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條例草案》委員會  

《公司條例草案》第 4 部及第 5 部  

 

目的  

 本文件說明《公司條例草案》第 4 部 (股本 )及第 5 部 (關於股

本的事宜 )內的主要建議及政策事宜。文件亦概述與主要建議相關的

海外經驗，以及較早前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公眾意見及我們的回應。 

 

詳情  

2. 各部的詳細資料載於附件： - 

附件 A - 第 4 部 (股本 ) 

附件 B - 第 5 部 (關於股本的事宜 ) 

 

徵詢意見  

3. 請議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並提供意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公司註冊處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CB(1)2066/10-11(01)



附件 A 

 

《 公 司 條 例 草 案 》 委 員 會  

第 4 部  —  股 本  

 

引言  

 《公司條例草案》第 4 部 (股本 )載有與 “股本 ”核心概念以及

股本形成、轉讓和更改有關的條文。  

 

政 策 目 標 及 主 要 建 議  

2 .  第 4 部載有旨在使法例現代化 (下文分段 ( a )及 ( b ) )、加強企

業管治 (分段 ( c )及 ( d ) )、 確 保 規 管 更 為 妥 善 (分 段 ( e ) )， 以 及 方 便 營 商

(分段 ( f )及 ( g ) )的措施，如下：－  

( a )   強制所有有股本的公司採用無面值股份制度 (下文第 4 至 12

段 )；  

( b )  取消公司發行持有人股份權證的權力 (第 13 至 17 段 )；  

( c )  把配發股份須經股東同意的規定擴及授予認購股份或將證券

轉換為股份的權利 (第 18 至 21 段 )；  

( d )  規定公司須在接獲要求後提供拒絕登記股份轉讓的理由 (第

22 至 25 段 )；  

( e )  規定公司須在其股本結構有變動時，將載附股本說明的申報

書或通知交付公司註冊處 (第 26 至 30 段 )；  

( f )  釐清和簡化有關類別權利的規定 (第 31 至 36 段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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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簡化有關補發已遺失的上市公司股份證明書的公布規定 (第

37 至 40 段 )。  

3 .  上述有關第 4 部的主要建議，詳載於下文第 4 至 40 段。  

 
強制所有有股本的公司採用無面值股份制度 (第 130 條及附表 10 第 4

部第 2 分部 )  

現況  

4 .  票面值 (亦稱  “面值 ” )是股份一般可以發行的 低價格。現

時，凡在香港成立為法團而有股本的公司，均須為其股份設定面值。  

建議  

5 .  股份面值未能達到保障債權人和股東的原定目的，甚至有誤

導之嫌，因為股份面值並不一定顯示股份的真正價值。我們立法引入

強制無面值制度。相關的概念例如面值、股份溢價，以及法定資本規

定的要求，將予以廢除。我們引入推定條文，以確保藉提述面值及相

關 概 念 訂 定 的 合 約 權 利 ， 不 會 因 廢 除 面 值 而 受 到 影 響 (見 下 文 第 9

段 )。推定條文可為公司節省大量工作、開支及時間，也減低出現爭

議的可能性。此舉亦不妨礙在條例草案生效前，個別公司仍可檢視公

司的文件，並因應本身的情況作出更多特定的修訂。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6 .  第 130 條廢除面值的概念。由該條文的生效之日起，公司的

股份將無面值。條文適用於所有股份，包括在該日期前發行的股份。

預計生效日期為《公司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例 少 18 個月後，讓

公司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檢視和修訂他們的組織章程細則及其他文

件 (請亦參閱下文第 9 段的推定條文 )。  

7 .  第 165 條在《公司條例》第 53 條的基礎上作出改動而訂

立。該條文賦權公司在無面值股份制度下，以多種方式更改其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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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公司可在沒有發行新股的情況下，將利潤資本化，以及在沒有增

加股本的情況下，配發和發行紅股。  

8 .  在廢除面值後，不會再有 “股份溢價 ”。根據這個概念制訂的

條文將予以修改。附表 10 第 38 條 (過渡性及保留條文 )為法定推定條

文，訂明公司的現有股本款額與緊接改行無面值制度前公司股份溢價

帳 (以及資本贖回儲備 )的款額合併。附表 10 第 39 條大致保留現時股

份溢價的准許用途，適用於在改行無面值制度前公司股份溢價帳的貸

方結餘。至於改制後的做法，第 144 條訂明，公司可將其股本用於沖

銷其開辦費用、支付的佣金，或發行股份的任何其他開支。第 189 至

194 條修改《公司條例》第 48C 至 48E 條所訂的合併寬免及集團重組

寬免條文，使公司在無面值股份制度下可享有該兩類寬免。  

9 .  附表 10 第 36 至 42 條載有關於由有面值股份改為無面值股

份制度的過渡性條文。該等條文 (特別是第 41 條的法定推定條文 )旨在

提供法律保障，以確保藉提述面值或相關概念訂定的合約權利，不會

因改行無面值制度而受到影響。  

海外經驗  

10 .  在其他可資比較的普通法適用地區，無面值股份制度的認受

性日高。他們普遍認同，廢取股份面值的概念，將會令各方面更清晰

和簡單，一般而言對商界是有利的。  

11 .  已採用無面值股份的普通法適用地區包括澳洲、新西蘭，以

及新加坡  1。這些國家在採用強制性無面值股份制度方面，沒有任何

明顯的困難。我們屬意採用強制性制度，因為對有關各方來說會較易

執行。  

 

                                                 

1   舉例來說，新加坡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日《 2005 年公司 (修訂 )法》生效之日起，

即時實施適用於所有公司的無面值股份制度。有意見認為，如歐洲法例所訂的限制

取消，英國大有可能會改行無面值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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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2 .  我們在二零零八年的專題公眾諮詢 2，以及條例草案擬稿的

