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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关于一份解散之诉裁判书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被解散公司的 “经营管

理困难”实质指向 “管理困难”而非 “赢利困境”，管理困难的根源在于封闭型中

小公司的股东人合性障碍导致的治理失灵。据此，将解散之诉的本质定位于治理失

灵后的司法权介入，给予部分 ( 少数) 股东退出公司的低成本路径，更具立法论上

的解释力，也得到裁判实务的经验支持。公司治理失灵的具体表象包括对立股东控

制权势均力敌下的公司僵局与对立股东控制权势力悬殊下的股东压制，与 此 相 对

应，司法解散公司的事由也存在公司僵局与股东压制的二元化格局。公司僵局在立

法论上被视为解散之诉的唯一事由，与裁判现实并不符合，但由于缺乏立法的明确

规定等缘由，股东压制作为解散事由的事实在裁判中被淹没与压抑了。相关规范分

析与实证研究都发现，将中国式股东压制也即 “严重的复合性股东权侵害”添列为

解散公司的事由，在我国存在现实的裁判规则方面的需求。由此，我国公司法应构

建司法解散公司事由的 “二元”格局，涵盖封闭型公司人合性障碍的所有情形，为

股东提供更具实效的救济。

关键词: 司法解散公司 公司僵局 股东压制 不公平损害 信义义务

引 言

2005 年公司法第 183 条〔1〕首次确立了司法解散公司之诉 ( 下称 “解散之诉”) ，3 年

后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但从各地法院裁判来看，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进

一步讨论，核心问题乃是关于解散事由的界定。“公司僵局”一词虽未被立法直接使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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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 (16CXTD01) 暨校级人文社科项目 “民法总则制定中的商事主体立

法研究” (15ZFZ82007) 的阶段性成果。
2013 年公司法修正案将其调整为第 182 条: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在立法解释上曾一度被解读为唯一的解散事由，〔2〕尤其在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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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释 〔2008〕6 号，下称 “公司法

解释二”) 进行立法性司法解释之后，解散之诉条款几乎等同于公司僵局救济条款。〔3〕但

是，公司僵局究竟是否如理论推理那样为唯一的解散事由? 这一推理与司法裁判实践是否契

合? 最有意义的回答可能不是源于理论推演或规范解释，抑或寻踪索迹于域外法的比较研究，

而是来自解散之诉案例的实证分析。本文运用类型化案例研究方法，尝试展现我国解散之诉的

司法运行轨迹，并寻求对现行公司法规定的解散之诉适用事由做出恰当的规范解释。

一、解散之诉适用事由的类型化

( 一) 关于样本的说明

类型化案例研究类似于流行病学的调查，需要数据足够的样本。本文采集的 150 份样本

裁判均 为 生 效 裁 判 文 书，均 发 生 在 2006—2014 年 这 9 年 期 间，并 通 过 多 种 有 效 渠 道 获

取。〔4〕本文对每一份裁判书提取了解散事由这一核心要素，之后又提取了 8 项相关要素，分

为被诉公司的基本特性、原告股东的基本情况、裁判的基本样态等三类科目，具体包括: 公司

类型、公司规模、股东人数、公司经营状况 ( 以上属于科目一) ; 原告股东持股比、原告股东

在公司任职情况 ( 以上属于科目二) ; 法院审级和审判程序、裁判文书类型 ( 以上属于科目

三)。统计学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少量样本的评估进而预测整体的评估结果，因此，样本统计

对象的选取需要较强的针对性、可统计性和论证价值。8 项要素与解散事由的关联性在于: 一

者，是解散之诉的关键环节与该制度理论学说的预设命题，同时是庭审的焦点，针对性较强;

二者，都是裁判书载明的指标或事项，可以按照裁判书记载的信息摘取，具有直观性与可统计

性; 三者，囊括了被告公司、原告股东与裁判者等三方主体，对其信息含量的挖掘有助于理解

解散之诉的实际运行状态。需要说明的是，不少裁判书中解散事由的确定较为复杂，需根据

法院最后认定的事实综合判断，同时适当参照原告股东的主张。虽然原告主张的事实可能

因证据不足不为法院认定，但不能据此简单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不存在，故有必要参考之。
( 二) 解散事由的类型化分析

“公司僵局”源于英美判例法，原是对公司内部矛盾极端化状态的一个描述性概 念，

表明封闭型公司处于死亡状态且无能为力，〔5〕我国学者直接解读其为股东会、董事会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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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平、李国光主编: 《最新公司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66 页; 安建主编: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 (2005 年版)》，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7 页; 朱少平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4 页; 陈丽洁: 《新公司法详论》，经济科学

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21 页; 赵旭东主编: 《新公司法条文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69 页;

王保树主编: 《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8 页。
参见刘俊海: 《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23 页; 葛伟军: 《英国公司法要义》，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9 页。2014 年“公司法解释二”进行了修订，但 解 散 之 诉 相 关 条 款 的 顺 序 和 内 容 未 做 实 质

性变动。故下文统一称为“公司法解释二”。
1993 年公司法没有规定解散之诉，2005 年修正案第 183 条方有规定，修正案自 2006 年 1 月 1 日实施，故采

集的案例时间区间从 2006 年开始。通过输入“解散公司案例”“司法解散之诉” “解散公司之诉” “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三条”等，获得 185 例裁判文书，其中，源自北大法宝法律检索系统 50 例、威科法律检索数据库

30 例、各法院网站公布的裁判文书 105 例 ( 其中，中国法院网 35 例，北京法院网 20 例，上海法院网 20 例，

浙江与江苏法院网各 15 例) ，剔除重复者 35 例，最终选定 150 例。最后统计时间是 2015 年 9 月。
参见 Ｒobert W． Hamliton，The Law of Corporations，法律出版社 1999 年影印本，第 299 页。



转失灵和结构性瘫痪。〔6〕公司法第 182 条关于解散事由的规定抽象概括，文义上是否等同

于公司僵局，多数著述持肯定论。〔7〕“公司法解释二”第 1 条第 1 款也被认为列举了公司

僵局的若干情形，〔8〕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僵局乃唯一解散事由的认识。究 “公司法解释二”

第 1 条第 1 款之文义，前 3 项确为公司僵局的类型化划分，但第 4 项 “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

重困难”的规定留下一处开放性空间，是前 3 项所列公司僵局具体情形之外的其他情形之

概括性条款，抑或公司僵局之外的其他解散事由的立法性扩展? 这需要进一步的法理阐释

与证成。我们考察样本裁判书认定的解散事由即以此为背景，寄望厘清 “公司僵局”的概

念范畴与具体情形，并考察司法上是否肯认其为唯一解散事由。

事实上，150 例裁判表述的解散事由可谓五彩缤纷，间或夹杂着其他违法、违约行为甚

至股东间的情感纠葛，但不妨碍将这些解散事由进行类型化。如以 “公司法解释二”第 1

条第 1 款前 3 项所列公司僵局为第一类，第四项的 “其他事由”为第二类，样本统计结果

为: 以 “公司僵局”为诉由的有 121 例，占比 80 ． 7% ; 以 “其他事由”为诉由的有 29 例，

占比 19 ． 3%。至于 29 例裁判书所列的 “其他事由”的具体情形，可做进一步归纳:

1 ． 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基础坍塌。在郑某某与上海某某集装箱仓储有限公司、第三人姚

某某公司解散纠纷案〔9〕中，公司上一次召开股东会的时间是 2009 年 9 月 11 日，原告股东

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起诉 ( 无法召开股东会的状态尚不满 2 年) ，法院结合原告与第三人

往来的信函以及当事人之间多次发生诉讼等事实认为: 双方之间的信赖关系已经坍塌、合

作基础已经动摇，股东失和的状况势必影响到被告的经营和发展。被告已经没有了经营场

所，业务无从开展，一直处于停业状态，公司运营已出现严重困难。失去人和、地利的被

告如继续存续，将使损失进一步扩大，对股东的利益明显不利，故准许解散。

在这类案件中，法院侧重实质上审查公司的人合性基础是否坍塌，未拘泥于 “公司法

解释二”规定的股东会未召开期间的硬性规定，可视为实质性的公司僵局，或者视为公司

僵局之外的其他情形，类似于普通法上股东之间相互丧失信任和信心的情形，但究竟何者

为妥，尚需进一步讨论。
2 ． 公司目的不达。在中 国 核 工 业 第 二 三 建 设 公 司、北 京 兴 国 展 投 资 管 理 公 司、牛 国

强、孙胜婕公司解散纠纷案〔10〕中，被诉公司的成立是为了承揽北京新国际展览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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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2〕，王保树主编书，第 68 页。
参见前引〔3〕，刘俊海书，第 925 页; 施天涛: 《商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4 页; 雷兴虎主编:

《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3 页。
“公司法解释二”第 1 条第 1 款规定: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

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 一) 公司持续两

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 二) 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

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的; ( 三) 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 四)

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参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2011) 宝民二 ( 商) 初字第 1231 号判决书。类似的裁决还有李某某诉上海熹明实

业有限公司解散公司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2) 沪二中民四 ( 商) 终字第 713 号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009) 通民初字第 2529 号判决书。类似的还有黄某玉诉柳州市某某焊接材料

有限公司、第三人徐某某公司解散纠纷案，法院认为: “被告公司设立至诉讼时没有获得法律规定的生产焊条

的许可，不具备必要的正常经营的条件……”，因此准许解散公司。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

