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总论

第五章      法人 
 

第一节      法人的概念 
 
一、法人的概念 
法人指法律规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合组织体和财合组织体。 

 人合组织体指由多数自然人集合而成的组织体，如公司； 
 财合组织体指由财产集合而成的组织体，如宋庆龄基金会。 
 法律没有规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组织体，不是法人，称为非法人团体，如个人合

伙、个人独资企业。 
 二、法人制度的意义 
 赋予团体以民事主体资格，使其成为自然人之外的另外一种民事主体，可以充分发

挥团体在聚集财富等方面的优势。 
 

第二节    法人的本质 
 
一、关于法人本质的学说 

 法人的本质指法人为何可以与自然人同样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成为可以享有权利负

担义务的民事主体。 
 主要有三种学说： 
 （一）法人拟制说，认为权利义务的主体应以自然人为限。非自然人成为民事主体

来自法律的拟制。因此，所谓法人就是法律所拟制的人。 
 （二）法人否认说，认为社会生活中除了个人及财产以外，没有法人的存在。具体

又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目的财产说，认为法人的本质不过是为一定目的而存在的

无主体的财产而已；第二种观点是受益人主体说，认为享有法人财产利益的多数人是其

实质主体，所谓法人不过是在形式上为其权利的归属者而已；第三种观点是管理人主体

说，认为实际管理法人财产的人是法人的本体。 
 （三）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是独立存在的民事主体。具体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

观点是有机体说，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团体有其固有的生命。团体是社会的有机体，

有其团体意思。对此类社会的有机体，赋予法律上的人格，使其成为权利义务主体，就

是法人；第二种观点是组织体说，认为法人是法律上的组织体。 
 二、各国民法关于法人本质的规定 
 （一）采法人拟制说的立法 
 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采纳了法人拟制说。 
 （二）采法人组织体说的立法 
 中国台湾地区 
 （三）民法通则采组织体说 
 请见民法通则第 36条的规定。 
 三、关于法人本质学说的评论 
 法人拟制说与 19世纪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法律思想相符合，成为长期占据支配
地位的学说，并被若干重要的民法典采纳。不过，目前组织体说已经取代拟制说成为通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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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法人的分类 
 
一、公法人与私法人 
以法人设立所依据的法律为标准，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凡依据公法设立的法人，为公

法人；依据私法（民法）设立的法人，为私法人。 
请问：（1）中国工商银行（2）北京市政府（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4）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5）中国石化集团总公司是公法人还是私法人？ 
二、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 
（一）区分标准 
以法人成立的基础为标准，私法人可再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社团法人为人的组织

体，其成立基础在于人，包括各种公司、合作社、协会、学会。财团法人是财产的集合

体，其成立基础在于财产，包括各种基金会、私立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科学

研究机构、宗教教堂、寺庙，以及孤儿院、救济院等慈善机构。 
（二）区分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意义 
1、成立基础不同。社团法人是人的结合，其成立基础在人，以社员为必要。例如，甲乙
二人各出资 10万元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甲和乙都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也就是这个公
司的社员，因此这个公司就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是财产的结合体，其成立基础在财产，

并无社员。例如，为了纪念宋庆龄，中国成立了宋庆龄基金会，基金成立的目的是为了

募集资金服务于中国的慈善事业。这个基金会并没有任何社员，只有财产，这个基金会

的工作人员并不是这个基金会的社员，他们只是为了管理好各方人士捐来的财产。因此，

这个基金会的基础就是财产，因此是财团法人。 
2、设立人数及性质不同。设立社团法人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设立人，自然人和法人均可。
例如，自然人甲与有限责任公司乙共同出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丙。设立财团法人，可由

一人以单独行为或遗嘱设立。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教授江平先生成立了“江平民

商法基金会”。 
3、目的及设立方式不同。社团法人的目的可以是营利性的也可以是公益性的，故分为营
利社团法人和公益社团法人。例如，中国建设银行是营利性的，而中国法学会则是公益

性的。财团法人只能是公益性的，如少林寺。营利性社团法人的设立一般采取准则设立

主义，而公益目的的法人，无论是公益社团法人还是财团法人的设立一般采取行政许可

主义。 
4、组织不同。社团法人以社员大会为其意思机关，属于自律法人，如公司的意思机关为
股东（社员）大会。财团法人无意思机关，为他律法人，如江平教授成立“江平民商法

