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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的进步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

的加快，对我国现有的商事登记制度进行改革，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已是当务之急。厦门市顺应中央政府工作要求，大胆创新，锐意进取，成为继

广东、上海等地之后福建省第一个改革试点城市。本文以厦门市商事登记制度改

革（以下简称商改）为例，综合运用公共政策理论，对厦门市商改进行分析，总

结出政策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从商事主体、政府和社会不同角度出发，为商改政

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本文重点研究厦门市商改政策：一是分析厦门市商事登记制度现状和存在问

题；二是分析厦门市商改具体政策措施和政策效果；三是运用公共政策系统理论，

分析商改的政策缺陷并提出建议对策。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分析商改背景，介绍国内研究现状，简述用于分析

的公共政策理论，明确论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二是分析厦门市商事登记现状

和存在问题；三是分析厦门市商改政策具体措施、政策特点以及政策效果；四是

运用政策系统理论分析厦门市商改的政策缺陷及原因；五是提出建议对策，从商

事主体、政府和社会不同角度出发，为商改政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商事登记；政策分析；政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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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reform of the existing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a priority. Xiamen city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ged ahead and became

the Guangdong, Shanghai and other places after the first pilot c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is paper, the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in Xiamen city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form of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in Xiamen City,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policy of commercial reform and

constructived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olicy of business reform from

different angles of commercial subject,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licy of business reform in Xiamen City: first,

analy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in Xiamen; second, analyzed Xiamen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specific

policy measures and policy results; third, by the public policy system theory, analyzed

the policy deficiencie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one is the analysis of business to change

the background, introduction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researc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public policy for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two is the analysi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in Xiamen；The three is the analysis of Xiamen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specific policy measures，policy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results; The four is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cy deficiencies and causes; The

five is the constructive opinion and the suggestion for the business reform policy from

the commercial subjec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different angle.

Keywords：commercial registration；policy analysis；poli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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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一、导言

（一）研究背景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在经历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几个阶段的发

展后，得以逐步构建。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且我国又处于急剧变革的转轨时期

和“摸着石头过河”这种不成熟的政策生成环境，现存商事登记制度的遗漏和弊

端无可避免。商事登记制度多轨和冲突问题，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步完善、市

场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大环境下尤其突出。重构我国商事登

记制度，实行商事登记统一立法，营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满足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已是当务之急。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正式列入我国商事登记改革工作。这是十二五规划以来对工商登记制度的重大改

革。2014年 1月 1日，厦门正式颁布实施了《厦门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成为继广东、上海等地之后福建省第一个改革试点城市，商

改序幕终于被拉开了。

商事登记作为市场管理的重要环节，在顺应当前经济发展趋势，从制度层面

保障市场经济效率，兼顾市场交易安全方面，给商改提出了重要课题。厦门经过

了前期到试点省市学习调研，结合厦门实际，决定了本次改革主要涉及的四个方

面：第一，注册资本由实缴制转变为认缴制，即取消了认缴出资额的限制且不再

强制规定实缴出资额比例和到资期限。第二，登记程序由“先证后照”转变为“先

照后证”，即借鉴国外经验，将商事登记区分为商主体登记和营业登记，商主体登

记是行政确认行为，由工商部门颁发工商营业执照，营业登记为行政许可行为，

由行政许可部门颁发各种许可经营证，营业执照的办理不再受许可审批的限制。

第三，进一步放宽住所、经营范围等其他工商登记条件，在家也能办公司。第四，

改年检制为年报制，由企业自觉前往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公布年报信息

商改迄今已实行了两年，企业注册登记的“井喷”现象着实令人喜忧参半。

可以看到喜的是政策放开准入关，盘活经济的目的貌似实现了，忧的是“宽进”

之后，企业经营秩序的维护，皮包公司增长的风险，企业的持续发展等，成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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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家学者、企业经营者乃至全社会关心的问题。注册后仍存在的诸如申请税号、

银行开户、组织代码证以及各种许可项目的审批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二）研究综述

目前国外在商事登记研究领域基本空白，大多是将商事登记制度称为商事制

度。商事登记，即商主体或其筹办人，为了设立、变更或注销其主体资格，依法

向商事主体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核准通过后，将登记事项记载于商事登记

簿，并产生相关法律效力的综合法律行为①。国内学术界对商事登记问题，进行了

广泛研究和探讨，研究成果丰硕。邹小琴通过对“公法行为说”、“私法行为说”

和“混合行为说”的辨析，确定了商事登记的私法性质；提出商事登记制度，必

须兼顾安全与效率的双重价值平衡；并认为根据责任承担方式的两分法立法是解

决目前商事登记立法混乱的途径②。刘训智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各类商事登记规范以