第二期諮詢 3中曾就有關事宜徵詢了公眾的意見。在兩次的諮詢中，

大多數回應者支持採用強制性無面值股份制度的建議，部份人士則認

為應容許公司選擇有面值還是無面值。然而，如採用非強制性無面值

股 份 制 度 ， 就 須 同 時 執 行 兩 套 法 律 制 度 ， 令 成 本 增 加 ， 及 增 加 複 雜

性。參考海外經驗及因應諮詢期間收到的大多數支持意見，我們建議

推行強制性的無面值制度。  

 
取消公司發行持有人股份權證的權力（第 134 條及附表 10 第 14 條）  

現況  

13 .  根據《公司條例》第 73 條，非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可發行 “持

有人股份權證 ” (即述明權證持有人擁有其內所指明的股份的權證 ,  也

稱爲無記名股票 ) 4。該等股份的法定所有權可以單單藉股份權證的實

物交付而轉讓。  

 

 

 

                                                 

2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有關股本、資本保存制度及法定合併程序的諮詢總結》 (二零零

九 年 二 月 ) 第 5 至 10 段 ( 載 於 http : / /www.fs tb.gov.hk/fsb/co_rewri te /chi /pub-

press/doc/cmrsap_conclusion_c.pdf)。  

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公司條例草案 >擬稿第二期諮詢總結》 (二零一零年十月 )  (載於

http : / /www.fs tb.gov.hk/fsb/co_rewri te/chi /pub-press/doc/ccsp_conclusion_c.pdf)。  

4  “持有人股份權證 ”有別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認股權證 ”。 “持有人股份權證 ”是證

明股份所有權的另一種所有權文件，而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認股權證 ”，只是給予

投資者買賣相關股份的權利的工具。此外， “持有人股份權證 ”使其內指明的股份可

藉該股份權證的交付而轉讓。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認股權證 ”可以買賣，但該等認

股權證的轉讓只給予受讓人買賣相關股份的權利，而受讓人在行使權利之前，不能

成為有關公司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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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4 .  股份權證現時已極少發行，從打擊洗錢的角度來看，亦不宜

發行，因為這種權證在擁有權的記錄和轉讓方式方面均欠缺透明度。

在條例草案，我們建議取消公司發行持有人股份權證的權力。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15 .  第 134 條廢除公司發行 “持有人股份權證 ”的權力，但訂明在

該條文生效前發行的股份權證將不受新規定限制，在持有人交出現有

股份權證時，其姓名會記入公司的成員登記冊。該條文重述《公司條

例》第 97 條的部分條文，就交出股份權證作出規定。附表 10 第 14

條訂明，成員登記冊有關現有股份權證的紀錄將予以保留，直至持有

人交出股份權證。  

海外經驗  

16 .  建議參照新加坡的做法 5。英國容許公司發行持有人股份權

證 6。澳洲則禁止發行 7。  

公眾諮詢  

17 .  我們在條例草案擬稿第二期諮詢中就有關事宜徵詢公眾的意

見。大部分回應有關事宜的人士同意建議。亦有回應者建議政府應考

慮跟隨如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做法，實施須登記和在認可託管商存放不

記名證明書的規定，作為折衷的替代方法。我們認為，從打擊洗錢的

角 度 來 看 ， 完 全 廢 除 發 行 “持 有 人 股 份 權 證 ”的 權 力 ， 是 較 可 取 的 做

法。  

 

                                                 

5  見新加坡《公司法》第 66 條。  

6  見英國《 2006 公司法》第 779 條。  

7  見澳洲《法團法》第 254 F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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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配發股份須經股東同意的規定擴及授予認購股份或將證券轉換為股

份的權利 (第 135 及 136 條 )  

現況  

18 .  股份一般由董事配發。根據《公司條例》第 57B 條，董事

事前須經公司在大會上批准，才有權這樣做。須經股東批准的規定屬

強制性，即使公司的章程細則有相反的條文亦然。這項規定只有兩個

例外情況，即 ( a )供股；以及 ( b )配發股份予創辦成員 (《公司條例》第

57B(1 )及 ( 7 )條 )。然而，第 57B 條只規定配發股份須經股東批准，但

對 於 批 出 認 購 股 份 的 選 擇 權 或 將 證 券 轉 換 為 股 份 的 權 利 ， 則 無 此 規

定。只有在其後行使選擇權或換股權而配發股份的情況下，才須經股

東批准。  

建議及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19 .  為了加強保障少數股東，以免他們的股權被攤薄，第 135 及

136 條把配發股份須經股東批准的規定擴及授予認購股份或將證券轉

換為股份的權利。若授予選擇權已獲股東批准，則依據該項選擇權配

發股份，無須再取得批准。  

海外經驗  

20 .  建議與英國的做法類同 8。新加坡《公司法》亦要求須經股

東 的 事 先 批 准 ， 但 只 限 於 發 行 股 份 ， 及 並 無 提 供 例 外 情 況 9。 澳 洲

《法團法》並無明文規定必須取得股東批准，而是視乎公司章程的規

定，故股東是否在決定過程中扮演任何角色，情況不一。  

公眾諮詢  

21 .  我們在條例草案擬稿第二期諮詢中就有關事宜徵詢了公眾意

見。部分人士認為不應要求私人公司的董事配發股份或授予權利亦須

                                                 

8 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549 條。  

9 新加坡《公司法》第 16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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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股東的批准。為了保護股東的利益，我們認為有關的要求，應繼

續適用於私人公司。  

 
規定公司須在接獲要求後提供拒絕登記股份轉讓的理由 (第 146(3 )及 ( 4 )

條 )  

