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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离婚时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问题研究，介绍有限责任公

司人合和资合并存的特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有别于其他组

织的特殊性。从股权性质看，股权不是一般的财产权，股权

是股东对公司所享有的权能、股权价值是动态的、股权中部

分权能限制使用向外部非股东转让受到阻碍，进而导致夫妻

中非股东一方加入公司成为股东身份程序复杂，现行的法律

规范中对于此问题规定得不够具体，难于操作。股东配偶享

有的权利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类似于我国民法中的“准

共有”概念，可是公司法对于此共有在立法上的空白，造成

股东配偶分割时无法体现共有和共同处分的原理。笔者认为

在现今处理此案时应该采取共同协商原则和法院主持和解原

则，在充分征求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处理。本文从股权的性

质分析入手，结合笔者建议的分割方法贯穿始终，提出一些

法律发展、修改的意见，也提出一些笔者对于此问题立法冲

突的无奈，供法律人士探讨。◎ 关键词：共有 股权 公司 分

割随着生活水平和经济的发展夫妻财产范围扩大，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以夫妻一方的名义对外投资的情况也逐渐增多。

投资设立的组织有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合伙企业、有限

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财产由于具有特殊性，涉及

法律体系范围广，多半有共权和私权的冲突，处理起来较为

棘手，在婚姻法修改之后这种财产的分割逐渐暴露出很多的

问题，甚至大部分法院理解与处理极不一致，无法保护弱者



和第三人合法权益，造成很尴尬的局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中规定的对公司股权分割的意见在近阶段有非常重要的参考

价值，本文就结合这一系列的规定，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夫妻一方名义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所享有的股权，在离婚时

该如何分劈作以分析研究。 一、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特

殊性。 1、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导致股权特

征差异和分割特殊性。有限责任公司是集资合和人合双重属

性的组织形式，这种特殊性决定其与股份有限公司不同。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股权转让限制少，在处理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时直接分得股份数额就可以，或者可直接按持有数量

比例分配。有限责任公司则由于具有封闭性、股东人数上、

下限的规定，决定了涉及分割股权时要考虑公司的法人人格

，股东人数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股东转让出资限制等项问题

。这一系列的特征要求在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时不单要维

护夫妻的民事权利还要兼顾其他股东和公司人格。 2、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的特点。 ⑴股权是股东对于公司所享有的权能

