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

认为既然国营企业属于全民所有
,

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也就是直接经音者
,

从而确立子

高度集中型的国家直接经营休制
,

压抑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

因此
, .

正在进行的城市经济体

制改革
,

首先突破了这种高度集中型的国家直接经营体制
,

逐步建立了国家和企业双层经营

体制
,

即国家对宏观经济活动统一管理和协调并赋予少数政府经济部门以直接经营管理企业

的责任 、
’

企业对微观的经济活动自主地直接经营
.

在这个意义上
,

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

是分开的
.

企因为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分开的一面
,

所以称为适当

分开
,

而不称为完全分离
。

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开
,

同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资本家所有权与职能

资本家经营权的完全分离
,

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产生不同的结果
.

货币资本家的所有权与职能

资本家的经营权完全分离的结果
,

货币资本家成了单纯的资本所有者
,

职能资本家成了经济

上的所有者
,

他们是各 自独立的所有者
。

而我国的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开
,

只是适当

分开
,

从而使企业直接享有占有
、

使用和部分处分国家财产的权能
,

所以这种分开的结果
,

企业获得的是一定经济上的所有权
,

而不是全部经济上的所有权
。

这种一定经济上的所有权

主要表现在
:

企业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
,

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
.

经营效果好
,

归企业支

配的收入就多 ; 经营效果一般
,

归企业支配的收入就少 ; 经营效果差而造成的亏损或债务由

企业自行承担责任
,

国家不再承担责任
。

综上所述
,

在我国现阶段
,

由于联合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适

当分开的特点所制约和影响
,

国营企业具有一定的企业所有权和经济上的所有权
,

而把这二

者的结合不妨统称为部分所有权
。

国营企业的这种部分所有权
,

就构成了国家所有权的一个

层次
.

明确国家所有权内部具有以国家为主体的总体所有权和以企业为主体的部分所有权这两

层结构
,

有重大的意义
。

在理论上
,

有利于破除那种认为一种所有权只能有纯而又纯
、

固定不

变的模式
,

否则就会导致所有权性质改变的绝对而僵化的思想
,

丰富和发展了所有权结构的理

论
,

为扩大企业自主权提供理论依据 ; 在实践上
,

既能在总体上保证国民经济的统一性
,

保

护国家的整体利益
,

又能在局部上保证企业活力的增强
,

保护企业的局部利益
,

从而巩固和

完善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权
。

关于经济联合法律形式的探讨

王 保 树

经济联合
,

产生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

我 国的经济
,

是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
。

随着商

品生产的发展
,

原来
“

大而全
”

(或
“

小而全
”

)的企业将逐步改变而实现专业化生产
,

而且专



业化分工将越来越细
,

企业

良好的社会效益
,

必然要

的经济联系也将越来越密切
。

企业为了求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和

轰适宜的伙伴
,

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或联合举办经济事业
。

这就

出现了经济联合
.

对于有关经济联合的法律间题特别是法律形式间题
,

有必要加以认真探讨
。

根据联合紧密程度的不同来分
,

目前经济联合的法律形式主要有
:
第一

,

专业公司
。

参

加联合的各方组成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

第二
,
合伙

。

这是一种比较松散的企业组织
,

参加者仍保持原来的法律地位
,

如参加者原为法人的仍拥有法人资格
.

第三
,

专业化协作联

合体
,

又称为
“

一条龙
”

协作线
。

企业以协作为目的组织起来的更为松散的联合体
,

不具有

企业的特征
.

这三种形式
,

依它们所反映的当事人结合的紧密程度而论
,

专业公司最强
,

合

伙次之
,

专业化协作联合体最弱
。

因此
,

法律对它们的调整方式
,

也应有所不同
。

一
、

专业公司

专业公司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
.

它同传统意义的公司相比
,

有明显的共同之处
,

即都是

以营利为 目的的社团法人
。

但它组建的着银点和方式
、 ,

又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公司
.

专业公司

着眼于专业生产经营
,

是由同一行业生产同种或同类产品的企业联合组建而成
,

是企业的横

向联合
。

目前
,

我国正在起草公司法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

现在的专业公司中有一些

将会发展成为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

但专业公司这种形式看来仍将存在
。

这里只是就专

业公司的法律形式 以及如何完善对它的法律调整
,

作一些探讨
。

专业公司的法律形式有如下的特征
:

(一 ) 具有严密的组织
。

纷业公司组织的严密性
,

最突出地表现在公司的组织机构上
.