院 (2011) 北民二初字第 110 号判决书。



业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导致公司没有任何实际经营行为。此类案件，法院没有

按照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去考察公司组织机构瘫痪与否，而从 “公司目的不达”的角

度证成解散公司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公司目的不达，从解释上似乎更符合基于股东信赖利

益理论而生的股东压制情形，类似于普通法上的公司基础崩溃，难以列入公司僵局。
3 ． 公 司 被 用 于 违 法 活 动。在 许 德 光 诉 北 京 乐 万 宝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解 散 纠 纷

案〔11〕中，第三人利用被诉公司公章等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股东无法就公司解散达成一致，

诉至法院，法院裁判公司解散。此类案件可归结为公司被用于非法目的，资产正在被滥用

或浪费，致使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被用于违法活动，类似于普通法上公司经

营与存续存在欺诈和重大不当行为，显然逸出了最广泛意义上公司僵局的含义，将其归于

基于股东信赖利益理论而生的股东压制情形，似更具有解释力。
4 ． 股东压制。样本裁判书直 接 提 到 股 东 压 制 这 一 措 辞 或 者 基 本 等 同 措 辞 的，共 计 15

份，裁判书认定的案件事实可视为实质性地构成 “股东压制”的有 51 例，分别占比 10%、
34%。此类案件的原告大多诉称，多数股东利用控制地位进行不公平关联交易，强制剥夺

少数股东的经营管理权、知情权、分红权等，其中有 37 例还伴生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

间的多起或者至少一起单独诉讼。我们暂且将此类案例的案由归结为股东压制。

从审判结果看，几乎所有法院均以此类事由不属于法定解散事由或者可以通过其他方

式单独解决而不必提起解散之诉为由，裁判驳回原告诉请，样本的唯一例外是 2007 年最高

人民法院二审结案的重庆正浩实业 ( 集团) 有限公司与重庆国能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正浩

机电工业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及公司解散纠纷案 ( 下称 “重庆国能案”)。〔12〕一审法院认

为: 正浩实业 ( 第三人，占 51% 股权) 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地位，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使小

股东重庆国能 ( 原告，占 49% 股权) 始终不能行使决策经营权、不能享有知情权，且小股

东在股东会决议上对大股东做出的相关报告始终表示反对，对正浩实业通过转嫁投资、交

易及利用公司资产为自己贷款作抵押等行为提出严重异议，正浩机电已形成经营管理僵局。

由于大股东在诉讼前及诉讼中的相关表现，本院有理由认为，如果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

东权利受到重大损失。本案这种情况判决公司解散，有利于保护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一审裁决解散公司，二审维持。本案中的一审判决虽使用 “僵局”一词，但究其案情，

实际上超出了 “僵局”范畴而更接近于 “股东压制”。该裁决发生在 “公司法解释二”出

台之前。某种程度上，后来的 “公司法解释二”对公司僵局的形式化列举可能反而束缚了

审判机关，使得以股东压制为由的解散诉请难以得到支持。

在高冬青与康得新电 (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 下称 “高冬青案”)〔13〕中，原告诉称: 康得投资公司 ( 第三人) 通过受让方式取得康得

新电 (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 下称 “新电公司”) 75% 股权。发起设立股东、原告高冬青

持有 25% 股权。康得投资公司在 取 得 控 制 权 后 开 始 排 挤 原 告，先 是 撤 销 其 总 经 理 的 职 务，

任命为副总经理，后来连副总经理职务也免去，并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2006 年以来，

新电公司所有的董事会决议均在原告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做出。原告于 2007 年向法院起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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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2008) 昌民初字第 8488 号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7) 民二终字第 31 号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08) 海民初字第 15743 号判决书。



求查阅、复制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并胜诉，但新电公司拒绝履行，其知情权受到侵害。与

此同时，新电公司曾经承诺的分红款也一直未支付给原告。另一方面，新电公司将核心资产

“高压大容量变频设备”专项技术转让给康得投资公司的关联控股子公司康得环保科技公司抵

扣债务，将绝大部分固定资产低价转让给康得环保科技公司抵扣债务，导致新电公司几乎全

部经营业务、经营收入归给了康得环保科技公司，新电公司经营陷入严重困难，名存实亡。

类似的，在徐爱琴诉赵静巍、河南宏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散公司案 ( 下称 “徐爱琴

案”)〔14〕中，原告诉称: 赵静巍是河南宏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在其成为法

定代表人后，拒不向原告徐爱琴签发出资证明书，也不置备股东名册并将原告作为股东记

载于股东名册; 拒不召集和主持公司股东会。赵静巍还绕开公司，试图将公司拥有的项目

转移给其关联公司经营，损害公司利益。赵静巍把公司印章交其父控制，单独掌控公司财

务账册，无故拖欠员工工资，全部停止公司应为职工交纳的失业、养老、医疗保险，单方

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活动，使原告应享有的股东权利全部被剥夺。

类似的情形描述在样本中还见于不少案例。〔15〕法院虽认定上述原告所称属实，但还是

以公司尚处于较正常的经营运作状态、未达到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程度为由驳回原告

诉请。由此得出初步的结论: 部分法院未完全固守公司僵局之形式标准，更强调公司陷入

“经营管理困难”为解散事由的实质性标准; 对于股东压制，虽作为概念直接出现在部分裁

判书中或者有实质性表述，但法院多不支持其作为解散公司的事由，虽然也有个别引人注

目的例外裁判。

二、对公司法第 182 条的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

对裁判思路的剖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某项法律 规 范 的 司 法 适 用 轨 迹 并 发 现 其 结 构 局 限。

关于第 182 条的规范分析表明，解散事由的适用存在层级递进的 “三部曲”模式，法官对

“三部曲”的法律解释形成裁判书的说理中心，但不同法官的解释似乎不尽相同甚至差异明

显。司法实践是否肯认与践行第 182 条规定的 “公司僵局”这一解散事由，乃关注焦点。
( 一) 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关于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定，法院审理焦点有三: “经营管理困难”究

竟指向经营困难还是管理困难，抑或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什么程度才称得上 “严重

困难”，判断标准如何; “经营管理困难”是否等同于公司僵局。以下逐一分析。
1 ． “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界定

经营管理本为管理学概念，是指对企业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16〕据此，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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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6) 郑民三初字第 1 号判决书。
如裴海鹰与北京嘉诚创新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裴旋、张冬生公司解散纠纷案 ( 下称 “裴海鹰案”) ，北京

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2010) 大民初字第 207 号判决书; 何刚与北京宏鑫凤和消防技术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

案 ( 下称“何刚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09) 朝民初字第 06119 号判决书; 蔡迎迎诉泉州明恒纺织

有限公司、何文安解散公司纠纷案 ( 下称 “蔡迎迎案”)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6) 泉民初 字 第

294 号判决书; 赵某与上 海 星 道 驰 某 公 司 等 解 散 纠 纷 上 诉 案 ( 下 称 “赵 某 案”)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10) 沪一中民四 ( 商) 终字第 2400 号判决书。
参见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企业管理》编写组: 《企业经营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页。



困难可以包括战略投资计划失败、公司目的落空、经济效益低下、管理混乱等多种状态的

描述，但显然并非所有此类状态都成为解散事由下的 “经营管理困难”，其究竟指经营困难

也即发生停业亏损，还是指 “公司法解释二”列举的无法决议或决议不能的管理困难，抑

或须同时兼备? 样本裁判书的说理部分所展示的裁判逻辑大致有三类情形。
情形 1: 在杨虎诉李玉德、天津腾德化工有限公司解散公司案中 ( 下称 “杨虎案”)〔17〕

中，被诉公司停业前仍在赢利，一审裁决书写道: “两股东在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因意见

分歧对选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事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在腾德公司因上述分歧停产之

前公司处于正常经营，效益良好的状态。杨虎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公司的继续存续会使股

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此处的 裁 判 逻 辑 是: 被 诉 公 司 仍 处 于 正 常 经 营 状 态，可 以 断 定 不 存 在 “经 营 管 理 困

难”，进而认 定 公 司 继 续 存 续 不 会 使 股 东 利 益 受 到 重 大 损 失，故 裁 决 不 解 散。由 此 可 见，

“经营管理困难”首先或者就是 “经营困难”，即从经营状况可以判断 “困难”存在与否。
在裁判不解散公司的裁判书中，同样或者类似的表述可谓 “基本规范版本”。

情形 2: 在陶 国 琴 等 诉 杭 州 华 安 电 气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解 散 纠 纷 案〔18〕中，判 决 书 指 出: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是指公司经营已处于持续恶化状态，且公司管理已处于僵局

状态; “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指公司的人合基础已完全丧失，且法人财产已处于不断

消耗和流失状态。
此处的裁判语言是一种双向的要件式表述，其逻辑与情形 1 基本一致，但又有进一步的

考量: “经营管理困难”首先看经营状态，如 “经营困难” ( 经济效益恶化) 具备，则还要

看 “管理困难” ( 公司僵局) 具备与否，如二者同时兼备，则毫无疑问构成 “经营管理困

难”。这在解释上似乎更符合 “经营管理困难”的文义，在不解散公司的裁判书中更常见，

连同情形 1 一起占比样本的 85% 左右。
情形 3: 在 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 8 号指导性案例 “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

