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的有限责任公司由两三个或者三五个自然人股东组成，规模较小，人合

性强。公司股东往往积极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当大股东和小股东产生管理理念上

的分歧后，大股东可以通过股东会的决议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小股东往往处于

被压榨的状态。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又没有一个现成的股票买卖市场，小股东

既无法参与公司管理也无法对外转让股份，股东权利名存实亡。这种情况下，小

股东选择退出公司管理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接下来，我们将梳理《公司法》

上股东退出的几个途径。

一，章程为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公司章程只要不违反

法律强制性规定，都是有效的。而关于股东如何退出公司，法律上并没有效力性

强制规定，因此公司章程可以自行约定如何退出公司。比如可以约定，当股东提

出退出公司申请时，公司有义务回购其股权。

在《公司法》明文规定的股东退出公司的方法中，股东转让股权或者异议股

东收购请求权中均有，公司章程另有约定的，按照章程的规定。即章程可以突破

公司法上要求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应当经过半数以上股东的规定，要求全部股东同

意或者无须股东同意均是可行的。因此，股东应当根据自己设立公司时的具体情

况，通过章程的规定设计合理的退出机制，以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二，股权转让

股权转让是股东退出公司方法之一。《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了股东内部

股权转让和向外转让股权的具体办法。当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股东股权转让的，股

权转让应当符合这一条的规定。章程有股权转让其他规定的，依照章程转让股权。

股权对内转让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与公司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即

可，不需要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实践中的问题是，当只有大股东与小股东商议



股权转让时，大股东处于优势地位，股权转让价格往往相对较低，于转让人不利；

当公司其他股东均接手小股东股权，转让价格相对较高，受让人可能需要支付比

实际更高的费用。

股权对外转让的，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的，应

当购买转让的股份；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

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

权。

三，异议股东股权收购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选择退出公司往往由于生产经营理念严重不合，对属于公

司的重大决议不服是主要原因。为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公司法》

第七十四条规定，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

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

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

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这些事由的出现，往往与中小股东参加公

司的初衷产生严重冲突。因此，当股东符合这一条件时，可以要求公司回购其手

上的股权。

四，申请司法解散

如果公司股东之间陷入僵局，当事人谁都不愿意退出，或者事先没有任何预

防和解决僵局的安排，陷入僵局后又不能达成协议，那就只能解散公司。保存一

个正在经营的公司能实现投资利益最大化，公司解散往往会造成公司财产的损

毁，包括无形资产的贬值。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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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申



请。司法解释更进一步说明，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股东会，经营管理

发生严重困难；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冲突，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等情形的。这种

出现公司僵局解散公司对申请人提出了较高的举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