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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常见诉讼类型及裁判规则 

                                 第一期 股东出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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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导读 

（一）由公司资本制度变革引发的司法实务问题 

2013 年 11 月 28 日，我国对公司法作了修订，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对公司资

本制度的重要修订，即将注册资本改为完全的认缴制，与之对应的是股东出资纠

纷的类型较之前出现了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随着股东“认缴”而不“实缴”

现象的普遍出现，在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时，其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往往不足，公

司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风险有所增加，这样便在司法实践中衍生出一个常见的公司

法实务问题，即：如果公司没有能力清偿到期债务，公司的债权人可否请求出资

期限尚未届满的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说尚未到出资期限的股东其负有的

出资义务是否需要加速到期。为解决该实务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出现了否定说、

肯定说、折衷说等不同的理论争议，直到《九民纪要》的实施，其中对于“股东

出资应否加速到期”专设条款予以规定，使得该类争议的处理思路和裁判方式在

司法实践中方逐渐归于统一。 

本期即是以上述实务问题作为案例检索研究的中心，归纳总结了股东出资纠

纷的常见类型以及裁判规则，尤其是对于未届出资期限股东的责任追究，提出了

具体的实务解决思路。相信通过本期专题实务研究，至少有如下意义：一是能够

从公司法的视角协助解决一些“执行难”问题，对一些以公司为被执行人、拖久

不决、无法执行到位的执行案件提供一种公司法诉讼解决的思路；二是能够更加

全面准确地理解公司法现行的资本制度，即：一方面，作为公司的股东不能单单

只“认缴”而不“实缴”，事实上认缴出资作为一种股东“承诺”，对股东有持续

法律约束力，在“特定情形”下需要加速到期出资；另一方面，对于前述“特定

情形”需要正确界定，债权人不能动辄就在与公司的债务纠纷中对公司股东提起

诉讼而侵害公司股东在出资方面享有的“期限利益”。  

（二）股东出资纠纷常见类型概述 

经检索近年来此类司法案例，为便于实务研究，我们大体上可以按照在诉争

发生时对股东约定的出资期限是否届满分为二大类：一是已到约定的出资期限而

尚未出资，该股东应履行出资义务的；二是未到约定的出资期限，要求该股东提

前进行出资的。就前者类型，主张权利的主体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公司的债权

人，诉讼请求分别为要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或要求该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



2 
 

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部分的纠纷在处理时争议较小，公司

法和司法解释本身的规定比较明确，相关条文可以直接适用；就后者类型，主张

权利的主体上并没有大的区别，但是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能否直接适用于纠纷的解

决在实践中存在不少的争议，直到《九民纪要》的颁布实施，司法实践的裁判规

则方逐步趋于统一，即：在处理时原则上需要保护股东的“期限利益”，但是就

特定情形下（如公司破产、解散清算或穷尽执行措施仍无可供执行财产且具备破

产原因的），亦允许有所“例外”，对于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主张予以支持。

从司法实践的处理来看，对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诉讼为近年来公司法诉讼的热

点之一，实际中多为用来解决对公司债务的“执行难”问题。 

相应地，上述二大分类还可进行一定的深化或细化，即：如原股东已经出让

股权的，那么其对于之后发生的股东出资纠纷诉讼中的出资主张是否仍有责任？

一般而言，对于股东已届出资期限未出资而转让股权的，该股东仍应在未出资范

围内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于未届出资期限而转让股权

的，原则上原股东不再承担出资责任，但是也存在个别的例外情形，主要为原股

东以股权转让为名而行规避债务之实的。 

（三）本期法条索引 

从本期检索研究的司法判决来看，在股东出资纠纷的处理中，在裁判规则方

面，在裁判文书中引用频率较高的法律条文具体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

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

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

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

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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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

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

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

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二十二条：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

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

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

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三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

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

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

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

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

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

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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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

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

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

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

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

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第一条：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一）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 

相关当事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清偿能力为由，主张

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

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

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

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

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

九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

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

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

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除上述公司法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之外，还应充分重视《全国法院民

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六条对于“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

的规定，该规定是现司法实践中对于界定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是否负有出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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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内容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

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

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

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

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在近期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立法机

关已充分吸收了上述相关条文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成果，为此专设第

四十八条予以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公司或者

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其他与股东出资纠纷相关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

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

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二：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

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

抽回的行为。 

 

二、已届约定的出资期限而要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 

1. 公司作为原告起诉，要求未按期出资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审理法院】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浙 0203 民初 712 号 

【基本案情】 

2016 年，A 公司登记设立，注册资金 2400 万元，股东 11 人，其中甲认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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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额 600 万元，占股 25%，共缴纳出资 45 万元；案外人乙认缴出资额 199.92

万元，占股 8.33%，已于 2017 年完成实缴。2018 年，甲和乙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书》一份，甲受让了案外人乙持有的 8.33%的股权。之后，A 公司进行了工商

变更登记，注册资本为 2400 万元，股东 10 人，法定代表人为甲，根据公司章程

约定，甲以货币出资 799.92 万元，占股 33.33%，应于 2019 年 2 月 9 日前足额缴

纳。事后，甲未按照上述期限出资。因甲的出资期限届至，故 A 公司作为原告

起诉被告甲，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甲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另，2016 年 A 公司与其全体股东曾签订《闪电付创始股东股份认购协议》，

