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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视角下的家族企业传承 

作者：陈汉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公司法》，该法律将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此次修订，对公司登记制度、信息公示制度、认缴登记制度、类别股机制等内容进行了

修改、补充和完善。 

公司，于国家经济而言，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体：无论是国有企业例如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还是民营企业例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都以公司的形式存在。全国工商联发布了 2023 中国服务

业民营企业 100 强榜单，出现的都是公司，并无有限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于个人而言，公司也无疑是中国

高净值客户持有资产的最重要形式，甚至可能没有之一：大部分上规模的经济体都是以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

司形式存在，而个体工商户更多是小微企业的形式存在，有限合伙则更多是以投资载体形式存在，更进一步

大部分都是投资到公司中。 

因此，公司对高净值家庭而言，无论是财富的管理（包括对外投资），还是规划财富的代际传承，都有

着重要的地位；而《公司法》的修订，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与更新我们认识的契机。 

本文拟从本次《公司法》修订中的类别股为核心，对高净值家庭特别是家族的传承之影响角度，展开叙

述，同时兼顾其他相关内容。 

一、类别股机制：家族企业的顶层规划利器 

（一）类别股概述 

本次《公司法》修订，在第 144 条至第 146 条新创设了股份有限公司的类别股机制。虽然整体规范

得比较简单，但是对家族企业的传承规划而言，则打开了一扇重要的门：为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设计及传

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事实上，类别股机制，在中国香港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根据香港联交所的《上市规则》的 8A.02

条对不同投票权（Weighted Voting Right）的定义：“附帶於某特定類別股份大於或優於普通股投票權的

投票權力，或與受益人於發行人股本證券的經濟利益不相稱的其他管治權利或安排”。更通俗的说，以

著名的民营企业小米为例，根据其在上市过程中提交给联交所的公开文件信息，其股权结构为：雷军

（职位为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持股比例为 31.4%；林斌（联合创始人、总裁）持股

13.33%；黎万强（联合创始人、品牌战略官）持股 3.24%。在投票权上，小米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有

两类股份权利，A 类股份每股可投 10 票，B 类股份每股仅可投 1 票。通过这样的设计，雷军先生在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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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上市中稀释了自己的股份，但依然有着较强的控制权。除了小米之外，也有京东等美股上市公司在

开曼层面也采用了类别股机制以便于创始人能有更多的投票权。因此，在成熟的资本市场，类别股已经

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了。 

在我国大陆，类别股是一个新事物。原《公司法》虽然在第 34 条明确了同股同权的同时也给了一

个但书即“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有一点点类别股的意思即分红权的章程意思自治化，但严格来说，这个小小的规定并不是一个完整体系

化意义上的类别股。 

（二）《公司法》新规下的类别股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法》第 144 条，明确规定了三种类型的优先股：即（1）优先或者劣后分配利

润或者剩余财产的股份；（2）每一股的表决权数多于或者少于普通股的股份；（3）转让须经公司同意等

转让受限的股份。并且有一个授权性的兜底条款，即“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类别股”。 

从规范分析角度，第 145 条是对采用类别股的限制性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而第 146 条则是一个

内部程序性的规范。 

整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出，类似于物权法定，类别股也是类型法定之典型：一方面，是类型法定，

即只有第 144 条规定的三种类型，及未来国务院所规定的其他类别股，不允许章程创设新类型的类别

股。另一方面，只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并不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 

虽然是章程自治的产物，但无论是第 145 条还是第 146 条，都对类别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

并且从性质上看，这些条款应该属于强制性规范，而不是引导性的任意性规范。 

但是相较于中国香港地区的规定，新《公司法》对于类别股的规定，属于过于简单的：对于章程自

治的限制依然是粗糙的。例如联交所的《上市规则》第 8A.10 条规定“上市發行人的不同投票權股份類

別賦予受益人的投票權，不得超過發行人股東大會上普通股可就任何議案表決的投票權力的 10 倍”，

即限定了超级投票权的倍数上限；又例如第 8A.11 条规定了“不同投票權受益人必須為申請人上市時

的董事會成員”，即明确了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未来我国《证券法》或者其他规范

性文件对类别股有更明细的规定。 

现在关于类别股制度对于投资、融资市场的影响的分析，可以参见聚焦 2023 年《公司法》修订 — 

以股东特殊权利为视角一文，而本文则更聚焦于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三）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首先可以先表明本文的态度即结论性的话：设计得体的类别股机制给家族企业更多的选择；而设

