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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
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方向。
而公司则是现代企业中最重要、最典型的组织形式。
但公司自发地作用有其天然的弊端，只有按照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司法律规范设立、组织、活动的
公司，才能发挥其现代企业形式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于1993年。
它的施行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
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健全，公司的行为样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行公司法已越
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
经过充分论证，反复审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通过
了经全面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新修订的公司法完善了公司设立、公司资本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规定；充实了公司职工民主管
理和保护职工权益的规定；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制度、关联交易控制制度、对外投资和担保限制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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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
简政放权、扩权让利是在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上下功夫。
利润（亏损）包干责任制改革，允许企业超额利润留成，后来推行第二步利改税，改为税后利润可自
留。
两步利改税都试图以法规的形式明确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给予企业大致公平的赋税环境，但
以工业征收产品税、商业征收营业税为主，同时开征增值税、城建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的税收体制
，由于税率较高、税种较多，并对留利设有诸多限制，使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很有限，有的企业反而
增加了税赋。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仍然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拨改贷政策的实施，给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带来
不少负面影响。
　　二是受国有企业旧机制的制约。
行政性的简政放权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国家指令性计划仍是企业活动的主要依据，政府部门
虽然下放了部分生产经营权，也通过利润包干、利改税等措施给企业减税让利，强调了外部环境的改
革，但没有解决改善企业自身经营机制问题，没有涉及建立企业责、权、利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
企业经营亏损无非是不留利或少留利，并不承担经济责任，还是可以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
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是与“社会化大工厂”集中配置资源的本性相矛盾的，因而“放权”必然遇
到很大的阻力，很难放得下去。
①　　三是受企业自我发展所需巨额资金缺口的制约。
减税让利虽然使企业的自留资金较之以往得到较多的增加，但是与企业在科技开发、技术改造、设备
更新等自我发展中所需的资金有很大的差距；而就企业的内在机制讲，又缺乏这种有效的、持久的内
部造血功能，因此，使得国家单纯的放权让利的措施也变得毫无意义，它不可能解决由“社会大工厂
”制度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问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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