约定了股东认购 A 公司出资份额及间接认购的闪电付股份数，其中被告甲认缴 A

公司出资额为 600 万元，间接认购闪电付金额 600 万元。同时，被告甲又与签订

上述协议的股东签订了《闪电付创始股东对赌协议》，约定被告甲作为闪电付项

目风险的主承担方，投资 300 万元入股闪电付，完成下述任意一项目标，即可获

得 2 倍出资金额对应的股权奖励：1.被告甲在协议期内完成闪电付的第二轮增资

扩股，闪电付总估值超过 5000 万元；2.第二轮股东数量超过 20 家；3.协议期内

通过平台交易结算任意月度超过 5000 万元。  

【裁判规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未缴纳出资的，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

本案中，被告甲应当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于 2019 年 2 月 9 日前向原告缴纳出资

799.92 万元，但实际被告仅缴纳出资 244.92 万元，尚有 555 万元出资款未缴。

被告甲抗辩称，被告甲虽在原告 A 公司设立时认缴出资 600 万元，但根据《闪

电付创始股东对赌协议》的约定，被告甲待闪电付项目实现约定业绩时，可获得

2 倍出资金额对应的股权，故被告甲实际仅需缴纳出资 300 万元。对此，法院认

为，出资是股东对公司的基本义务，股东出资不足的，应当向公司足额补缴，

至于对赌协议中关于被告甲可获得 2 倍出资金额对应的股权奖励的约定，系被告

甲与其他股东之间关于闪电付项目的目标奖励机制的约定，被告作为原告的股

东，无论是否达到投资项目的目标业绩，均不能免除其出资义务。故对原告的

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应向原告补缴出资并承担相应利息损失。 

【实务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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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股东，应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如未按期出

资，公司有权作为原告起诉要求其履行出资义务。 

2. 公司债权人作为原告起诉，要求未按期出资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公司债权人起诉公司胜诉但未执行到位，另行起诉股东要求其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审理法院】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1）浙 0203 民初 7634 号 

【基本案情】 

A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公司股东为甲、乙，各占股

50％。2020 年 5 月，原告为与 A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一份，载明 A 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相应货款及违

约金。因 A 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A

公司仅支付部分款项，暂无可供执行财产，法院遂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另查明：2016 年，A 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约定甲、乙为认缴出资，认缴期

限为 2018 年 8 月 8 日前全部缴付到位。甲、乙至今未缴纳。故原告起诉甲、乙

两被告，要求甲、乙就 A 公司不能履行的付款义务部分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 

【裁判规则】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债权

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

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原告提

供的工商登记信息，作为 A 公司股东的甲、乙两被告注册资本认缴期限至 2018

年 8 月 8 日，但两被告未按时缴纳出资，原告与 A 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生

效的调解书确认，原告作为公司债权人，故其有权请求两被告在未出资范围内对

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实务提示】 

    未履行到期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就所在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在其未出资范围

内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据此，作为公司的债权人，如向公司执行未

果后，亦应注重审查公司的股东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出资义务，以便进一步判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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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向股东提起直接追索。 

（2）公司债权人同时起诉公司及股东，要求公司清偿债务，并要求股东就不能

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审理法院】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9）鲁 02 民初 903 号 

【基本案情】  

原告与 A 公司之间长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3 年 5 月-2017 年 10 月，原

告向 A 公司送货金额共计为 5757559.68 元，原告提供银行流水并自认 A 公司已

付货款 2742574.12 元。根据被告 A 公司出具的货款明细表一份，载明共计欠货

款 2097160.46 元。 

根据青岛市即墨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显示，2014 年 3 月 31 日 A 公司的唯

一股东甲决定，同意 A 公司变更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公司投资总额由原“7800

万日元”变更为“10800 万日元”，注册资本由原“7000 万日元”变更为“10000

万日元”。其相应的章程修订案载明，认缴出资额在两年内缴足。2014 年 7 月 16

日，A 公司股东决定，同意公司变更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本由原

“10000 万日元”变更为“14000 万日元”；其相应的章程修订案载明，认缴出资

额在两年内缴足。上述两次增资均经过了即墨区商务局的审批。 

因 A 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原告将 A 公司及股东甲起诉到法院，要求 A 公

司支付拖欠的货款 2097160.46 元以及因逾期付款导致的占用资金损失，并要求

股东甲就 A 公司债务在应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规则】 

    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可以认定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完成了

合同义务，被告 A 公司应支付相应货款。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

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的，法院应予支持。被告股东甲作为被告 A 公司的唯一股东，在 2014 年 3 月

31 日、2014 年 7 月 16 日两次增资，注册资本由“7000 万日元”至“14000 万日

元”，但被告股东甲在承诺认缴期满后仍未增资到位。原告可以据此主张被告股

东甲作为被告 A 公司股东对被告 A 公司的债务，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不能清偿

债务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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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提示】 