現況  

22 .  《公司條例》第 69( 1 )條規定，公司如拒絕登記股份或債權

證的轉讓，須在有關的轉讓文書提交公司後的兩個月內，將拒絕登記

通知書送交出讓人及受讓人。  

建議及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  

23 .  現 時 並 無 規 定 該 通 知 書 須 附 列 拒 絕 登 記 轉 讓 的 理 由 。 第

1 4 6 ( 3 )及 ( 4 )條建議規定公司須在接獲要求後提供拒絕登記股份轉讓的

理由。公司須在接獲要求後的 28 日內提供理由。條文的目的是提高

透明度，以及確保董事履行職責。  

海外經驗  

24 .  建議與英國的做法類同，但英國規定凡拒絕登記都必須提出

理由 10。澳洲並無相關的要求。  

公眾諮詢  

25 .  我們在條例草案擬稿第二期諮詢中就有關事宜徵詢了公眾的

意見。少數回應者不贊同有關建議。他們認為，根據普通法，董事可

以無須就接納或拒絕登記轉讓提供理由，而現時已有足夠理由 (例如

違反受信責任等 )，以懲處不當拒絕登記轉讓的董事。鑑於大多數回

應者都支持建議，我們維持建議。這個做法與《公司條例》第 69( 1A)

條有關藉法律的施行而獲傳轉的股份的處理方法類同。  

                                                 

10 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77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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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公司須在其股本結構有變動時，將載附股本說明的申報書或通知

交付公司註冊處 (第 196 條 )  

現況  

26 .  股本說明基本上是某公司在某一時刻的總認購資本的 “定格

速寫 ”。現時在《公司條例》下，若要確定某公司的股本結構情況，

需要在公眾登記冊上搜尋若干文件，例如周年申報表、在提交周年申

報表後的配發申報書，以及其他已提交的相關文件  (例如有關獲批的

減少股本等 )等。因此，除非徹底地在公眾登記冊作搜尋，否則難以

確定某公司在某時刻的股本結構。  

建議及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27 .  在現行條文下，公眾登記冊上的公司股本結構資料未必能反

映 新情況。條例草案規定公司須在其股本有變動時，例如在公司配

發股份 (第 137 條 )或獲准更改股本 (第 166 條 )的情況下，將載附股本

說明的申報書或通知交付公司註冊處。股本說明會顯示公司在更改其

股本時的股本資料。  

建議及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28 .  第 196 條列出須載於股本說明的資料。這項新規定加強須把

公司股本變動通知公司註冊處的現行規定，確保公眾登記冊載有公司

股本結構的 新資料。  

海外經驗  

29 .  英國《 2 0 0 6 年公司法》亦有訂立類似的規定，要求公司須

在其資本結構有變動時提交 “股本說明 ” 11。澳洲亦有類似的規定 12。新

加坡則無規定。  

                                                 

11  見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644(2)及 649(2)條。  

12  見澳洲《法團法》第 178C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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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30 .  我們在條例草案擬稿第二期諮詢中就有關事宜徵詢了公眾意

見。我們並無收到反對的意見。  

 
釐清和簡化有關類別權利的規定 (第 171 至 188 條 )  

現況  

31 .  現時《公司條例》第 63A 及 64 條列出了更改類別權利的規

定。《公司條例》並沒有闡明類別權利的概念，故此有含糊不清的地

方。第 63A 條關於更改類別權利的程序亦見複雜，須視乎類別權利載

於何處，及章程細則是否載有更改類別權利的程序。根據第 63A 條，

更 改 類 別 權 利 需 遵 從 章 程 細 則 的 規 定 。 若 章 程 細 則 並 無 包 含 任 何 規

定，視乎章程大綱有否列出有關權利，第 63A 條列出不同的批准方式

(例如由持有 75%股份的成員或所有成員的批准 )。《公司條例》並無

就無股本公司的情況作出規定。  

建議及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  

32 .  關於有股本的公司，第 171 至 179 條有關類別權利的條文是

提述 “某股份類別的股份所附帶的權利 ”，這澄清了類別權利的概念只

限於附於股份的權利。此外，第 172 條 13闡明，提述這類權利，即提

述 股 份 的 持 有 人 作 為 公 司 成 員 的 權 利 。 為 進 一 步 闡 釋 股 份 類 別 的 涵

義 ， 第 173 條 14訂 明 ， 如 某 些 股 份 所 附 帶 的 權 利 在 所 有 方 面 均 屬 劃

一，該等股份即屬同一類別；有關股份所附帶的權利並不會僅因為以

下情況而被視為不同：如被配發的股份在緊接配發後的首 12 個月內

並不帶有相同的收取股息的權利。  

                                                 

13  新條文，參考了澳洲《法團法》第 246B(1)(a)及 (2)(a)條。  

14  新條文，參考了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6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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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第 175 條 15載列有股本的公司更改某成員類別權利的程序規

定，即類別權利可按照章程細則更改，或藉取得持有 75%表決權的類

別成員同意或類別成員通過特別決議更改。條文簡化上文第 31 段所

述 《 公 司 條 例 》 訂 明 的 程 序 。 第 176 條 16規 定 ， 如 某 類 別 權 利 被 更

改，公司須通知該類別的每名成員。第 177 條 17訂明，所持有的表決

權佔有關類別的總表決權 少 10%的成員，可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

要求否決更改。第 179 條 18規定，公司須在某項更改生效後的一個月

內，按指明格式（載附股本說明）把該項更改通知公司註冊處。  

34 .  第 180 至 187 條與第 171 至 179 條的相應條文一致，訂明無

股本的公司更改類別權利的條文。現時《公司條例》沒有就無股本的

公司訂定這類規定，有關條文正好補其不足。  

海外經驗  

35 .  我們的建議部分是源自現行條文，部分是新條文。新條文主

要參考了英國《 2006 年公司法》和澳洲《法團法》。詳情請參閱註

腳 13 至 18。  

公眾諮詢  

36 .  我們在條例草案擬稿第二期諮詢中徵詢了公眾的意見。我們

並無收到反對的意見。  

 

                                                 

15 新條文，參考了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630(2)至 (5)條及 632 條，以及澳洲《法團