。股权也称股东权或股东的权利，股权是基于对有限责任公

司出资或向股份有限公司认缴股份所形成的，是股东对公司

享有的各项权能的总称。股权是一种私有财产权，是一种具

有一定经济利益的权利，由于其是因投资行为而形成，当这

种投资变成公司资本时其权利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其财产的

控制权力转移给公司，对出资财产不再具有财产所有权，股

东只能对公司按照出资比例享有综合的民事权利。 ⑵股权价

值是动态的。当公司注册成立后公司的资本即变为公司的资

产，参与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的经营势必带动资产的动态

变化，这时股东的出资额或增值或减值，已经不能用投入的



数额来衡量价值。出资额的这种变化决定了股东权益的盈利

性和风险性的特点，也决定各个时期对于股权的评价会产生

很大的差异。股权的这种动态的变化不只是对于出资额和盈

余分配的确定，更主要的是对于预期的股权价值给予客观评

价，这就使股权评估有很大难度，不同时期对于股权的评估

价值的差异，也会造成离婚时补偿款差额。如果股权评估后

为负值那么就意味股东的配偶将要承担债务，但是当股权分

割完毕后公司经营状况变化将对股东的配偶分配不公平，所

以笔者认为基于股权价值不稳定性，不易硬性以一个时点的

价值给予评估作价，顶多以此为参考价。 ⑶股权中部分权能

限制使用，股权外部转让受限。出资转让是要式行为，必须

办理公司内部股东变更登记和股东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

时要维护公司法定人格，公司持续性经营发展必须保证股东

人数2人以上50人以下。公司股东之间内部转让不受法律限制

，公司章程没有特别规定外可以自由转让。公司向股东以外

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

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

，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

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3、股东配偶享有的权利是一项特殊

的民事权利。夫妻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一般是

共有财产，那么出资款在投入公司之前肯定是夫妻共同财产

。根据夫妻共同处理家庭事务的原则，对于夫妻对外投资的

行为肯定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是夫妻合意将共同财产变化

财产形态投入公司作为公司资产，投入的一刻起决定夫妻将

共担投入的风险，并共同享受投资所带来预期的财产回报和

利润的分享。不可否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质决定对于股东



身份的挑剔，但不可回避对股东身份挑剔，肯定涵盖股东配

偶、家庭等人格品质和财产状况各种因素，用夫妻一方名义

出资是一种形式，隐名的配偶也是出资人。所以股东配偶虽

不是股东在婚姻中享有的也不只是一种投资收益权，也包括

对于股权的处置权，虽不及于公司事务参与权，但是对于财

产性权利是共有的，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准共有的股权。笔者

之所以界定这项权利，是为了说明离婚时对于股东配偶享有

股权身份加入的权利，不应硬性剥夺给予判决补偿。 二、股

权分割原则 1、共同协商原则。离婚案件先予协商和解是必

经程序，是婚姻家庭案件所特有的。按照婚姻法第39条离婚

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判

决。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6条规定的二类情形的处理方

法，也是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进行的。即双方应将是否同意

将出资额转让与否，转让份额达成一致，还要将转让价格一

事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征求其他股东的意

见。另外如前所述，基于股权价值的不稳定性，依据某一时

点进行评估作价势必与股权价值相悖，并且在婚姻中“复合

股权”（有的学者这样称呼）这种股权性质的要求，硬性判

决股权归夫妻一人享有给对方补偿，不但给股东压力或履行

不能，也丧失和剥夺夫妻共同财产在投资时所企盼的永久投

资收益的目的性。 2、离婚案件股权分割问题，补偿或股权

取得应由夫妻双方明确表示，不易法院过多干预。如前所述

由于股东配偶享有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也就是准共有股权

故在离婚分割股权时，股东配偶有选择加入股东的权利，这

种权利的行使障碍只能是其他股东不允许转让并购买，或者

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的，审判机关不应剥夺。可笔者同样注



意到在现行的公司法律中，股东配偶的选择加入权一样受到

很大程度的限制，如果不允许判令身为股东一方补偿给另一

方价款确系保护了股东配偶的权利，但是如果其他股东不认

可仍是无济于事，最后还是导致股权无法取得，只不过变相

从其他股东那里取得补偿，从某种程度上更没有保护有限责

任公司人员组成稳定。这就是公司法中对于股权转让的局限

性，这种局限性注定对于婚姻案件中非股东一方共有权保护

不足。 其他在婚姻法中特有的原则笔者同样赞同，这里不论

述。 三、分割方法 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按照司法解释（二）处

理。在协商不成时建议判决方法如下： ⑴确定股权价值，可

先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作为参考数据再予竞价。 ⑵价值确

定后，依照顺序确定股权，先是夫妻中股东一方优先的原则

，其次是其他股东，再是股东配偶。将股权价值补偿给另一

方，但必须考虑夫妻有无其他的财产可以补偿，如果只有股

权或其他财产的价值远小于股权不易于补偿，只有按这个价

位转让股权。 ⑶依照上述股权价值由法院直接征集其他股东

意见，将拟转让股权份额、股权价值、回复期限发给其他股

东。购买款作为财产分割，不购买的直接确定股东配偶取得

股东身份。 应该说离婚案件中涉及分割有限公司股权是个复

杂问题，不能像分割其他有形财产一样简单，相关的权利主

体和法律关系都要照顾到。这样就可能导致超审限或久拖不

决，笔者认为在评估股权价值或征求其他股东意愿时，时间

较久可延期审理也不易判决另行起诉，否则将孤立看待股权

，也会使当事人恶意串通转移财产。 综上所述，由于公司这

一商事主体的特殊性，在离婚案件涉及公司分割的问题上就

暴露出很多的问题，股东转让股权和夫妻分割股权交差时出



现很多法律冲突，笔者在研究此问题时经常陷入了顾此失彼

的境地，所以建议完善股权在婚姻法中分割的制度和原则，

建立独立的股权分割体系，不能只是一味的套用公司法。另

外股权这种在婚姻中“准共有”的性质是否可以同其他财产

一样被确立法律地位也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关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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