    作为公司债权人，在处理与公司的债务纠纷时，如发现有股东未按约定期限

予以出资之情形的，建议在处理与公司债务纠纷时一并起诉未按期出资的股东，

要求其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未届约定的出资期限且无“特定情形”时而要求股东提前出资的

情形 

【审理法院】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案号】（2019）浙 0482 民初 4461 号 

【基本案情】 

A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成立，股东为甲和乙，丙担任公司监事，甲担

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A 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甲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325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65%，于 2033 年 12 月 5 日前足额缴纳；乙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17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于 2033 年 12 月 5 日前足额缴纳等。后 A 公司以

丙为隐名股东、公司资金困难等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乙、丙两被告缴纳注册资本

15 万元。 

【裁判规则】 

公司章程对公司具有约束力。本案被告乙认缴的出资尚未届至公司章程规定

的缴纳期限，故原告以公司资金困难等为由要求乙缴纳注册资本的诉请，依据不

足，不予支持。原告以被告丙为隐名股东并要求其缴纳注册资本的诉请，亦无依

据，不予支持。 

【实务提示】在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下，股东对认缴的出资享有

“期限利益”，公司不得要求其提前履行出资义务。 

 

【审理法院】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 

【案号】（2020）浙 0521 民初 593 号 

【基本案情】 

甲与案外人 B 公司签订公司章程，约定分别出资设立 A 公司，出资资金在

2038 年 5 月 31 日前缴足。A 公司经核准设立后，甲向 A 公司汇款 40 万元，后



10 
 

因操作问题款项退回。后甲向 A 公司缴纳注册资金 2 万元。A 公司认为甲以其

行为表示同意“乙方（甲）的注资资金为现金 40 万元，原则上成立后即投入完

成”的约定，故对甲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 40 万元的出资义务，被告甲认为其

从未签署上述协议，对该协议不予认可，且在约定的出资期限届满之前，其没有

提前出资义务。 

【裁判规则】 

针对上述约定，被告甲对其未作实质性回应，应当认定甲未对约定作出认可

的意思表示，后甲向原告公司汇款 40 万元，因操作原因退回后没有继续汇款，

仅在之后汇入 2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约定，被告甲应当在 2038 年 5 月 31 日前缴

足出资额。现甲提前缴纳的行为仅能视其为自愿行为，并不能以此为依据来约束

甲。现原、被告既没有其他相关提前出资的约定，又未出现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的特定情形，故被告甲作为原告公司股东享有期限利益，其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

在 2038 年 5 月 31 日足额缴纳注册资金，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关于原告诉

请被告履行出资义务并赔偿相应损失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实务提示】在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届满之前，对相关股东主张提前出资的，应

慎重，要着重审查有无出现法律规定的出资应加速到期的“特定情形”或有无股

东间的其他约定。一般情况下，股东对尚未到期的出资享有期限利益，司法不应

轻率给予干预。 

 

四、未届约定的出资期限但出现“特定情形”，股东负有的出资义务

须“加速到期”之情形  

1. 公司破产 

【审理法院】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0）浙 02 民初 64 号 

【基本案情】 

A 公司成立时，股东 B 公司认缴出资 400 万元，占 80%，C 公司认缴出资

100 万元，占 20%，二股东均已实际出资到位，并计入实收资本。后 A 公司增资

到 1420 万元，但至起诉时，B 公司仍未缴纳 1020 万元出资。此后因 A 公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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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破产清算程序，A 公司认为股东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故 A 公司作为原告起

诉 B 公司追缴出资，同时主张被告 C 公司作为原告 A 公司的发起人，应对被告

B 公司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规则】 

根据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

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

出资期限的限制。本案中被告 B 公司作为原告 A 公司的股东，其在公司设立时

已出资 400 万元，后其又增资 1020 万元，被告 B 公司亦未提出抗辩其实际已履

行该增资义务，故原告 A 公司有权请求 B 公司履行该 1020 万元的出资义务。但

原告提出的要求公司另一股东被告 C 公司对上述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

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实务提示】 

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有权要求股东就尚未到期的出资加速到期，并不受

约定的出资期限之限制。此外，管理人的上述主张，实践中一般须以另行向该股

东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 

 

【审理法院】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浙 0212 民初 2754 号 

【基本案情】 

甲于 2017 年向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设立原告 A 公司，公司类

型为一人有限公司，甲为唯一自然人股东，其认缴出资为 100 万元，出资时间为

A 公司设立之日起 20 年内。A 公司依法设立。2019 年，经申请人申请破产清算，

A 公司进入破产程序。A 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向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

的档案并未显示甲履行过出资义务。故 A 公司管理人作为原告对被告甲提起诉

讼，追缴出资。 

【裁判规则】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

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根据公司

法规定，公司有权要求未按章程缴纳出资的股东足额缴纳出资。现法院已裁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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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告 A 公司的破产申请，股东甲不再享有出资的期限利益，其出资义务加速

到期。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甲履行出资义务，予以支持。  

【实务提示】公司进入破产后，股东就尚未到期的出资不再享有期限利益，破产

管理人应追缴出资予以清算。 

 

