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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股份有限公司”到“无限公司”：
认识中国近现代政府组织形式的新视角＊

李 玉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关键词：政府组织形式；“股份有限”；“无限责任股东”；国民党；中国共产党

摘　要：借助公司原理去理解政府组织形式，有助于拓展思路，开阔视野。晚清以降的政治发展表明，中国

政府组织形式渐从“股份有限”转向“无限公司”。但 国 民 党 的“无 限 责 任 股 东”不 合 格，只 有 具 备 卓 越 素 质

的中国共产党方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西方“股份有限公司”式政府无法实现的巨大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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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

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党建、党史以及宣传领域的

专家学者已有大量成果问世，进行了相应的阐述

与解析，厥功甚伟。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

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

指导发展着的实践”，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

行理论探索与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笔者不避

浅陋之嫌，拟为 “跨界”之思，以公司机理进行

政治分 析，提 出 近 代 以 降 中 国 政 府 组 织 形 式 从

“股份有 限 公 司”向 “无 限 公 司”过 渡 的 拙 见，
尚祈识者教正为感。

　　一、“股权”与 “民权”

股权与民权各有所指，不应混淆。股权是一

个经济学名称，民权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本不搭

界，但既然均为一种权益，就不乏共同性与可比

性。其实，在总体权力制约机制中个体应享权益

的方面，股权与民权的可比之处还不在少数。
所谓股权，就是股东的权利。股东是个人投

资之后的当然身份，股权就是股东基于投资而在

公司之中应该获享的各种权益。所谓民权，则是

基于公民资格而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股权与民

权虽然生成机制与表现形式有别，但都有资格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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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享有 者 须 具 备 一 定 的 条 件，履 行 必 要 的 义

务。股权与民权还有一个共性，就是个体无差异

性。也就是说，单一的股权是均等的，亦即所谓

的股权平等；在法律面前，每个公民的应享权益

也是平等的。
但如果落实到权利享有者身上，股权与民权

有一个重大区别，即股东可以根据投资多寡，形

成所谓的 “大股东”与 “小 股 东”，而 公 民 则 在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稍差异，没有 “大公民”
与 “小公民”之分。

股权机制在现代股份有限公司之内得到较为

充分的展现。股东在股权平等原则之下，通过股

东会等程序实现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参与和监

督，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与监事会，分别负

责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决策与监察，与管理层共同

构成公司的组织架构，颇似现代民主制度的三权

分立机制。
股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股东对于投资权益

均一性与平等性的追求，这对近代国人关于独立

意识和民主权利的领悟，不无某种类推与比附作

用，股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溢出公司边界，产生

某些政治与文化效应。政、学各界，常有用公司

制度比拟现代民主制度的论说。例如梁启超早在

清季末年就直言：“大抵股份公司之为物，与立

宪政体之国家最相类，公司律则譬犹宪法也，职

员则譬 犹 政 府 官 吏 也，股 东 则 譬 犹 全 体 国 民

也。”［１］１１６著名报人 杨 荫 杭 在１９２２年４月９日 为

《申报》撰写的评论 中，直 接 将 政 府 与 公 司 进 行

类比： “政 府，一 大 公 司 也；公 司，一 小 政 府

也。”［２］５６６孙中山１９２３年 在 欢 迎 海 军 “永 翔”与

“楚豫”两舰的 演 说 中 也 指 出： “民 国 犹 之 公 司

然，凡属国民，皆为股东也。”［３］１１０即使普通民众

也认为 “股东会与国会同一性质”，“董事性质，
譬之参议院议员”［４］；“董事议事之权系股东所托

付，照法律解释近于代议士”［５］。
可见，在近代中国语境中，以 “股权”比附

“民权”、以 “股份有 限 公 司”比 附 “共 和 国 家”
的言论不在少数。有别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承担

有限责任，无限公司的投资者因对于公司债务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故对于公司经营决策拥有较大

权力。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一 样， “无 限 公 司”
无疑也可以比附另一种政府组织。经济方面，两