公司设有董事会
,

有权对

公司生产经营中的重大间题作出决策
。

其内容包括
:

审议决定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

划方案 (需要报送上级主管机关的
,

向上级主管机关提出报告 ) ; 审查和批准年度预决算 ;

任免或建议任免公司的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会作出的决策
,

并对童事会

负责
。

为
一

j’ 实施董事会作出的决策
,

总经理须在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上进行高效率的统一的

指挥
,

井在指挥中适时地作出具体的决策
.

公司的决策和指挥
,

其效力可及下属各个单位
。

(二 ) 具有独立支配的财产
。

份业公司是山企业联合组成的一个具有法人地位的新的企业
。

江、人的基本条件之一
,

是

娜有自已文配的财产
,

这是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
,

也是作为权利 主体能以白己的名

义承担财产责任的前提条件
.

专业公司的财产是在经济联 合中形成的
。

以{于红L成专业公司的

途径不同
,

财产 的形成也有 以下儿种不同方式
:

1
.

组成
一

份业公司的原企业都丧失
一

了法人地位
。

原企业囚联合 !叮不 再独立计算盈 汀
,

财产

流坑交给专业公 司
,

成为公可经费管理的财产
。

这种余彭独立支麟秘
, ·

就是原企业财产

的总和
。

这种形式
,

在经济联合中并不多见
。

:
.

组成专业公
` Ji的原企业

,

有的炎失了法人地位
,

有的仍保持法人地位
,

专业公司的财
j c勺玛由失去法人地位的原企业的财产构成

。

在这种专业公司里
,

公司财产和未失去法人地位

灼企业的财产
,

是分别计算盈亏的
。

根据我国有关企业登记的法规
,

全国性公司在向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登记时
,

公司的贷款和非直属企事业单位的资产
,

不能列入注册资本之内
; 公司

直属企业如属法人的
,

其财产
,

公司和其直属企业在注册登记或核定注册资本时
,

不准重复

计算
。

这样
,

公司财产和参加公司的法人企业的财产
,

就可以严格划分开来
,



3
.

组成专业公司的企业都保持 自己的法人地位
。

在这种情况下
,

公司财产由参加联合的

企业投资而形成
,

公司财产和投资企业的财产相互独 立
,

公司和投资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是

有偿的
。

(三 ) 以营利为 目的
。

组建专业公司
,

可以更有效地把企业 的物力
、

财力吸引到国民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吻方
,

有利于实现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生产 原则
。

专业公司木身
.

应该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

的能力
,

具有在国内
、

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能力
。

要实现这一要求
,

公司就必须在经营中

营利
,

即通过经营活动谋取经济利益
。

它包括两层意思
:

一是公司经营业务的目的在于向外

吸收经济利益 ; 二是公司应通过经营活动使其成员企业享受到经济利益
,

既包括成员企业从

公司享受利益分配
,

也包括成员企业减少应向公司支付的费用
。

有人说
,

公司设立是以一定的生产经营为目 l均
。

这是把公司活动和公司活动的 目 的 混 淆

了
。

任何专业公司都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

然而
,

生产经营只是手段
,

绝不是 目的
,

目的在于营

利
。

如果一个公司的经营并不取得盈利
,

甚至连年亏损
,

这同设立专业公司的 目的是违背的
。

基于专业公司这种经济联合法律形式的上述特征
,

法律对于因这种联合而发生的经济关

系的调整
,

应贯彻 自愿
、

平等
、

互利的原则
。

所谓贯彻自愿原则
,

应包括三层意思
:

