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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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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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条规定，具体来讲下设立公司，股东可以用哪些方式进行出

资？如何完成有效出资？

一、股东出资方式的规定

（一）股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出资，包括货币出资和非货币出资。非货币出

资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上述规定第一款中的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即为

非货币出资。除了前述出资方式，其他依法可以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也可以作价出

资，包括股权、债权、非专利技术、土地承包经营权、采矿权、探矿权、企业租

赁权等无形资产。

1、货币出资。在各种出资方式中，以货币方式缴付出资，其法律关系最为简单、

当事人之间最少发生争议，只要当事人按约定的金额和期限，将货币交付于公司，

或以“投资款”等名义汇入公司的账户，即为履行出资义务。

2、实物出资。实物主要是指房屋、车辆、机器设备、原材料、工具、零部件、

成品或半成品等有形资产。用于出资的实物，首先应具有财产价值、使用价值，

其次可以是为公司经营所需，也可以与公司的经营使用无关，允许股东使用实物

出资的目的在于公司可以对其变现支配并实现财产价值。此种实物是否可以用作

出资，应由股东协商确定。以实物出资的，在实践中需要注意如下情况：一是，

房屋、车辆等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应向公司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二是，实

物出资的价格，应依法评估确定；三是，实物出资后，应向公司办理出资交付手

续。

3、知识产权出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等享有排他独占权的无形

资产。



4、土地使用权出资。土地使用权是指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明

确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权利。关于土地使用权的出资需要注意：一是，土地的

出资，不是所有权的出资，而是土地使用权的出资；二是，用于出资的土地使用

权只能是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能是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三是，用于出资的土

地使用权只能是出让土地的使用权，而不能是划拨土地的使用权；四是，用于出

资的土地使用权应是未设立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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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第 8条规定，出资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

用权出资，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或者解除权利

负担；逾期未办理或者未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

义务。

5、股权出资。股权出资是指投资人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作为出资，向其他公司

进行投资的行为。这种出资本质上属于股权的转让。基于股权出资的特殊性和实

践中出现的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1条规定，股权出资出资必须符合

下列条件：(1)出资的股权由出资人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2)出资的股权无

权利瑕疵或者权利负担；(3)出资人已履行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4)出资的

股权已依法进行了价值评估。股权出资不符合前述第(1)、(2)、(3)项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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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该出资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采取补正措施，以符合上述条件；逾期未补正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股权出资不符合前述第(4)

项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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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处理。

6、债权出资。债权出资是指股东以其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投入公司，并由公司

取代股东作为债权人对第三人享有债权，债权出资本质上属于债权让与或称债权

转让，是将对第三人的债权从股东转让给公司。由于商业环境及债务人信用等因

素，债权的实现具有较大的或然性，对债权出资的价值评估应充分考虑其不能实

现的风险。



7、非专利技术出资。一般指未经公开也未申请专利，但为发明人所拥有并采取

措施予以保密的，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种技术和经验。如设计图纸、资料、数据、

技术规范、工艺流程、材料配方、管理制度和方法等。以非专利技术出资，需要

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作为非货币财产出资，需要依法进行评估；二是基于该财产

处于秘密状态，对公司发展是否有用，是否权属清晰，如何办理财产转移，需要

股东和公司加以注意。

8、禁止出资的范围。此外，法律法规还对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进行了规定，如

股东的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不得

作价出资。

实践中，股东采取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还会涉及无处分权的财产出资、非法

所得出资等情况。第一，无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

资，当事人之间对于出资行为效力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

一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认定，即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

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

者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

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

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第二，非法所得出资。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

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时，应当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

处置其股权。

（二）非货币财产必须具有合法性、可转让性和可评估性。合法性是指依法

可以用于出资的财产；可转让性是指可以进行交易、转让；可评估性是指可以评

估确定价值并以此作价。

二、非货币出资财产评估的规定

(一)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必须依法进行评估。



股东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但为了确定公

司注册资本总额，同时也为了确定各股东出资在公司全部注册资本中所占的比例，

以明确他们各自取得收益、承担风险责任的依据，对于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必须

评估作价，核实财产。评估作价，核实财产，必须依法进行，不得高估作价，也

不得低估作价。《公司法司法解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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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

导致出资财产贬值，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该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

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非货币财产出资的

真实性应根据出资当时的实际价值和情况认定。

(二)评估方式。

对非货币财产的评估，应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执行，委托具有合

法资格的评估机构对非货币财产进行作价评估，以此确定出资财产的价值。由于

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的财产形态各异，其评估作价的方法、要求、规

则以及主管部门等也都有区别。例如，国有资产的评估，应当依照《国有资产评

估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持有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国有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的资产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事务所、财务咨询公司以及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临时评估机构进行国有资产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