2. 公司解散清算 

【审理法院】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浙 0108 民初 2713 号 

【基本案情】 

2017 年，A 公司注册成立，股东共 7 人，其中包括甲。A 公司章程约定，7

个股东各自认缴出资款项均应于 2046 年 1 月 1 日前足额缴纳。此后，仅甲实缴

0 元之外，其余 6 个股东均已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2019 年人民法院经审理判

决 A 公司解散。后法院受理 A 公司被申请强制清算一案，指定 B 会计事务所为

清算组。清算过程中，B 会计师事务所对 A 公司资产负债情况作出了专项审计

报告，其中资产负债表载明 A 公司实收资本为 225 万元，甲尚未出资。故 A 公

司起诉被告甲要求其履行出资义务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 

【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

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

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

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本案中，原告于 2019 年进入强制清算阶段，则视

为原告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届至，即加速到期。因此，被告应当缴纳未缴的 275

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应从原告进入强制清算之日起算，并以 275

万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从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 

【实务提示】 

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其中包含股东尚未届

满缴纳期限的出资，股东对尚未到期出资不再享有期限利益。公司清算组应追缴



13 
 

出资予以清算。 

 

3. 债权人已起诉公司并取得胜诉裁判文书，但因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

无法执行到位 

（1）债权人另行起诉股东 

【审理法院】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案号】（2019）浙 0211 民初 3498 号 

【基本案情】 

甲为 A 公司的债权人，其与 A 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法院判决确认。此

后债权人甲申请执行，因被执行人 A 公司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

人甲亦未能提供有效的财产线索，法院作出终结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之后，甲

另行起诉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股东乙、丙，要求乙、丙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

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两被告股东乙、丙抗辩其出资期限确实均未到期，

现无须缴纳出资。 

【裁判规则】 

法院认为，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

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公司股东在登记时承诺会在一定时间内缴纳注册资本，

此种承诺，可以认为是其对社会公众包括债权人所作一种承诺。在注册资本认

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但认缴制下的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只是暂缓

缴纳，而不是永久免除，在公司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时（包括公司实有资产无法

清偿对外债务时），为平衡公司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股东

缴纳出资，以用于清偿公司债务。本案中，原告甲申请执行一案，因穷尽执行措

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经法院裁定终结其执行程序，被执行人 A 公司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属于已具备破产原因，未申请破产的情形。公司

章程记载的股东的出资期限虽未届满，但股东至今未向被执行人缴付任何出资，

且在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时，股东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原告要求股东乙、丙

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实务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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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对未到期的出资依法享有的期限利益，只是暂缓缴纳出资，而不是永久

免除，在公司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时（包括公司实有资产无法清偿对外债务时），

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股东缴纳出资，以用于清偿公司债务。本例的裁决思路实际

上遵循了《九民纪要》第六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公司债务向公司申请执行未果的

情形下，应着重考虑能否适用该规定来破解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 

 

【审理法院】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案号】（2020）浙 0225 民初 5639 号 

【基本案情】 

A 公司为债务人 B 公司的债权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法院出具调解

书确认。调解书生效后，B 公司仍未付分文，A 公司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暂

无财产可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B 公司的注册资金为 1000 万元，甲、

乙各占 50%股份，即各出资 500 万元，甲、乙各有 100 万元注册资金未到位。公

司章程第七条载明，股东甲、乙各自剩余 100 万元在 2022 年 6 月 20 日前缴清。

A 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甲、乙两被告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 B 公司债

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两被告抗辩，（2018）浙 0212 民初 16860

号民事判决书载明，C 公司欠 B 公司工程款，导致 B 公司不能及时支付原告货

款，B 公司、C 公司正对项目工程进行清算，若清算结束后，B 公司会将货款支

付给原告，本案不符合提前出资的情形，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裁判规则】 

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

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申请执行 B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法院裁定终结其执行程序，B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两被告作为公司股

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前提条件已经成就。在注册资本

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

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的，不予支持，但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

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两被告认缴出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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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即以 B 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为前提，根据破产法解释一第四条第三项规定，

即使债务人账面资产大于负债，但存在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情形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原告与 B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因公司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执行程序，B 公

司已具备破产原因，并且两被告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 B 公司具备完全履行能力，

故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实务提示】 

在要求未到出资期限股东承担出资加速到期的诉讼中，可以适用的条文除公

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之外，可同时援引破产法解释一第四条第三项规

定。整体上体现的仍是《九民纪要》第六条的处理思路。 

 

（2）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审理法院】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案号】（2021）浙 0782 执异 173 号 

【基本案情】 

A 公司为债务人 B 公司的债权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法院判决确认。

判决生效后被告 B 公司未履行，原告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以被执行人暂无可供

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执行程序。后，A 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申请追加未届

出资期限且未完成出资义务的股东 C 公司为被执行人，对 B 公司债务在未缴纳

的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法院查明，股东 C 公司为 B 公司的发起

人及唯一股东，认缴出资额 200 万元，尚未实际缴纳，出资期限为 2047 年 1 月

25 日前。 

【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

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

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

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

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执行人 B 公司的财产不足以

清偿本案债务，第三人 C 公司作为该公司的股东，其认缴出资额为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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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时间为 2047 年 1 月 25 日前。股东认缴出资的承诺是公司责任财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具有担保公司债务的目的。C 公司认缴公司注册资本的期限虽未到，

