校中的班
、

组等等
。

(二 )

法人就其实质来说
,

是法律上规定的一种制度
。

这种制度使一定的社会组织在法律上人

格化
,

能像自然人 (公民 ) 一样
,

成为民事权利义务的主体
,

具有主体所应有的权利能力和

行为能力
。

法人是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法人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绝不是随意的
、

偶然的
,

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必然结果
。

法人制度来源于罗马法
。

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
,

单靠公民个人的活动已不能适应商品生

产发展的需要
,

于是逐渐出现了私人所组织的商业交易团体
,

如铜工团
、

银行团
、

水夫团以

及其他团体等
。

这是罗马初期具有法人雏形的组织
,

但当时还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
。

后来
,

随

着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地方自治团体逐渐发达
,

这些团体的财产被作为公共财产 ( 以区

别于个人财产 ) 而受到法律的保护
,

这些团体才享有独立的财产权
。

而私人组织的团体
,

其

财产仍属于个人所有
,

所谓团体的财产
,

只不过是组成团体的人的共有财产
。

这种私人组织

钓团体和个人是一个人格
,

对团体财产的处分
,

需要所有组成团体的人的同 意
, 订 立 要 式

契约
,

需要全体成员到场
,
参加诉讼

,

需要全体人员出庭
。

这对于那些需要集资进行的商品

经济活动
,

很不方便
。

逐渐
,

私人组织的团体
,

亦援用公共团体之例
,

形成了团体和它的成

员个人两个不同的人格
,

团体也开始享有独立的财产权
。 《罗马法

》
规定

: “

团体的权利为其所

独有
,

与属于团体的各个人无干
。 ”
这样

,

团体就具备 了法人的特征
。

到公元28 4年前后
,

罗马

社会各种团体的种类已非常繁多
,

法人之形态也 日趋完备
,

那时出现的主要法人团体有
: ( )l

公团体
,

是国家所组织的一种政治或财政团体
,

主要有两种形式
:
其一是国 库

,

为 祛 人 之

一
,

得为权利义务的主体
,

并享有种种特权
,
其二是地方自治团体

,

相当于现在资本主义国

家的公益法人
。

(2) 宗教团体
,

如国家为 了维护国教而创设的教士学校和节女祠等
;
还有较早

成立的商业组合团体
,

这也为宗教所组织
,

以奉祀
“
商神

” ,

求其保护商人
。

(3 ) 慈善团体
,

它

是宗教团体的一个支派
,

属教会设立
,

专施救济
,

其所有财产与捐施者脱离关系
.

不过捐施

者在捐施时或在遗嘱中声明其用途者必须加以遵守
,

此与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财 团 法 人 相

似
。

另外还有私人捐助而设立的慈善团体等
。

( 4) 商业团体实业组合
,

这类法人有两种情况
:

一是与政府有一定关系而从本特种职业的团体
,

如公证人的组合等 , 一是工商业者结合成的

团体
,

如冶金
、

食品
、

船舶等实业者组合成的团体等等
,

不过此类法人的组成
,

须得政府允

许
。

(5 )政治结社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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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制度虽然发端于罗马
,

但当时只有法人的形态与观念
,

还没有
“
法人

”
这一名称

。

直到公元十三世纪
,

欧洲许多地方发展成为城市国家
,

每个城市都成为一个独立的
“
人格体

” ,

才逐渐出现了
“ 法人 ” 这个概念

,

但使用仍不广泛
。

到 了公元十九世纪后半期
,

伴随着资本

主义商品生产和各种经济团体的极大发展
,

特别是股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

法人制度才得以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

1 8 0 4年颁布的世界上第一部资本主义民法典—
《
法国民法典

》 虽

然还没有明确提出
“ 法人

” 一词
,

但是其中已有了一些关于法人权利义务方面的规定
。

例如

在该法典第 5 37 条第二款规定
: “

不属于私人所有的财产
,

依关于该财产的特别规定与方式处分

并管理之
。 ”

