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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合伙的法律地位一

口罗 勇 [西南石油大学 成都610500]

【摘 要]合伙的法律地位问题是合伙法学理论的一个重点和难点，而合伙的法律地位以其

民事主体地位问题最为典型，我国现行立法对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导致了

合伙的地位处于一种无可归属的状态。我国理论界对舍伙的民事主体地位看法颇多，却不尽一致，

然而对合伙民事主体地位的不同界定会导致不同的合伙制度，并会对舍伙的利益、合伙人和利害关

系人的利益、合伙组织的稳定和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准确地为合伙进行法律定位具有重大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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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起源于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此后，

合伙作为一种经营方式在民间被广泛应用。合伙经

历了漫长的发展，从契约型合伙中分化出了团体型合

伙，虽然合伙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合伙的法律地位却

一贯尴尬。合伙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无所归属的境地

之后，西方各国纷纷承认了合伙独立的主体地位。

在我国，合伙的主体地位至今争议不断，备受质

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我国《民法通则》

的模糊规定，在合伙的民事主体资格的问题上采取了

回避的态度；二是学界对合伙主体资格持有的不同看

法，观点尚未统一。因此，在立法不够明确，理论有待

厘清的情况下，探讨合伙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一、现行立法对合伙法律地位的规定

合伙作为一种古老的联合经营方式一直沿袭到

现代，其制度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令人遗憾的

是，我国的主要民商事法律如《民法通则》、《破产法》

等都尚未明确合伙的法律地位，只有《民事诉讼法》、

《合同法》、《合伙企业法》规定了合伙在诉讼中以及在

订立合同时具有主体资格，但相关规定出现了不一致

甚至是相矛盾的情形。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x,-J合伙的规定极为简单，

只有简单的几个条文。《民法通则》没有把合伙单列

成章，把自然人合伙规定在了自然人一章，把法人合

伙纳入了法人一章。可见《民法通则》对于合伙的民

事主体地位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当时《民法通

则》之所以回避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该问题的争论很

多，且没有形成通说，因此不宜将其定性。《民法通

则》的这种处理方法实则是将合伙作为自然人和法人

参加民事活动的特殊形式⋯。另外，从现有的民法典

草案和立法建议稿来看，各专家对合伙的民事主体地

位的定性仍然是大相径庭。

其次，很多学者就因为《合伙企业法》、《合同法》、

《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而认为我国法律实际上是

承认了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的，这一观点有以下值得

商榷之处：第一，我国民事立法学习大陆法系体例，对

于民事主体，实体法之总则部分规定更为适宜旧1；第

二，上述法律中有的规定实际只是针对合伙企业，而

合伙企业和合伙是不同的，合伙企业只是合伙的一部

分。这些法律之所以与《民法通则》不一致，是为了促

进经济的发展，是客观经济实践的需要，是保障经济

活动主体利益的权宜之计。

可见，我国立法对于合伙法律地位不明确规定是

有其历史根源的，是理论和客观实践的需要导致了立

法的矛盾，而上述这些规定本身说明了在我国的现有

立法框架下，合伙没有取得法律主体地位。立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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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立法建议稿的不一致也说明了合伙将来能否取得

主体资格仍然有很多争议。

二、我国理论界对合伙法律地位的探讨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合伙应否具有民事主体地位

