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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公司法》的颁布使得债权出资成为公司出资方式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然而债权固有的特性又使得债权出资

比其他财产出资更具风险性。本文拟从债权出资的理论基础、法律依据出发，探讨债权出资在法律上的可行性，并结合债权

的特性分析债权出资的法律风险，进而寻找解决相关问题的法律路径，以完善我国债权出资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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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债 权 出 资 的 法 律 路 径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法律所规定的股东出资方式

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债权出资已成为股东出资的又一新的方

式。对于债权出资的定义，较为全面的当属蒋大兴《公司法的

展开与评判》一书中的界定：“所谓债权出资，又称以债作股，

是指投资人以其对公司或第三人的债权向公司出资，抵缴股

款。”债权出资作为一种新的出资方式正式为法律所认可则是

在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中，该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

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

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这一规定

体现了新形势下我国法律对股东出资方式更为开放的态度。

债权作为“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

自应属于股东的出资方式之一。

一、债权出资的法律基础

顺应债权物权化、资本化的发展趋势，近现代以来，各国

民法均承认债权原则上可以转让。但是在是否允许股东以债

权出资的问题上，由于政治环境、经济状况、法律背景的不同，

各国公司法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态度。以日本、德国为代

表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大多对债权出资于股份公司持

否定态度，明文禁止以债权出资。例如，日本2005年《公司法》

第281条规定，新股预约权人的缴纳或给付债务，不得与其对

股份公司的债权相抵。究其原因，盖因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和

地区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强调公司的资本信用，固守“资

本三原则”。认为股东以将来才能实现的债权出资，有违“资本

三原则”，且容易助长欺诈行为，还可能影响公司营业计划的

实现，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

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对债权出资持肯

定态度。英国公司法规定，免除公司流动性债务的责任，被视

为是以货币支付股份或者以货币配售股份。大陆法系中的意

大利、我国澳门地区也承认债权出资的合法性，其原因主要是

由于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公司资本制度上奉行授权资本制，公

司设立时发起人只需认购部分股份，公司即可成立，而不片面

强调公司的资本信用。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允许股东以

债权出资的出发点是方便公司获得融资上的支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放宽股东出资限制，允许

债权出资已成为现代公司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大陆法系国家

和地区也不再固守传统的公司立法理念，在资本信用逐渐向

资产信用转变的历史潮流中，更加重视公司资本的增值性与

公司机制的活力，对债权出资的态度也渐趋缓和，开始有条件

地接受股东的债权出资。特别是在企业破产重组时，大多大陆

法系国家和地区都允许股东以其对企业的债权转换股权。

我国新《公司法》顺应现代公司法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

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明确规定了“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

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这类出资方式，为我国股东的债权出资

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新《公司法》还规定，对作为出资的

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

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新修订的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也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

《公司法》第27条的规定，股东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

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其登记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进一步从程序上巩固了债

权出资方式的法律基础。

二、债权出资的法律风险

相比较公司法上明列的出资方式，债权因自身固有的随

意性、隐蔽性、变动性等特征而使其作为出资方式存在一定的

风险。显而易见，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财产具

有真实性、公示性、稳定性等特征，股东以此类财产出资，公司

无须借助他人的行为即可实现对该类财产的控制。而债权出

资则不然，公司须借助债务人的行为方可实现对债权出资财

产的控制，具有较大的法律风险，也引发了众多的质疑。

1援 债权创设内容的随意性引发债权出资真实性的质疑。

债权出资中最普遍的债权类型为意定之债，即由当事人自行

创设，其类型和内容由当事人自行合意决定的债。这类债权与

物权最大的不同是，物权法定原则要求物权的类型及其内容

由法律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行创设；而意定之债则是特定当

事人之间依意思自治原则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内容的法

定因素较少，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在特定情形下的意思表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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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各个债权的内容互不相同且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正是由于