( )l 参加公司自愿
。

专业公司的设立
,

是参加设

立的各企业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
。

设立公司
,

意味着一个新的权利主体的产生
,

参加公

司的企业将成为它的成员
,

这是十分严肃的事情
。

企业表达这种意思应是充分自愿的
,

不能

受他人强制
、

胁迫
,

也不能由主管机关用行政命令办法包办组建
。

( 2 )企业同公司建立什么

样的关系
,

也是 自愿的
。

企业同公司的关系
,

其紧密程度可以有不同方式
。

企业选择那一种方

式
,

这不仅取决于它对公司利益的关心
,

更取决于它对 自身利益的考虑
,

因而必须由它 自己决

定
。

( 3 )企业有退 出公司的 自由
。

企业退 出公司
,

应 自己提出
。

通常
,

这种要求退出公司的 申

请只要是依公司章程提出
,

且不影响公司继续经营
,

就应得到同意
。

当然
,

如果公司章程上

写明不能退出
,

且参加公司的企业又已表示赞成章程
,

公司因此而不同意企业退出
,

这就不

是
“

退出公司不自由
” 。

所谓平等
,

是指加入公司的企业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

每个参加公司的企业
,

都应全面

履行章程规定的各项义务
,

任何一方都不应有例外 ; 成 员企业按照章程规定所具有的权利
,

应受到其他成员企业的尊重
,

能确实得到行使
。

尤其需要指 出的是
,

依章程组成的董事会
,

应认真反映公司参加者的利益和要求
,

正确行使章程所规定的职权
,

尊重不参加董事会的各

方所行使的监督权
。

所谓互利
,

是就利益分配而言
。

对此
,

公司章程应有明确的规定
。

已发展为有限公司或

股份公司的
,

参加公司的各方当然可依投资比例或股份多少 分享利益
;
就是依一定产品

,

以

一个骨干企业为中心组建的专业公司
,

也应该充分照顾参加公司后仍保留法人地 位 的 企 业

的利益
,

根据不同情况采 取不同分成比例
,

使它们都因走联合之路而获得一定好处
。

当然
,

如公司发生亏损
,

也应依公司章程规定承担损失
,

这是成员 企业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
。

二
、

合 伙

合伙
,

是较专业公司松散的经济组织
。

它是两个以上当事人
,

为了实现共同 的 经 济 目

的
,

约定出资
,

共同经营的一种经济联合形式
。



在我国
,

合伙有很悠久的历史
,

早在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已广泛采用
。

但是
,

开始人们只

是罄于某种生活需要而结成合伙
,

形式也较简单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合伙已不仅仅是为

了浦足当事人的生活需要
,

而更多的是为了发展经济事业
.

尤其是我们今天进行 现 代 化建

设
,

合伙已成为人们广泛运用的一种经济联合形式
。

许多企业或个人
,

在一时还不能联合成

一个法人经济组织
,

而又需要有一定组织形式共同经营时
,

他们往往先采用合伙形式
,

以便

互利互助
,

使生产进一步向裸度和广度发展
、

合伙的特征是
:

(一 ) 参加联合的当事人
,

有共同的经济目的
,

如举办共同的经济事业氰 这是实行一

定程度联合的基础
.

(二 ) 合伙的当事人都应出资并共同经营
,

这是合伙存在和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前提
.

(三 ) 合伙因合伙合同的缔结而成立
。

合伙合同的当事人又称为合伙人
.

传统的民法一

般认为只有公民能作为合伙人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这种传统观念正在改变
。

在我国
,

公

民之间可以订立合伙合同
,

法人之间可以订立合伙合同
,

公民和法人之间也可以订立合伙合

同
。

合伙合同一经缔结
,

合伙组织即告成立
.

合伙组织成立后
,

应根据法律规定在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登记
。

合伙组织不是法人
,

合伙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关系
,

只是合伙人之间的关 系
。

这种关系
,

表现为合伙人平行
、

并列的权利
、

.

义务关系
,

即合伙组织内部一致的关系
。

对于外部来说
,

合伙组织不能象公司那样
,

以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同第三人订立合同
。

但是
,

合伙的个别合

伙人
,

仍可以同第三人订立合同
,

并应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

如果这一合同是由 合 伙代 表

(或执行人 ) 订立的
,

_

且又在执行合伙业务的范围之内
,

合伙人就都有履行合同的义务
。

否

则
,

合同对于其他合伙人
,

毫无约束作用
.

为司法上方便
,

国家也承认合伙的诉讼能力
,

合伙

的代表或管理人员可以到法院起诉
、

应诉①
.

合伙由于是经济联合中较松散的组织形式
,

它的经营和发展
,

只有依靠合伙人严格地履

行合伙合同
,

即全面地履行合同义务和正确地行使合同权利
,

才能实现
.

合伙人的义务是
:

(一 ) 出资
。

依照合伙合同
,

所有合伙人都有出资的义务
.

合同所规定的出资数额
,

各

个合伙人应遵照执行
.

合同订立之后
,

合伙人共同商定增资的
,

各个合伙人也应履行增资义

务
.

但是
,

出资的数额不一定相等
,

出资的种类也不必相同
,

可以是现金
,

也可以是物资
、

设备等其他财物或提供技艺
、

场地和劳务
。

后者
,

应在合同订立时写明如何折合成现金
,

免

得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
。

(二 ) 承担合伙事务
。

合伙的经营事务
,

应由合伙人全体共同执行
,

但为了经营活动的

方便
,

经合伙人全体共同议定
,

也可以将经营事务交合伙人中的数人或一人 执 行
。

这 类 情

况
,

应在合伙合同上作出决定
,

使承担事务的合伙人明确 自己的职贵
,

认真履行 义务
,

因自

己的过错给合伙组织造成损害还应负赔偿责任
.