有以下三种观点：1)否认说。该说认为合伙不能作为

民事主体，民事主体只有自然人和法人，因为自然人

合伙就是自然人个人，法人合伙就是法人。2)肯定

说。该说认为合伙本质上是一种组织，在现代社会，

团体性日益浓厚，其具有权利能力，符合民事主体的

要件。而且合伙有着与法人、自然人不同的特征，应

肯定合伙为第三民事主体。理由是尽管合伙成员对

外要承担个人责任，但只是在合伙破产时才出现，实

践中如果合伙有主体地位，就会更有效地促进合伙的

经营活动。3)折衷说。该说认为承认合伙的民事主

体资格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合伙都敞开了大门。在

各类合伙中，只有那些登记且从事经营的合伙企业具

有主体资格，而那些没有登记的简易合伙、临时合伙

和家庭合伙以及虽登记但不从事经营、营利活动的公

益性的合伙，则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J。

对于是否赋予合伙民事主体地位问题，立法和理

论层面都存在较大的争议。“自然人作为唯一的民事

主体曾经被认为像几何公理一样可靠，但法人的出现

则使民事主体由个人本位演变为自然人与法人并

举”H。。而今，民事主体制度对于复兴的合伙组织将

给予怎样的回应呢?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法的关系

⋯⋯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因此，法律制度并非是

立法者的创造，而只是立法者对现实的物质关系的复

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必要重新思考民事

主体制度的构建问题。

三、应当赋予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

关于合伙是否应该具有民事主体地位的争论，其

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民事主体的标准，若合伙符合此标

准，则其为民事主体，反之亦然。

所谓标准就是衡量事物的标尺以及准则”o。民

事主体的标准就是衡量民事主体的准则。其包含了

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其是判断在现有法律制度下

某类个体或组织是否符合民事主体的标准；其次，其

还是理论上判断某类个体或组织应否被赋予主体资

格的标准。本文称第一个层面上的标准为判断标准，

第二层面上的标准则为赋予标准。所谓判断标准是

指在现有法律下判断是否为民事主体的准则。所谓

赋予标准指衡量是否应赋予个体或组织民事主体地

位的标准。判断一个团体应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考

察的是民事主体的赋予标准。但是团体的赋予标准

究竟是什么呢?史尚宽教授说：“为权利之主体，第一

须有适于享有权利之社会存在。第二须经法律之承

认。虽有适于为权利主体之社会存在，如法律不予承

认，仍不得为权利主体”【6]。因此抽象地说，民事主体

的赋予标准就是要有适于享有民事权利之社会存在。

只要具有权利义务聚散之能力就应具有主体资格。

权利义务是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而法律关系是社会

关系经由法律调整后形成的，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只

要基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团体可能且必然参加社

会活动，其就有“适于享有权利之社会存在”。

适于享有权利之社会存在，只是从质的规定性的

角度笼统地为民事主体的赋予提供了标准。要使得

该标准具有更强的可鉴别性和实用性，就应当将该标

准进行量化。当然，量化应当从本质方面着手。本文

认为团体要获得人格应符合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

团体应具有自己的名称；第二，团体应有自己的意思

形成和表达机制；第三，团体应有一定的组织机构；第

四，团体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据此，合伙符合民事

主体的赋予标准，团体人格要求团体具有自己的名

称。而名称赋予了合伙外外观识别性。从中世纪开

始，合伙逐渐有了商号和名称，使之区别于合伙人，并

开始以商号的名义对外活动。时至今日，合伙的外观

识别性当然是毫无争议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

论的合伙是指团体性合伙，对于那些契约型合伙而

言，当然不享有主体资格，故不在本文的论证范围。

其次，对于合伙内部而言，合伙协议则是规范合

伙人关系的准则。各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享

受权利承担义务。其中权利就包括了合伙事物的决

定权和执行权。当然权利的行使都是有一定规则的。

合伙的意志并不是各合伙人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依

照表决程序将个人意志转化为合伙的整体意志。合

伙意志形成以后，依合伙协议的约定由执行人对外活

动，其效力及于全体合伙人。由此看来，合伙也满足

了有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的要求。

再次，合伙通过合伙协议使其内部形成一股强大

的凝聚力，再通过内部聚合的形式共同对外发生法律

关系。合伙通过选出合伙事物执行人的方式作为自

己的执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合伙也满足了有

一定的组织机构的要求。

最后，团体型合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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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加速促

成了团体型合伙的出现。团体型合伙天生就是为了

使合伙具有稳固的状态和延续性。合伙的稳定性体

现为部分合伙人的退出或死亡不一定会影响到合伙

的存续。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得出应该赋予合伙民事主

体地位的结论。

四、合伙在民事主体体系中的定位

要解决合伙在民事主体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必须

厘清合伙与自然人和法人的关系。若合伙的本质与

自然人或法人一致，则应把合伙归入自然人或法人的

类型之中。反之，合伙则应成为第三民事主体。

(一)自然人的本质分析

自然人的本质分为社会本质和法律本质。自然

人社会本质的研究属于哲学命题。古今中外关于人

的社会本质的研究甚多，观点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

哲学认为，人的属性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自然属性

和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就是生命的有机体，此时

的人就叫生物人。人的社会属性则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个人而言，而

是要以整个社会为基点，此时的人叫伦理人。总而言

之，人的社会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民事主体具有的聚散权利义务的能力是其获得

法律承认的前提。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不过是社会现

状的反映，其本身并不能决定社会存在的属性。同

样，法律所规定的自然人主体不过是立法技术的一种

拟制，其仅存在于观念中，只在法律界才有意义。正

如凯尔森所说：由于所谓自然“人”(person)的概念不

过是法学上的构造，并且它本身完全不同于“nlail”的

概念，所谓“自然”人其实就是～种“法”人，也就是说

自然人的法律本质就是法律拟制的权利义务的

载体‘引。

(二)法人的本质分析

关于法人的本质有三种传统的学说：拟制说、否

认说和实在说。我国学者李锡鹤先生认为：这三种观

点的分歧所在只是法人是否具有人格，即法人人格的

有无。学说所讨论的并不是法人本质为何物，所以关

于法人的本质问题，这三种观点均没有信服力。

从社会存在的角度来看，法人是适于享有民事权

利之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有多种表现方式．可能

是人的集合，也可能是财产的集合，它是一个实在的

团体。团体有着不同于个人的利益，也有着不同于个

人的意志。团体通过自己的意思机关表达自己的意

志以追求利益。团体的存在不会因为个别成员的改

变而改变，它是一个聚合程度很高的组织体，这就是

法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

法人的法律存在同于自然人的法律存在，即都是

法律拟制的权利义务载体。传统法学倾向于认定自

然人也是一种“法”人。自然人和法人在法律中的本

质上具有同一性，他们都是法学上构造的概念，是法

律上的人。

(三)合伙的本质分析

法律是社会存在的观念反映，每一项法律制度都

应该积极地发现和承认合理的社会存在。虽然合伙

尚未得到法律承认，但其社会存在性是不可否认的。

合伙社会存在的本质属性也就是其团体性。如上文

所述，合伙从契约型发展到团体型，社会现实对合伙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团体型合伙具有了相对独立