但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本案债务，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况下，

其对公司注册资本认缴期限的约定与认缴承诺担保公司债务的目的相冲突，应否

定认缴期限的效力，支持认缴期限加速到期，故对异议人申请追加 C 公司为本

案被执行人的异议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实务提示】 

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所负债务，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况

下，对于出资未到期的股东债权人可以要求其提前履行出资义务。实践中在适用

该规则解决“执行难”问题时，除债权人另行提起诉讼之外，其他可供选择的途

径是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相关股东，将其作为被执行人之一。 

 

五、在股权转让之前原股东未出资而转让股权的情形 

1. 在股权转让时已届约定的原股东出资期限但原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 

【审理法院】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案号】（2019）浙 0203 民初 11558 号 

【基本案情】 

2015 年，A 公司做出章程修正案，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股东甲认缴出资

900 万元，占股 45%；股东乙认缴出资 500 万元，占股 25%，甲乙均在 2015 年

6 月 20 日前缴清。后，经股权转让，丙丁也受让了部分股权。 

2016 年，A 公司股东情况变更为：甲认缴出资 6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2%；

丙认缴出资 3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8%；丁认缴出资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50%。甲、丙、丁均应在 2015 年 6 月 20 日前缴清。此后，被告甲、丙、丁之

间又发生了多次就 A 公司的股权转让。 

直到 2018 年，A 公司股东情况变更为：丁认缴出资 1968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98.4%；丙认缴出资 3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6%。丁、丙的出资期限变更为

203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原告向 A 公司陆续出借资金共 150 万元。A 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条

一份。A 公司自 2018 年后便再未向原告支付利息或本金。故原告向法院起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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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股东甲、原股东乙、现股东丙和丁，除要求 A 公司归还借款之外，还

主张被告甲、乙未在出资期限届满前履行各自认缴的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应在

未出资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被告丙、丁明知被告 A 公司的注册

资金在出资时间届满后未实际到位仍受让股权且在受让股权后恶意延长出资期

限，应对被告甲、乙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规则】 

关于被告甲、乙是否应对被告 A 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

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 A 公司实缴注册资本 50 万元。2015 年，被告 A 公司

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2000万元，其中被告甲出资额为 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5%；

被告乙出资额为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上述出资期限均为 2015 年 6 月

20 日，但在该期限届满后，被告甲、乙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原告有权

要求其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 A 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此外，被告 A 公司尚欠原告 150 万元借款未归还，由于原告与被告 A 公司

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 A 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及依约支付利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

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

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丙与被告丁于 2018 年将出

资期限自 2015 年 6 月 20 日延长至 2037 年 12 月 31 日，表明其明知前股东未履

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故应对被告甲、乙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实务提示】 

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

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上述股东范围包括在股权

转让之前已届出资期限但未出资的原股东，同时，受让股权的新股东如明知上述

原股东未按期出资事实的，新股东应对原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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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股权转让时未届约定的原股东出资期限且该股东亦未提前出资的 

（1）原股东正常转让股权的（即不存在恶意转让逃避债务情形的） 

【审理法院】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案号】 （2019）浙 0902 民初 2017 号  

【基本案情】  

A 公司为债务人 B 公司的债权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法院出具调解

书确认。在执行过程中，A 公司申请追加未届出资期限且未完成出资义务即转让

股权的原股东甲以及获得转让股权的现股东乙为被执行人。执行裁定书认为，被

执行人 B 公司的原股东甲，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将公司股权转让给第

三人乙，申请执行人 A 公司要求原股东甲在未出资范围内对 B 公司债务承担责

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现任股东乙，在其签署的公司章程中仍约定出资

时间为原股东甲原有的出资期限，故应当认定乙知道甲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

权的事实，应以其认缴出资为限对被执行人 B 公司向申请执行人 A 公司所负本

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股东甲对该执行裁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甲主张其转让股权时尚未届出资

期限，出资义务不应由原股东承担；在追加股东承担责任之前，应对 B 公司的

全部财产进行破产清算，以公司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现债权人未对 B

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申请，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严重损害股东权益。经法院认

定事实：原股东甲转让股权时未届出资期限，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已完成出资

义务。 

【裁判规则】  

B 公司的出资实行认缴制，认缴期限未届满。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对股

东因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未缴纳出资就转让股权时由谁承担出资责任进行明确规

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被告甲在认缴期限届满前未

缴纳出资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

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除

了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

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或者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

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情形外，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 B 公司尚不具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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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除外的情形，原股东甲在认缴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不属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

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实务提示】 

一般情况下，对于在认缴期限届满之前就已经转让股权的，不属于未依法履

行出资义务，原股东不再承担出资责任。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1）沪 01 民终 6011 号   

【基本案情】 

A 公司与 B 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松江法院已作出民事判决确认 B

公司应向 A 公司赔偿损失 647044.40 元以及逾期罚息等，因 B 公司未按判决书

履行义务，A 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后，松江法院因该案执行标的暂无执行条件而

裁定终结该案的本次执行程序。 

B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甲、乙各出资 50 万元，截至 2011 年 9 月 20 日止，B 公司已收到全