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 ( 下称 “林方清案”)〔19〕中，一审法院认定，虽然两名

股东持续 4 年无法做出有效股东会决议，但公司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故驳回原告诉请。二审

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认定凯莱公司存在经营管理困难，判决解散。判决书指出: “‘公司经营

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

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
“林方清案”的二审裁决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指导性案例，可认为代表了主流的司法

立场。〔20〕本案也回答了前文的发问，公司未发生亏损并不能当然地判定不存在经营管理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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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参见天津市第二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06 ) 津 二 中 民 二 初 字 第 132 号 判 决。该 判 决 后 被 天 津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2007) 津高民二终字第 70 号判决书撤销，二审判决指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不能理解为资金缺

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而应当理解为管理方面的严重内部障碍，主要是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

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08) 余民二初字第 2576 号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 苏商终字第 0043 号判决书。
样本中还有昌飞跃诉赵向东、深圳市圣地保人防有限公司解散案等。该案中，公司截至诉讼时没有发生亏损，

相反，应收账款还有 2000 多万，处于赢利状态。但法院认定，由于两名股东各占 50% 股权，处于僵持状态，

股东赵向东占据法定代表人职务，另一股东昌飞跃掌握公司的法人印章及公章，双方互不信任，不能就经营

决策形成一致意见，已不能按法定程序做出决策。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详见深圳市罗

湖区人民法院 (2006) 深罗法民一初字第 435 号判决书。



难，停业、亏损的经营情况也不是认定经营管理困难的必备因素，单纯的管理困难，如组

织机构因股东对峙而瘫痪等公司治理严重障碍，也得认定构成 “经营管理困难”。对于这一

裁判立场，赞同者认为，其准确地揭示了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实质乃在于管

理困难，而非经营困难。有学者认为此裁决有利于理解 “‘好公司’为什么也会被解散”这

一中外共同的裁判立场，也有利于引导人们认同解散之诉解决的真正问题是封闭型公司的

人合性治理障碍。〔21〕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此举取消了 “经营困难”的限制性条件，无异于

赋予异议股东无理由甚至恶意退出公司的权利，从而极大影响公司持续稳健地运行。〔22〕

经营状况是法院进行解散公司裁判时着重考量的因素之一，它既可以作为判定 “公司

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与否的依据，也可以作为判定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

损害”与否的证据。〔23〕其实，经营效益尚好的公司 ( 或曰 “好公司”) 被解散，在各国司

法裁判中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海瑟林顿 (Hetherington) 等人对 1960—1975 年美国 54 例

涉及封闭公司解散案的实证研究发现，有 45 个被认定为有偿债能力，有 9 个被认定为无偿

债能力，占比 16 ． 7%。由此可见，考察或者关注公司经营状况似乎只是美国法院处理该类

案件的一个重要参数，远不是决定性因素，甚至法院在裁决书中未必专门关切。〔24〕无独有

偶，兰姆赛 (Ｒamsay) 关于澳大利亚公司 1989—1994 年间 88 个裁判强制公司清算案例的

实证研究表明，澳大利亚法院的裁决也存在类似的现象。〔25〕在我国，蒋大兴教授关于 261

份解散之诉裁判的实证研究发现，有 168 家公司非正常营业，但也有 93 家公司尚在正常营

业，只不过前一类公司被最终裁判解散的比例 (90% ) 远高于后一类公司 (14% )。〔26〕在

本文的 150 例样本裁判中，采集的相关要素 4 “公司经营状况”统计显示，根据公司被诉时

是否停业与赢利分为四类: 发生亏损的公司占比 96% ，这其中的 44% 已停业，其余的 52%

未停业; 公司仍在赢利的仅有 6 例，占比 4% ，其中停业前仍在赢利的有 1 例，未停业且仍

在赢利的有 5 例; 公司在赢利状态下被判决解散的有 2 例。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被诉公

司陷入经营亏损，是解散之诉的整体性特征，但公司仍在营业甚至赢利的也可被解散，公

司盈亏状况与经营管理困难、股东利益受损之间的逻辑联系需要审慎判断。

实际上，在英美法院的 裁 判 经 验 里，解 散 之 诉 的 真 正 诉 由 很 少 是 公 司 经 营 状 况 不 好，

而更多的是原告股东受到了不公平对待。〔27〕鉴于我国也有尚在赢利的 “好公司”被裁判解

散的多个案例，有学 者 建 议，公 司 法 第 182 条 的 “经 营 管 理 发 生 严 重 困 难”干 脆 修 改 为

“公司管理发生困难”，去除 “经营”的字样，从而排除 “经营是有关公司绩效”的判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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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参见蒋大兴: 《“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8 号评析》，《北大法律评论》2014
年第 1 辑，第 7 页。
参见耿利航: 《公司解散纠纷的司法实践和裁判规则改进》，《中国法学》2016 年第 6 期，第 233 页。
参见姜一春: 《最高人民法院第 8 号指导案例与公司解散制度》，载赵万一主编: 《判例视野下的公司法》，法

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3 页以下。
See J． A． C． Hethetington and Michael P． Dooley，Iliquility and Exploitation: A Proposed Statutory Solution to the Ｒemai-
ning Close Corporation Problem，63 Virginia Law Ｒeview 1，38 (1977) ．
See Ian M． Ｒamsay，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Use of the Oppression Ｒemedy，27 Australian Business Law Ｒeview 1
(1999) ．
参见前引〔21〕，蒋大兴文，第 8 页。
参见前引〔25〕，Ｒamsay 文，第 1 页。
参见前引〔21〕，蒋大兴文，第 50 页。



这一建议有利于消除关于尚在赢利的 “好公司”不能或者不应该被裁判解散的误解。当人

们通过比较法研究结论、境外司法裁判经验以及以第 8 号指导性案例为代表的我国既有司法

经验来更多地支持 “经营管理困难”就是指或者主要指向 “管理困难”，或者至少可以接受

只要出现 “管理困难”就视为出现 “经营管理困难”的逻辑，所谓的 “经营困难”既非裁

判解散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 上述情形 1、情形 2 某种意义上只能说明，经营困难的公

司被裁判解散的比例更高而已，详见后文分析)。如此立场，可以视为对第 182 条 “经营管

理发生严重困难”用语的检讨，也可以视为司法裁判实际上修改了第 182 条规定的解散事

由，其背后透露的法理是什么? 我们认为，“管理困难”的实质是公司 ( 尤其封闭型公司)

发生了严重的人合性治理障碍 ( 失灵)。但此处的封闭型公司人合性治理障碍是否限于公司

僵局这一种情形，则需要进一步考察。
2 ． 一个相关概念的引出: 股东压制

“经营管理困难”重在 “管理困难”，其实 质 指 向 公 司 治 理 的 严 重 障 碍。从 逻 辑 分 类

看，公司治理严重障碍不仅包括股东之间的 “对峙”即公司僵局，还包括多数股东的 “暴

政”即股东压制。公司僵局的形成，就其形式逻辑与构成要件而言，似乎都需要以相对立

的两方 ( 多方) 股东在表决权 ( 控制权) 上的大致平衡为前提，这从 “公司法解释二”第

1 条第 1 款关于公司僵局若干具象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如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

会或者股东大会”、“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

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

东大会解决”。股东压制则是对于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中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关系的

一种描述。前者利用股东会上的表决权优势或者董事会的多数席位而实质性剥夺后者参与

公司经营管理权，压制由此而生。作为英美公司法的一个常用概念，股东压制通常统称多

数股东对少数股东的压制、压迫、压 榨、排 挤 出 局、逼 迫 出 局、挤 出、榨 出、挤 压 等 诸 类

情形，〔29〕表达的是少数股东遭受多数股东的诸种不公平对待。在英美公司法上，股东压制

常被作为解散公司的事由之一。

在中国，无论公司法第 182 条的文义解释，还是截至目前为止缺乏自觉关注股东压制概

念的各类扩张解释，都不将股东压制包含于解散事由之中，这使得立法论上适用解散之诉

救济受压制股东不可行。“公司法解释二”第 1 条第 1 款的具体列举，则从解释论上断然排

除了对第 182 条进行更大想象力的扩张解释的可能性，也就彻底排除了 ( 少数) 股东以股

东权受侵害为由而提起解散之诉的路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这一安排，无疑存在对少数股

东保护不力的问题。对此，有学者给出立法论上的谨慎设想: 修订公司法第 20 条，允许原

告以公司其他股东滥用权利为由提出解散公司之诉，也藉此实现公司法第 20 条与第 182 条

的衔接。〔30〕这一设想成立与否，暂且不论，但其的确折射出以下事实: 在规制股东压制问

题上，第 182 条或者没有适用价值，或者应有的价值未被激活。
( 二)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三部曲的第二步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被看作对第一步 “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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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Ｒobert W． Hamilton，The Law of Corporations，5 th ed． ，West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 365 － 366 ．
参见前引〔22〕，耿利航文，第 232 页。



发生严重困难”的自然延伸。文义上的反义解释是: 公司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但

未给股东造成利益损失的，则不需解散; 虽有利益损失但不重大的，也无须解散; 如股东

遭受的重大利益损失并非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所致，也不应解散。因此，问题的关键在

于，原告股东如何证明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判断，存在对象范围与程度上的界定问题。首先，此处