及存在问题，提出应当对登记规范进行合理而科学的配置，既可以实现登记的公

法价值，又不会抹杀私法功能，使其信息公示的经济服务功能在实践中被彰显③。

刘训智还提出完善商事登记立法的几点要求，首先是整合现有的法律资源，其次

是以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需求为依据设定商事登记法律责任，保证商事登记信用

机制发挥作用，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济措施④。颜慧进一步解析我国商事登记制

度，赞同公私法复合行为性质学说，在统一登记立法、形式审查制、强制登记与

任意登记相结合进行分类登记制度、建立系统化的商事登记公告制度等方面提出

建议⑤。唐榕羚通过研究企业信用缺失之背景下的民商法规制，强调建立信用民事

法、完善债权法和补充物权法的重要性⑥。赵旭东认为商事登记制度，应具有保障

私权以及公法控制的双重目标，它担负着调节多方主体利益平衡诉求的责任，是

连接国家、登记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桥梁⑦。施天涛通过对现行工商登记制度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商事登记制度是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①
范健，王建文．商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55．

②
邹小琴．商事登记制度的属性反思及制度重构【J】．法学杂志，2014，（1）：49-59．

③
刘训智．我国商事登记规范的类型选择与配置结构【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12）：98-104．

④
刘训智．商事登记法律责任的构成与设定——统一立法的分析框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3）：
61-63．
⑤
颜慧．我国商事登记制度解析与重构【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01：47-51．

⑥
唐榕羚．企业商事信用缺失背景下的民商法规制探析【J】．法制与经济，2014，（2）：54-55．

⑦
赵旭东．商事登记的制度价值与法律功能【J】．工商登记制度改革，2013，（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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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主体登记与营业登记相分离，同时明确了商事登记标准和范围
①
。韦祎、郄纳

新、 郭伏男认为中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应涉及工商登记程序的转变，首先“先照

后证”应取代“先证后照”；其次应以注册资本认缴制取代实缴制；然后持续完善

信用信息登记公示制度；最后进一步放宽工商登记条件
②
。

鞠昕从工商行政管理视角出发，通过考察域外公司登记，提出我国公司登记

制度存在诸如立法不统一、登记机关权力与责任失衡、前置审批繁多、信用体系

不完善、监管制度落后、效率低下等问题，并给出相应建议
③
。孙佳颖、程即正、

程宝库研究了国（境）外商事登记立法模式后，在立法体例、登记宗旨和性质、

登记主体范围、登记条件、登记效力、登记的电子信息化等方面得出对我国的借

鉴意义
④
。冯翔侧重研究了登记机关的设置和商事登记公信力的关系，对我国登记

机关设置提出仍选择行政机关，但应增强登记机构独立性，强化公共服务意识的

建议
⑤
。刘丹萍采用比较分析、形上思辨和逻辑分析的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对比分

析了商改背景下，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分别登记和统一登记两种模式，提出应以

分离模式取代统一模式
⑥
。梁程对商事登记的法律性质、审查标准、法律效果等争

论焦点进行了剖析，提出商事登记功法性质的合理性，形式审查的可行性和明确

商事主体资格确立的标准和依据等这些结论
⑦
。罗圆均通过民商法理论研究商事登

记效力，尤其是营业执照的法律效力及其法律适用，解决了营业执照吊销后的商

事主体的资格认证问题
⑧
。王缇莹以登记事项为视角，对商事登记效力进行了深入

阐述，提出了我国在商事登记效力的立法缺失、标准不一等问题，给出了分离主

体登记与营业登记、统一登记事项的范围、明确登记与公告的效力、区别登记与

备案事项、增加虚假登记的救济措施等多个解决措施
⑨
。宁新发着重研究了商改中

注册资本的认缴制，解决了抽逃资本和躲避公司债务两大顽疾，并在认缴制背景

①
施天涛．构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基本思路【J】．工商登记制度改革，2013，（8）：33-38．

②
韦祎，郄纳新，郭伏男．商事登记改革的理论剖析与实践思考【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3，（12）：1-3．

③
鞠昕．公司登记制度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4.

④
孙佳颖，程即正，程宝库．国境外商事登记立法模式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三【J】．中国工商管理研

究，2003，（9）：76-79．
⑤
冯翔．论公信力与商事登记机关【J】．宁夏大学学报，2013，（5）：73-77.

⑥
刘丹萍．以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为背景研究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分离的法律问题【D】．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4.
⑦
梁程．论商事登记的法律性质、审查标准与法律效果【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6）：43-45.

⑧
罗圆均．论商事登记的效力【J】．法制与社会，2015，（3）：82-83.

⑨
王缇莹．论商事登记的效力——以登记事项为视角【D】．宁波大学硕士论文，2014.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分析

4

下，对公司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和法律指导
①
。雷江帆以商改研究为基

础和指导，就现阶段的热点事件，比较国外商事登记模式和社会生态，对商改进

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态研究，改造并促使商事登记制度自我演化，实

现平衡
②
。王志勇、王孝有从商改中各环节业务整合中得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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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肯定了深圳商改在立足实际、服务理念、信用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举措
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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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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