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100 万元。2016 年 5 月 3 日，B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增资为 500 万元，由甲、乙各增加出资 200 万元，即甲、乙的出资额均

为 250 万元，增资额的出资日期均为 2021 年 9 月 20 日前。2017 年 3 月 6 日，

乙受让了甲所持有的 B 公司的全部股权，股东变更为乙一人，出资时间为 2021

年 9 月。2018 年 10 月 31 日，丙受让了乙所持有的川亮公司的 30％股权。至此，

B 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中，乙出资额为 350 万元、丙出资额为 150 万元，出资

时间均为 2021 年 9 月（除已实缴的 100 万元外）。 

A 公司起诉到法院，请求追加甲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以其未缴纳的出

资 200 万元范围内对 B 公司未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请求追加丙为

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以其未缴纳的出资 150 万元范围内对 B 公司未清偿的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追加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驳

回了 A 公司的诉讼请求。A 公司由此提出上诉。 

【裁判规则】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二个争议焦点：一是 B 公司原股东甲应否承担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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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转让股权的责任；二是认缴出资期限未届满，B 公司现任股东丙应否承担出

资加速到期的责任。 

对于前者争议焦点，法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是指股东

未按期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公司债权人请求转让股权的原股东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原股东甲的增资出资方式为认缴制，出资期限为 2021 年 9 月 20 日

前，股东在公司章程规制下享有出资期限的利益；原股东甲转让股权发生在 2017

年 3 月 6 日，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甲将其全部股权转让于乙，其对 B 公司增

资认缴出资义务由受让股东承继；且甲在转让股权时，A 公司与 B 公司之间尚

未发生本案债权债务纠纷，也不具备原股东恶意转让股权逃避履行债务的情形，

故 A 公司请求追加原股东甲承担出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对于后者争议焦点，法院认为：丙系 B 公司的现任股东，依据 B 公司的公

司章程规定，股东丙对公司资本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公司债权人请求公司股东

承担出资责任，实则是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公司债权人以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

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一般情形下，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

符合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

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除外。本案执行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

人为 B 公司及其他自然人担保人，在执行中查封了自然人担保人名下的房产尚

未执行完毕，尚不符合上述关于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前提，公司债权人请

求追加出资期限未届满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 

【实务提示】 

    该案例融合了上述相关案例中涉及的二点：一是未到约定出资期限即转让公

司股权的原股东一般不再负有出资义务；二是对于受让股权的新股东，其负有的

出资义务是否应加速到期，仍须具备“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

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且不能轻易地将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

行等同于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 

 

（2）原股东以转让股权为名而行逃避债务之实的  

【审理法院】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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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1）浙 0225 执异 111 号 

【基本案情】 

A 公司为债务人 B 公司的债权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法院判决确认。

判决生效后 B 公司未履行，A 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 B 公司无可供执行

的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程序。后 A 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申请追加 B 公

司股东甲、乙以及 C 公司为被执行人，对 B 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查，

甲与乙于 2010 年共同设立 B 公司，甲出资额为 1600 万元，占 80％，乙出资额

为 400 万元，占 20％，以上均实缴到位。2017 年，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0000

万元，甲出资额为 8000 万元，占 80％，乙出资额为 2000 万元，占 20％，其中

甲 1600 万元已缴付完毕，6400 万元自变更登记之日起十年内缴付完毕。乙 400

万元已缴付完毕，1600 万元自变更登记之日起十年内缴付完毕。2019 年，甲将

6400 万元出资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64％）转让给 C 公司，乙将 1600 万元出

资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6％）转让给 C 公司，转让价款均为 0 万元，由 C 公

司按 B 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缴付出资。自此，B 公司股东缴纳出资情况如下：C

公司认缴出资额 8000 万元，2027 年 7 月 24 日前缴付完毕；甲认缴出资额 1600

万元，出资已到位；乙认缴出资额 400 万元，出资已到位。又查明，C 公司于

2018 年成立，注册资本仅 100 万元。 

【裁判规则】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一种例外情形为，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因穷尽

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在有生效判决，

经公司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情况下，如果穷尽执行措施公司还无财产可供执行，

己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其结果与《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公

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完全相同，故这种情形下比

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股东未届期限的认缴出资，加速到期。

本案中，法院在执行 B 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时，在穷尽执行措施后仍未发现

其有可供执行财产，并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即表明 B 公司已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具备破产原因。债权人在 B 公司未申请破产的情况下，有权要求作

为 B 公司股东的被申请人 C 公司对于所认缴但未实缴的出资加速到期，追加为

被执行人并就公司未能清偿债务在其未实际缴纳的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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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甲、乙是否应追加为被执行人。根据《最高法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

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

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

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

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

甲、乙享有当然的期限利益，但认缴出资时间的约定是公司内部管理和经营安排

的约定，其本身不能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法定出资义务，不能因转让股权而予以转

移或免除。股东对公司认缴出资的实缴进度，应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和负债情况相

联系的，公司处于长期负债未清偿状态，股东有义务在其认缴范围内向公司实缴

出资或对债权人承担责任。A 公司与 B 公司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于 2019 年