种公司机制各有优长，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 “公
司制”也是如此，但在近代中国语境中，“股份

有限公司”逐渐让位于 “无限公司”。

二、政 府 组 织 形 式 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向 “无限公司”的过渡

清末民初，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受到国人普遍

追捧，被视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不二法门。辛亥革

命之后，体现西方民主原则的议会制成为中国政

治变革的主要目标。但是，议会制除了漂亮的名

号之外，其实际运行则乏善可陈。尤其是议院混

乱，会多议少，效率低下，舞弊成风，民主共和

政治越来越成为军事强权争夺和掌控国家法统的

工具，内阁 成 为 各 实 力 派 角 逐 权 势 与 禄 位 的 舞

台。民主政治的失真与变形反过来又伤害了民主

政治本身的社会信用。杨荫杭如此评论：“选举，
美法也，自 买 票 之 法 行，而 选 举 为 恶 法 矣。代

议，美名也，自收买之法行，而 代 议 为 丑 名 矣。
所谓讨厌者如是。”［２］３１还有人干 脆 直 言： “共 和

之名常存，而 共 和 之 实 早 灭”［６］； “专 制，弊 政

也，共和成立，而政弊反 甚 于 专 制”［７］。甚 至 认

为北洋时期的 “共和政治”对中国的危害，胜过

清季百倍，“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

一般信念”［８］。不少人 “都以为共和是不祥之物，
还不如满 清 专 制 的 好”［９］１１２。正 因 为 民 主 共 和 政

体没有给中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未能赢

得民众认同，“人民没有取得政体改革后的利益，
也怪不得对于政体不生浓厚的感情”［１０］。

北洋政治史表明，中国对西方议会政治但学

其形似，未学其神似。以议会制为主的民主共和

政治在 中 国 因 变 形 走 样，又 不 断 失 去 人 心。于

是，中国 对 于 高 效 政 治 越 来 越 需 求，俾 集 中 资

源，团结力量，挽救国家危难。凡此二者均对中

国政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突出表现

就是中国 政 治 不 得 不 由 “民 主”向 “集 中”过

渡；中国政府组织形式也由 “股份有限公司”向

“无限责任公司制”转变。
与经济领 域 一 样，政 治 上 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制度可体现民主决策原则，如果运行得当，
可充分调动参与者的责任心与积极性，以收凝心

聚力、众擎易举之效。但如果运行失当，则无疑

会出现一国三公、纷争不休，导致国家重大决策

当断不断，贻误重要的发展机遇，增加国家建设

成本。
正是基于对 “股份有限公司”式的西方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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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制 度 的 厌 弃，２０年 代 孙 中 山 和 国 民 党 的

“建国”与 “训政”方 针 逐 渐 得 到 中 国 社 会 的 认

同，也使得国民党在短时期之内得以完成统一中

国的事业。国民党基于三民主义理论的执政机制

和执政目标，是对此前中国政治制度的颠覆。在

新创的政治架构中，国民党的政治权利与政治责

任均超越于一般竞争式政治运作机制下轮流执政

的普通政党，国民党也排斥了其他政党对于国家

管理事务的参与，从而在中国政治史上首次出现

了一个集 “大权利”与 “大责任”于一体的现代

意义的 执 政 党，进 而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开 启 了 一 种

“无限公司”式的政府组织模式。

三、国 民 党 的 “无 限 责 任 股 东”不

合格

中国 “政治 无 限 公 司”的 设 计 者 当 推 孙 中

山。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是民主共和这一 “政
治股份公司”的积极倡导者与维护者，并为此不