基金会”，但江平先生本人不能对这个基金会发号施令，而是由这个基金会的管理委员会

决定其事务。 
5、解散原因不同。社团法人可以由社员大会决定解散，而财团法人无社员大会，故不存
在此种解散原因。 
（三）社团法人与合伙的区别 
社团法人是人的结合，合伙也是人的结合，但二者有如下区别：第一，社团法人的目的

具有永久性，而合伙经营具有暂性；第二，法人必须具有特定的名称和一定的组织，为

超个人的单一体，而合伙仅为各个人的集合；第三，法人的财产属于法人本身，而合伙

的财产属于全体全伙人共同共有；第四，法人的债务仅以法人所有的财产为担保，而合

伙债务除合伙财产外，各合伙人还须以自己的全部财产负无限连带责任。 
例如，甲乙二人各出 10万元成立一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欠丙 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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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而公司当前的资产只有 30万。丙只能要求这个公司偿还债务，即使公司的财产不
够偿还债务，丙也不能要求甲乙二人再从自己家里拿钱还债，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是社团

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要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 
 
例如，甲乙二人各出 10万元成立一个合伙企业。这个合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欠丙 40万
元债务，而合伙当前的资产只有 30万。丙除了要求这个合伙偿还债务外，如果合伙的财
产不够偿还债务，丙还可以要求甲乙二人再从自己家里拿钱还债，因为合伙不是法人，

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不能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甲乙二人作为合伙人要对合伙债务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有义务在合伙不能全部偿还债务的时候用自

己的财产偿还剩余的全部债务的义务。在本案中，合伙用 30万元偿还了丙的债务，但还
剩 10万元债务无法偿还。此时，无论甲还是乙，都有义务从自己的财产中再拿出 10万
元偿还合伙债务，这就是无限连带责任。不过，假设由甲偿还了债务，则甲可以向乙追

偿，即甲有权要求乙还给他 5万元，因为甲替乙向丙付了 5万元。 
 
三、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 
以法人的目的为标准，可以私法人分为公益法人和营利法人。以公益为目的的法人是公

益法人，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是营利法人。 
公益指社会一般利益，即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且一般是非经济的利益。营利是指积极

的营利并将所得利益分配于其成员。各种公司为典型的营利法人，而各种基金会则是典

型的公益法人。 
社团法人多数为营利法人，但也有的属于公益法人。财团法人则一定是公益法人。 
 
四、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 
这是中国民法上的独特的分类方式。民法通则把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

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后三者均属于非企业法人。应当注意的是，中国法中的社会团

体法人与传统民法中的社团法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大家不要混淆。 
 
五、普通法人与特殊法人 
在实行民商合一主义的国家，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设立的法人为普通法人，依据民法典以

外的民事特别法的规定设立的法人，为特殊法人。在实行民商分立主义的国家，依据民

法典及商法典的规定设立的法人为普通法人，依其他特别法设立的法人，为特殊法人。 
 
六、本国法人与外国法人 
依据法人的国籍可以分为本国法人和外国法人。具有本国国籍的法人为本国法人，不具

有本国国籍的法人为外国法人。 
对中国来说，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设立的法人为中国法人，中国法人之外的法人均属于

外国法人。 
问题：1、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与中国相关机构合资在中国天津设立的合资汽车公司是中国
法人还是外国法人？ 
2、日本三菱银行在中国北京设立的办事处是中国法人，还是外国法人，或者是非法人团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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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法人的民事能力 
 
一、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关于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日本式的，规定法人仅于目的范围

内享有权利能力；第二种是瑞士式的，规定法人的权利能力原则上与自然人相同，但例

外为自然人所专有者，法人不得享有。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二、对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 
第一，自然性质的限制，指因法人与自然人在性质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对法人权利能力的

限制。例如，法人不能结婚。 
第二，法规的限制，例如一般的法人不能从事金融保险业，只有依据《商业银行法》或

《保险法》设立的法人才能够从事。 
第三，法人目的的限制，在中国一般理解为法人经营范围的限制。例如，一家从事商品

零售的法人不得从事药品生产。 
 
三、关于目的限制的性质 
（一）关于目的限制性质的学说 
讨论法人目的限制的意义在于，如果法人从事了其目的之外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例如，甲公司是销售体育器材的公司，在非典盛行的时代，这个公司为了赚钱，开始卖

药。卖药这种行为超出这个公司的目的，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第一，权利能力限制说，认为法人目的所产生的限制是对于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因此，

法人目的外的行为当然无效，没有补正的余地。 
第二，行为能力限制说，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仅受其性质及法规的限制，法人目的上的