是股东 “利益受损”，不限于 “权利受损”。依法理，权利是实现利益的意志获得了法律上

的效力。〔31〕在逻辑上，并非所有利益都以权利形式体现，利益的范围大于权利。在美国法

上，解散之诉皆以股东利益而非权利受损作为要件，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公司法规定，“当

为保护申诉股东的权利或利益是合理必要时，法院可以解散公司。”〔32〕美国绝大多数州公

司法都有相同或类似的规定。〔33〕其次，股东利益可以分为公司管理控制权益与财产收益权

益。通常认为，公 司 发 生 经 营 困 难，将 导 致 股 东 财 产 收 益 权 益 受 损; 公 司 发 生 管 理 困 难，

将相应地导致股东管理控制权益受损，比如赢利的公司被裁判解散的，通常都以股东管理

控制权益受损为理由。再次，“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常不是股东利益的具体、个别、

直接、有形的损害，而是股东利益将来、可能、间接、整体、全面遭受的损害，〔34〕某项具

体股东权利，如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受损害的，可以通过单项诉讼求得救济，不必诉

诸解散之诉。最后，如何界定股东利益受损达到 “重大”的程度? 处于亏损状态的 144 个

公司样本统计显示， “重大”程度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量化标准，经营亏损是通常的外在证

明，但并非唯一证明; 而 6 份处于赢利状态的公司被诉解散的样本显示，原告股东被完全排

除在管理之外，也可以视为管理控制权益的严重受损。具言之，某一类股东利益或者整体

股东利益损害的不可逆转性和终局性，通常是样本裁判书说理的关注点。

此处 “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 “股东”，是指原告股东抑或全体股东? 从诉讼法的

证明目的看，原告仅需证明个人利益受损即可，无须证明其他股东、公司的利益受损。至

于证明的途径，区分公司停业、亏损、赢利等不同状态而有所不同。在 150 例样本裁判中，

144 例被诉公司处于停业或者亏损状态，原告通常通过举证公司在持续停业状态下无法止

损，或者公司亏损一直在扩大，即可证明自己的利益受损。在公司仍在营业甚至赢利状态

下的另外 6 例裁判中，原告则举证公司治理处于僵局状态或者自己长期无法参与经营管理，

自身的管理控制利益遭受重大损害。比如上引 “林方清案”中，原告林方清诉称，被告凯

莱公司的内部运营机制早已失灵，自己的股东权、监事权长期处于无法行使的状态，其投

资凯莱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公司仍赢利能否当然否定股东利益受损? 回答是否定的。在普通法国家和地区，法院

对有偿付能力的公司拥有衡平法上命令解散 ( order dissolution) 的固有权力，这几乎与公司

法一样悠久。〔35〕虽然美国示范公司法对于仍然赢利的公司应否判决解散无明文规定，但也

有的州公司法或者法院裁决直接指出，在决定是否裁判解散时，不能仅仅因为公司能够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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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卫国主编: 《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 页。
N． C． GEN． 511 ． 55 － 14 － 30 (2) (1990) ．
See Ｒobert B． Thompson，The Shareholder’s Cause of Action for Oppression，48 Bus． Law． 711 － 712 (1993) ．
参见蒋大兴: 《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Ⅲ———裁判逻辑 ＆ 规则再造》，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0 页。
See John H． Matheson ＆ Ｒ． Kevin Maler，A Simple Statutory Solution to Minority Oppression in tho Closely Held Business，
91 Minnesota Law Ｒeview 657 (2007) ．



续赢利而否决股东的诉讼请求。〔36〕在我国，样本统计也显示，那种简单地认为 “但凡公司

赢利、股东利益即不受损害”的观点在实践中并不受支持。这一裁判立场背后的逻辑，与

前述 “经营管理困难”是指 ( 或者主要指) “管理困难”， “经营困难” ( 经营效益恶化)

并非裁判解散的必要、充分要件的逻辑，实则一脉相承。在前引 “重庆国能案”中，虽然

多数股东控制下的公司 仍 正 常 经 营，但 原 告 拥 有 的 经 营 管 理 权、股 东 会 召 集 权、知 情 权、

分红权、关联交易异议权均被剥夺，法院根据多数股东在诉前诉中的相关表现，认为如公

司存续，会使原告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最终裁决解散。又如前引 “杨虎案”，二审裁决

书指出，原审 判 决 依 据 “天 津 腾 德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停 产 之 前 处 于 正 常 经 营、效 益 良 好 的 状

态”，认定杨虎的主张不符合公司解散条件并不予支持欠妥，应予纠正。换言之，如法院的事

实认定只能表明公司原先存在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经营条件，并不能据此得出股东利益不会受到

重大损失的结论。当然，对于起诉时公司仍处赢利状态的解散之诉，法官的裁量会更慎重。
( 三)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1 ．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性质分析

对于 “三步曲”的最后一步———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存在不同理解: 一种观点

认为，“‘通过其它途径不能解决，是司法解散事由的构成部分，是法院是否作出解散判决

的实体标准，而并非股东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37〕另有观点认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

决”乃解散之诉的前置程序，类似于派生诉讼中的 “穷尽内部救济”规则，股东只有用尽

公司内部救济手段，方可起诉。〔38〕详考 150 份样本中 79 例解散判决的事实认定与裁判说理

部分可以发现，“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具有双重法律意义。
(1) 作为诉讼前置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曾在 “公司法解释二”答记者问

时指出，将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解读为导向性的形式要求、诉前前置程序，有利于

谦抑性适用解散之诉，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39〕样本统计显示，原告几乎都会向立案庭

提供被告公司不同意回购、收购股权或者其他对立的股东不肯受让股权的证据，即高度盖

然性地证明原告已经尽到举证责任，法院通常予以认可。毕竟法院在此阶段无法仔细评估

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如贸然拒绝受理，有违立案登记制度。此外，“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

决”的实质判断唯有通过庭审方能进行，从而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40〕针对 79 例解散判

决的样本统计显示，原告通常会在前述基础上举证用尽更多的 “其他途径”，如第三人居中

调停、双方和解等仍不能解决与对立股东的矛盾。在此意义上，这些案件的解散判决似乎

不是偶然做出的，与原告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举证努力具有某种密切关联。
(2) 作为裁判解散公司的实质要件。鉴于解散公司在结果上的终局性、不可逆转性以

及谦抑性适用司法解散的理念要求，法院希望各方通过自行协商等方式解决争议，而不轻

易解散了之。基于此法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自然将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当作裁判

解散公司的实质要件，原告需要证明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诉争纠纷，否则其诉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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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ＲS tit 13 － A § 1115 (7) ; NJ State 14A: 12 － 7 (9) ; NY Bus Corp L § 1111 ( b) (2) ．
金海平: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 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64 页。
参见张勇健: 《新〈公司法〉的先进理念与公司诉讼》，《法律适用》2006 年第 1 － 2 期，第 32 页。
参见《规范审理公司解散和清算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本报记者问》，《人民法院报》2008 年

5 月 19 日第 2 版。
参见唐明、赵静: 《公司司法解散诉讼实证研究》，《法治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37 页。



面临被驳回的风险。几乎所有支持解散的判决书都有 “法院审理过程中主持 ( 多轮) 调解

失败”的类似表述，以作为法院论证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佐证。〔41〕这足以说明，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决定解散与否的实体要件之一。

2 ． 关于 “其他途径”的关联分析

“公司法解释二”第 5 条第 1 款列举了法院调解下的股权转让、公司回购与减资等替

代性救济措施，也即 “其他途径”。〔42〕众所周知，诉中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实务中举足轻

重，但样本统计显示，以调解方式结案的解散之诉仅有 4 例，占比 2 ． 7% ，调解的实效性可

见一斑。究其原因，一方面，解散之诉的当事人利益冲突激烈，对抗性强，调解的客观难

度大; 另一方面，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提供的具有实效性的替代性救济措施少。150 份样本裁

判无不提到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曾经采取的种种替代救济措施，如股权内部转让的强制定价

权、强制公司回购股权等，但由于配套措施缺乏等缘由，成功调解的仅有 4 例。总之，无论

是作为裁判解散的前置程序抑或实质要件的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还是其他补充性救

济途径实效的乏善可陈，都从某一侧面 说 明 被 压 制 股 东 欲 通 过 解 散 之 诉 获 得 救 济 的 困 境。

这在我国公司法的立法论与解释论上几乎都是无解的。

综上，对照第 182 条 “三部曲”及司法解释的细化规定的规范分析与类型化实证分析，

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数年前已观察到的，我国法院在审理司法解散纠纷时，事实上已经以

公司现状标准取代了公司僵局，“公司法解释二”通过明确公司僵局的具体情形以规范此类

案件审理的努力，未达到预期效果。〔43〕严格来说，此处的 “取代”一词并不符合本文实证

研究的真实情 况，如 使 用 “突 破”一 词，指 我 国 法 院 创 造 性 地 将 “经 营 管 理 困 难”指 向

“管理困难”，以及股东压制和类似现象实际上被采纳为解散之诉适用事由的情形，则无疑

恰如其分。但另一方面，我国 公 司 法 目 前 对 股 东 压 制 的 制 度 规 则 尚 无 积 极、友 好 的 态 度，

股东压制的替代救济安排也不完备，这共同导致了被压制股东欲求救济而不得的尴尬处境。

( 四) 解散公司事由的司法经验支持

以解散事由为中心，对 150 份样本裁判书的 8 项相关要素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探求解