(三 ) 分担损失
。

合伙经营出现损失
,

应由合伙人共同分担
.

分担损失的方法有三种
:

其一
,

合伙合同有约定的
,

依照约定
;
共二

,

合伙合同虽无约定分担损失的比例
,

但规定了

投资份额的
,

叮按其投资份额的比例分担损失
; 其三

,

合同对损失分担比例和投资份额都无

Q 见 ` 中华人 民 共和 国 民李诉 行 法 (试行 ) 、 第 四 专四条
.



明确规定的
,

道常应由合伙人
一

平均分担损失
。

当然
,

损失分担只限于经营损失和意外损头
,

因合伙执行人过错所造成的损失不在此列
.

(四 ) 合伙债务的分担
。

合伙组织的财产
,

属于组成合伙的合伙人共 }司所有
,

对于第三

人的债务也应由合伙人共同负担
。

即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
,

首先由合伙共同经营的财产

清偿债务
,

不足部分 由各合伙人负连带责任
。

也就是说
,

有债的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向合伙

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合伙人请求履行部分或全部债务
。

其中一人履行部分或者全部义务后
,

其

他连带债务人的义务即部分或者全部解除
。

当然
,

这种连带责任
,

只是就清偿合 伙 债务 而

言
,

从合伙组织内部来说
,

仍应按损益分配比例
,

承担 自己应分担的责任
.

履行了部分或者全

部债务的合伙人
,

有权向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请求偿付他们各自应承担的份额
.

(五 ) 维护合伙财产的义务
.

合伙财产
,

是合伙人共同经营的必要条件
,

是合伙赖以存

在的物质基础
,

因而维护合伙财产是每个合伙人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

所谓维护合伙财产
,

即

保证合伙财产不因个别合伙人的行为而变更
.

它包括
:

合伙人不应在合伙存续期间提出分制

共有财产的请求 ; 合伙财产只用于清偿合伙组织所负的共同债务
,

不能用于清偿个别合伙人

祈负的峰务 ; 合伙人转让 自己的出资
,

应征得合伙人全体同意
.

这些
,

对于维护合伙财产
,

一

是非常必要的
,

合伙人都必须做到
.

合伙人的权利是
:

(一 ) 合伙经营执行权
。

如前所述
,

为使合伙活动方便
,

合伙人全体通常都委托一个合

伙人或数个合伙人作为管理合伙事务的代表
.

由于合伙财产属于合伙人共有
,

每个合伙人应有

平等的合伙经营执行权
,

都有资格被推举为合伙的代表或执行人
,

负责合伙业务的经营
。

(二 ) 合伙事务的决定权
.

合伙的经营方针和重要事务
,

都需要由合伙人全 体 共 同决

定
.

决定应采用表决的方式
,

每个合伙人
,

不分出资形式
,

不论出资多少
,

都有 一 个表 决

权
.

凡经共同决定的事务
,

合伙执行人都应依决定的原则和方法执行
。

(三 ) 合伙经营的监督检查权
。

合伙经营的好坏
,

对于每个合伙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

因

此
,

在那些由代表管理合伙经营事务的合伙组织里
,

应赋予其他合伙人 以监督检查权
,

使他

们有权检查合伙经营执行的情况
、

财产管理情况
,

并有权检查帐目
。

合伙事务的执行代表
,

应该尊重每个合伙人的监督检查权
,

为他们的监督检查提供各种形式的方便
.

但是
,

合伙人

行使监督检查权
,

也要有利于合伙的经营管理
,

不得妨碍合伙事务的执行
。 -

( 四 ) 利益分配权
。

所谓利益分配
.

并非指分配合伙的所有财产
,

而是指分配扣除出资

总额和继续经营所需资财之后的合伙财产
。

如果有共同债务
,

还应首先清偿债务
,

然后才能

进行分配
。

合伙人的利益分配权是平等的
,

每一个出资的合伙人
,

都有权从应该分配的合伙

财产中进行分配
,

分配权的享有并不因出资形式不同而有差别
.

但是
,

平等的分配权
,

只是

说出资者在分配权的享有上是平等的
,

并不意味着每个合伙人分配的数额是相同的
.

分配额

的多寡
,

除特别约定者外
,

一般是依 出资额的多寡而定
.

