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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将于 2024年 7月 1日起施行。新《公

司法》对公司登记制度、认缴登记制度、法律责任等与市场监管职能密切相关的

内容作出了新的调整，构建了更加有利于激发市场持久活力的制度体系。 

一、加强公司登记公示力，登记信息更加真实、透明 

新《公司法》增设“公司登记”专章，进一步优化了公司从设立到退出的各

环节，明确了电子营业执照、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发布公告、采用电子通讯方式作

出决议、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为申请材料签字人法律效力，为公司登记提供了坚

实的法治保障。其中，强调了对公司登记对抗效力和公司公示义务的价值运用，

再叠加相应法律责任的设计，整体性地推动登记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赖度进一步

提升，降低市场交易信息成本。具体来讲，针对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

营范围以及法定代表人、股东、发起人姓名等与市场交易紧密相关的信息，新《公

司法》将其集中列明为登记事项，明确登记机关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示。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登记事项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时，第三人往往

难以及时知悉真实情况的问题，一般性地规定了公司登记事项的对抗效力，公司

不能以未经登记的事项对抗善意相对人。同时，为切实提升了公司信息公示和查

询效率，新《公司法》在吸收市场监管实践有益经验基础上，明确了公司公示的

义务和内容，并增加了相应法律责任。公司应当自信息形成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将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

日期，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以及公司股东或者发起人的股权、股份变更等信息

向社会公示。 

二、提升认缴出资诚信度，市场交易更加安全、可信 



自 2013年国家全面实施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以来，放宽了市场准入限制，

提高了股东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资本登记交易成本，在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实践中也产生了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等问题，

客观上损害债权人利益，甚至影响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影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

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对此，新《公司法》在保留认缴登记制的前提下，强化了

对股东出资期限的制度性约束，明确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

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这对于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利益必

将发挥积极作用。 

针对存量企业，新《公司法》明确将设定一定年限、较为充裕的过渡期，分

类分步、稳妥有序地推动其出资期限调整至其规定的期限以内。日前，市场监管

总局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

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要求，登记机关进一步简化优化减资、文书等办理手续，引

导存量公司合理调整出资期限、出资数额，稳妥有序推进相关工作。对于明显违

反真实性原则、有悖于客观常识的极少数“明显异常”的公司，公司登记机关可

以结合行业发展特点等情况，综合研判评后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科学有序引导

公司诚信履行出资义务。 

三、发挥法律责任的震摄引导作用，市场秩序更加规范、有序 

公司及其发起人、股东未依法履行如实登记、公示、出资等义务，将对市场

交易和市场秩序造成较大影响。针对此类社会注度高、与外部关联度强的违法行

为，新《公司法》新设了公司未公示或者不如实公示相关企业信息的法律责任，

并衔接第二百五十条、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惩

戒机制，充分发挥法律责任的震慑作用，引导相关公司、个人依法经营。一方面，

针对公司治理体系的特点，新《公司法》对公司法人和直接责任人建立了“双重

惩戒”制度，即在明确上述违法行为中公司作为责任承担主体的基础上，新设了

对其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时，优化了对公司

虚假登记的法律责任，取消了现行《公司法》仅在情节严重时方可撤销公司的规

定。另一方面，针对按期实缴出资过程中虚假出资行为，综合考虑公司可能出资



金额巨大，以比例统一确定公司发起人、股东的责任难免出现罚过失衡情况，在

法律责任上，采用了梯度设计的方式，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 

此次《公司法》的修订，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的需要，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的需要，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加强产权保护的需要，是健全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