6 月的股权转让之前，且根据 A 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B 公司在甲、乙股权转让

之前即已不能支付工人工资，另有大量的诉讼纠纷产生。再结合甲、乙当庭关于

目前 B 公司债务确实清偿困难的陈述，法院有理由相信甲、乙利用公司法人独

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鉴于此，甲、乙作为前股东，在 B 公司财

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时，应当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

任。 

【实务提示】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

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

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

担责任，上述“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一般仅限于当时已届出资期限但未按期出

资的股东，但是也存在例外的情形，即原股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来逃避债务的。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需要对新旧股东利用股权转让方式逃避债务（或恶意

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等事实作出相应的认定。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0）京 03 民终 3634 号 

【基本案情】 

2018 年 8 月 1 日，甲、乙以服务合同纠纷将 A 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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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之后法院一审判决 A 公司退还甲、乙 1 493 497.24 元。由于 A 公司未履

行，该院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甲、乙提交追加被执行人申请，申请追加 A

公司原股东丙、丁为该案被执行人，但被法院驳回，另甲、乙申请追加现股东戊

为该案被执行人，该院予以追加戊为执行案的被执行人，对 A 公司在该案中所

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经查，A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注册资本 100 万元，由股东甲认缴

出资 80 万元、股东乙认缴出资 20 万元，出资时间为 2024 年 4 月之前。2015 年

9 月 16 日，A 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甲认缴出资 4000 万元、乙认缴

出资 1000 万元，出资时间为 2024 年 4 月份之前。之后，双方股东股权有一定变

更。另据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查询及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档案材料

证实，A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变更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变更为戊，戊认缴出资 5000 万元，认缴出资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9 日。 

2019 年 9 月 25 日，因 A 公司及股东戊二被执行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

法院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 

据此，甲、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9）京 0118 执异 169 号执

行裁定书；2.判决 A 公司发起人及股东丙、丁承担公司债务连带清偿责任，共计

人民币 1 493 497.24 元。 

一审法院认为，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

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

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在该案中，丙、丁原均系 A 公司

股东，认缴出资后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他人，故在认缴期限

届满前，无法认定丙、丁未履行出资义务，而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将所持

股权转让的行为亦未违反法律规定。故依据该案现有证据，该院对甲、乙的诉讼

请求没有予以支持。 

二审期间，法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8 年 9 月 10 日，甲、乙与戊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A 公司（以下称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

币，甲出资 4500 万元人民币，占 90%，乙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占 10%。甲将

所持有标的公司 90%的股权（出资额 4500 万元人民币）作价 0.1 万元人民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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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戊。乙将所持有标的公司 10%股权（出资额 500 万元人民币）作价 0.1 万元

人民币转让给戊。该《股权转让合同》未对 A 公司的债权债务处置问题作出约

定。另经查明，戊在向法院所作的笔录中就 2018 年 9 月 27 日认缴 5000 万元收

购 A 公司，戊答复是其并不认识丙、丁，系为了收取一定的报酬而办理了 A 公

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此外，戊之前因助学贷款未归还已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裁判规则】 

甲、乙以丙、丁系恶意转让股权以逃避债务为由，主张二人仍应对 A 公司

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并申请追加二人为被执行人，对此本院认为，股东不得滥

用其出资期限利益以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权益，股东在明知公司对外负

债且无力清偿的情况下恶意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实缴

到位的风险，其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具体到本案，丙、

丁向戊转让股权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戊在法院谈话时自述其并不知晓股权转让

事宜，只是在火车站寻找兼职时经人介绍帮忙注册公司，其应要求在行政服务中

心签了几个名字并收取了 800 元费用，其根本不知道 A 公司的情况，公司公章、

营业执照不在其处，其曾报警要求撤销登记。结合上述事实，难以认定该股权转

让系符合市场规律的正常交易。从股权受让人情况来看，A 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在受让 A 公司全部股权前，戊已欠国家助学贷款 9300 元及利息未予偿还

多年，戊在法院谈话时自述其在上海打工、工作内容主要是安装摄像头之类，而

根据法院与戊户籍地村书记谈话可知，戊在外打工，村内没有收入来源、没听说

有股权分红等收入、房屋在其父亲名下，结合上述事实，难以认定戊有实缴出资

的财务能力。综合前述因素，本院认定丙、丁将股权转让给戊的行为是利用公

司股东的期限利益恶意逃避债务，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丙、丁利恶意转

让股权、滥用股东期限利益的行为应予否定，现甲、乙申请追加丙、丁为执行案

件的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故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追加丙、

丁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A 公司

所负甲、乙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实务提示】 

股东在明知公司对外负债且无力清偿的情况下恶意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

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到位的风险，其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对原股东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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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资期限利益应予以否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需要对新旧股东利用股权

转让逃避债务的事实作出相应的认定，原告就此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 

 

六、其他常见的与股东出资纠纷相关的诉讼及其裁判规则 

1. 违反法定程序减资的 

【审理法院】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 （2021）皖 10 民终 1100 号  

【基本案情】 

2018 年 10 月起至 2021 年 7 月期间，A 公司与 B 公司曾经签订两份《产品

买卖合同》，合同约定 A 公司向 B 公司供应环氧树脂货物，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货

