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东出资的 11种方式

《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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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可以把股东的出资方式分为货币出资和非货币性资产出资两类。

1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顾名思义是以货币的方式出资。我国居民企业一般出资货币为人民币，

在中外合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也可以以法律法规规定的外币作为出资。

货币出资的时间为出资款到达被投资公司的账户之日。

2非货币出资

除货币以外的其他资产出资，均为非货币性资产出资。其出资必须要满足以下条

件:

能够用货币进行估价

用于出资的非货币性资产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其价值，即价值是可以确定的，确定

的方式可以是股东协商一致确认，但建议通过评估机构评估的方式确定，以避免

资产的公允价值低于出资额而造成的股东纠纷、税务纠纷以及其他民商事诉讼讼

纠纷。

所有权可以转让

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是需要将该出资出资转至被投资公司名下的，因此，该类资

产必须是可以转让所有权的财产。

出资股东对财产享有所有权



因该资产所有权需转让至公司，故要求出资股东必须对资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

不能是设定了抵押或质押的财产。

非货币性资产出资实质上是股东先向公司转让资产、然后用财产转让所得进行出

资的过程。其出资时间是财产交付公司、权利登记至公司名下之日。

3常见的用于出资的非货币性资产

1.货物、机器设备等动产

股东可以用自有货物、机器设备等动产出资，其出资时间为动产交付给被投资企

业之日。

法律依据为：《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 自交付时发

生效力”。

2.船舶、机动车等动产

股东用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可办理权属登记的特殊动产出资的,其出资日期

亦为动产交付之日，但是，如果未进行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法律依据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

变更、转让和消灭, 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3.房屋等不动产出资

《物权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在办理了物权变更登记时才发生

效力。因此，股东用房屋出资的,应将房屋交付给公司，且将权属变更登记至公

司名下。其出资时间为房屋交付且完成权属变更登记之日。

4.专利权出资

专利权是发明创造人或其权利受让人对特定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

的独占实施权,可以分为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



专利权出资必须变更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规定, 专利权

转让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公告后, 将专利权变更登记至受让人名下。

5.注册商标出资

注册商标是指经商标管理机构依法核准注册的商标。注册商标能够作价,能够转

让, 可以作为非货币财产出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二的规定, 转让商标权, 转让方与受让

方应签署协议, 并共同向商标局申请, 商标局核准后给受让人发放证明并公告,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出资人用注册商标出资, 须对注册商标进

行评估作价, 并将注册商标专用权变更至公司名下。

6.著作权出资

著作权又称之为版权。著作权的对象是作品, 是指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具有

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用著作权出资, 须将著作权项下作品交付给公司；出资股东办理了著作权登记手

续的, 应将著作权登记变更至公司名下。

7. 土地使用权出资

可以作为出资财产的土地使用权包括: 建设用地使用权、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

出资的前提是出资股东已取得相关权利证书。

其出资时间为：将土地交付给公司使用,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8. 股权出资

股权出资是指股东将其持有的另外一个公司的股权作为出资财产出资到被投资

企业。出资完成后,出资股东取得被投资公司的股权, 而被投资公司同时取得另

外一个公司的股权。

比如：张总将甲公司的股权出资到乙公司，出资完成后，张总成为甲公司的股东，

而甲公司成为乙公司的股东。



*不得用于出资的股权情形：

(1) 已被设立质权的;

(2) 股权所在公司章程约定不得转让的;

(3)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转让股权应当报经批准而未经批准的;

(4)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不得转让的其他情形。

法律依据：《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

9. 债权出资

债权出资是指出资股东以其对被投资公司债权向被投资公司出资，即“债转股”。

比如：甲公司欠张总货款 100 万元，经协商，张总以此 100 万元债权出资到甲公

司，成为甲公司的股东，甲公司欠张总的货款抵销。实质上是张总收回甲公司支

付的货款、再用此货款出资到甲公司的过程。

对于债转股，《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了, 债权人可以将

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的债权, 转为公司股权。

而如果出资股东持有的并非是被投资企业的债权，而是第三人的债权，那么，对

于第三人的债权可以用来投资吗？即，乙公司欠张总 100 万元货款，张总把这

100 万对乙公司的债权投资到甲公司，是否可以呢？这在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

在实务中争议还是比较大的。

特别注意，出资股权用债权出资时，其应对该债权所属合同项下的义务全部履行

完毕，且该债权的形成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或者公司章程的禁止

性规定。

10. 采矿权、控矿权等其他用益物权出资

用益物权是物权的一种, 是指对他人的所有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

权利。包括: 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自然资源使用

权 (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渔业权等)等。

采矿权、控矿权等用益物权可以评估作价、可以转让, 因此，可以作为出资财产。



以上是股东出资的 11 种方式，不同出资方式在出资以及股权转让时的法律手续

以及税务认定程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货币出资的在出资时无需缴税，而非货

币性资产出资是需要按财产转让缴纳企业所得税或是个人所得税的。但是，税务

机关针对部分非货币性资产的出资，出台了一系列的所得税减免、递延纳税等优

惠政策，公司在出资应予以详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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