意定之债是由作为债权人的股东与债务人之间的约定形成，

其债权是否真实，其债权的数额是否真实，其债务人是否真

实、债务人是否存在抗辩事由等，都存在疑问。若股东以虚假

债权或者瑕疵债权出资，则将使公司可能无法获得该债权项

下的财产，从而导致公司设立目的无法实现，或者影响公司正

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2援 债权存在状态的隐蔽性引发债权出资安全性的质疑。

众所周知，物权的公示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示原

则要求将物权的实际状态表彰于外，向社会交易界提供统一

的、稳定的、普遍信服的法律基础，即动产以占有、不动产以登

记为公示方式。在这种公示方式下，相对人能确信动产的占有

者、不动产的登记名义人为权利人，从而保障交易的确定与安

全。与物权相比，债权没有物权所具备的法定公示方式，既没

有货币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未经有关部门登记，仅存在于特

定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其实现仅依赖相对方债务人的配

合。债权的这种非公开性、隐蔽性极易在流通过程中掩盖其可

能存在的瑕疵，从而引发有关债权出资安全性的质疑。若股东

利用债权的非公开性、隐蔽性的特征，与他人恶意串通、虚构

债权进行出资，或以有瑕疵甚至难以实现的债权进行出资，都

将大大增加公司受让债权后的风险，影响债权交易的安全与

交易秩序的稳定。

3援 债权价值评估的变动性引发债权出资确定性的质疑。

债权是一种相对权、请求权，具有期限性，债权的实现有赖于

特定债务人对债务的清偿，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主张

权利而不得向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个人主张权利，债务人的商

业信用和支付能力对债权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

评估作为出资的债权价值时必须考虑债权的期限以及债权实

现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公司从股东手中受让债权后，原债务人

能否与公司之间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再加之作为债权标的物的财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身价值

也可能发生自然的增值或贬值，甚至时间、地点和其他外界因

素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债权价值的重大变化。正是这些公司无

法掌控的主客观因素的变化，导致作为债权出资的财产价值

在债权创设时与债权出资时以及债权实现时数额有可能不一

致，甚至有很大的出入，从而加大了债权价值评估的难度，增

加了债务人不履行、不能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风险，也进一步

凸显了债权出资的不确定性。

三、债权出资的法律监管

正是由于债权具有丰富的财产内容，债权的流通对于加

快社会财富的利用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如何因势利导发挥

债权出资的积极效用，有效防范和化解债权出资的潜在风险，

建立一套完备的债权出资监管制度应是最有效的手段。

1. 严格债权出资范围。债权出资属于非货币财产出资，非

货币财产出资也称为现物出资。对现物出资的构成要件，学者

间有“四要件”说与“五要件”说之分。

“四要件”说以日本的志村治美为代表，主张作为现物出

资的标的物应具备四项要件：淤确定性，即能够客观地明确什

么可以作为现物出资标的物进行出资；于现存的价值物，附条

件或附期限的现物出资不应认可；盂评价可能性，即对该标的

物的价值存在客观的评价方法；榆独立转让可能性。瑞士有学

者采用“五要件说”，即在“四要件”的基础上增加“具有公司目

的框架内的收益力”要件，更为全面地概括了现物出资实际应

具备的条件。

根据国际上关于现物出资的要件学说，结合我国公司法、

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适合作为我国股东出资的债权应符合以

下条件：首先，可用于出资的债权必须是合法的、效力确定的

债权；附生效条件的债权、效力待定的债权以及可撤销的债权

不得作为出资。其次，可用于出资的债权必须是权属清晰、可

实现的债权；存在抵消事由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得

作为出资。再次，可用于出资的债权必须是可用货币估价、具

有商业价值的债权。最后，可用于出资的债权必须是可转让的

债权，这是出资能够交付给公司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我国《合同法》第79条既在法律上确立了债权的可转让性

原则，同时也对不可转让的债权作了明确的限制。依照该条的

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但是有三种情形例外：一是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合同债