散之诉适用事由的本质特性及其关联细节。

1 ． 统计科目一: 被诉公司的基本特性

透过被诉公司的基本特性可以验证解散之诉适用事由的诸理论假设的准确性。在科目

项下的相关要素 1 “公司类型”，理论假说之一是，解散之诉主要发生在封闭型公司，因为

僵局与压制都是公司自治出现了结构性问题。其根源在于，此类公司的管理类于合伙，股

东通常兼任董事或经理，公司的 封 闭 性 与 人 合 性 因 素 明 显，治 理 相 对 不 规 范。〔44〕统 计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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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灿荣诉上海福康世纪房地产开发有 限 公 司 公 司 解 散 纠 纷 案，上 海 市 奉 贤 区 人 民 法 院 (2009 ) 奉 民 二

( 商) 初字第 1611 号判决书; 许承斌、庞廷进诉广西香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广西壮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09) 桂民二终字第 84 号判决书。
“公司法解释二”第 5 条第 1 款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

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张学文: 《市场理性与法院自制———公司裁判解散的实证研究》，《法学评论》2012 年第 1 期，第 37 页。
参见前引〔3〕，刘俊海书，第 925 页; 叶林: 《公 司 法 研 究》，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2008 年 版，第 354 页;

施天涛: 《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3 页。



示，样本中有 149 例为有限公司，占比 99． 33% ，还有 1 例是 6 个股东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45〕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公司在封闭性、人合性方面几无二致。〔46〕故此处可

做如下结论: 封闭型公司为解散之诉的目标公司。

在相关要素 2 “公司规模”，封闭型公司是解散之诉的目标公司，而此类公司又多为中

小企业，这是否意味着解散之诉多发在中小企业? 如以注册资本多少为公司规模划分的法

律标准，统计显示，注册资 本 在 3—99 万 元 的 有 53 例，占 比 35 ． 3% ; 100—299 万 元 的 有

31 例，占比 20 ． 7% ; 300—499 万元的有 15 例，占比 10% ; 500—999 万元的有 31 例，占

比 20 ． 7% ; 1000 万元以上的有 20 例，占比 13 ． 3%。〔47〕综上，注册资本在 1000 万元以下

公司的占比近 90%。故此处可得出如下结论: 解散之诉主要发生在中小型公司。

在相关要素 3 “公司股东人数”，股东人数较少是公司封闭性的表征之一，这也是被诉

公司的特征吗? 统计显示，股东为 2 人的有 78 例，占比 52% ; 股东为 3 人的有 50 例，占

比 33 ． 3% ; 股东为 4—7 人的有 17 例，占比 11 ． 3% ; 股东超过 7 人的仅 5 例，占比 3 ． 3%
( 最高为 9 人)。综上，股东 3 人 ( 含) 以下的公司占比 85 ． 3% ，易诱发解散之诉。一个合

理的解释是，股东人数少首先意味着股东的人合性更强，股东之间缺乏牵制与协调，矛盾

难化解而易于积存，容易出现僵局或压制。其次，封闭型公司的股权转让高度依赖内部转

让，股东人数较少加剧了股权内部转让的难度。最后，股东人数较少且股东大多参与管理，

意味着股权分布的单调性，决定了表决权多样组合的可能性小，〔48〕这将放大控制权的决定

作用，诱发股东压制。故此处可做如下结论: 股东人数较少是被诉公司的重要特征。

关于相关要素 4 “公司经营状况”的分析，请见上文。
2 ． 科目二: 原告股东的基本情况

原告股东是解散之诉的启动者与救济对象，对其基本情况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解散诉讼

的立法意旨。根据公司法第 182 条的规定，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 10% 以上的股东，才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因此，解散请求权被立法定位为少数股东权。在科目项下的

相关要素 5 “原告股东持股比”，样本统计显示，原告持股不足 50% 的占比 67 ． 3% ，这与立

法预设相合。但也不乏多数股东起诉的案例，在样本中，原告股东持有 2 /3 以上绝对多数表

决权的有 3 例，其中 1 例的公司章程规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才能形成解散决议，〔49〕另外 2

例是股东之间不能就继续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多数股东转而要求裁判解散公司。〔50〕根据公

司法的规定，拥有 2 /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决定自愿解散，〔51〕为何舍简就繁，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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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49〕

〔50〕

〔51〕

参见深圳北大双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杨应昌公司解散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一

中民终字第 5321 号判决书。
参见前引〔44〕，施天涛书，第 282 页。
其中，最高注册资本为 1 ． 8 亿元。参见北京玉泉兴业投资管理公司诉北京新立世 界 风 情 园 公 司 解 散 纠 纷 案，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2008) 丰民初字第 16598 号判决书。
对于两方股东而言，表决结果大致只有三个: 意志一致、意志对抗、意志屈从。
参见上海杜比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北燃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炼焦化学厂、北京北燃杜比能源运营有限公司公

司解散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一中民终字第 5139 号判决书。
参见郭鲜粉、翟光恩诉巩义市恩威水泥有限公司、翟志龙公司解散案，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 (2012) 巩民

初字第 1062 号判决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等诉宁海中油岔路白溪加油站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浙

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 (2008) 宁民二初字第 1688 号判决书。
公司法第 43 条第 2 款规定: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
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这似乎验证了一个预言: “解散公司不仅是中小股东的诉权，也是确保全体股东早日摆脱痛

苦、各奔前程的福音。”〔52〕故此处的结论为: 原告大多为少数股东，但也有个例特殊原因

的多数股东。
“公司僵局是对公司管理权的争夺和公司成员矛盾的特殊描述”。〔53〕在 “两权分离”

不明显的封闭型公司，几乎所有股东都兼任高管职务，参与管理。股东兼任管理职务会触

发少数股东与多数股东的代理成本，加之公司组织机构高度重合，彼此的制约功能几乎不

存在，股权控制效应被放大。与此相关，股东兼任重要管理职务易于导致公司全面陷入僵

局———管理层及董事会的缠斗在股东会上重复上演，诱发多层面的股东对抗。在相关要素 6
“原告股东在公司的任职”，样本统计显示，原告股东 ( 包括法人股东委派的股权代表) 担

任公司高管、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占比 86 ． 7% ，其中，任法定代表人的占比 17 ． 3%。故此处

的结论为: 原告股东大多兼任公司高管职务，参与经营管理。
3 ． 科目三: 裁判的基本样态

法院的审级、适用程序及裁判类型等信息可以显示诉讼的对抗程度。从诉讼法角度观

察，是否上诉、独任制抑或合议庭、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等都与纷争的复杂程度、利益

冲突是否激烈息息相关。〔54〕在科目项下的相关要素 7 “法院审级和审判程序”，样本统计显

示，生效裁判由一审法院做出的有 79 件，占比 52 ． 7% ，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的有 72

件，占比 48% ，适用独任制、简易程序的仅 7 件，占 4 ． 7% ; 其余 71 件生效裁判由二审法

院做出，占比 47 ． 3%。作为对比，全国民事案件的一审上诉率远低于这一数字。〔55〕解散之

诉当事人的利益冲突与诉讼对抗的激烈度可见一斑。故此处可得出如下结论: 解散之诉的

当事人利益冲突激烈，诉讼对抗性强。

谦抑性适用司法裁判解散之诉的理念为学界赞同，〔56〕但司法实践中是否贯彻之? 与此

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调解作为解散之诉的必经程序，其实效如何? 在相关要素 8 “裁判文书

类型”，样本统计显示，以判决结案者有 144 例，占比 96% ，其中判决解散者有 79 例，占

判决结案的 54 ． 9% ; 不解散者有 65 例，占判决结案的 45 ． 1%。在非判决结案的 6 例中，裁

定驳回起诉者有 2 例，调解结案者有 4 例，没有 1 例和解结案。判决解散的比例之高，反映

出解散之诉的对抗激烈度; 尽管司法调解被寄予厚望，但与全国民事案件的调解结案率〔57〕

相比较，实效难谓理想。故此处的结论为: 公司被判决解散率较高，调解难以适用。

回归分析以上 8 项要素的统计数据，有助于总结解散之诉的事由与公司僵局、股东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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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前引〔3〕，刘俊海书，第 929 页。
前引〔44〕，叶林书，第 353 页。
参见李建伟: 《股东知情权诉讼研究》，《中国法学》2013 年第 2 期，第 87 页以下。
根据《中国法律年鉴》提供的统计数据，2007 年 － 2012 年全国民事案件的一审上诉率平均为 9． 23% ，具体情况

是: 9． 76% (2007 年)、9 ． 76% (2008 年)、10 ． 33% (2009 年)、9 ． 55% (2010 年)、8 ． 77% (2011 年)、
8 ． 17% (2012 年)。参见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编: 《中国法律年鉴》2007 年—2012 年，中国法律年鉴社。
参见前引〔3〕，刘俊海书，第 928 页; 黄辉: 《现代公司法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清华大

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7 页。
根据《中国法律年鉴》提供的统计数据，2007 年—2012 年全国民事案件的一审调解结案率平均为 38 ． 05% ，