限制只是对法人行为能力的限制。因此，法人目的外的行为不一定完全无效，可以通过

相应的追认手续使其成为有效的行为。例如，销售体育器材的公司卖药是无效的民事行

为，但如果该行为事后得到了医药管理部门的批准，则这个行为就可以成为有效的民事

行为。 
第三，代表权限制说，认为法人的目的不过是划定法人机关的对外代表权的范围而已。

法人目的外的行为属于超越代表权的行为，应当是无效行为，有存在根据代理理论予以

追认的可能性。 
第四，内部责任说，认为法人的目的不过是决定法人机关在法人内部的责任而已。所以，

法人目的外的行为当然为有效行为。 
（二）法人目的外行为的效力 
目前以行为能力限制说为主。 
（三）采行为能力限制说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目前我国关于这一问题采行为能力限制说。 
 
四、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一）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我国民法通则采法人组织体说，因为认为法人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法人在工商

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范围就是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范围。 
但是，由于法人不具有思维能力，因此它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代表人进行。因此民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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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人代表人制度，由代表人代表法人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

的行为。 
（二）法人的代表人 
1、含义：代表法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自然人就是法人的代表人。 
2、关于法人的代表人的学说 
第一，代表说。此说基于法人实在说的立场，认为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自身的行为。

代表人是法人的机关，法人与代表人是一个人格，不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代表人的

行为直接视为法人的行为。例如，一个公司的经理代表公司与另外一个公司签订了一个

合同，则这个合同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而不是由经理承担。 
第二，代理说。此说基于法人拟制说的立场，认为法人的代表人在执行法人的对外业务

时，实际上是法人的代理人。代表人与法人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过，法人代表人

的行为仍然由法人承担法律后果。 
3、代表说与代理说的比较 
第一，关于法人代表人的行为，两种学说在理论上或实际上都没有差异，代表人的行为

均由法人承担法律后果。 
第二，根据代理说，如果代表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则意味着法人对他人的行为承担民事

责任。按照代表说，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法人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关于代表人的事实行为，根据代理说，应当作为类似代理的关系处理。根据代表

说，则直接属于法人的行为。 
第四，关于法人对财产的占有，根据代理说，法人为间接占有人，代表人则为直接占有

人。根据代表说，法人为直接占有人，代表人为占有机关。 
4、中国民法采纳了代表说 
中国民法关于法人的本质采纳了法人实在说中的组织体说，因此关于法人代表人行为的

性质则采取了代表说。民法通则规定了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即依照法律或者组织章

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责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

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自身的行为，他所发生的

权利义务和责任均直接归属于法人自身。在公司中，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应当注意的是，法人既可以由法定代表人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也可以由代表人对外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如果是由法定代表人实施，则由于法人与法定代表人是合二为一的

关系，不需要法人的授权。如果是由代理人实施，则由于法人与代理人是两个独立的民

事主体，因此代理人必须获得法人的授权才可以。例如，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代表公司对

外签订合同，由于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需要由这个公司开具授权委托书。但

是，如果这个公司委托一个律师对外签订合同，则这个律师是公司的代理人，因此需要

由这个公司开具授权委托书才可以。 
 
五、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一）含义 
民事责任能力是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又称为侵权

行为能力。 
法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 
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指当法人的代表人所为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时，由法人承担民事

责任。 
（二）关于法人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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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否定说，认为法人无民事责任能力，这是采法人拟制说者的主张。 
第二，肯定说，认为法人有民事责任能力，这是采法人实在说者的主张。 
实际上，各国民法均规定了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三）中国民法明定法人有民事责任能力 
请看民法通则第 43条。 
（四）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 
第一，法人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必须有加害他人的侵权行为。如果是一般侵权行为，

则以存在故意或过失为成立要件；如果是特殊侵权行为，则不需要以故意或过失为成立

要件。其他要件，如违法性、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等，则与自然人的侵权行为相同。 
第二，须因法人的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导致他人的损害，即必须是因为法人代

表人和代理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加害于他人。 
第三，须因执行职务的行为导致对他人的侵害 
 
六、非法人团体 
（一）非法人团体的意义 
指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可以用自己的名义从事活动的组织体。德国称为无权利能力社团，

日本称为非法人社团和非法人财团，中国台湾地区称为非法人团体，中国大陆称为非法

人团体或非法人组织。 
（二）合伙是最为典型的非法人团体 
合伙是指由两个以上的人（一般是自然人）根据合伙协议成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

织。合伙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合伙人应当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谓无限

责任，是指任何一个合伙人都有义务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承担合伙债务；所谓连带责任，

