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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合 伙 的 地 位
张 　琦

（兰州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兰州730050）

　　摘　要：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合伙作为一种经营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现实中合伙的处境却及其尴
尬———一方面作为市场主体参与民事活动�另一方面又因主体地位不明�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利保障。 因此应首先承认其民
事主体资格�然后区分其与自然人、法人的区别�赋予其与自然人、法人平行的民事主体资格�以保障合伙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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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早在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
中既有明确的规定。 此后�在罗马法及后世法律中均作为一
种重要的经营方式予以调整。 在中国�也早在西周时期就有
了关于合伙的规定。 此后�作为一项民间经营方式�也历来
被广泛应用。 就企业形态而言�合伙只是作为一种从私人独
资企业向公司发展过程中诞生的过度性经营方式而存在�但
是�随着公司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建立和完善�合伙不
仅没有被取代�反而日益发展、成熟�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与
国家公司、独资企业并存的市场主体基本形态。 然而�尽管
如此�合伙的法律地位却一贯尴尬�经常处于一种无可归属
的境地：民法只规定了自然人与法人两种主体�组织体形态
的合伙只能归入无权利能力的非法人团体中去�自然就没有
民事主体地位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以合伙方式进行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因合
伙事务发生纠纷而诉诸法院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对这类案件
的解决�首先应确定合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合伙是
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这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 笔者认为
对合伙法律地位的界定�一方面应理清合伙制度的概念内
涵�另一方面应从民事主体的构成要件入手�比较合伙与民
事主体�从而界定合伙的法律地位。

　　一、合伙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民法通则》第30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
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
动。”1997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伙企业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依照
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
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可以看出�后者是明确了合伙

人不仅仅局限于公民之间的合伙�而是可以涵盖所有的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伙；二是明确了合伙企业的营利性�
从而将从事公益事业的合伙排除在外；三是明确了合伙是一
种组织�而组织应具有稳定性�从而将虽从事经营但不成企
业的合伙排除在外。 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规定的
合伙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
（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组成的团体或组织。 2．合伙
协议是合伙成立的前提条件。 3．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
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4．合伙有自己的字号和固定的经
营场所。 5．合伙经法定程序依法成立�具有高度的人和性。
合伙人之间相互代理、高度信任。

　　二、民事主体的构成要件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简称民事主体�是指参加民事法
律关系�享受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人 ［1］ 。 在我国�民
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和国家等。 要分析合伙
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首先要弄清民事主体资格的构成要
件。 根据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民事主体资格的构成要件包
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民事主体有独立的名义�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各种
民事活动。

（二）民事主体有自己独立的意志�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
都能以自己的独立意志从事民事活动。 自然人可以自主的
对外进行活动�法人也不例外�其对外发生民事法律关系�也
是该法人独立意志的表现�而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人意志或个
人意志的简单相加。

（三）民事主体有独立的财产。 自然人对其财产有所有
权�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同样�法人的财产也独
立于自然人之外�法人可以以其名义行使占有、使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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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的权利。
（四）民事主体要承担独立的责任�自然人和法人都以自

己的财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当法人资不抵债
时�只以法人的财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而无需以法人成员
的财产来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一个社会存在体只要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根
据自己的真实意思�实施某种法律行为并能以自己的财产承
担责任的�就应该是民事活动。

　　三、合伙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之理论分析

　　（一）关于合伙民事主体资格的立法状况
承认合伙的主体地位是国际合伙立法的一般趋势。 自

罗马法以来�传统民法很长时间坚持民事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的观点和立法例。 1896年《德国民法典》将民事主体区分为
“自然人”和“法人”以来�现代民法逐步确立了自然人和法人
两类主要民事主体�分别代表着生命体和组织体两种不同性
质的社会存在。 然而合伙作为一种由自然人到法人的过渡
组织形式�其与自然人、法人有着不同的本质特征。 因而�无
论是在古罗马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发展中国家�合伙都是一种
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 各国的民事立法也逐步承认合伙的
主体地位�如 《法国民法典》曾不承认合伙的主体地位�经
1978年的修改�变通的承认了合伙的主体地位。 美国《统一
合伙法》第1条规定民事主体“‘人’是指自然人、合伙、有限
合伙、信托、财团团体或公司”�实际上也已承认合伙是区别
于自然人、法人（公司）的另一种民事主体 ［2］ 。 在我国的法律
中�《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
业法》对合伙制度作了规定�但两部法律关于合伙的条文太
少�规范调整的问题十分有限。

（二）我国法学界对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的观点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主要有三种观

点：
第一种：不享有独立财产�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且

自罗马法以来的各国民事立法多将其放在债篇中作为契约

的一种加以规定�因此�合伙不能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
第二种：合伙是第三民事主体。 理由是：合伙拥有相对

独立的财产�能相对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并能依法以自己
的名义起诉和应诉；

第三种：应该区别对待�因为合伙种类繁多�只有那些从
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合伙�才能取得民事主体资格�而那些从
事公益事业的合伙或虽从事经营不成立企业的合伙�如家庭
合伙、简易合伙、临时合伙等不具有主体资格 ［3］ 。

（三）理论分析
笔者认为�要分析合伙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首先应

分析其与传统民法的民事主体———自然人、法人的区别。
1．合伙与自然人之间的区别
首先�作为团体主体�合伙有自己的独立的意志、信念。

合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而结

成的联合体。 该联合体共同的意志信念的表现形式为合伙
协议。 “合伙人的意思不等于合伙的意思” ［4］ 。 而自然人的
个体显然是无所谓有无共同的意志和信念的。 自然人的意
志形成则有绝对的自由�无须经过特别的程序。

其次�团体主要还要拥有从事活动的相应的财产�以作
为其物质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
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
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可见合伙拥有区别于合伙人个
人财产的独立财产。 合伙的财产用于或服务于合伙的整体
利益�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只服务于个人利益的自然人的个人
财产。 而且�合伙财产具有脱离合伙人的独立性�其管理与
使用都需经一定程序�而自然人对个人财产则享有在法律允
许范围内自由支配和处分的权利。

最后�合伙在承担责任的方式上也与自然人存在明显的
差异。 合伙人对合伙以合伙的全部财产清偿债务之后的不
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是合伙人承担责任的独特之处。 因
此�合伙也具有相对独立的责任能力。 而自然人承担的则是
无限责任�二者的概念完全不同。

2．合伙与法人之间的区别
首先�法人通过权力机关形成意志�而合伙无特定的权

力机关�其意志的形成与表达有全体合伙人共同完成；其次�
在财产方面�法人因是资合的实体故其拥有与其成员绝对分
离的财产�而合伙因具有高度人和性�其财产在内部关系上
是全体合伙人共同拥有并统一管理和使用；其三�在承担责
任方式上�法人成员对法人的债务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
责任；合伙成员对合伙以合伙财产清偿债务之后的不足部分
则要以个人的财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四�法人成员的变
更、死亡不会引起法人本身的变化�而合伙人的变更、死亡则
足以引起合伙本身的变更甚至消灭。

综上所述�合伙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责任承担方式和
意思能力�以独立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已完全具备了民事
主体资格�与自然人、法人在意志、财产、名义和承担责任方
式上均有重大差别�无法简单融合归属。 故合伙不仅可以确
立为民事主体�而且应该确立为与自然人、法人平行独立的
民事主体。

在中国�合伙作为市场主体的一种企业形态�具有其他
企业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必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通过立法明确合伙的主体地位�既有
利于合伙人的利益�又能促进合伙及其参加的社会经济关系
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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