计不当，则可能引发更多的家庭矛盾。 

在过去，对于多子女家庭而言，家族企业的传承一直面临着较大的困惑：一方面我国大陆改革开放

及民营企业的发展还不足 50 年，并无成熟的本土传承机制可以直接借鉴；另一方面，法律及税务上的

供应不足，使得有心之人苦于无适当工具之苦。 

我们以一个过去我服务过的客户为例，脱敏的讨论一下当下之困境，及未来《公司法》可能给予的

解决方案。 

长三角的制造业企业客户，夫妻俩在 90 年代初创业，有一儿子俩女儿共三个孩子，都已经成年成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184213&idx=1&sn=6dcd043cbddb04c7e4d2fa81af1e05fb&chksm=bd1b71748a6cf86220fff73de8249aea9cb8d8437621c85ac556863a1ff2479b27f6a07727f4&mpshare=1&scene=1&srcid=0104hpDJm1LtnRAhXqWBXGpx&sharer_shareinfo=60da6d28e89353760c3c845a412ed331&sharer_shareinfo_first=60da6d28e89353760c3c845a412ed331&version=4.1.16.6007&platform=wi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184213&idx=1&sn=6dcd043cbddb04c7e4d2fa81af1e05fb&chksm=bd1b71748a6cf86220fff73de8249aea9cb8d8437621c85ac556863a1ff2479b27f6a07727f4&mpshare=1&scene=1&srcid=0104hpDJm1LtnRAhXqWBXGpx&sharer_shareinfo=60da6d28e89353760c3c845a412ed331&sharer_shareinfo_first=60da6d28e89353760c3c845a412ed331&version=4.1.16.6007&platform=wi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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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族企业的现状是：制造业在一个细分领域处于国内相对领先；太太已经退休在家，60 出头的先

生依然担任公司董事长。儿子担任总经理，大女儿负责公司的财务，而小女儿夫妇以香港为中心负责公

司产品在海外的销售；公司还衍生出了一个小的地产板块。持股结构上，则是夫妻各自持股 50%。因为

行业、净利润等原因，公司并无上市的可能性。 

因为见到了身边朋友去世之后二代争斗导致企业危机最终甚至停产的悲剧，董事长夫妇在 2020 年

中就找我来进行规划。简单来说，我们在沟通交流了 2 个月之后，依然没有特别好的思路，或者说障碍

依然很大： 

方案一：将制造业板块给儿子；地产板块给大女儿夫妇，境外销售板块给二女儿夫妇。这个方案很

快就被否定了：因为首先三个板块的价值差距较大，分的过于不平均而让儿子未来去“补”差价，则意

味着要负债好几个小目标；其次，境外销售板块其实严重依赖于境内制造业板块，未来如果不和睦，儿

子随时可以断了给妹妹的供应，那么妹妹这个板块可能没啥增量资产。 

方案二：设立股权家族信托的方式，将制造业板块的大部分或者全部股权放入家族信托。这个方案

听起来很美，确实信托将所有权、受益权进行了分离，并且确保了在离婚、继承等家事消极事项中一些

可见的风险是容易规避的。先且不说信托公司是否接受成为一个年产值十几亿的制造业公司的大股东，

也且不说中间可能产生的价值不菲的税务问题，就是细致看信托持股结构，其实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

性。在国内较为常见的信托持股结构中，信托公司担任了某个持股平台的有限合伙人（LP），而外面则

有一个家族成员控制的普通合伙人（GP）。在这个结构中，很美好的一点是传承的机制主要体现信托端，

即未来家族成员可以担任信托受益人，获得分配，而不介入家族企业的管理。但是同样也有着很不美好

的一面：这个结构最终是某个人实际控制了家族企业，而其他人的受益权受限于这个人的管理水平及道

德水平。也就是完全不能排除：如果让儿子去控制普通合伙人，那女儿们的利益则很可能是不能得到任

何保障的：因为信托离实际经营的公司太遥远了，而信托受益人的身份则更无法介入。总之，股权家族

信托模式，有其优势，但是缺乏监督机制。 

 

（目前国内典型的股权信托持有家族企业的结构示例图） 

方案三：有限合伙持股的方式。我们当时也讨论过通过有限合伙的方式来持有家族企业的绝大部分

股权。通过设立有限合伙的方式，由儿子担任普通合伙人，女儿们则担任有限合伙人，同时配合了章程

限制继承及儿子、女儿都各自写遗嘱的方式来加持家族企业的传承稳定性。说实话，这在当时算是不错

的方案，当时因为转股会形成较大的税务成本，老爷子夫妻俩商量之后觉得自己身体还行，并且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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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未来单独也有可能上市，就暂时搁置了方案。 

我这位客户，最终选择了一个非常务虚的方式，即找我们撰写《家族宪章》的方式来对子女二代、

三代进行了家族精神的教育，同时设立了一个纯现金的资金信托。但说实话，《家族宪章》属于一个有

胜于无的机制，而家族信托所承载的资产，也只是家族总资产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因此，我们很难说他