是指任何一个合伙人都有义务用自己的财产承担全部合伙债务。例如，甲乙成立一个合

伙，现合伙欠丙 10万元钱。甲有义务用自己的全部财产偿还合伙的 10万元债务，乙也
有此义务，因此甲和乙对合伙债务均负有无限连带责任。 
我们的教材比较了非法人团体与合伙的区别，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合伙本身就是

最为典型的非法人团体。因此，对非法人团体与合伙进行比较，就象将马与白马进行比

较一样地愚蠢。 
（三）非法人团体的要件 
第一，须是由多数人组成的人合组织体； 
第二，须具有自己的目的； 
第三，须有自己的财产或经费； 
第四，须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 
第五，须以团体的名义进行民事法律行为。 
例如，甲与乙各投资 10万元成立一家合伙企业，名为“发发发水果批发公司（要注意，
合伙虽然不是法人，但它的名称也可以叫“公司”，但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它不能叫

“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并进行了工商登

记，经营范围是水果批发。根据合伙协议的规定，甲是经理，乙是副经理。这个合伙企

业在买卖水果时都是以“发发水果批发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的。因此，这家合伙企业

符合非法人团体的一切特征。 
（四）非法人团体的类型 
1、概说 
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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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非法人团体的分类 
第一，非法人企业，具体包括非法人乡村集体企业、非法人私营企业、非法人外资企业、

合伙企业。 
第二，非法人经营体，具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

伙（注意，不是合伙企业）、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分支

机构（包括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的分支机构）、行政单位或企业事业单位开办的不具有法

人资格的经营实体、筹建中的公司、企业集团等。 
第三，非法人公益团体，具体包括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五）非法人团体的民事能力 
1、民事权利能力 
两种学说：第一种是否定说，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认为非法人团体没有权利能力。第

二种是肯定说，认为非法人团体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因而在同样范围内具有民事

行为能力。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非法人团体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 
2、民事责任能力 
非法人团体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当非法人团体不能清偿债务时，应当由非

法人团体的设立人或开办单位或上级承担连带责任。如对于合伙企业而言，在合伙企业

自身不能完全清偿债务时，其债务由合伙人负责偿还。 
 
 

第五节    法人的成立 
 
一、法人成立的意义 
指法人开始取得法人资格。法人由自然人筹组、创办的过程称为法人的设立。设立完成，

办理完登记事宜后，法人始告成立。 
 
二、法人成立的条件 
（一）须经设立 
1、设立的原则 
第一，自由设立主义，也称放任主义，即国家对于法人的设立完全听凭当事人自由，不

要求具备任何形式，不加以任何干涉和限制。目前各国很少采用。 
第二，特许设立主义，即法人的设立须经特别立法或国家元首的许可。目前各国很少采

用。 
第三，行政许可主义，即法人的设立须经行政机关的许可。 
第四，准则设立主义，也称登记主义，即法律对于法人的设立预先规定一定的条件，当

事人可遵照此条件设立法人，无须先经行政机关许可。依照法定条件设立后，仅须向登

记机关办理登记，法人即可成立。 
第五，强制设立主义，即国家对于法人的设立实行强制设立。 
2、中国现行法律对于法人设立采取的原则 
第一，对于非营利法人采取的设立原则 
非营利法人包括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机关法人采特许设立主义。

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设立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

成立之日起，即具有法人资格，其设立原则应为特许设立主义，如中国科学院、中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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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另一类是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例如各种协会、学会、研

究会、行业团体、基金会等，设立原则是行政许可主义。 
第二，对于营利法人采取的设立原则 
营利法人即企业法人。企业法人分为公司企业法人和非公司企业法人。公司企业法人又

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除法律和法规规定须经有关部门审批的以外，仅须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设立登记即可，因此采取的是准则设立主义；法律、法规规定须以有关部门审批的，

采取的是行政许可主义。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必须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因此属于行政许

可主义。 
非公司企业法人的设立，首先须经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审批机关批准，然后才向登记机关

申请登记，因此属于行政许可主义。 
（二）须有法律依据 
（三）须经登记 
一般而言，在中国成立法人都须经过登记。不需要登记的法人包括：机关法人；法律规

定不需要登记的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 
 
 

第六节     法人的机关 
 
一、法人机关概述 
（一）法人机关的意义 
法人的机关就是代表法人从事法律行为，其后果直接被视为法人的行为的法人内部机构。

它由自然人构成，但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由法人承担。 
（二）法人机关与代理 
法人的机关是法人组织体的构成部分，因此机关与法人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与