惜牺牲个人利益。但袁世凯等政治强人武断地改

变既定规则，破坏政体，甚至改变国体，造成国

家动荡。以 “倒袁”为目标的 “二次革命”失败

后，孙中山再树 “以党救国”的革命旗帜，建构

了以党魁制为特征的中华革命党。但护国战争结

束之后，孙中山又开始忙于政务，而非党务，致

力于 “护 法”，运 动 国 会 议 员，南 下 重 组 政 府，
以继法统。

护法运动时期，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人的政

治宣传，主要集中于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北

洋军阀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然而不断遭到军

阀势力 排 挤 打 击，孙 中 山 自 感 难 以 实 现 护 法 理

想，遂回到上海，从事理论著述，并亲自主持党

务，将中 华 革 命 党 改 组 为 中 国 国 民 党。并 于

１９２４年完成改组。
同此 前 孙 中 山 将 “党”置 于 “国”之 下 不

同，国民党改组之后，“以党建国”与 “以党治

国”思想成为立党之本，“救国救民”既是国民

党自我宣传的口号，也呼应了现实的诉求。国民

党自诩为 “国民 的 党”，宣 称 实 行 “直 接 民 权”，
致力于以 “民族”“民权”与 “民生”为内核的

三民主 义，担 当 国 家 “救 星”和 民 众 “政 治 保

姆”。国民党组建的 “无限公司”式政府，得到

民众的支持，“国民党革命之成功，非战器犀利，

战略神妙，所 恃 者 惟 民 意 之 赞 助。”［１１］国 民 党 执

政之后，规划国家蓝图，从事相关建设，无论在

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还是军事、外交等方

面均有所为，在多个领域的成效远超北洋政府。

遗憾的是，国民党致力于 “清共” “剿共”，

打击进步政治力量，党际包容性非常有限，越来

越不像 “国民的党”，使 其 整 合 国 家 力 量 的 能 力

受到极大贬损；国民党在建设国家与改善民生方

面的敷衍低效与因循塞责、在维护国家与民族权

益方面的犹柔寡断和软弱妥协，则使其领导国家

谋求发展与应对危机的能力受到严重质疑。而国

民党通体腐败的愈演愈烈，则对其 “无限责任股

东”资格产生极大的瓦解。就连国民党最高领导

者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 “旧党员皆腐败无能，新

党员多恶劣浮嚣”①； “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②，

以至于 国 内 政 治 “腐 败 纷 乱，至 不 可 言 状”③。

在这 种 情 况 之 下，国 民 党 领 导 下 的 大 “公 司”，

焉能治理得好？早在１９３５年，蒋介石就意识到，

如果国民党不洁身自好，提升素质，端 正 态 度，

改进办法，加强 治 国 能 力， “则 本 党 不 仅 亡 国，

必招灭种之罪也”④。正如学者翁有为研究表明，

国民党 之 所 以 不 能 根 治 腐 败，进 而 导 致 执 政 失

败，“是由于他们缺乏甘愿为国家、民族和人民

奋斗的 ‘公心’，缺乏 为 建 立 公 平 合 理 社 会 制 度

而奋斗的理想和信 仰”，因 而 不 可 能 “立 天 下 之

大信，示天下之大公”［１２］。

但是，国民党的执政失败，并不能证明 “无
限公司”式的 “党治”模式不适于中国。对此，

著名政治学家林尚立也曾论及，他在所著 《中国

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一书中写道：“应该指出的

是，国民政府的失败并非缘于 ‘党治国家’，而

是缘于政党本身的失败。”他在对中国近现代政

治走向及其成败利钝进行了深刻检讨之后指出，

无论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还是历史逻辑来

看，“政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都是十

分重大的。……孙中山先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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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２年７月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２年７月７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３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他后来放弃英美政党模式，选择苏俄经验，试图

建立苏俄式的集中统一的政党。但是，孙中山先

生的设想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国民党不但不能

将整个社会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自身都

无法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政

党的失 败 也 就 成 了 历 史 必 然”［１３］２５。换 言 之，以

先进政党为首的 “无限公司”式政府，在中国近

现代以 “赶超”西方 为 主 要 任 务 的 历 史 语 境 中，
一直有着较强的认同度。这既是中国进行民族革

命的需要，也是中国进行伟大建设的需要。

四、中 国 共 产 党 担 当 “无 限 责 任 股

东”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并超越国民党，胜

任中国政府的 “无限责任股东”身份，取得巨大

的执政效应，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具有理论优势。作为中国

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等人在深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