二审调解结案率平均为 14 ． 59%。具体情况是: 33 ． 43%、10 ． 92% (2007 年，前者为一审调解结案率，后者

为二审调 解 结 案 率， 下 同 ) ，35 ． 18%、12 ． 43% ( 2008 年 ) ，36 ． 21%、15 ． 02% ( 2009 年 ) ，38 ． 80%、
15 ． 89% (2010 年) ，40 ． 64%、15 ． 95% (2011 年) ，41 ． 70%、16 ． 06% (2012 年)。参 见 中 国 法 律 年 鉴 编

辑部编: 《中国法律年鉴》2007 年—2012 年，中国法律年鉴社。



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及其内容的精确表达。科目一 “被诉公司的基本特性”项下的前 3 个

要素显示的信息可归结为一句话，股东人数较少的中小型封闭型公司，是解散之诉的目标

公司，也恰是公司僵局、股东压制现象发生的主战场，二者是重合的。相关要素 4 “公司经

营状况”的统计显示，赢利的公司也可被解散，经营管理困难主要指向管理困难，相呼应

的是，出现股东压制的公司不一定发生以盈亏为衡量点的 “经营困难”，压制下的股东内斗

不仅是公司 “管理困难”的根源，也是 “管理困难”的直接表象。

科目二 “原告股东的基本情况”项下的相关要素 5、6 显示的信息，可被视为清楚地展

现了股东人数较少、封闭型的中小公司的治理特征: 几乎所有股东都参与经营管理，一旦

少数股东被剥夺管理职位，不服者即有可能提起解散之诉以求救济。此与股东压制的联系

在于: 被剥夺管理职位或参与管理机会，是股东压制的一个典型表象。

科目三 “裁判的基本样态”项下的相关要素 7、8 的信息显示，当事人利益冲突激烈，

诉讼对抗性较强，司法调解难以适用，可被解读为公司僵局和股东压制下的股东关系的真

实描述，二者都是公司自治失灵的表象。

回到 “解散事由”这一核心论题，从上文 8 项要素统计信息所展现的解散之诉的关联

表征看，其不仅与公司僵局的概念以及行为特征契合，与股东压制的概念及其行为特性亦

相契合，更有部分要素 ( 如相关要素 5、6) 直接指向股东压制。这份实证经验数据证明，

出现股东压制现象的被诉公司可能相当普遍，只是由于股东压制一词未被立法、司法解释

使用，甚至并未成为公司法学上的常用词汇，所以无论原告的起诉状还是法院的裁判书里

都少有直接使用者，或者相当部分被公司僵局的概念及其表述所掩盖，但这并不意味着股

东压制很少发生，只是由于缺乏实定法的支持，受压制者解散公司的救济请求难以得到司

法的肯定性回应。

三、解散之诉的适用事由重述: 列入股东压制

( 一) 股东压制: 英美法上的内涵界分与行为类型化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中，股东压制均被列为解散公司的事由。例如，美国标准公

司法第 14 ． 30 节 (2) 规定，“在股东提起的程序中，如经证明: ……②董事或者控制公司

的人已经、正在或者将会以非法的、压制性的或者欺诈性的方式行为; ……④该公司的资

产正在被滥用或者浪费”，〔58〕公司得被裁判解散。英国公司法对股东压制的救济传统由来

已久，1947 年之前，股东面对压制行为能够寻求的唯一保护是公平和公正的清算。1947 年

公司法第 9 条引入 “不公平损害诉讼”，规定股东如认为公司事务以一种压制部分股东的方

式做出的，得请求法院强制清算公司，法院如认为事实表明解散是公正的，即可做出解散命

令。这一规则历经演变，最终形成 2006 年公司法第 30 部分 “保护股东免受不公平 损 害”
( 第 994—998 条) ，其中第 994 条给予少数股东更强有力的保护与更宽泛的救济途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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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四宝: 《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2 页。
第 994 条的主要内容是: “基于下列理由，公司股东可以通过诉状向法院申请清算法令: (1) 公司事务以不

正当歧视所有股东或者一部分股东 ( 至少包括他自己) 之利益的方式正或已经被处理; (2 ) 实际或者被提议

的公司作为或者不作为 ( 包括代表其作为或者不作为) 构成或者将构成这样的歧视。”



首先，利益受损的股东，尤其是少数股东可以对相关人员提起直接诉讼; 其次，法院受理

强制清算案件的范围扩大; 最后，在股东之间建立起一种非信托的义务关系，如多数股东

违反了这一义务，少数股东可以申请救济。〔60〕实践中，少数股东对多数股东提出的最多指

控就是后者的压制。〔61〕英国的公司股东提起不公平损害诉讼有两个关键性要件: 一是股东

利益受到侵害，二是存在不公平损害的行为。此处的股东利益含义宽泛，不限于法定的股

东权利，合理期待 (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是判断的关键词，即股东对于公司以一种特定的

方式管理具有合理期待，如公司不能以合理期待的方式运营，就对该股东的利益构成不公

平损害。〔62〕但 2006 年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 “不公平”“损害”的含义，故对于不公平损害

行为的判断需考证衡平法上的案例规则。
“股东压制”作为宽泛、不确定、描述性的词汇，其外延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成文法

不做界定。判例法经验弥补了这一缺失，还尝试对其做类型化总结。保罗 (Paul) 归纳了英

国的 9 类不公平损害行为，可以合并为: 排挤少数股东出经营管理层，妨害少数股东知情

权，不分红，不正当操纵持股，恶意修改公司章程，给自己支付过高的薪酬，控制人不按

照公司章程的条款行事以及诸如此类的程序不当等。〔63〕在美国，常见的股东压制行为 ( 策

略) 被类型化为 4 种: 排斥少数股东参与公司管理; 剥夺少数股东的知情权; 长期不向少

数股东分配股利; 稀释少数股东的股权比例。〔64〕因此，英美法上股东压制的基本特性可以

概括为 4 个层面: (1) 描述的是股东之间的关系状态，而非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主体之

间的关系状态，但需要借助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解散之诉最终获得解决。 (2) 主要存在于封

闭型公司。 (3) 侵害的法益是多重的，既包括少数股东的法定权利，还包括合理性利益，

即加入公司时的合理期待。在美国各州，“最近数十年来，调整股东之间的法律呈现出最显

著的趋势之一就是，法院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考察股东的合理期待，进而判断压制或者类似

诉因是否足以构成非自愿解散或者提供其他救济的理由。”〔65〕前述公司目的不达、公司被

用于违法活动等解散事由之表述，即可归属于少数股东无法获取投资收益、投资公司的合

理期待落空之具象。(4) 主要指向多数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不当行为，既包括违法违章的

“不法行为”，也包括合法前提下的 “不合理行为”，且后者是主流形态。

股东压制的经典形态乃是多数股东利用控制权优势，在 “合法”外衣之下，通过一系

列计划性的策略性安排及其有步骤的实施，步步逼迫少数股东承受不公平的后果，而非直

接以明显违法手段侵害后者的具体股 东 权，这 使 得 压 制 行 为 在 外 观 上 具 有 相 当 的 隐 蔽 性，

呈现出一系 列 链 条 环 环 相 扣 的 连 贯 性 与 持 续 不 断 的 过 程 性。这 一 隐 蔽 性，导 致 法 官 判 定

“是否公平合理”而非 “是否合法”的困难性、复杂性，因为在任何时候，对于合理与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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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64〕

〔65〕

参见葛伟军译: 《英国 2006 年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22 页，引注②。
See Sandra K． Mille，How Should U． K． and U． S． Minority Shareholder Ｒemedy for Unfairly Prejudicial or Oppressive Con-
duct Be Ｒeformed?，36 Am． Bus． L． J． 579，580 (1999) ．
参见前引〔3〕，葛伟军书，第 319 页。
See Paterson Paul，A Criticism of the Contractual Approach to Unfair Prejudice，7 Company Lawyer 204，206 － 209
(2006) ．
See F． Hodge O’Neal and Ｒobert B． Thompson，O’Neal and Thompson’s Oppress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LLC
Members: Protecting Minority Ｒights in Squeeze-outs and Other Intracorporate Conflicts，2d ed． ，Thompson /West 2004，

pp． 3 － 181 ．
邓江源: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的困境与出路》，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2 页。



量化判断都远比合法的定性判断来得复杂。这一过程性，使得法官单凭行为链条中的任何

单个行为来判断压制构成与否，几乎变得不可行甚至错误，而必须立足于这一链条包含的

诸性质相同、目标一致、逻辑连贯、链条衔接的复合行为进行综合性判断。
( 二) 股东压制: 中国司法实践的发现与表达

从我国的司法经验看，上述美式的 4 种股东压制情形虽相对常见，但并非全部，且这 4

类情形虽可能单独发生，但数种情形一并发生且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害后果，才是更为常见

的真实形态，可以命名为 “严重的复合性股东权侵害”。比如，考虑到股东知情权的基础性

权利性质，拒绝分配股利、排斥参与经营管理等策略往往以剥夺少数股东知情权为前提与

铺垫。再如，排挤少数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策略经常借助于稀释股权比例的策略得以实施，