们家完成了家族传承机制的设计，只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开端，而已。 

久旱逢甘露！新修订的《公司法》以类别股的方式，给予了家族企业一个新的可能与新的方向。 

（四）初步设计 

就上述案例而言，三种形式的类别股可能都有用武之地。 

第一，未来如果客户的儿子及 2 个女儿传承了股权，并且考虑到儿子担任总经理的现状，未来大概

率儿子要掌握控制权。此时，客户夫妻可以贯彻其儿女资产大致平均分的设想，让儿子持有 33.33%的

股份，但是可以设计有更多的投票权，确保俩个妹妹联合起来不会推翻既有的控制权传承方案。同时，

成为家族企业的直接股东有利于行使股东知情权等监督性权利，而无论是方案二中的信托受益人，还是

方案三中的担任家族企业上层股东即有限合伙人，都是没有直接的股东信息权的，差别显著。 

同时，无论是因为婚姻或者继承而让家族核心成员之外的人士获得公司股份，也可以因为差异化的

投票权，确保经济利益归属这些人士的同时，降低了影响家族企业管理与稳定性的可能性。 

第二，也可以设计优先、劣后的分红权，确保不参与经营的股东可以相有相对稳定的分红利益；而

劣后（则有更好的管理动力来获得更好的回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进一步细致设计的机制。在家族企

业的管理者同时是股东的情形，列入上述案例，那么哥哥的劣后（同时往往也是更丰厚的）收益，确保

了其不会有“替妹妹们打工”的心态，确保了参与经营者与不参与经营者获得不同收益。在引入职业经

理人机制的家族企业，在给职业经理人进行股权激励的时候设置优先、劣后机制，可以降低职业经理人

拿东家的资产去博取高风险、高收益的可能性。此外，劣后分红依然是分红，适用的普通的个人所得税

税率依然是 20%，比薪酬税务负担，可能更轻一些。 

第三，限制转让的类别股设计，可以进一步降低因为子女离婚、意外身故形成的无遗嘱继承而导致

的股权外流的风险。 

最后，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是：以类别股来修订家族企业的章程，可能是最低成本的一个规划安排，

至少不形成股权转让至有限合伙或者信托这一步骤，就不存在税的问题。既然减少了税的顾虑，也降低

了家族客户进行规划的现实障碍。 

在海外，类别股与家族信托是辅助家族企业管理与传承的重要工具。今天，我们的工具箱终于在形

式上完整了，接下来要做的，则是设计章程、设计类别股，做一个符合家族精神与家族理想的方案。 

过去，中国的执业律师们受限于法律对章程中某些意思自治的模糊规定，及部分工商局的相对保

守，绝大部分的公司章程是套用通用模板而流于形式的。未来，章程将是比拼私人客户律师基本功及认

知的重要场景。 

二、其他一些重要的规定 

对高净值群体及家族企业来说，《公司法》新规定的类别股无疑是最重要的修订内容，当然也有其他内

容的修订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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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实缴期限制度。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引入授权

资本制，允许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发行股份，同时要求发起人全额缴纳股款，既方便公司设立、

提高筹资灵活性，又减少注册资本虚化等问题。《公司法》本次的规定，属于对过去部分人士随意用一个夸

张的注册资本但迟迟不予实缴而造成社会消极后果现象之矫枉。矫是否过正了，留给实践与后人评论，我们

只讨论即将生效的规定。总结一句话：势必让大家在注册资本方面进行克制。降低公司的注册资本，一个很

重要的影响其实是税务筹划：企业向股东借款利息可以税前扣除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借款金额与权益性投资

比例不超过 2:1。举例说明，如果新公司需要 1,500 万的启动资金，那么设计为 500 万人民币的股权投资

+1,000 万的债权投资，那么债权投资的利息是可以进行税前扣除的。而如果未来基于实缴期限制度而不得

不设立为 300 万人民币的股权投资，那么即使借款金额 1,200 万，也就其中的 600 万所对应的利息可以进行

税前扣除。 

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其中最为重要的规定是：（1）公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2）规定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在这方面，值得高净值家庭特别是企业家关注的主要是俩点：第一，过去通过所

信任的人代持的方式来间接控制公司规避风险的规划方案，正式宣告破产；第二，让家人担任董事、监事与

高级管理人员，要特别的慎重，往往带来的不是福利，而是责任。 

三、结语 

本次《公司法》的修订，属于力度大，前沿性高的一次修订。虽然也不乏争议，但整体而言是更加贴近

了人民群众对《公司法》作为商业主体多元化的需求。对高净值群体特别是考虑家族企业传承民营企业家，

则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无论是对于多子女传承的家庭，还是对准备引入高级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类别股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工具。当然，对于家族财富传承与管理行业的律师及其他专业人士，则是一个新的机

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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