充分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创立的科

学体系，体 现 了 人 类 的 长 远 关 怀 和 远 大 政 治 目

标。其根本任务在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以追求

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和谐为旨归。这是任何西方

以本党集团现实利益为考量，将选举作为政治敲

门砖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党所完全不具备的雄心与

气度。
第二，中国共产党具有政治优势。中国共产

党是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在内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

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形成并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

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尤其注重政治建设，同时

厉行 实 践 探 索，理 论 与 实 践 相 互 促 进，不 断

发展。
第三，中国共产党具有制度优势。邓小平同

志曾经说道： “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
这种制 度 更 利 于 团 结 人 民，比 西 方 的 民 主 好 得

多。”［１４］２５７习近平同 志 早 在２０１２年 就 指 出： “民

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

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

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

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

党最大的制 度 优 势。”［１５］中 国 共 产 党 实 行 的 民 主

集中制，可以确保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

的一致，使党始终保持团结统一和蓬勃活力，从

而提高执政效能，减少政策成本。

第四，中国共产党具有机制优势。中国共产

党历来注重组织建设，从严治党，建立了一套行

之有效的自控机制、自省机制和自我革新机制；

同时，以各民主党派为主体的党外监督与协商机

制，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保持优良品质。中国共

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善于自我完

善，永葆活力，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充分发挥人

民民主和多党合作制度，使民主政治与集中政治

的各自优势得以有效结合。

第五，中国共产党具有行动优势。中国共产

党纪律严明，信仰坚定，党内整合与党外沟通能

力突出，具有极高的团结战斗力。在长期的革命

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注重实效的工

作作风，大力提倡实心为公、实心为民、实心为

国的价值导向和奉献意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表

现出其他政党少有的务实作风。中国共产党的行

动优势减少了治国理政的决策成本，提高了政治

和社会建设的工作效率。

第六，中国共产党具有人民优势。正如英国

著名政治学家洛克 在 其 名 著 《政 府 论》中 所 言，
“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当为执政的根本原

则，“谁真诚地加以遵守，谁就不会犯严重的错

误”［１６］９７。中国共 产 党 以 关 怀 和 维 护 国 家 权 益 与

民众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长期的执政

过程中，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与人民群众形成

天然的密切联系，千千万万的中共党员为了国家

的利益 和 人 民 的 幸 福 而 无 私 奉 献，乃 至 英 勇 牺

牲，深受民众感戴。一切为了人民和为了人民的

一切，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众支持的根本原因。

第七，中国共产党具有信仰优势。与作为利

益共同体的西方政党有别，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基

于神圣信仰的价值共同体。西方政党 “几乎没什

么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１７］４７７，而中国共产党则

非 常 注 重 “意 识 形 态 的 信 仰 和 对 党 的 忠

诚”［１８］１５９，以 使 党 内 “思 想 上 统 一、政 治 上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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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行动 上 一 致”①，从 而 决 定 了 该 党 具 有 其 他

政党无法企及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虽然曾经走过弯路，但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吸 取 教 训，
转变施政方向，以经济建设为导向，带领全国人

民改革开放，使国家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综合

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一举改变了自近

代以来家国皆贫的窘境，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执政成就。
虽然成就可以赢得喝彩，但未来仍然任重道

远，这是 由 “无 限 责 任 股 东”的 角 色 性 质 决 定

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要进一步当好国家的

“无限责任股东”，尚须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不

断提升党的理论素养、政治素养与制度素养，发

挥党的优良传统，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治

国理政的各项要求，不断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新的

历史。

五、“无 限 公 司”式 政 府 与 中 国 政 治

话语权建构

西方 “股份有限公司”式政治话语体系，是

其特定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产物。“选举政府”
或 “选 举 斗 争” 是 “西 方 民 主 政 治 的 核

