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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讨论了一类特殊股权即技术股权，以技术股权的概念入手，探讨了技术股

权的来源与划分，并进一步分析了技术股权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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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股权是股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股权

激励是股权激励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促进

高新技术企业健康发展的有力措施。在非技术股权激励的研

究日趋成熟的今天，我们认为技术股权激励的研究与探讨应

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拟较为系统地论述技术股权的基本概念，技术股权的来源，技

术股权的划分形式以及技术股权相对于其他股权的特殊性，

为下一步深化技术股权激励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技术股权的概念与来源

技术股权是指技术作价入股所拥有的股权和馈赠给核心

技术人员并与技术成果、技术积累、技术岗位相联系的股权以

及这些股权所获得的转赠股、送股。

在技术股权中，技术作价出资所拥有的股权是最主要部

分。我国公司法规定，在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时，“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

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

出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 20%，国家对采

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根据科技部的相关规

定，在高新技术企业里，技术作价出资入股可占公司总股本的

35%的份额。通过出资各方的约定，技术股权可以在公司成

立之初一次性分配完毕，也可以留出一部分技术股权在公司

发展壮大过程中进行分配，从股权激励的角度看，技术股权的

分配以后一种方式为好。

通过对技术股权的来源的讨论，我们将对技术股权的含

义有更深入的认识。技术股权主要来源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初创公司时技术入股的股权

这部分股权是指在建立新公司时，根据《公司法》和国家

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由技术作价出资入股在公司

中占有的股权。这种股权是技术股权中最常见的和所占份额

最大的股份。

（二）扩股时原技术股权的转增股和送股

指公司在进行股份转赠和送股时，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

由原有技术股权获得的转赠股或送股。这部分股权是由原始

技术股产生的，所以仍然应作为技术股权看待。

（三）分红回填技术股

分红回填技术股有两个来源，一是公司股东将所持有的

股份按一定价格转让给技术核心人员，但转让款用这部分股

份的分红来支付；二是经公司股东会同意，技术人员在企业登

记注册或扩资时向企业其他股东借款入股，用这部分股份红

利冲抵借款。在分红回填技术股中，未冲抵借款的部分只有

分红权，已冲抵的部分拥有完整所有权的股份。设置分红回

填技术股的目的是对不拥有技术股权的那部分核心技术人员

的一种奖励或激励。这种股份的获得者在企业注册或扩资登

记时不实际出资，由其他法人股东或自然人股东用现金、实物

或技术作价出资，以借款的形式给分红回填股持有者入股。

该股分红后，首先用全部红利回填原出资，即用红利冲抵借

款，原则上回填一部分，便拥有这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回填

的部分仍只有分红权，而且分红必须回填，全部回填完成后，

才可按股份分取红利并行使相应的权利。

（四）扩股时赠予的技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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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扩股时，由公司股东（主要是大股东）出资，并把出

资获得的股份的一部分馈赠给核心技术人员所形成的股权。

由于这部分股权馈赠的对象是核心技术人员，是对技术人员

的知识和智慧的价值化，同时在股权馈赠时也会对技术人员

提出一定的约束条件，因此这部分股权应作为技术股对待。

（五）增资扩股时新进入的技术股

这类股权是指现有公司在进行增资扩股时，引进新的高

新技术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价出资入股，从而

在增资扩股后的新公司中形成的技术股权。

（六）技术期权

期权是给予员工在未来确定的年份按照固定的价格购买

一定数量公司股票（股份）的权利。严格地讲，期权又分为股

票期权和股份期权，前者是对上市公司而言的，后者是专门指

非上市公司的期权。固定的价格亦称为“授予”价格、“约定”