法》第 246D(3)條 (關於條例草案第 175(4)條 )。  

16 新條文，參考了澳洲《法團法》第 246B(3)條。  

17 新條文，參考了澳洲《法團法》第 246(D)(1)、 (2)、 (4)及 (5)條。  

18 在現行條文上，參考了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637 條，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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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有關補發已遺失的上市公司股份證明書的公布規定 (第 157 至 164

條 )  

現況  

37 .  《公司條例》第 7 1 A 條訂明，若有人向公司申請補發已遺

失的股份證明書，該公司須要在補發新的證明書前刊登公告。若股份

的價值並未超過 2 萬元的限額，須在中、英文報章刊登公告各一次；

若股份的價值超過 2 萬元，則須連續三個月每個月在憲報刊登一次公

告。  

建議及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38 .  由於刊登公告涉及的費用，有人士建議應提高 2 萬元的限

額，以及簡化有關的公布規定。第 157 至 164 條根據《公司條例》第

71A 條訂立。該條文因應資訊科技的發展 (例如經網站作出公布 )，簡

化公司須遵從的公布規定。根據第 159 條，就股份的價值低於 20 萬

元 (而非《公司條例》所述的 2 萬元 )的個案而言，公告須在有關上市

公司的網站刊登一個月 (而非《公司條例》所訂在報章刊登 )。就股份

的價值在 20 萬元或以上的個案而言，公告須在有關上市公司的網站

刊登三個月，並在該公司首次在其網站公布公告後的一個月內，在憲

報刊登一次 (而非《公司條例》所訂公告須連續三個月每月在憲報刊

登一次 )。  

海外經驗  

39 .  因應本地的獨特情況及公眾的意見 (見下文第 40 段 )，我們

建議以上的改動。  

公眾諮詢  

40 .  我們在條例草案擬稿第二期諮詢中就有關事宜徴詢了公眾的

意見。部分人士認為應取消所有在憲報及報章刊登公告的規定，而只

要 求 在 香 港 聯 合 交 易 所 的 網 站 刊 登 公 告 。 為 確 保 股 東 獲 得 足 夠 的 保

障，我們認為若已遺失的股份證明書的價值超過規定的限額，應保留

在憲報刊登公告的規定，但刊登的次數，由三次減至一次，以減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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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上的負擔。另有部分人士認為在條例草案擬稿第二期諮詢中建議的

新限額 ( 5 萬元 )過低，應提高至 20 萬元。我們同意，並修訂了條例草

案擬稿的相關條文。  

 

公 眾 意 見  

41 .  我們在二零零八年六月至九月期間，就《公司條例》下有關

股本條文進行的主要改革建議徵諮了公眾的意見 19。我們曾分別在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及二零一零年五月至八月期間，分

兩期就條例草案擬稿諮詢公眾。第 4 部屬第二期諮詢 20。上文已討論

公眾對主要建議的意見。至於公眾對第 4 部條文的其他意見及我們的

回應，載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表的條例草案擬稿第二期諮詢

總結附錄 I I I。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公 司 註 冊 處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19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有關股本、資本保存制度及法定合併程序的諮詢總結》 (二零零

九 年 二 月 )  ( 載 於 http : / /www.fs tb.gov.hk/fsb/co_rewri te/chi /pub-press/doc/cmrsap 

_conclusion_c.pdf)。  

2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公司條例草案 >擬稿第二期諮詢總結》 (二零一零年十月 )  (載於

http : / /www.fs tb.gov.hk/fsb/co_rewri te/chi /pub-press/doc/ccsp_conclusion_c.pdf)。  



 

附件 B 

《 公 司 條 例 草 案 》 委 員 會  

第 5 部  — 關 於 股 本 的 事 宜  

 

引言  

 《公司條例草案》第 5 部 (關於股本的事宜 )載有有關 “資本保

存 ” (減 少 股 本 和 購 買 本 身 股 份 (回 購 ) )的 條 文 及 相 關 規 則 (公 司 為 購 入

其股份或其控權公司的股份而提供資助 )。  

 
政 策 目 標 及 主 要 建 議  

2 .  第 5 部 載 有 旨 在 方 便 營 商 的 措 施 ， 如 下 ： －  

( a )  採 用 以 現 金 流 量 為 依 據 的 統 一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 處 理 這 部 分 下

不同類別事宜 (下文第 4 至 11 段 )；  

( b )  就 減 少 股 本 引 入 以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作 為 依 據 的 不 經 法 院 程 序 ，

作為另一選擇 (第 12 至 16 段 )；  

( c )  准 許 所 有 公 司 從 資 本 中 撥 款 購 買 本 身 的 股 份 ， 但 必 須 通 過 償

付能力測試 (第 17 至 22 段 )；  

( d )  准 許 所 有 類 型 的 公 司 (無 論 是 上 市 或 非 上 市 )提 供 資 助 ， 但 必

須通過償付能力測試和遵行某些指明程序 (第 23 至 29 段 )；

以及  

( e )  放寬就僱員參股計劃提供資助的規則 (第 30 至 33 段 )。  

3 .  上述第 5 部的主要建議，詳載於下文第 4 至 3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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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用 以 現 金 流 量 為 依 據 的 統 一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 處 理 這 部 分 下 不 同 類 別

事宜 (第 199 至 203 條 )  

現況  

4 .  《公司條例》第 I I 部規定，以下情況須通過償付能力測試：

－  

( a )  私 人 公 司 從 資 本 中 撥 款 回 購 本 身 的 股 份 (償 付 能 力 測 試 的 規 定

載於第 49K(3 )、 (4 )和 ( 5 )條 )；以及  

( b )  非 上 市 公 司 為 購 入 其 股 份 或 其 控 權 公司 的 股 份 而 提 供 資 助 (償

付能力測試的規定載於第 4 7 F ( 1 ) ( d )和 ( 2 )條 )。  

5 .  上 述 兩 項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都 只 以 現 金 流 量 為 依 據 ， 但 有 輕 微 分