心”［１９］４９５，其最后 结 局 必 然 演 化 成 “金 钱 政 治”
和 “权贵政治”；个人 或 党 派 利 益 凌 驾 于 国 家 利

益之上，使得政治与行政效率不可避免地受到越

来越多的制约，国家和社会资源被严重浪费，这

对以发展为导向和以创造人民福祉为目标的国家

而言，并非最优选择。近代中国不是没有引进和

试用过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但事实证明其水土

不服，并未给中国带来福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以民主集中

制为核心的党政协同体制和议行合一机制，才被

实践证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政治制度。
在商界，虽然股份有限公司数量占优，但无

限公司也有其优势，有的人喜欢采用前者，有的

人更乐于采用后者；有的行业适合于采用前者，
有的行业则采用后者效果更好。政治制度也是一

样，“股份有限公司”式与 “无限公司”式两种

政府组织形式，各有其适应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与股份有限公司注重流程不同，无限公司强

调结果；与股份有限 公 司 强 调 股 东 “共 同 治 理”
有别，无限公司注重 “精英治理”；与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共同负责不同，无限公司执行业务股东

拥有较大权利，并承担无限责任。代表公司执行

业务的无限责任股东实际是基于普遍信任、肩负

重大使命、具有卓越能力的受托人。换言之，无

限公司实际上是在充分信任机制下形成的较为纯

粹的委托代理机制，有利于提高运行效率。凡此

特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

治国理政模式，实有某种契合。
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民主为基础

的 “无限公司”式政府，并不意味着权利无限，
不受制约，而在一定程度上突出的是责任无限，
这 既 与 儒 家 学 说 历 来 “强 调 责 任 胜 于 强 调 权

利”［２０］３６４的中国政治文化涵育有关，也是由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品质与历史使命决定的。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历程已经证

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无限公司”式政府是

中国政 治 路 径 的 自 然 选 择。中 国 共 产 党 信 仰 坚

定，理论先进，品质优秀，信誉卓著，是中国最

好的 “无限责任股东”；中 国 近 百 年 来 的 屈 辱 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得以洗刷。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举世瞩目。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国防

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莫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自近代以 来 “长 期 奋 斗 （的）历 史 逻 辑、
理论逻 辑、实 践 逻 辑 的 必 然 结 果”②。在 党 的 领

导下，中国人民已经创造了无数奇迹，终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相比较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巨大执政成就而

言，中国共 产 党 对 于 世 界 的 理 论 贡 献 的 巨 大 价

值，尚需不断解读。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

参照西方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进行立论，并与

西方对话，但这种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话路

径不仅不利于展示中国的理论贡献，而且注定难

以占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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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 〈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的 决 议〉》（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７日电。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① 中

国共产党执政历程，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政治思

想与智慧，中国共产党已用伟大的执政成就，诠

释了自己的理论创新。历史已经证明，具有中国

特色的 “无限公司”政治话语体系完全可以抗衡

西方 “股份有限公司”的政治表述与理论体系。
中国古语中的 “政治”是以 “政”去 “治”

之意，所以政治评价的标准既要看程序，更要看

实效。在这方面，“股份有限公司”政府与 “无

限公司”政府各有特点，各有适用对象。以中国

共产党为 “无限责任股东”的 “无限公司”式政

府，已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取得巨大成绩，中国共

产党也将用更新、更大政治建设与社会发展成效

去印证和诠释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以丰富

人类政治思想宝库。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哲学

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

自信的体现”；“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

特色，归根到 底 要 看 有 没 有 主 体 性、原 创 性。”
而哲学社会科学要想表现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
就要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特别

是，“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以期 “加强对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

总结，加 强 对 发 展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民 主 政

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

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他强调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

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

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

念，打造易 于 为 国 际 社 会 所 理 解 和 接 受 的 新 概

念、新范畴、新表述。”②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明了理论创新的途

径与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运用具有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去表达体现中国

特色、中国道路与中国气派的理论创新。这给我

们探索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无限公司”式政府 理 论，提 供 了 巨 大 的 动 力 与

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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