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上，除了仍旧实行法定注册资本的行业外（比如银行、保险、证券、融

资租赁、建筑施工、典当、外商投资、劳务派遣等十四类行业），注册资本随意

设定都是可以的。但作为创业者，应当有比较严谨的法律意识，建议考虑以下几

点因素：

1、公司注册资本写多少，要参考所在行业资质要求

例如，互联网公司申请 ICP 经营许可证时，ICP 经营许可证要求公司注册资

本在 100万以上；天猫、京东也对入驻平台的商家提出了标准：注册资本为 200

万以上。其他需要资质/资格的，如招投标等，参照行业通行做法就可以了。

2、注册资本越大，承担的风险/责任就越大

举个例子，比如一家注册资本为 100 万的公司，A 占 70%股权，所以需要出

资 70万。后来公司经营不善，欠了 1000万的外债。那么 A 最多只需用他 70 万

的出资额来承担责任，超出的部分就和他没关系了。但如果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

是 1000万，A 依旧占 70%的股权，那么 A 就要承担 700万的责任！

3、一个小的考虑：印花税

每年年底，企业要按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缴纳万分之五的印花税。例如一家

科技类公司的注册资本是 100万元，如果企业完成实缴，那么，企业的印花税将

是 500元。

说个极端的例子，2016年，一家名为安徽玉龙地智慧餐饮的公司注册资本

为 50，000亿元,（3 个腾讯的估值），如完成实缴，印花税将达到 25亿元。所

以那些想要伪装成亿万富翁的“创业土豪们”要慎重了。



所以，注册资本并不是越大越好，大部分互联网创业者走的是股权融资的路

子，最重要的是股权比例，而不是注册资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一个合

理的注册资本，才是最理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