第 6 19 条规定
: “

非授与于私人的用益权
,

以三十年为限
。 ”
这些规定实际是间接承

认 了法人的存在
。

到 18 6 5年的
《
意大利民法典

, ,

才明确有了法人制度的专门规定
。

随后比利

时
、

德意志
、

日本
、

瑞士和西班牙等国都在民法中对法人制度作了明确规定
,

其中尤其以德

意志民法典规定得更为详细和完整
。

1 9 1 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
,

列宁领导制定的世界上第一部

社会主义的民法典—
《
苏俄民法典

》 ,

也充分肯定并确认了法人制度
。

对于法人制度
,

大多

数国家规定在民法中
,

但也有些国家规定在商法中
,

还有些国家规定在宪法中
。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
,

城市的工商行业
,

从各

种手工业
、

商业
、

交通运输业到从事金融高利贷的钱庄
、

票号
、

银炉
、

当铺等
,

从行商
、

坐

贾到经理牙行
,

都有各 自的组织机构
、

活动范围和经营传统
,

并担负独立的财产责任
。

在商

品的生产与交换过程中
,

除了单个的个人以外
,

有些也 常常 以
“

字号
” 、 “

商号
” 、 “

钱庄
” 、 “

铺

店 ”
等团体的身份出现

。

这些团体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法人
,

但已具备了法人的某些特征
。

到

了清朝末年
,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

这种具有法人雏形的团体组织已有 了相当的发展
。

例如据清政府农工商部统计
,

那时全国已有各种商会组织 2 62 处 (华侨商会不计 )
,

有会董
、

议

董和会员4 , 5 68 人
。

① 此外
,

据不完全统计
,

到 19 1 1年
,

全国已有近代厂矿 企业 5 62 家
,

资本

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
。

② 这些数字与我国辽阔的土地
、

众多的人 口以及庞大的原始小商品生产

相比
,

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

但是它可以说明
,

我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发展
,

作为商品生产

与商品交换直接参加者的法人团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
,

正在孕育成长而且必将出现
。

清末
,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民法的引进
,

法人制度终于被正式确认
。

例如
, 1 9 0 4年 1月 21 日 (即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五 ) 颁布的
《大清公司律

》 (共十八条 ) 中
,

已
`

有了关于给公司包括各种

局
、

厂
、

行号
、

铺店等组织以法人资格的原则规定
。 《大清公司律

》
第八

.

条规定
: “

合资有限公司招

牌及凡作贸易所出单票
、

图记
,

均须标明某某名号
、

有限公司字样
。 翻,

第九条规定
: “
合资有限公

司
,

如有亏蚀
、

倒闭
、

欠帐等情
,

查无隐匿银两
、

讹骗诸弊
,

只可将其合资银两之尽数
,

并该公

司产业变售还偿
,

不得另向合资人追补
。 ”
这样

,

合资有限公司一类组织就具备 了法人的特征
,

成 了民事权利义务的主体
,

并具有了主体所应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

(三 )

法人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
,

本来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物
,

它受社会政治
、

经济树

度的制约和影响
。

在不同的国家里
,

法人制度的性质是不同的
。

在资产阶级国家里
,

法人被

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
。

社团法人是指以人的集合为成立基础的法人
,

财团法人是指拥有

一定捐助财产
,

根据捐助人的目的从事某种事业的法人
。

各种公司的法人属社团法人
,

股份

① 参见商务印书馆 19 2 4年出版的
《
第一回中国年鉴

》所载
《清政府农工商部第一部统计表、

② 参见汪敬虞编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
第二集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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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就是社团法人最充分的发展形式
。

在这种形式的法人中
,

资本家个人的财产和责任

与公司的财产和责任是截然分离的
。

股份公司可以独立地以自己的身份进行商品流转活动
,

它可以在短期内把分徽的单个资本结合成为一个巨额的股份资本
,

成为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

展的有力杠杆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股份公司的成立
,

使
“ 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

,

个别资本

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
”

叭
“

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 够修 建铁路的

程度
,

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
。

但是
,
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

完成了
。 ” ⑧股份有限公司的作用不仅如此

,

它还可以保障资本家获得最大的利 润
,

承担最小

的风险
。

资本家再也不必像合伙时那样
,

提心吊胆地用自己的全部财产为企业担保
,

而只在

他们投人的股金范围内承担风险
。

他们还可以同时投资于若干个企业
,

而只担负有限的风险
。

资本家因所投资的某个企业破产而蒙受的损失
,

会被限定在有限责任 (即所投人的股金 ) 范

围内
,

同时还可能因其余企业的成功而得到弥补甚至大发其财
。

这种有限责任制度
,

给企业

法人提供了把个别参加者的少量投资汇聚成大宗资本的可能性
,

从而加速了社会资本的聚积

和垄断
。

因此
,

一切私有制国家的法人制度
,

是剥削阶级依靠资本联合的力量
,

使自己在互

相吞并中取胜
,

以便进一步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的
“
法宝

” 。

正如马克思
、

恩格斯所说
, “

资产

者
、

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成员被迫结合成
`
我们

, 、

法人
、

国家
,

以便保证他们的共同利益
,

并

把由此获得的集体权力赎予
”
少数人

。 ③可见
,

资本主义国家和一切剥削者国家的法人制度
,

就是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帮助资本家攫取利润的法律保障
。

在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

我们能不能利用法人这种法律形式来为社会主义

的经济蓦础服务呢 ? 回答是肯定的
。

应该看到
,

法人制度除了有为资产阶级扩大资金
、

减少

风险
、

保障利润
、

积累财富
、

维护剥削所得的消极作用一面以外
,

在历史上它还有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生产发展
、

科技进步和财产流转起过积极作用的一面
。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
,

废除了

资本主义私有制
,

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

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
。

我们实行的是计划

经济
,

但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根据 我国的国情
,

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

法人制度
,

利用这种法律形式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

是十分必要的
。

解放后
,

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伪法制
,

建立 了崭新的社

会主义法制
。

对于法人制度
,

解放后我国只是在与一些国家的条约 (如领事协定
、

贸易协定 )

中承认过
。

在国内立法中
,

尽管不少单行法规对构成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各种组织作过规定
,

但是作为铸人制度
,

则一直投有正式在法律中规定过
。

事实上
,

在我国除 了公民以外
,

各种

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
,

是社会主义经拚活动的主要参加者
。

国
一

家从法律上正式

确认这些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
,

建立和完善法人制度
,

这对于保护它们的合法权益
,

巩 固 和

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

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

建设高度文明
、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谬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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