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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进行分割是必经程序。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财产的形式

趋向多元化，“夫妻公司”不断出现，夫妻一方在公司中拥

有股份的也越来越多。在夫妻离婚时，如何既分割财产又不

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成为法院在审判离婚案件时的一大难

题。由于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较为方便，笔者在此不再探讨，

主要探讨夫妻离婚时对在有限公司中的财产如何分割的问题

。 一、 夫妻分割存在于有限公司的财产的难点 （一）、界定

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与公司财产的区别比较困难 分割夫妻

生产、经营性财产，涉及到公司的全部净资产及债权、债务

的清算。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一旦作为公司的出资，便与

公司财产混同，成为一个整体的企业财产，并因公司的运作

而产生了公司的盈亏。在夫妻关系终止后、公司解散或清算

前，很难分清在公司财产的总构成中到底有多少属于有待分

割的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只有对公司进行清算或对公司

资产、负债进行审计，才能界定两者的区别。这样做肯定会

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二）、分割夫妻在公司中的共

同财产难 在确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及数额后，需要将其

从公司财产中剥离出来，使夫妻财产便于分割。但夫妻共同

财产作为公司的出资入股，因相关法律的规定，往往不便于

直接分割。因为公司法规定股东不能抽回投资。但若直接分

割经营公司一方在企业中所占的股权，又受到公司法关于转

让股权诸多条件的制约。所以相关法律规范的制约使法院在



分割公司财产时处于两难境地。 （三）、对证据的认定难 在

夫妻财产分割中，常常涉及到对证据的认定问题。由于公司

财产较多，负责经营的一方往往会转移财产，或者使公司“

遗留”大量债务，并提供大量证据，有的包括法院的判决书

或调解书，如张某诉李某离婚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

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与王某合伙经营汽车修理厂，后张某诉

请离婚，并要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诉讼期间，李某与王

某合伙纠纷案在另一法院审理，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调解协

议：企业无净资产，欠外债100万元，同意散伙，双方各承

担50万元债务。法院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并制作了调解书

。李某持调解书要求张某分担共同债务25万元。法院是否仍

需要对该证据进行核实，认定为证据，成为一大焦点。如不

核实则可能会显失公平。 二、分割夫妻在公司中共同财产的

特殊原则 （一）、维持公司社团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不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保持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分割夫妻在

公司的股权时，既要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

企业的生产发展。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企业，在分割其所包含

的夫妻共同财产时，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的持续、稳定

及相关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

以尽量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不破坏企业的完整性为

原则。同时，企业的注册资本是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

在分割夫妻财产时，要确保公司注册资本不发生变化，切实

维护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公司债权人利益。 （二）、坚持婚

姻法与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协调与统一。对夫妻公司股权的

分割，不同于以往对简单的生活、消费资料的分割，它涉及

到不同的法律调整领域，涉及到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协调问题



，尤其是与公司法的协调。如果在分割时与上述法律法规相

矛盾，就会错判。 （三）、既要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

主义，又要兼顾婚姻法的男女平等原则。确立股东的身份及

其权利、义务时应按照公司法的要求来确认，但当以夫妻共

同财产出资成立夫妻公司时，应推定夫妻股份相同，克服公

司法的局限性，按照民法及婚姻法的原则来处理财产分割问

题。 三、对几种不同性质企业的夫妻财产分割方法 （一）、

夫妻一方以共同财产出资，与他人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并占

有一定份额股份的情形。根据该类财产的性质，不能直接分

割出资财产，只能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股份进行处理。具

体可采取以下3种方式：1、直接转让出资。德国和法国在处

理该类问题上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德国有限公司法第15条

、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4条均有明确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份可

通过继承方式或在夫妻之间清算（分割）共同财产时自由转

移。该方法是指，参与经营公司配偶一方将属于配偶另一方

的出资份额（通常为其出资额的一半）转移给另一方，从而

该另一方在名义上和实际上也成为公司的 出资人和股东，并

拥有相应的股权。但该处理方式受到以下两个条件制约：第

一，公司的其他股东是否同意配偶另一方成为本公司的股东

；第二，作为受让公司股份的配偶是否具备公司章程中所规

定的作为股东的条件。该处理方式的优点是无须对公司总资

产进行审计，也无须对持公司股权一方进行评估，操作起来

简单方便。但由于受上述两条件的制约，在实践中往往难以

实施。2、作价补偿。由持股配偶一方将本属于另一方的股份

折价后，以货币的方式实现对另一方的补偿。鉴于分割时股

权所代表的价值与当初出资时的金额不一致，同时由于有限



公司财务不公开，只有对公司的债权、债务、净资产进行审

计，并对持股配偶一方所持股份进行评估，才能按股权的实

际价值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否则，直接按出资价值补

偿，对另一方可能会明显 不公平。因为公司的财产不断增加

，股份也会增值。3、拍卖分割。这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是

双方都想拥有股份，二是双方都不愿意拥有股份。在第一种

情况下，可由双方竞价，谁出价高股份归谁。在第二种情况

下，可将股份拍卖，对拍卖所得进行分割。在操作时应通知

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作为竟买人参加，如无股东参加，或参

加的股东不能买定，则各股东对成交价无优先购买权。 （二

）、夫妻双方以共同财产出资并共同经营企业的情形 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以共同财产投资成立公司，并向工商部

门办理了注册登记。对夫妻双方各自的出资比例，主要有如

下两种情形：一是双方各占投资比例的50%，二是双方所占

的比例不一致。在分割该类性质的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区别

如下情况对待：1、对于离婚夫妻双方均要求继续参与公司生

产经营的，应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对该企业判决维持现

状，由双方当事人继续拥有公司股份。对于在工商登记中反

映双方投资比例不一致的，如果双方没有特别约定，应推定

双方投资比例相等，均为50%的股份。因为在向工商部门办

理注册登记时，是基于夫妻之间特殊的人身关系和相互信任

，对各自的出资比例并未实现严格意义上的对等。但是夫妻

对共同财产在出资时是平等的，股份也应视为相同，应打破

公司法的局限，按照婚姻法的原则来协调与公司法的冲突，

且不损害第三人利益。2、对实际经营公司一方向不参与经营

的另一方故意隐瞒公司经营状况，并且恶意转移公司财产，



损害了一方在公司中的利益，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由于双方

已不再相互信任，不能共同经营，因此在判决离婚时不能判

决共同经营，应对公司进行审计，判决经营公司的一方补偿

另一方股份的损失。即将股份作价一半补偿给另一方，另一

方退出公司的生产经营。但在操作时应注意到公司法关于有

限公司的人数应在两人以上的规定。为了避免夫妻一方退出

夫妻合股公司后所导致的该公司在人数上不具备法定条件的

后果，可采取由双方协商，或由一方指定一定份额的股权受

让人，由该受让人取得一定份额的股权。同时，法院应责令

当事人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3

、对双方都不愿意继续经营的，可以对公司清算后注销，也

可以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后，由法院委托进行拍卖。对拍卖

后的价金由法院进行分割。 （三）、对以他人名义入股的夫

妻共同财产的处理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将

共同财产交由第三人入股，第三人是名义上的股东，夫妻双

方都不是股东。但平时是通过第三人分得股利。在这种情况

下，有两种处理方案，一是对股份进行评估，由第三人折价

给付股金，将股金在夫妻之间进行分割，第三人不退出股份

，相当于股权转让。第二种处理方案是第三人退出公司股份

，以第三人的名义对外转让股份，夫妻双方愿意要股份时，

支付对方股价的一半即可，夫妻双方都不要股份时，由他人

购买，支付的股金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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