权：包括基于个人信任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如雇佣、委托、租赁

等合同所生债权；专为特定债权人利益而存在的债权，如具有

人身依附性质的赡养金、抚养金、侵害人身权赔偿金等；不作

为债权，如竞业禁止约定；属于从权利的债权，如保证债权不

得单独让与，但从权利可与主权利分离而单独存在的，可以转

让。二是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三是依照其他法

律的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概而言之，可用于出资的债权应当是依据法律规定、合同

约定可以转让的债权。

2. 严格债权出资的法律程序。在明确了可用于出资的债

权范围后，还应严格规范债权出资的法律程序，以控制债权出

资的法律风险。

（1）建立债权出资的评判制度。债权的隐蔽性特征，极易

导致股东以虚假债权或瑕疵债权出资。因此有必要建立债权

出资的评判制度。是否允许股东以债权出资以及债权出资占

全部公司资本的比例，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由

公司章程予以规定。公司章程还可以规定股东以债权出资时，

非债权出资股东具有评判权和同意权，以防范股东以虚假债

权或瑕疵债权进行出资带来的风险，维护其他股东、公司以及

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2）建立债权出资的登记制度。债权出资即债权让与或债

权转让的债权变动过程，由于法律上无并债权变动的公示要

求，且债权的期限性也使得公司无法在受让债权的同时占有

债权的标的物，因此极易发生债权多重让与的现象。针对债权

出资的不安全性，我国应设立债权出资登记制度。以法律强制

性规范要求公司若允许债权出资，须将债权的具体内容作为

公司必要登记事项予以登记，以公示的方式确立债权出资的

效力，加大对债权出资的社会监督力度，以便相对人对公司资

本状况作出正确的风险评估，降低公司其他股东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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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债权人的交易风险。

（3）建立债权出资的评估制度。债权价值的变动性，常常

造成对出资债权的过高估价和过低估价。因此有必要建立出

资债权的评估制度，以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估出资债权的价

值。我国新《公司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

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低估作价。法律、行

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司注册资本登记

管理规定》第6条规定：“《公司法》规定必须进行评估作价的出

资，应当由具有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作价后，由验资

机构进行验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9条规定“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

出资，未依法评估作价，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

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具有合法

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该财产评估作价。评估确定的价额显著低

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

面履行出资义务。”

尽管我国法律法规对债权出资的评估已有原则性的规

定，但由于债权出资的复杂性，法律法规还应对债权出资的评

估内容、评估程序、评估方法等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确保债

权出资的真实性。

（4）建立债权出资的担保制度。债权是一种相对权、请求

权，具有期待性，债务人的商业信用和支付能力对债权的实现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通过设置债权出资评判制度、债权出

资登记制度、债权出资评估制度可以降低债权出资的风险，但

是如果债务人恶意逃债，仍将导致公司无法收回债权，债权出

资股东的出资无法到位。因此最根本的防范措施就是建立债

权出资担保制度，要求债权出资人对其出资提供相应财产担

保；若公司届时不能收回债权，则可直接要求执行债权出资人

的担保财产以维护公司的利益。

总之，债权出资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是只要我们未

雨绸缪，在法律上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相信债权出资定

会成为又一吸引投资的新方式，拓展公司的融资渠道，极大地

促进公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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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归因，是指探索原因、寻求解释的过程。归因理论产

生于心理学中的动机心理学子领域，其最早由F.Heider提出，

后来经E.Davis、H.H.Kelly和韦纳Weiner的发展。现代会计专

业大学生自身的行为特点和学习特点除了受所处学校或院系

多样化的内部环境影响之外，亦受到竞争日益激烈的外部环

境的影响。每个学生具有较鲜明的个性特点、认知结构以及成

就动机水平，这样亦成就了他们独特的归因风格，并且不同的

自我归因特点会对其认知学习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会计专业学生自我归因的特点

会计专业学生自我归因是对其自身学习行为过程所进行

的因果解释和推论。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会计专业学生自我归

因是受会计专业的特点所影响的，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

1. 成就归因受性别和就读年龄的影响较为明显。目前，

会计专业的女生人数较男生偏多，女生所感受到的来自社会、

家庭等各方面压力亦大于男生，加之女性本身内心较为敏感，

因此会计专业女生把学业成败更倾向归因于自身的努力不够

或学习能力的不足的内因上；而男生则在相对比较宽松的环

境下学习，又由于其自身的生理心理特点，其多倾向于认为学

习失败是由于学习压力大、学习任务难度或运气等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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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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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会计专业大学生的自我归因特点的归纳入手，对会计教育中学生所呈现出的成就归因偏差、自我效能

感归因偏差和习得无助归因偏差等三种自我归因偏差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自我归因偏差对会计教育中认知学习能力的影

响。随后，运用自我归因理论从几个不同的视角来探讨会计教育中认知学习能力的培养，从而引导会计专业学生进行正确

的自我归因，纠正认知偏差，以帮助其适应竞争日益激烈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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