代理关系不同。它们的区别是： 
第一，在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而法人机关与法人则

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法人机关从属于法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第二，在代理关系中，存在着两个当事人的意思，即代理人的意思和被代理人的意思，

而法人机关与法人之间只有一个意思，即法人的意思。例如，甲委托乙律师帮他出庭诉

讼，这是甲（被代理人）的意思。乙律师在甲的授权范围内，在法庭上维护甲的利益，

发表对案件的代理意见，进行意思表示，形成了自己（代理人）的独立意思。因此，在

代理关系中，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的意思是独立的两个意思。再如，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代

表公司与另外一个公司签订合同。董事长作为法人的机关，他的意思就是法人的意思，

因此只存在一个意思。 
第三，在代理关系中，代理行为是代理人自身的行为，并非被代理人的行为，只不过其

行为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而已。而法人机关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其行为效果当

然归属于法人。（请见上面所举的例子） 
（三）法人机关的种类 
我国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企业法人又分为公司企业法人与非公

司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又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这些法人的

机关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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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企业法人的机关 
（一）公司企业法人的机关 
1、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关和意思机关； 
2、董事会或董事，是公司的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 
3、监事会或监事，是公司的监察机关。 
4、在国有独资公司中，不设股东会，是否设立监事会也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国有独资公
司的必设机关是董事会。 
（二）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机关 
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它既是法人的权力机关和意思机关，也是法人的执行机关和

代表机关。 
三、中国非企业法人的机关 
机关法人一般实行机关首长负责制，首长就是机关法人的机关，如县长是县政府的机关。 
事业单位法人一般实行单位首长负责制。 
社会团体法人中属于人合组织体的，如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商会等，设有成员大

会为其权力机关和意思机关，理事会为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属于财合组织体的，如各

种基金会，一般设有理事会为其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 
 
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机关是什么？中日友好医院的机关是什么？ 
 

第七节    法人住所 
 
一、法人住所的意义 
在决定债务履行地、登记管辖、诉讼管辖、法律文书送达之处所、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

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法人住所的决定 
以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办事机构，应当确定哪个为主要办事

机构。 
 
 

第八节    法人的消灭 
 
一、法人消灭的意义 
指法人丧失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又称为法人的终止。 
法人的消灭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包括解散和清算。 
 
二、解散 
（一）解散的意义 
法人解散后，其人格是否立即消灭，形成三种学说： 
第一，清算法人说，认为法人一经解散，人格即归消灭。但为了结债权债务，尚须进行

清算，而清算时属于另一独立的“清算法人”。 
第二，同一法人说，认为法人解散，其人格并不消灭，须等清算终结，其人格始归消灭。 
第三，拟制存续说，认为法人一经解散，其人格本应消灭，不过民法为实际上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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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算目的范围内，至清算终结止，拟制法人仍然存在。 
目前，第二种学说为通说。 
（二）解散的原因 
1、法院或主管机关宣告法人解散或撤销许可 
例如，这段时间，有些法人想借 SARS赚钱。有的商场、药店将商品价格提高了几倍甚
至十几倍。为了规范市场，惩治非法涨价行为，有的城市的工商管理机关吊销了这些商

场或药店的营业执照，强令其解散。 
2、法人自行解散。 
第一，因法人的目的事业完成或无法完成而解散。例如，我国政府为了建设三峡工程，

专门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总公司。待这一工程完工后，这一公司的目的完成，这个公司

就可以解散了。 
第二，因法人机关的决议而解散，如股东大会经过开会讨论，决定解散公司。 
第三，因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而解散。如某一公司的章程规定，在公司经营满 20
年时解散。如果已经经营满 20年，就可以根据章程规定解散这个公司。 
第四，社团法人因不足法定人数而解散。如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应

在 2至 50人。如果股东只剩一人，则要解散公司。 
3、法人破产 
法人资不抵债，达到破产条件时，就要通过法定程序破产，从而解散法人。 
 
三、清算 
（一）清算的意义 
1、清算是使法人归于消灭的程序。 
2、清算是清理已解散法人的法律关系的程序，即清偿债务、收到债权，了结已经存在的
法律关系，不再创设新的法律关系。 
（二）清算人 
负责进行清算的个人或组织称为清算人，民法通则称为清算组织。 
（三）清算人的职责 
1、了结法人当前的事务； 
2、收取法人的债权； 
3、清偿法人的债务； 
4、移交法人的剩余财产。 
（四）清算终结 
即清算人完成上述清算职责。清算终结，应当由清算人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

法人即告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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