价格或“执行”价格。对上市公司而言，这种固定价格通常是

以授予股票期权时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为基础并根据各种情

况做适当微调；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固定价格通常是以授予

股份期权时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价值为基础并根据各种情况做

适当调整。获得公司期权的员工希望公司的股票或净资产增

值，这样，通过执行期权，就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公司的股

票或股权，然后按照较高的价格出让股票或股权，从而获得收

益。

与一般意义上的期权不同的是，技术期权专门授予公司

的技术骨干，而一般期权可授予公司各类员工；在行权条件

上，技术期权将重点约定技术骨干需达到的目标，这种目标与

公司其他员工要达到的目标显然会有所不同。

二、技术股权的划分

技术股权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深入

讨论技术股权的表现形式和类型，对于针对公司不同的实际

情况，设计出不同的激励模式，将会大有裨益，能达到有的放

矢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按股份是否上市划分

从公司是否上市划分，技术股权分为非上市公司的技术

股权和上市公司上市流通的技术股票。根据我国的法律、法

规和实际情况，我国已经有可上市流通的技术股权（如隆平高

科等），但暂时不能设置可上市流通的技术股票股权。

（二）按是否支付资金划分

从获得股权是否支付资金划分，技术股权分为以技术作

价投入获得的技术股权、赠送的技术股权、分红回填技术股、

技术期权几种类型。其中前两种技术股权不需要支付资金；

后两种技术股权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资金，但一般是带有奖

励性质的。上面四种技术股权的基本含义和区别如下：以技

术作价投入获得的技术股权是指在公司创立之初或公司扩股

时以技术作价出资入股而获得的股份；赠送的技术股权是指

在公司续存期内或扩股时由非技术股东出资获得股权后馈赠

给技术骨干的股份，主要对象是公司创立之后进入公司的技

术骨干（因公司创立之初进入公司的技术骨干一般都获得了

相应的技术股权，如果没有获得技术股权，则也包括公司创立

之初进入公司的技术骨干）；分红回填技术股是指经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通过以某一价格给与技术骨干一定数量的股份

额度，技术骨干用该额度股份所分红利逐年填补股本金直至

填满为止这种方式获得的股份；技术期权是指给予技术骨干

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在未来某一时间以某一行权价格获得一定

数量股权的权利。

（三）按获取股权的时间划分

从获得股权的时间来看，技术股权分为现有股权、半未来

股权和期权。现有股权主要包括以技术作价入股获得的股权

和公司已经馈赠给技术骨干的股权；半未来股权主要指分红

回填技术股，因为分红回填技术股必须通过一段时间完全回

填完股本金后，才拥有完整的股权，在这段时间之前，拥有的

权利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

（四）按行使股份权益划分

从股份行使股东权益划分，技术股权分为完整权益股权

和非完整权益股权两类。完整权益技术股权主要包括公司成

立和扩股时以技术作价出资获得的股份、赠予的技术股、扩股

时由原有技术股获得的转赠股及送股、回填过程已经结束的

分红回填技术股，已满足行权条件的技术期权。非完整权益

技术股权主要指回填过程尚未结束的分红回填技术股，尚未

到期（正处于等待期并未被取消）的技术期权。

完整权益技术股权的所有者拥有该技术股的所有权益，

即既拥有技术股的所有权，也拥有技术股的分红权，可以转

让、馈赠等。

在非完整权益技术股权中，分红回填技术股在未回填满

之前，只有分红权，没有所有权，分红权也不可转让，人在股

在，人走股易主，这种技术股的所有权和分红权是分离的；在

分红回填满之后，其权益与完整权益技术股权相同。技术期

权在未行权之前，没有分红权和所有权，也不能转让或馈赠

等；在行权之后，便拥有了期权所拥有的所有权益。

三、技术股权的特殊性

技术股权在股权家族中是一类特殊的股权。在目前大多

数研究股权的文献中，都没有对技术股权作专门的区分和分

析，其研究对象实质上都是以非技术股权为主的，这恐怕是因

为非技术股权在所有股份中占有大多数份额的缘故。但我们

将会看到，在研究股权激励时，情况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

股权结构中占份额较大的以资金、资产投入获得的股份，是几

乎不存在激励问题的，而技术股权的分配和实施方案设计将

在股权激励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激励问题上，技术股

权的操作空间和激励效果应该说并不亚于非技术股权，这也

从一个侧面说明，专门研究技术股权的激励问题，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鉴于此，作为研究技术股权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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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进一步专门讨论技术股权的特殊性，以便进一步了解技