从而达到倍增效应，因为少 数 股 东 持 股 比 例 愈 减，对 公 司 事 务 的 参 与 能 力 与 发 言 权 愈 弱。

同时，排挤策略与拒绝分配股利、剥夺知情权、稀释股权比例等意在压制的诸策略交叉实

施，反复实行，在相当长的期限内相互作用，加重被压制者的窘迫处境。

相比于可以借助股东会、董事会多长时间未召开或者无法做出决议等形式标准进行简

单判断的公司僵局，股东压制是股东之间隐蔽性累积的深层次矛盾爆发，掺杂着多层次的

复杂的股东利益冲突，使少数股东陷于持续的孤立无助之境遇。部分的股东压制可以构成

公司僵局的背后原因，但并不一定都体现为公司僵局，如被压制者的股权比例过低，尚不

足以享有最低限度的否决权，〔66〕就无法与多数股东形成有效的抗衡，僵局自然无法形成。

由于公司法既未使用股东压制的概念，也未列其为解散事由，导致样本裁判中直接使用股

东压制这一概念的并不常见，仅有 15 例。〔67〕但仔细研读 “本院认为”部分关于案件事实

的描述，裁判实质性地认定案件事实构成 “股东压制”抑或有 “股东压制”影子的，有 51

例，其中，原告股东直接以股东压制为由诉请解散的有 6 例，但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仅有 1

例 ( 见前引 “重庆国能案”二审裁决)。多数裁判的逻辑是，如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

求权等权益受损害为由请求解散公司，法院告知其另行起诉，不支持作为解散公司的诉由。

在前引 “高冬青案”中，原告作为发起人股东持股 25% 并任总经理，但在第二被告取得控

股权后，其高管职务被撤销，劳动关系被解除，股权开始遭受全面的侵害与剥夺。尽管如

此，法院审理后仍认为，高冬青主张的解散公司事由，如其作为小股东不能正常行使股东

权利，包括参 加 股 东 会、知 情 权、分 红 权 等; 大 股 东 转 移 公 司 资 产，造 成 公 司 资 不 抵 债、

经营困难; 股东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等，均不属于我国公司法第 183 条 ( 现为公司法第 182

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公司解散法定事由，高冬青如认为其股东权利或者新电公司

的利益受到损害，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事实上，高冬青已经陆续向法院提出股

东知情权、分 红 权、确 认 股 东 会 决 议 效 力 等 一 系 列 诉 讼 主 张 权 利。故 对 其 诉 讼 请 求 不 予

支持。

公 司 治 理 严 重 障 碍 无 非 两 种 情 形: 一 是 “对 峙”形 成 “僵 局”，二 是 “暴 政”形 成

“压制”，如前者得成为解散事由，而后者被排除在外，需从法理上提供正当性解释。如少

数股东仅仅因为表决权、知情权、分红权等某种具体股东权受侵害而诉请解散的，法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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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第 43 条第 2 款的规定，享有超过 1 /3 比例的表决权，对于公司章程修订、合并分立等公司重大事

项就享有否决权。
典型案例如前引“徐爱琴案”“裴海鹰案”“何刚案”“蔡迎迎案”“赵某案”。



会支持，因为现行法提供了相应的单项诉讼救济。〔68〕但如果是多项股东权的复合性侵害，

手段具有多样性、复合性，结果具有严重性，危害具有全面性，不啻于一个有预谋的体系

性侵害，意图直指将后者排挤出公司，可谓之 “严重的复合性股东权侵害”，则符合英美公

司法的股东压制概念，实有必要给予解散救济。然而，由于现行法未列股东压制为解散事

由，“严重的复合性股东权侵害”发生后，股东只能通过单项诉讼逐个求得救济。在前引出

现了股东压制概念表述的 15 例裁判样本中，有 12 例在原告起诉时已经伴生多起单项股权侵

害救济之诉，占比 80% ，前引 “重庆国能案” “高冬青案”莫不如此。但究竟将公司法第

20 条规定的股东信义义务具体化解释后运用到解散之诉，还是直接添列股东压制为解散之

诉的事由，是股东压制入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

四、增列股东压制的入法进路、规范表达与适用机制

解散之诉救济之本旨，实不在于为解散公司而解散公司，而在于赋予少数股东以解散

公司为手段的 “平衡性权利”，从而旨在为终结封闭型公司的股东间人合性障碍提供一条法

律通道，即通过赋予某些 ( 少数) 股东解散公司权为可能的武器，从而获得与其他 ( 多数)

股东谈判的权利，最终获得退出公司的机会。〔69〕如果这一立论成立，对于少数股东的最合

适保护，是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得以公平价格被买断而退出公司。〔70〕在此意义上，解散之诉

应被设计为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退出公司制度，尤其对于受到压制的少数股东而言，经由

司法解散的退出应该是一种较为容易适用的制度。
( 一) 入法进路

一是扩张解释现行公司法第 182 条。为了满足法律规范足以应对一个处在永久运动中的

社会的所有新需求，面对崭新的社会生活事实的法官总要将某种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相对

应，现实的生活事实需要是法官反复斟酌法律文本用语真实含义的最大动因。在法律规范

与案件事实的对照之间，法 官 通 过 比 较、分 析 与 权 衡 的 思 维 方 式，经 历 着 从 案 件 到 规 范、

从规范到案件的反复过程。〔71〕在此期间，规范成为 “符合存在的”，案件成为 “符合规范

的”，且逐步地规范变成更具体、更接近现实的，案件变成轮廓较清楚的，成为类型。〔72〕

公司法第 182 条关于司法解散事由的规定，无论究该条款的立法原意还是最高人民法院

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第 8 号指导性案例体现的裁判意旨，都指向第 182 条规定的

解散事由就是公司僵局。〔73〕所以，若使第 182 条能包容股东压制，需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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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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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21 条、第 22 条、第 33 条、第 151 条、第 152 条、第 167 条 等 分 别 就 不 公 平 关 联 交 易 损 害 赔 偿 之

诉、公司决议瑕疵之诉、知情权之诉、股东代位之诉、股东直接诉讼、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等做出具体规定。
“公司法解释二”第 1 条第 2 款亦明确规定: “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

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参见前引〔21〕，蒋大兴文，第 45 页以下。
参见前引〔24〕，Hethetinngton 等文，第 38 页。
参见张明楷: 《从生活事实中发现法》，《法律适用》2004 年第 6 期，第 33 页。
参见 ［德］ 亚图·考夫曼: 《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0 年版，第 237 页。
参见彭冰: 《理解有限公司中的股东压迫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0 号评析》，《北大法律评论》2014
年第 1 辑，第 99 页。



张解释。事实上，公司法第 182 条所描述的司法解散事由是相对开放的，虽有一个核心概

念，但并未有固定的界限。

在此，需要将第 182 条关于解散事由的规定视作较为抽象模糊、而非定义性的刻画，也

即视其为一个初步的指示。依此，具体哪些事实构成解散事由，需要进一步考量法律对它

的规整，才能看出其适用的详细情况。但是，即使我们能够确定出每一种具体适用的事实

情形，但几乎每一种情形都有另外的情形，因此具有较大的可变性。站在法官司法适用的

立场，对于 “通常类型”而言，具有决定性的仍旧是由此等规定的整体可以 发 现 的 形 象，

假使尝试依据这个形象来界定其主要特征的话，“除了……之外，尚有以下诸特色”的现象

在所难免，只是不应忽略，在 以 其 整 体 构 成 类 型 的 诸 特 征 之 间，具 有 下 述 有 意 义 的 关 系:

在某种程度上，其彼此互为条件，或者彼此至少可以共存不悖。德国民法学者莱嫩说，由

其所规定的法效果在事理上的适当性出发，来规定构成要件要素，这是 “一种———为评价

性归类预作准备之———类型取得的正当程序”。〔74〕因此，在将特定案件归属于其案例类型

时，重要的倒不是个别特征的逐一吻合，具决定性的毋宁是 “整体形象”。这一段引论告诉

我们，掌握法的构造类型应以法律对此类型的整体规整为出发点。质言之，第 182 条关于解

散事由的形式标准 ( 公司僵局) 的规定，并未提出终局性且足够精确的定义性刻画，还需要

诸多由法律规整推论出来的特征，以此确定符合解散之诉立法意旨的适用事由的精确内涵

( 解散事由的决定性整体特征) ，以及由此涵摄下的解散事由 “通常类型”( 其合理范围)。

如果我们将第 182 条规定的 “经营管理困难”直接界定为 “管理困难”，进而承认 “管

理困难”的背后是封闭型公司治理失灵，即股东人合性障碍，这就易于达成共识———解散

事由的 “决定性整体形象”既然是人合性治理障碍，基于封闭型公司股权结构整体上符合

逻辑与现实验证的类型化划分———势均力敌或者强弱悬殊，以及由此决定的两类人合性治理

障碍———公司僵局与股东压制，这自然也就是并立而列的两个解散事由。至此，股东压制经

由创造性的扩张解释路径而列入解散事由，也完全符合第 182 条的立法目的: 本条对解散之

诉的决定性整体规整是，通过事后的司法介入，为陷入人合性治理障碍的少数股东提供以

退出公司为必要 “要挟”手段的低成本退出路径。

二是利用修法机会，增加规定股东压制救济的一般性条款，将股东压制列为解散之诉

的事由之一。这一进路，具体又有两个可能的选项。
( 二) 规范表达

如修订公司法并将股东压制列为解散之诉的事由之一，那么规范意义上的股东压制如

何获得立法表达? 股东压制这一概念所涵摄的现象极其宽泛，对其现象性的描述存在较大

的模糊性，这决定其定义的困难性，也使得其相对应的司法救济一直面临不确定性的困扰，

有学者将其称为 “封闭型公司 ( 有限公司) 的难掩之伤”。〔75〕由于立法语言对于股东压制

描述的客观困难性，股东压 制 的 构 成 依 赖 于 个 案 的 综 合 研 判。有 鉴 于 此，作 为 选 项 之 一，

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公司法的经验，引入作为一般性条款的不公平损害之诉。一般性条款的