別，如下︰－  

( a )  就 回 購 股 份 而 言 ， 根 據 第 49K( 5 )條 ，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須 附 有 核

數師報告；以及  

( b )  就資助而言，第 4 7 F ( 1 ) ( d ) ( i )條有一項關於償付能力陳述的額

外 規 定 。 該 條 就 公 司 擬 在 建 議 資 助 的 日 期 起 計 12 個 月 内 開

始清盤的情况作出規定。  

建議  

6 .  現 時 ， 就 回 購 股 份 及 提 供 資 助 的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存 在 差 異 。 我

們 認 為 ， 為 使 法 律 一 致 ， 理 想 的 做 法 是 採 用 統 一 的 償 付 能 力 測 試 ， 並

將 該 測 試 擴 及 至 適 用 於 減 少 股 本 (不 經 法 院 程 序 )的 情 況 。 在 《 公 司 條

例 草 案 》 中 ， 我 們 建 議 採 用 第 4 7 ( F ) ( 1 ) ( d )條 所 述 提 供 資 助 的 方 法 (見

上 文 第 5( b )段 )， 因 為 這 可 清 晰 明 確 地 說 明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如 何 應 用 於

不同的情況。  

7 .  我 們 認 為 ， 沒 有 需 要 規 定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須 附 有 核 數 師 報 告 。

核 數 師 並 未 較 董 事 更 適 合 去 確 定 公 司 的 償 付 能 力 ， 因 為 當 中 涉 及 前 瞻

性 的 業 務 判 斷 。 董 事 就 公 司 的 償 付 能 力 得 出 意 見 ， 以 及 就 決 定 是 否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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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專 業 協 助 作 出 判 斷 時 ， 理 應 有 合 理 的 理 由 及 判 斷 。 若 規 定 每 宗 個 案

都 須 附 有 核 數 師 報 告 ， 會 增 加 公 司 的 開 支 和 延 誤 時 間 ， 但 得 益 卻 不

多。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8 .  第 199 條 訂明，統一償付能力測試適用於所有三類事宜，即

減少股本、回購股份及提供資助。第 200 條 列出統一償付能力測試的

內 容 ， 實 質 上 是 重 新 制 定 《 公 司 條 例 》 第 4 7 F ( 1 ) ( d )條 。 第 201 條 就

董 事 作 出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訂 定 條 文 ， 訂 明 每 名 董 事 須 陳 述 已 得 出 意 見 ，

認 為 有 關 公 司 就 該 事 宜 而 言 通 過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 董 事 在 得 出 意 見 時 ，

須 查 究 有 關 公 司 的 事 務 狀 況 及 前 景 ， 以 及 考 慮 該 公 司 的 或 有 負 債 及 潛

在 負 債 。 就 回 購 股 份 及 減 少 股 本 而 言 ，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須 由 所 有 董 事 作

出 和 簽 署 ； 就 提 供 資 助 而 言 ，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須 由 大 多 數 董 事 作 出 和 簽

署。  

海外經驗  

9 .  建議的償付能力測試建基於現時《公司條例》第 47F 條適用

於 提 供 資 助 的 條 文 。 在 英 國 ， 有 兩 項 償 付 能 力 測 試 。 其 中 一 項 適 用 於

私 人 公 司 從 資 本 中 撥 款 回 購 股 份 1， 該 項 測 試 與 《 公 司 條 例 》 第 4 9 K

條 的 償 付 能 力 測 試 類 同 。 另 一 項 的 償 付 能 力 測 試 適 用 於 不 經 法 院 程 序

的 減 少 股 本 2， 該 項 測 試 與 《 公 司 條 例 》 第 47F 條 的 償 付 能 力 測 試 類

同 (見上文第 4 段 )。在新加坡，償付能力測試包括了資產負債表測試

（ 即 在 相 關 交 易 後 ， 公 司 的 資 產 值 須 高 於 負 債 額 ） 3。 澳 洲 使 用 另 一

項 測 試 ， 該 測 試 要 求 有 關 的 交 易 不 得 對 公 司 償 付 債 權 人 的 能 力 造 成 重

大損害 4。  

 

                                                 
1  見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714 條。  

2  見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643 條。  

3  見新加坡《公司法》第 7A 及 76F (4) 條。  

4  見澳洲《法團法》，例如第 256B(1)(b)條 (關於減少股本 )，第 257A(a)條 (關於回購股

份 )，以及第 260A(1)(b)條 (關於提供資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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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0 .  我們曾在 2008 年有關資本保存制度 (及其他課題 )的專題諮詢
5及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二 期 諮 詢 6中 就 有 關 事 宜 徵 詢 了 公 眾 的 意 見 。 在 兩

次 諮 詢 中 ， 均 有 人 士 認 為 應 更 改 現 時 使 用 的 償 付 能 力 測 試 ， 加 入 資 產

負 債 表 測 試 ， 以 提 供 更 全 面 及 客 觀 的 方 法 ， 評 估 償 付 能 力 ， 從 而 為 債

權 人 提 供 更 佳 保 障 。 然 而 ， 若 加 入 資 產 負 債 表 測 試 作 為 第 二 重 測 試 ，

尤 其 是 當 資 產 值 和 負 債 值 變 動 極 大 的 經 濟 環 境 下 ， 可 能 會 對 公 司 造 成

不必要的負擔，亦非特別有用。  

11 .  在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二 期 諮 詢 中 ， 有 意 見 認 為 若 要 求 所 有 董 事

均 須 就 減 少 股 本 及 回 購 股 份 作 出 及 簽 署 債 付 能 力 陳 述 ， 將 會 只 有 很 少

公 司 能 夠 受 惠 於 簡 化 了 的 程 序 ， 因 為 任 何 一 位 董 事 不 論 是 出 於 杞 人 憂

天 或 深 思 熟 慮 都 可 以 拒 絕 作 出 陳 述 。 建 議 的 規 定 跟 隨 現 時 《 公 司 條

例》第 49K 條 的 要 求 。 我 們 建 議 保 留 有 關 要 求 ， 以 提 供 足 夠 的 保 障 。  

 
就 減 少 股 本 引 入 以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作 為 依 據 的 不 經 法 院 程 序 ， 作 為 另 一