到 60 天内付清货款等内容。A 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向 B 公司交付全部货物，B 公

司未按约定付清货款。根据双方提交的付款清单，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B 公

司尚欠 A 公司货款 833402.06 元。 

B 公司 2018 年 11 月 8 日成立，注册资本 500 万元，认缴期限至 2057 年 12

月 31 日，甲认缴出资额 400 万元、乙认缴出资额 100 万元，甲于 2019 年实缴出

资额 26.6661 万元，乙未实缴出资额。2020 年 2 月 28 日，B 公司仅在《广州日

报》佛山新闻南海潮版上刊登减资公告。2020 年 4 月 27 日，B 公司原股东甲、

乙将 B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减资至 100 万元，其中甲减资 320 万元，乙

减资 80 万元。但 B 公司未依法采用合理有效的通知书方式将减资情况如实告知

A 公司。 

A 公司起诉，请求判令 B公司支付 A 公司货款 833402.06 元及利息 255460.88

元，并请求判令甲、乙就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在其各自违法减资数额范

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 B 公司支付 A 公司货款 833402.06 元及

利息，甲、乙分别在减少出资的 320 万元、80 万元的范围内对 B 公司减资前的

货款 825801.53 元付款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甲、乙就一审结果提出上诉。 

【裁判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

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

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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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减资本质上属于公司内部行为，

理应由公司股东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通过内部决议自主决定，以促进资本的有

效利用。但从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公司股东负有按照公司章程切

实履行全面出资的义务，同时负有保持公司注册资本充实的责任。在公司符合

减资条件时，则应当履行完整的法定程序，确保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依

法保护。通知债权人并根据债权人要求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是相应减资程序对

债权人发生法律效力、股东在减资部分免责的必要条件。公司未对已知债权人进

行减资通知，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实质以及对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影响，

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现有证据表明，B 公司在减资过程中仅在《广州日报》上刊

登减资公告，而未依法同时采用合理有效的通知书方式告知 A 公司这一明知的

债权人，故应当认定 B 公司的减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使 A 公司丧失了及时要

求 B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甲、乙作为减资股东，其不当减资行为

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对于公司债务应当在其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至于 B 公司辩称 A 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平台免费查询 B 公司股东变更或减资

情况，根本就不存在知情权的障碍，但并不能以此对 B 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减

资程序，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实务提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完整的减资程

序不但需要公司在报纸上予以公告，还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

内通知已知的债权人，如上述减资程序出现瑕疵的话，减资的股东应对公司债务

在其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 股东在公司设立后抽逃出资的 

【审理法院】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津 0102 民初 1387 号   

【基本案情】 

A 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设立，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发起人股东为甲、

乙、丙，甲实缴出资 800 万元，持股比例 80%；乙实缴出资 100 万元，持股比例

10%；丙实缴出资 100 万元，持股比例 10%。2009 年 9 月 28 日，A 公司包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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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在内的款项 10002400.12 元存入公司名下天津银行账户（账号：

1037××××9991）。同日，A 公司通过电汇方式从上述账户分别向案外人 B 公司转

账 255000 元；向案外人 C 公司转账 73000 元；向案外人 D 公司转账 1275500 元、

280000 元等多笔款项。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A 公司从上述账户转出款项总

计 9853529 元。 

2016 年 9 月 26 日，甲将持有的 A 公司 80%股权转让给丁，乙、丙将分别持

有的 A 公司 10%股权转让给戊。2016 年 9 月 27 日，A 公司变更股东为丁持股比

例 80%，戊持股比例 20%。 

另，原告曾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对 A 公司等被告提起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诉讼案三起，振兴区法院判决 A 公司应给付原告拖欠的房屋租金及违

约金。后原告向振兴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 A 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振

兴区法院不得不终结执行程序。 

原告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 A 公司原股东甲、乙、丙构成抽逃出资，由甲、

乙、丙在对 A 公司不能履行对原告的三份民事判决总计 5289621.69 元房屋租金

和经济损失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丁、戊对上述第 2 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2020 年修正）第十二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

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

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

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原告提交了 A 公司设立 3 个月

内对外转账多笔款项的相应证据，并主张上述款项均为抽逃资金，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 年修

正）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

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

举证责任”的举证责任分配精神，由于债权人即原告无法查询 A 公司及其股东的

财务账簿或银行账户，故原告在提交了上述合理怀疑证据后，甲、乙、丙应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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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转出款项系基于真实、合理的交易往来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现甲、乙、丙未

能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

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

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甲、乙、丙应承担本案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上述 4 笔款项合计 6059265 元，均应视为抽逃资金。原告要求甲、

乙、丙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2020 年修正）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

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

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

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

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因 A 公司发起人股东系抽逃出资而非

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故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受让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

形。原告要求丁、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实务提示】 

对于公司设立后抽逃出资的，即便股权已经予以转让，原股东仍应在抽逃出

资范围内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债权人认为存在抽逃出资

行为的，有初步的举证责任，在具备合理怀疑证据的情况下，当时的股东应就不

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承担提供反驳证据的责任。对于抽逃出资后转让股权的，受让

股东一般不承担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