“兜底性”功能为法官提供了一种一般性考量标准，同时一般性条款发挥宣示性功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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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德］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43 页。
前引〔65〕，邓江源书，第 15 页。



为公司、股东提供行为指引———引导多数股东检讨自己的行为，并通过法律制裁的后果来督

促其依法诚信行事; 引导少数股东警醒自己的处境，明白权利救济武器之所在，以收预防

股东压制发生之功效。

另一选项是通过公司法分则的条文设计或者司法解释，将公司法第 20 条规定的 ( 控股)

股东对于其他股东的信义义务 ( 禁止权利滥用) 条款予以类型化，并在此情形适用解散之诉。

这可能是更节省立法成本的方案。2005 年修订公司法增加第 20 条，规定股东不得滥用权利损

害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其意蕴深远。作为一般条款存在的第 20 条之适用，尚有两个问题

需要解决: 一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某种行为是否构成了滥用权利，需依照个案情形而

定;〔76〕二是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后果，是仅限于该条规定的 ( 给公司、其他股东造成损失

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另有其他法律后果? 尽管学界持肯定态度，〔77〕但仅就第 20
条的规定来看，对于股东的滥权行为，公司、其他股东只能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第 21 条紧

接着将中国最常见、最严重的股东滥权行为———不公平关联交易做进一步的具体规制，但救

济手段仍然限于损害赔偿之诉。〔78〕由此可见，股东滥权行为的规制与解散之诉全无联系。

然而，股东通过不当关联交易、移转公司资产等利益输送行为，以及滥用或者浪费公

司资产的行为，与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公开抑或隐蔽的压制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密切的关

联，或者说是逻辑上的某种 一 致。如 果 立 法 机 关 或 者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借 助 于 股 东 信 义 义 务、

权利不得滥用、股东合理期待等公司法基本理念及相应的概括性条款，通过立法条文或者

司法解释来进一步发掘规制滥权行为的规则体系，就会发现，赋予因其他股东滥权行为而

致权益受损的少数股东以退出公司为必要 “要挟”手段的低成本退出路径，不仅具有 “擦

边球”般的边缘意义，〔79〕而且与我国法院的裁判实践具有相合性。进而，我们可以基于各

级法院丰富的裁判实践经验，对可适用解散之诉的股东滥权行为进行类型化。这些类型化

的滥权行为可能包括前述实证研究已经发现的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基础坍塌、股东事先书面

约定的目的不达 ( 实为股东合理期待落空的具体化)、公司被用于违法活动，以及股东滥用

或者浪费公司资产、股东侵占或者转移公司资产等。
( 三) 司法适用机制

基于解散之诉适用的谦抑性考量，增列股东压制为解散之诉的事由之后，司法政策上

需要明确将解散之诉定位于股东压制的诸种救济方式之最极端者。具体而言，在司法政策

方面，由股东压制而致公司司法解散的适用应该坚持两个平衡维度。

一是，审慎适用于极个别的情形，发挥其威吓功能。一方面，仅仅适用于 “严重的复

合性股东权侵害”情形，如已经发生知情权诉讼、分红诉讼、不公平关联交易撤销之诉等

一项或者几项诉讼，少数股东即便获得单项诉讼的胜诉，也不能执行，或者只能解决表面

矛盾，或者多数股东在诉后仍变通做出决议，引发二次诉讼。总之，只有股东单项诉讼难

以消弭纷争，股东们继续陷入无谓的消耗和缠斗的情形，才需要考虑适用解散之诉。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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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军: 《中国公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76 页。
参见张学文: 《封闭式公司中的股东信义义务: 原理与规则》，《中外法学》2010 年第 2 期，第 262 页以下。
公司法第 21 条规定: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

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有学者观察到，信义义务等概括性条款的创造性适用，有助于发现股东可能存在的 “边缘”意义上的违法行

为。See Lawrence E． Mitchell，The Death of Fiduciary Duty in Close Corporation，138 U． Pa． L． Ｒev． 1697 (1990) ．



法的思维建立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之上，“团体法中的法律不再是压制性的，而是以个体、团

体之间的合作为基础的”，〔80〕所以，解散之诉 “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直接解决股东之间的纠

纷，其更大意义在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威吓作用”。〔81〕质言之，解散之诉的目的绝不在于

为解散而解散公司，而在于授予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的可能性 “权力”，给予受到压制的少数

股东一个讨价还价的利器 ( 毕竟只有少数股东拥有如谈不成就解散公司的威胁力，才会获

得多数股东更为友善对待或者保持基本诚意的谈判态度)。如果考虑到被裁判解散的公司中

只有少数最终被清算，解散之诉作为手段性权利的性质就更加显著。循此逻辑，增列股东

压制为解散事由的真实意旨并非鼓励股东解散公司，而在于赋予处于绝境中的少数股东终

极退出权，反向抑制多数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是，关于少数股东诉权滥用的担忧不必要。兰姆赛对澳大利亚相关案件的调查发现，

股东诉讼的最常见事由是压制行为 ( 占判决的 35% )。〔82〕在另一项关于压制诉讼的研究中，

兰姆赛报告显示，26% 的案例与违背诚信义务有关，20% 与侵占公司财产有关，12% 与薪

酬过高有关。〔83〕换言之，相当比例的股东压制诉讼案与股东权利义务的行使有关。一个常

见的担心是，如将股东压制列为解散事由，一些怀有不良企图的少数股东会采取策略行为，

如以解散公司相威胁，对公司 ( 以及背后的多数股东) “敲竹杠” (Hold-up) ，影响公司的

正常运营秩序。其实，此种担心没有必要。任何权利都可能被滥用，滥用风险不是否定赋

权的理由。对于少数股东通过解散之诉来敲诈公司、谋取额外利益的威胁，可以设定相应

的防免与制裁规则。〔84〕

结 论

公司僵局，在解释论上被视为我国司法解散公司的唯一法定事由。对于司法解散事由

适用 “三部曲”的规范分析发现，“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多指向 “管理困难”而非 “经营

困难”，背后是封闭型公司股东间的人合性基础坍塌所导致的公司治理失灵。将解散之诉的

本质定位于公司治理失灵后的司法权介入，赋予部分 ( 少数) 股东退出公司的低成本路径，

更具解释力: 一者，合理解释了解散之诉的事由，乃是资本多数决规则导致的股东利益冲

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封闭型公司治理的人合性障碍，包括势均力敌下的股东僵持 ( 公司僵

局) 与实力悬殊下的股东暴政 ( 股东压制) ; 二者，昭示了解散之诉的审理焦点，即审查公

司的管理困难而非经营困难; 三者，解释了解散之诉的双方虽为股东与公司，但背后严重

对立的股东关系状态才是诉讼发生之源; 四者，验证了解散之诉的司法政策立场，“基于司

法权适用的谦抑性，在公司自治尚有治愈余地时，法院不得轻易介入之”，所以 “通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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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不能解决”不仅是诉讼前置程序，更是判决支持解散公司的实体要件。现行法将公司

僵局作为唯一事由，既存在单调性，也不能涵盖司法实践中屡有面对的股东压制现象。为

此，有必要扩张解释公司法第 182 条的解散事由，增列股东压制于其中，同时将中国式的股

东压制严格定位于 “严重的复合性股东权侵害”，这样形成解散事由的 “二元”格局，涵盖

封闭型公司人合性障碍，也即公司治理的所有情形，为陷入纷争困境的股东提供更具实效

的救济。

Abstract: E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 sample dissolution decision shows that the“operational manage-
ment difficulties” for the dissolution of a company means“management difficulties”rather than
“profit predicament”． The root cause of the management difficulties lies in the governance failure，

which is a result of the obstacle of shareholders combination in closed small and medium companies．
Therefore，considering the essence of dissolution lawsuit as the judicial intervention following the cor-
porate governance failure that offers some (minority) shareholders a low-cost way to exit the company
will be a more reasonable legislative explanation and may obtain the support from practical adjudica-
tive experience．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ailure include company dead-
lock under the control of opposing shareholders that are evenly matched and shareholder oppress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opposing shareholders with significantly disparity of strength． Correspondingly，

the reasons for the dissolution of a company through judicial intervention also include dualism of com-
pany deadlock and shareholder oppression． In legislative theory，company deadlock is regarded as the
only cause of dissolution lawsuits，which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adjudicative reality in China． How-
ever，due to the lack of clear provisions in the legislation，the fact that shareholder oppression is also
considered a cause of dissolu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has been ignored． According to relevant norma-
tiv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it is necessary to add shareholder oppression，i． e． “serious
compound infringement of shareholder rights”，to the causes for the dissolution of companies in Chi-
na，so that the dual pattern of judicial dissolution of companies established by Chinese Corporate Law
will cover the obstacle of shareholders combination in closed companies，i． e． all situations of corpo-
rate governance and provide more effective relief to troubled shareholders．
Key Words: judicial dissolution of a company，company deadlock，shareholder oppression，unfair
prejudice，fiduciary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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