選擇 (第 210 至 220 條 )  

現況  

12 .  目 前 ， 根 據 《 公 司 條 例 》 規 定 ， 公 司 只 可 藉 法 院 認 許 程 序 減

少股本 (《公司條例》第 58 至 63 條 )，而且股東必須已藉特別決議給

予 同 意 。 法 院 在 決 定 是 否 批 准 減 少 股 本 時 ， 會 考 慮 各 種 因 素 ， 包 括 此

舉 對 各 股 東 是 否 公 平 ， 以 及 債 權 人 的 利 益 是 否 得 到 保 障 。 若 減 少 股 本

的 唯 一 目 的 是 把 股 份 面 值 重 新 指 定 為 一 個 較 低 額 ， 則 無 需 藉 法 院 認 許

(第 5 8 ( 3 )條 )。  

                                                 
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有關股本、資本保存制度及法定合併程序的諮詢總結》 (二零零

九年二月 )第 41、 44，以及 45 段 (載於 http : / /www.fs tb.gov.hk/fsb/co_rewri te /chi /pub-
press/doc/cmrsap_conclusion_c.pdf)。  

6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公司條例草案 >擬稿第二期諮詢總結》 (二零一零年十月 ) (載於

http://www.fstb.gov.hk/fsb/co_rewrite/chi/pub-press/doc/ccsp_conclusion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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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3 .  在 《 公 司 條 例 草 案 》 中 ， 我 們 引 入 一 個 以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作 為

依 據 的 不 經 法 院 程 序 ， 作 為 另 一 選 擇 。 這 個 程 序 會 較 快 捷 ， 而 且 費 用

較低，所有公司都可採用。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14 .  第 210 至 220 條 訂定條文，訂明在通過償付能力測試的情況

下，可採用上述不經法院程序。這個程序的主要特點包括：－  

( a )  所 有 董 事 須 簽 署 用 以 支 持 減 少 股 本 建 議 的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第

211 條 )；  

( b )  公司藉特别決議取得成員的批准 (第 210 及 212 條 )；  

( c )  公 司 須 在 憲 報 及 報 章 上 刊 登 公 告 ， 述 明 有 關 資 料 ， 並 將 償 付

能力陳述交付公司註冊處登記 (第 213 條 )；  

( d )  任 何 債 權 人 或 不 同 意 特 別 決 議 的 公 司 成 員 可 在 決 議 通 過 後 的

五個星期內，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撤銷該項決議 (第 215 至

217 條 )。 在 這 五 個 星 期 內 ， 公 司 必 須 提 供 該 特 別 決 議 及 償 付

能力陳述讓公司成員及債權人查閱 (第 214 條 )；以及  

( e )  如 無 人 向 法 院 提 出 申 請 ， 公 司 必 須 在 該 五 個 星 期 後 (但 不 得 遲

於七個星期 ) (第 219 條 )；或在法院作出確認該項特別決議的

命 令 ， 或 有 關 法 律 程 序 在 沒 有 法 院 裁 定 下 結 束 後 的 14 日 內

(第 220 條 )，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遞 交 符 合 指 明 格 式 的 申 報 表 。 在

公司註冊處登記有關申報表時，減少股本即告生效。  

海外經驗  

15 .  新 加 坡 7和 英 國 8已 引 入 以 償 付 能 力 為 依 據 的 不 經 法 院 程 序 ，

作 為 另 一 選 擇 。 這 個 程 序 規 定 所 有 董 事 須 作 出 償 付 能 力 聲 明 ， 以 及 須

                                                 
7  見新加坡《公司法》第 IV 部第 3A 分部 (第 78A 至 78K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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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得 股 東 的 批 准 。 在 英 國 ， 這 不 經 法 院 認 許 的 程 序 只 限 於 私 人 公 司 可

選 擇 採 用 。 澳 洲 已 刪 除 減 少 股 本 須 經 法 院 認 許 的 規 定 ， 只 要 無 損 債 權

人的利益，公司在取得股東的批准後便可減少股本 9。  

公眾諮詢  

16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的 專 題 公 眾 諮 詢 中 ， 大 多 數 回 應 者 支 持 引 入 這

個程序 10。  

 
准 許 所 有 公 司 從 資 本 中 撥 款 購 買 本 身 股 份 ， 但 必 須 通 過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第 252 至 261 條 )  

17 .  在 《 公 司 條 例 》 下 ， 一 般 的 規 定 是 公 司 只 可 從 可 分 派 利 潤 或

新 發 行 股 份 所 得 收 益 中 撥 款 ， 以 購 買 本 身 股 份 (《 公 司 條 例 》 第 49A

及 49B 條 )。 這 規 定 建 基 於 資 本 保 存 規 則 。 例 外 的 情 況 是 私 人 公 司 可

以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作 為 依 據 ， 從 資 本 中 撥 款 回 購 股 份 (《 公 司 條 例 》 第

49 I 及 4 9 N 條 )。  

建議  

18 .  在 《 公 司 條 例 草 案 》 中 ， 所 有 公 司 都 獲 准 從 資 本 中 撥 款 回 購

股份，但必須符合償付能力規定。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19 .  第 253 至 261 條 保留現時《公司條例》下大部分適用於私人

公 司 從 資 本 中 撥 款 回 購 股 份 的 規 定 及 程 序 ， 並 把 適 用 範 圍 擴 展 至 所 有

公 司 。 有 關 規 定 及 程 序 與 上 文 第 14 段 所 述 就 減 少 股 本 新 訂 的 不 經 法

                                                                                                                                                         
8  見英國《2006 年公司法》第 17 部第 10 章 (第 641 至 653 條 )。  

9   見澳洲《法團法》第 2J.1 部第 1 分部 (第 256A 至 256E 條 )。  

10  見註腳 5，第 39 及 4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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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程 序 類 同 11。 除 非 法 院 另 有 命 令 ， 否 則 公 司 必 須 在 特 別 決 議 獲 通 過