术股权的内含和性质，为进一步实施技术股权激励打下更加

坚实的基础。

归纳起来，技术股权与普通股相比有以下特殊性：

（一）获得方式和持有人员不同

技术股权通常是以技术人员创造的技术商品作为对公司

的投入获得的股份或以馈赠（含有条件奖励）的方式获得的股

份。

非技术股权可通过资金、资产投入和馈赠（含有条件奖

励）等途径获得。

前已谈到，以资金、资产投入方式获得的股份基本不存在

激励问题。也就是说，研究股权激励时，主要应研究技术股权

的分配和馈赠（有条件奖励）的股份的方案设计这两部分。馈

赠（有条件奖励）的股份主要包括赠予股份、分红回填股、股份

期权等，赠予对象一般是公司经理层、技术骨干、优秀员工等。

可以简单地讲，技术股权的持有者是以自然人身份出现

的技术人员或以一个法人单位代表的技术人员群体，而且主

要是掌握核心技术的技术骨干才有资格拥有技术股权。而非

技术股权的持有者可以是任何自然人和企业法人；其中自然

人又包括以资金、资产获得股份的自然人和通过有条件奖励、

馈赠方式获得股份的自然人。

（二）发挥的作用和激励对象不同

技术股权和技术期权的激励对象主要是公司的核心技术

骨干，通常希望通过这种激励，最大限度地调动技术人员的积

极性，最大限度地通过该技术的运用创造出经济效益，并促使

技术人员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不断研制和开发出新产品。非

技术股权的激励对象主要是公司经理层和优秀员工，虽然也

可能包括一部分技术骨干，但一般以激励公司核心经理层为

主，目前的许多激励措施和激励方案也都是针对公司核心经

理层设计的。所以，技术股权与非技术股权的激励对象是不

同的，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技术股权激励所发挥的作用

主要在公司的技术层面，而非技术股权激励发挥的作用主要

在公司的核心经营层面。

（三）承担风险不同

与以资金、资产投入获得的股份相比，技术股权承担的损

失主要是两部分，一是前期开发该技术商品所支出的研制与

开发费用；二是技术入股后将来获取利益的机会损失。在这

两者中，更主要的是将来获取利益的机会损失。而以资金、资

产投入获得的股份所承担的风险，虽然也包含着一部分机会

损失，但更主要的是资金、资产方面实实在在的损失。有条件

奖励的股份（含期权）所承担的风险，主要是将来获得利益的

机会损失（包括花费一定时间也是机会损失），所以与技术股

权承担的风险也有明显的不同。

（四）技术股权的转让有限制条款

由于设置和分配技术股权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激

励技术骨干不断完善现有技术、不断开发更具市场竞争力的

新产品。根据这一特点，绝大多数技术股权的持有者原则上

都不能自由转让其股份，包括企业法人持有的技术股权和自

然人持有的技术股权。但是，这绝不是说技术股权不能转让，

技术股权的转让是一种限制性转让，即满足一定限制性条件

后，技术股权可以进行转让，这些限制性条件主要包括入股的

技术要完全投入和移交到所在公司，公司（具体指没有技术股

权的公司其他人员）要能完全掌握该技术并发挥该技术的效

益，技术持有者必须在公司工作一定时限，完成一定盈利指

标，技术股权转让后若技术人员离开公司要承诺不得从事与

该技术有直接竞争的行业和工作等等。如果技术股权可以随

意转让，技术股权的设立就很难达到稳定、激励技术骨干的作

用，这就违背了设立技术股权的初衷和目的。而以资金、资产

投入获得的股份是可以自由转让的，非技术人员通过馈赠方

式获得股份，在馈赠过程结束后，也是可以自由转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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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cepts，Resources，Divis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Share Ownership

Yin Lu Shao Yunfei Cheng Hong
（UESTC Chengdu 610054）

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systematicaIIy discuss on a speciaI type of share ownership，i . e . technoIogy share ownership. Beginning
from the concepts of technoIogy share ownership，we put forth our research fruit on its resources and divisions. Furthermore，we anaIyze its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other types of share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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