的财产、稳定的组织状态、合伙意志的形成和表达机

制完整等特点，这些都是合伙本质属性的外化。合伙

社会存在的本质与法人一样都是组织体。当然，一旦

合伙取得了民事主体地位，其法律存在的本质也为法

律拟制的权利义务主体。综上所述，合伙与法人的本

质，无论是在社会存在层面上还是在法律存在层面

上，都是一样的。

五、关于合伙的立法建议

理论上合伙与法人的本质是相同的，因此民事主

体的结构体系仍应采取二元结构体系。民事主体分

为自然人和法人两大类，合伙属于法人。自然人根据

其民事行为能力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我国的习惯，

法人则可以分为机关法人，社团法人，事业单位法人，

企业法人。企业法人中就包括了公司和合伙。可见，

合伙应该是与公司并列的企业法人。

关于合伙，本文有四点立法建议：首先立法应明

确规定成立合伙的条件，包括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

在实质要件上，合伙应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组织(包

括法人)，并按照约定，共同出资，共同经营，依法成

立，依合伙名义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经济

实体。其具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有独立名义，有相对

稳定的组织状态。程序上，成立合伙均须履行法定的

核准登记手续，否则不具有法人资格。第二，确立合

伙独立的人格制度。合伙的民事主体资格需要法律

的明确规定来加以确认。因此民法、诉讼法、税法、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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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法等应分别将合伙规定为民事主体、诉讼主体、纳 的，才得向合伙人主张连带责任。再次，在合伙债务

税主体和破产主体。另外，要划清合伙与合伙人之间和合伙人债务并存时应确立“双重优先”原则，即合伙

的界限，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物的时候应以合伙的名 的财产优先清偿合伙债务，合伙人的个人财产优先清

义进行，舍伙事物的执行人与合伙之间的关系是代理偿合伙人的个人债务一。。

关系，适J}j民法关于代理的规定。第三，确立合伙相

对独立的财产制度。团体型合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参考文献
是有相对独立的财产。稳定的合伙财产不仅有利于

合伙的稳定，也有利于保护合伙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1]杨光．论合伙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J]．当代法学，

所以，对合伙财产加以规范是我国法律的当务之急。2000，(2)：18·

首先要明确合伙财产的所有权。合伙财产一般情况 [2】刘邓军·论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EB／OL]·[2006-11。

下是共有的，但是以非财产所有权出资的就是准共D
J～尤nkL他L

必聋务出资白勺贝Ij是由合伙人个人所有。其次要明 法∥装葛：’赵24．轧论A伙的第三民事主体资格¨L信息
确合伙财产的范围。合伙人的出资以及合伙的经营 。f4]王茹磊‘，郭明端，方流芳．民法新论(上)【M]．北京：中
所得均为合伙财产。合伙人对合伙财产不享有所有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319．

权，仅享有约定的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关于合伙财 【5]现代汉语辞典[M】．商务印书馆，1989：57．

产的转让问题，法律也应该详细规定。第四，应该确 [6]马俊驹，余延满．舍伙民事主体地位的再探讨[J]．法

立合伙的责任制度。合伙虽然不能独立的承担责任， 学评论，1990．(3)：44．

但是合伙的责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首先合伙财产 [7]程家明．／g-t-g-来人的本质问题研究述介[J】．哲学动

区别于合伙人的财产，因此合伙责任也区别于合伙人 态·1994，(12)：12·

的个人责任。合伙人越权而产生的责任，虽然先由合 [8]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

竺翌苎妻，竺苎÷要拿!!：!翌三登娶竺龛伙仝专毫警钟毒美善6嚣第三民事主体论一兼论我国合伙立法
偿权。其次，明确合伙人的补充连带责任。合伙债务体系磊墓薪：i』』；名。政：；盖；；≥毒’；蓑?：i，；磊：：：I
应首先用合伙财产进行清偿，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

一12

On Legal Status of Partnership

LUO Yong

·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Chengdu 610500 China)

1ie regal status of partnership is one of the emphasi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Le!gal Partnership Theory．

T!pa f wil．一．borate j Lhe civil subject position of partnership since it is the key to the legal status of partnership．

The development of partnership has la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Until modem and contemporary times。civil law attach—

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blem of the civil subject position of partnership．The existing laws in China adopt the eva-

sire attitude towards the civil subject position of partnership．It makes the partnership be an undetermined ownership con-

dition．It is so disputed that there are three viewpoints in theory．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he civil subject position of
part—

nership lead to distinct partnership system and give great impacts on interest of the partnership，partner and creditor．It

also affects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partnership．So accurate position for partnership is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partnership； corporation；legaj status； civil subject position

(编辑戴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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