五個星期後至七個星期前的期間內，贖回或回購股份。  

20 .  第 252 條 規定上市公司不得從資本中撥款，以在認可證券交

易 市 場 或 核 准 證 券 交 易 市 場 回 購 本 身 的 股 份 ， 因 為 要 求 上 市 公 司 遵 從

所有的程序規定，並不切合實際。  

海外經驗  

21 .  新 加 坡 准 許 所 有 公 司 利 用 任 何 來 源 的 資 金 回 購 股 份 ， 但 董 事

須 作 出 償 付 能 力 陳 述  12， 以 及 須 取 得 股 東 的 同 意  13。 澳 洲 同 樣 准 許 所

有 公 司 在 取 得 股 東 的 批 准 後 回 購 股 份 ， 前 提 是 債 權 人 的 利 益 不 會 受 損
14。 英 國 對 回 購 股 份 的 規 則 與 現 時 《 公 司 條 例 》 下 的 規 定 (上 文 第 17

段所述 )類同。  

公眾諮詢  

22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進 行 的 專 題 公 眾 諮 詢 中 ， 大 多 數 回 應 者 認 為 現

行 條 文 相 當 複 雜 及 制 肘 甚 多 ， 應 予 修 訂 。 很 多 回 應 者 支 持 准 許 所 有 公

司 如 符 合 償 付 能 力 規 定 ， 就 可 撥 款 回 購 股 份 (不 論 資 金 來 源 為 何 )， 方

式跟新加坡《公司法》相似 15。  

 

                                                 
11  其中的分別在於前者跟隨了與從利潤中撥款回購股份的登記要求，例如，並不要求公

司必須在五個星期後向公司註冊處遞交符合指明格式的申報表 (見上文第 14(e)段 )，而

是要求公司須根據第 266 條在贖回或回購的股份交付公司後的 14 日內，遞交類似的申

報表。這項第 266 條的規定適用於各類贖回／回購的股份 (即不限於從資本中撥款贖回

／回購的股份 )。  

12  見新加坡《公司法》第 76F 條。  

13  見新加坡《公司法》第 76C、76D、76DA 及 76E 條。  

14  見澳洲《法團法》第 2J.1 部第 2 部份 (第 257A 至 257J 條 )。    

15  見註腳 5，第 4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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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許 所 有 類 型 的 公 司 提 供 資 助 ， 但 必 須 通 過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和 遵 行 某 些

指 明 程 序 (第 279 至 285 條 )  

現況  

23 .  《公司條例》第 47A 條 禁 止 任 何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為 購 入 該

公司的股份而提供資助。但在這廣泛的禁止下，亦有某些例外情況。  

建議及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24 .  現 時 有 關 資 助 的 規 則 及 可 獲 豁 免 的 情 況 相 當 複 雜 ， 回 應 者 普

遍 支 持 作 出 改 革 16。 條 例 草 案 第 270 條 保 留 資 助 的 現 行 定 義 。 第 273

至 278 條大致保留《公司條例》第 47C 條現時有關禁止資助的例外情

況，以及《公司條例》第 47D 條對上市公司的特別限制。對現行規定

最 主 要 的 改 動 是 容 許 所 有 類 型 的 公 司 ( 不 論 是 上 市 或 非 上 市 ) 提 供 資

助，但必須通過償付能力測試，以及遵行第 279 至 285 條 所列的三項

程序的其中一項。  

25 .  第 279 條 所列的第一項程序訂明，如某項資助加上所有先前

提 供 但 尚 未 償 還 的 資 助 的 總 數 ， 不 超 過 股 東 資 金 的 5%， 則 公 司 可 提

供 該 項 資 助 。 公 司 提 供 資 助 須 以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及 董 事 表 決 贊 成 提 供 資

助 的 決 議 作 支 持 。 公 司 須 在 作 出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後 的 12 個 月 內 提 供 該

項 資 助 ， 並 須 在 提 供 資 助 後 的 15 日 內 ， 通 知 其 成 員 該 項 資 助 的 詳

情。  

26 .  第 280 條 所列的第二項程序訂明，如公司所有成員藉書面決

議 批 准 ， 則 公 司 可 提 供 資 助 。 公 司 提 供 資 助 須 以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及 董 事

表 決 贊 成 提 供 資 助 的 決 議 作 支 持 ， 並 須 在 作 出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後 的 12

個月內提供該項資助。  

27 .  第 281 條 所列的第三項程序訂明，如獲普通決議批准，則公

司 可 提 供 資 助 。 公 司 提 供 資 助 須 以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作 支 持 ， 而 董 事 局 須

議 決 提 供 該 項 資 助 符 合 公 司 的 利 益 。 公 司 須 在 通 過 決 議 前 最 少 1 4 日

                                                 
16 見註腳 5，第 49 及 5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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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每 名 成 員 送 交 通 知 ， 提 供 對 成 員 理 解 該 項 資 助 的 性 質 及 該 項 資 助 對