合伙的稳定性不如专业公司
,

它可因合伙合同的解除而终止
.

换言之
,

一旦合伙合同关

系终止
,

合伙组织
一

也即随之消灭
.

当然
,

这并不是说合伙的终止是任意性的
,

合伙合同的解

除也应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
。

三
、

专业化协作联合体

专业化协作联合体是较合伙更为松散的联合
.

它是当事人各方
,

以协作经营为 目的
,

通



过订立专业化协作合同而组织起来的松散联合帐
专业化协作联合体同专业公司

、

合伙相比
.

有如下特征
:

(一 )专业化协作联合体结成的 目的
,

是协作生产经营
。

前两种联合的法律形式
,

着眼

子生产经营全面的联合或合作 ; 专业化协作联合体
,

则只着重某一方面或某一产品生产的协

作经营
。

(二 ) 专业化协作联合体因专业化协作合同的缔结而成立
。

专业化协作合同
,

由协作各

方当事人签订
,

合同一旦生效
,

联合体即告成立
。

但专业化协作合同不同于合伙合同
,

合伙合

同的标的
,

包括投资和经营合伙事业两部分
,

且投资是经营合伙的基础 ; 专业化协作合同的

标的
,

则只是协作生产经营
,

并无投资
。

为了组织专业化协作生产
,

参加者各方往往要支付

为经营所必需的少量办公费用
,

但它不具有投资性质
。

有时
,

为了整个协作联合体的需要
,

经济实力强的企业也要支持经济实力弱的企业
,

为之提供一些资金
,

但这不是入股和投资
,

而是属于借款性质
。

(三 ) 组成协调机构
,

组织参加联合体各方当事人的协作经营活动
。

专业化协作联合体

不是企业
,

不需要成立领导机构
,

但是参加联合体的各方也需要紧密配合协作生产
,

因而就

需要有一个协调机构进行必要的工作
。

协调机构
,

由参加专业化协作联合体的各方 代 表 组

成
,

是协商会议性的组织
,

不具有权力机构性质
。

由于专业化协作联合体不是法人
,

也不象

合伙那样被诉讼法承认其诉讼能力
,

因而它的协调机构既不能代表联合各方对外进行经济往

来
,

也不能到法院起诉
、

应诉
。

专业化协作合同
,

是调整协作联合体济经关系的基础
。

协作合同的条款
,

要由联合体各

方协商确定
。

主要内容有
:

协作经营范围
,

协作数量和质量的要求
,

协作价格
,

履行方式
,

以及违约责任
,

等等
。

协作合同
,

确认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

为调整他们之间的利益

关系提供了依据
。

只要联合体各方当事人都认真做到了合同中规定的事项
,

专业化协作联合

体就能发展
,

并能高效益地发挥联合的作用
。

在专
「

业化协作中
,

法律调整是极为重要的
。

它的目的是协调联合体各方的行动
,

使其共

同为协作经营而努力
。

为此
,

在协作的实践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

(一 ) 相互协作
。

协作支持
,

对于专业化协作联合体各方
,

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

参加联

合体的任何一方当事人
,

都有权根据合同确定的协作范围获得支持
;

同时
,

任何一方都有义

务尊重别人获得协作支持的权利
,

即以自己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
,

保证其他各方 实现 其 权

利
。

参加专业化协作联合体的各方
,

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
,

都有各自的经济利益
。

但是
,

它

们通过合同组成联合体
,

就在协作的范围内有 了某种共同的经济利益
。

正是这种共同的经济

利益
,

要求当事人各方全面履行相互协作的合同义务
。

(二 ) 协调
。

如前所述
,

协调机构所进行的协调
,

是专业化协作联合体发展 的 必 要 条

件
。

只有进行经常性的协调工作
,

才能及时解决协作中出现的纠纷
,

在协作范围 内 统 一 步

伐
。

专业化协作联合体虽然是松散的
,

既无 统一核算
,

又无全面的统一经营
,

但是这种协调

是基于合同规定而进行的
,

所以对各方当事人仍具有约束作用
。

联合体各方都有权利参加协

调机构
,

同时又都必须履行接受协调的义务
,

保证协调应有的权威性
。

(三 ) 相互尊重对方的独立性
。

参加专业化协作联合体的企业
,

在协作经营中仍然是独

立核算的经济实体
,

每一方的独立性都应该受到其他各方的尊重
。

参加联合体的各方
,

在处理

本企业对内对外事务中
,

有充分 决 定 权
,

而 没有征得参加联合体的其他当事人同意的义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