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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新最火的PE形式。
有限合伙是在美国已广泛应用的基础上，近期在中国深入推广的PE组织形式。
成立私募公司，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成立何种组织形式的公司，但是由于在中国此类理论知识尚显匮
乏，私募公司一直在寻求一条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组织形式的通道。

　　专业的实务内容。
本书讨论了各种约定而成的法律关系形态；深入细致地描述了有限合伙制PE运作中各个细节的操作模
式、方式、规律以及法律风险；对很多实践中存在的但理论上尚未研究的问题进行大胆探讨，在归纳
概括的前提下，对其存在的意义和法律风险防范进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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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以公司化运营管理为显著特点，以私募股权投融资法律服务为核心，以
证券发行和上市(IPO)、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并购重组、产权交易和“新三板”等法律服务为延伸，致
力于打造资本市场法律服务领域的专业化精品所。
道可特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投资管理、资本运营顾问、资产管理等投行服务为核心业务，以企
业战略咨询、管控设计、品牌管理等为配套服务，同时在诊断式服务的过程中，带动投融资，陪伴中
小企业成长。

　
主要撰稿人刘光超，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律师执业
十余年，曾在大型国企、知名民企担任高管，长期致力于资本市场服务领域，现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特
邀建议人，朝阳区人大代表，朝阳区政府法律顾问，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中国律师》特邀理事，
北京市律师协会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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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普通合伙人。
如果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那么一般情况下能够满足有限合伙对普通合伙人的
本质特征的要求：具备经营管理能力以及风险和责任承担能力。
但是有必要注意的是：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能否成为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往往是
不同的。
　　在英美法系中，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都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比如合伙、公司、政府、政府分支机
构以及信托机构等；然而在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却出现了禁止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
的情况，如日本和我国台湾省等。
我国现行《合伙企业法》虽然允许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成为普通合伙人，却对此也有一些限制。
如我国《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　　之所以禁止法人成为GP，在不同的立法中可能有不同的考虑。
我国在《合伙企业法》修订之前也是不允许法人成为GP的，但那时是在实际经济中，我国还是存在法
人合伙的，比如，合伙型联营，其本质就是法人合伙。
　　所以在《合伙企业法》修订的时候，也允许法人成为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但之所以禁止国有
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事业单位、社团为普通合伙人一般认为是出于对国有资产
、公共资产的保护。
　　3．实践考量　　虽然从理论上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都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并且在实
践中也确实存在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充当普通合伙人的情况，但是从根本上说最能满足有限合
伙对普通合伙人本质要求的是法人。
法人之所以成为最适合充当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的原因在于：第一，法人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手段
聚集当时业内最好的经营管理者，这是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所不具有的；第二，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
，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的能力也是最强的，不仅有利于对有限合伙债权人的保护而且能够避免法人的
股东直接暴露在无限责任之中。
所以，法人已越来越多地成为普通合伙人的首要选择。
　　如果LP也想成为GP参与到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中，那么，LP既可以选择成为已设法人型GP的股
东或者雇工，也可以自己作为发起人重新设立一个新的法人型GP，这样都有利于有实力的LP充分掌握
有限合伙的发展。
　　如果因为GP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死亡或宣告死亡等情形，不能再作为GP时，GP的继承人并不
当然取得普通合伙人地位；如果此时有限合伙没有其他GP，又无法在合理期限内确定GP的情况下，
有限合伙可能会提前解散。
　　（二）LP的基本理论　　1．LP的概念、特征和主体范围　　LP，Limited Partner的缩写，即有限
合伙人，是指承担向有限合伙主要的出资义务，却不参与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并且仅以出资额为限
，对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人。
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发现有限合伙人的特征：其一，具有雄厚的财产实力，其二，只承担有限责任。
但有限合伙人最本质的特征是要具有雄厚的财产实力。
　　所以，不管是自然人、法人还是非法人组织还是其他机构，只要是具备了一定的财产实力，并且
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可以成为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所以，有限合伙人的主体范围比
较广泛。
在立法实践中，各国的法律对有限合伙人的主体范围也几乎没有限制。
如美国在1976年修订的《统一合伙企业法》中，有限合伙人的主体范围包括自然人、合伙、有限合伙
、信托机构、集团、联营以及公司等；我国《合伙企业法》也规定，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都可以
成为有限合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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