公 司 的 影 響 屬 必 要 的 全 部 資 料 。 該 項 資 助 只 可 在 通 過 決 議 後 的 2 8 日

或 之 後 ， 以 及 在 作 出 償 付 能 力 陳 述 後 的 12 個 月 內 提 供 。 第 282 至

284 條 訂明，持有總表決權不少於 10%的股東或佔公司成員總數不少

於 10%的成員，可在該 28 日的期間內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限制提

供 該 項 資 助 。 現 時 《 公 司 條 例 》 第 47G 條 也 訂 有 類 似 的 最 低 人 數 規

定，主要目的是盡量減少瑣屑無理據的聲請。  

海外經驗  

28 .  英國已在《 2006 年公司法》中廢除禁止私人公司提供資助的

規 定 17。 新 加 坡 保 留 一 般 禁 止 條 文 ， 但 為 所 有 公 司 增 訂 兩 種 以 償 付 能

力 測 試 作 為 依 據 的 例 外 情 況 18。 在 澳 洲 ， 如 提 供 資 助 不 會 嚴 重 損 害 公

司 或 其 股 東 的 利 益 ， 或 影 響 公 司 償 付 其 債 權 人 的 能 力 ， 則 法 例 容 許 公

司 提 供 資 助 19。  在 新 西 蘭 ， 如 ( a )股 東 一 致 批 准 ； 或 ( b )董 事 局 向 每 名

股 東 披 露 資 料 ， 並 證 明 提 供 資 助 會 惠 及 沒 有 接 受 該 項 資 助 的 股 東 ， 而

任 何 成 員 都 可 向 法 院 申 請 限 制 提 供 資 助 ； 或 ( c )資 助 額 不 超 過 股 東 資 金

的 5 %  20，則法例容許公司在董事提供償付能力證明下提供資助。  

 

 

                                                 
17  見英國《2006 年公司法》摘要說明第 987 段。  

18  該兩種新的例外情況，其一是資助額不超過公司已繳款股本及儲備總額的 10%(新加坡

《公司法》第 76(9A)條 )，其二是股東一致議決提供資助 (新加坡《公司法》第 76(9B)
條 )。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所有董事都必須就提供資助作出償付能力陳述，並議決支持提供

資助。  

舊有的例外情況 (新加坡《公司法》第 76(10)至 (12)條 )規定公司須取得股東的批准，以

及債權人的利益不會受損。該公司亦須在報章上刊登公告，而公司的成員或債權人可

就提供資助向法院提出反對。  

19   見澳洲《法團法》第 260A(1)(a)條。公司在取得股東的批准或獲特別豁免後，亦可提供

資助 (見第 260A(1)(b)和 (c)條 )。  

20  董事局亦須議決，公司應提供資助，而提供資助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以及有關的條款

及條件對公司而言屬公平及合理。見新西蘭《1993 年公司法》第 76 至 8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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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29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的 專 題 諮 詢 及 二 零 一 零 年 《 公 司 條 例 草 案 》 擬

稿 第 二 期 諮 詢 中 ， 很 多 回 應 者 支 持 有 關 廢 除 私 人 公 司 在 提 供 資 助 方 面

的 限 制 的 建 議 (其 中 一 些 是 建 基 於 向 董 事 施 加 應 防 止 公 司 在 無 力 償 債

情 況 下 營 商 的 法 定 責 任 )。 不 過 ， 其 他 回 應 者 從 保 障 少 數 股 東 及 債 權

人 利 益 的 角 度 ， 對 完 全 廢 除 限 制 深 表 關 注 21。 在 平 衡 各 項 因 素 後 ， 我

們 認 為 ， 在 訂 立 有 關 董 事 應 防 止 公 司 在 無 力 償 債 情 況 下 營 商 的 條 文 前
22， 較 穩 妥 的 做 法 是 保 留 若 干 私 人 公 司 在 提 供 資 助 方 面 的 限 制 。 與 此

同 時 ， 我 們 建 議 參 考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例 如 新 西 蘭 )的 改 革 (見 上 文 第

28 段 )，簡化有關資助的條文。  

 
放 寬 就 僱 員 參 股 計 劃 提 供 資 助 的 規 則 (第 276 條 )  

現況  

30 .  現時《公司條例》第 4 7 C ( 4 ) ( b )條訂明，禁止提供資助的規定

不 適 用 於 僱 員 參 股 計 劃 ， 但 有 關 資 助 只 限 於 提 供 款 項 以 購 買 或 認 購 繳

足股款的股份。  

建議及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31 .  第 276 條 准許公司提供各種形式的資助，前提是公司真誠地

為 了 公 司 的 利 益 ， 為 僱 員 參 股 計 劃 的 目 的 提 供 資 助 ， 或 提 供 資 助 的 目

的 是 讓 僱 員 購 入 股 份 的 實 益 擁 有 權 的 交 易 得 以 進 行 ， 或 利 便 該 等 交 易

進行。  

海外經驗  

32 .  這個方案是根據英國《 2006 年公司法》有關條文訂出，可為

公司提供更大靈活性。  

                                                 
21  見註腳 6，第 11 至 22 段。  

22   重寫《公司條例》第二階段會進一步研究有關董事應防止公司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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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33 .  我 們 曾 在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二 期 諮 詢 中 徵 詢 公 眾 就 有 關 事 宜 的

意見。我們並無收到反對意見。  

 

公 眾 意 見  

34 .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至 九 月 期 間 ， 就 《 公 司 條 例 》 下 資 本

保 存 制 度 及 提 供 資 助 的 條 文 進 行 了 公 眾 諮 詢 23。 我 們 曾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及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至 八 月 期 間 ， 分 兩 期

就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諮 詢 公 眾 。 第 5 部 屬 第 二 期 諮 詢 24。 上 文 已 討 論 公 眾

對 主 要 建 議 的 意 見 。 至 於 公 眾 對 第 5 部 條 文 的 其 他 意 見 及 我 們 的 回

應 ， 載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發 表 的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二 期 諮 詢 總

結附錄 I I I。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公 司 註 冊 處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2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有關股本、資本保存制度及法定合併程序的諮詢總結》 (二零零

九 年 二 月 )  ( 載 於 http : / /www.fstb .gov.hk/fsb/co_rewrite/chi /pub-press/doc/cmrsap_  
conclusion_c.pdf)。  

2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公司條例草案 >擬稿第二期諮詢總結》 (二零一零年十月 ) (載於

http://www.fstb.gov.hk/fsb/co_rewrite/chi/pub-press/doc/ccsp_conclusion_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