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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年报公示制度”是公司登记制度改革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如何从传统年检制度向新型年报制度过渡是一个尚未解决
的问题。本文笔者拟从制度本身着手，通过分析制度利弊，从法学角度初探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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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正案》正式颁布已逾
两年，但作为改革亮点的“企业年报公示制度”实施效
果却不佳。笔者拟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
正案》、《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的归
纳整理，结合相关文献对其进行分析，以期巩固完善这
一全新制度，促进其实施效果的进步。

一、“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的基本要素
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是指企业每年按规定通过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主管部门报送年度
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其主
体可大致分为三种，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其中企业法人又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一人制公司等。

二、“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的优点分析
区别“年检”制度，“年报”制度最明显的特征即是

企业从被动检查变为主动上传及政府主管机关的监管
由检查改为抽查，也正是这些特征为“年报”制度带来
与以往不同的优越性。

( 一) 节约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率
在新型年报制度下，主管部门不需要对庞大的送

审数据进行实质审查，而是采用随机抽查的方式，且方
式多样。在这种机制下，行政资源得到大幅度释放，可
以分流人员，且主管部门不易出现玩忽职守的现象，真
正做到高效行政。

( 二) 企业资源利用最大化
在新型年报制度下，企业只需在规定期限内将需

要公示的企业信息利用互联网上传到全国企业信息信
用平台即可完成报送，既能够避免冗杂的材料准备阶
段，节约了审查时间和经费，又能让企业不再疲于应付
这种僵硬的体制，将精力投向生产经营中，提高企业资
源的利用率和企业主的经营热情。

( 三) “经营异常名录”能够促进企业主体自律
在新型年报制度下，企业者需对自己上传信息的

真实性负责，一旦发现不真实，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逾期不改则会被列入“严重违法名单”中。被列
入“名单”的企业的许多权利将会被相应限制，且对企
业的信誉度造成不利影响。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提高自
律性，完善企业自身监管。

三、“企业年度报告制度”的问题探析及完善途径
( 一) 配套制度尚不完善，现行规定存在漏洞
“年报”制度的运行涉及到复杂的主体和步骤，一

旦部门之间权责不明又或由于现行法规的空白出现脱
节情况，该制度必然无法达到其预期效果。如，根据
《条例》13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企业
公示的信息虚假的，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举报，接
到举报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举报材料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予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
书面告知举报人。整个条例中，关于举报流程的规定
仅仅只有这一条，对于主管部门的具体设置，举报材料
的具体内容，举报人呈送材料的规定只字未提。也正
是由于规定的模糊性，导致举报环节在实务工作中举
步维艰。工商行政各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举报材料
审查中对于内容的争议都是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健全造
成的。因此，加强相关立法以健全配套制度才能真正
使新制度能改落到实处达到其真正的目的。

( 二) 年报制度对于个体工商户和农民合作社来
说有一定的操作难度

年报制度的具体实施对于个体工商户和农民合作
社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这类经营者通常文化程度较
低，可能不能运用电子平台将其公示信息上传。因此，
对于此类文化程度的企业主，行政主管机关理应设定
灵活机制，设立特别窗口以以应对此类需求。

四、结语
“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实施得当不但能够弥

补当前年检制度的诸多缺陷，更有益于法制的完成和
社会诚信体系的重塑。但是俗语说“好马需得好鞍
配”，任何本身优越的制度如果配合其运行的各项措
施和法规不能够到位，那么这个制度就无法得到真正
意义上的实现。自 2014 年 3 月年报制度正式实施以
来，各种实务问题层出不穷，这都是因为其衍生制度和
法规尚未完善。所以强化相关立法是最好的出路。笔
者见识浅薄，许多观点和建议尚处于萌芽阶段，并未完
善，还望各位老师给与学生指导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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