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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股利分配请求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的身份和地位请求公司分配股利的权利。

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是指当公司没有作出决议或决议少分或不分股利时，股东

向法院起诉请求强制分配股利的权利。股利分配请求权是股东权利的核心。然而，

在股权集中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少数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极易受大股东的侵害。

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没有给少数股东的权利提供充分的保护，我国公司法没有赋予

股东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是一个重大疏漏。本文从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必要性、

理论基础、域外法参考及制度构建等方面论述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强制股利分

配请求权。 

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股利分配请求权基础知识性的介绍。第二章探讨

了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必要性。该章主要从股利纠纷的成因、侵害的手段、现

行保护的不完善、公司发展的需要等角度论述了少数股东需要被赋予强制股利分

配请求权。第三章讨论了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的理论基础，认为股东可以基于控

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义务、股东的合理期待、股东平等原则等要素请求法院强制

公司分配股利。第四章从域外法的角度介绍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对股东股利

分配请求权的保护。第五章是对强制股利分配之诉的制度构建。股东强制股利分

配请求权需要通过强制股利分配之诉予以实现。在这一章节中，笔者重点讨论了

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成就的必要条件。此外，本章还就强制股利分配之诉的程序

问题提出了几点笔者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股利；强制分配；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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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ght to dividends is the right of a shareholder to ask corporation to distribute 

dividends according to his status as a shareholder; Right to compel to the declaration 

of the dividends, means when the corporation hasn’t declared a dividend or just 

declared a small amount of dividends, the shareholder has a right to ask the court to 

compel the corporation to declare and distribute the dividends. Right to dividends is a 

core right of a shareholder. However, in closed corporations, the right to dividend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can be easily damaged by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t’s a big 

omission that The Company Law does not give the shareholders in a limited company 

the right to compel the declaration of the dividend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shareholders’ right to compel the declaration of the dividends in limited corporations 

from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the necessity,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eign law on 

protection of this righ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tion to compel declaration of 

dividends in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is consisted of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some 

background of the right to compel to the declaration of the dividends.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the right, the reason of the dividends dispute, the 

means to damage the right, and current protection. The third chapter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basic, it holds that as the shareholders’ fiduciary duty, the shareholders’ 

reasonable expects, the equality of the shareholder, the shareholder has the right to 

compel the company to declar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ividends. The forth chapter 

introduces the foreign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compel the declaration of 

the dividends. The fifth chapter discusse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it to compel 

declaration of dividends;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necessary factor of the 

right to compel the declaration of the dividends; besides, this chapter also discusses on 

the procedure of the suit to compel declaration of dividends.  

---- Key Words：Dividends; Compel to declaration; Judicial r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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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公司法司解四征求意见稿》”），

其 20 条第 2 款在规定“股东起诉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

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应当驳回起诉”的前提下，又增加但书规定，“但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

在欺诈行为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的除外”，表现出最高人民法院欲赋予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的意图。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此问题上并非态度坚定。这在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三次

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

稿的差异上即可看出。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曾发布《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

求意见稿，其中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请求分配利润并提供证据证明公司有

盈利但长期不分配，且大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滥用多数表决权，压榨小股东利

益的，人民法院应判决公司依照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分配利润”。不过，

该意见稿发布之后就再无后文。直至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再度发布征求意见

稿，该条却已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重新决议不予分

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股东的诉讼请求”，再次将公司股利分配

全权交于公司自治的范围之内。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是否应当允许司法介入

公司的股利分配，即是否赋予小股东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这一问题上尚持犹疑摇

摆的态度。 

实务界的态度也不尽然支持。在高杉 legal 组织的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征求意见稿”专题讨论中，南京市鼓楼区商务局崔琦指出，建议修改或删除第 20

条第 2 款的但书部分。并列举四项理由：证明程度和标准困难；公司利润分配应

严格由公司自治，不应由法院决定；对于小股东的权益保护更应从公司治理结构、

知情权、参与经营权等角度出发；对于商事领域，应当将商事效率置于首位，没

有原则地一味追求所谓公平和小股东权利，实质上是漠视资本回报和资本多数原

则。 

股利分配请求权是股东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小股东而言，从公司经

营利润中分取股利是他们投资公司的重要动机。然而，小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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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极易受控制股东的侵害。利益冲突是少数股东股利分配权易受侵害的根本原因，

尤其在股权集中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利益冲

突。大股东期望扩张公司的发展或通过其他形式分走公司的利润，甚至直接不分

配公司利润而直接将公司财产视为己有；而少数股东则眼巴巴地等着公司进行股

利分配以期获得投资报酬。资本多数决的表决机制为多数股东侵害少数股东股利

分配请求权提供了手段，少数股东在资本多数决的表决机制下并没有可与之抗衡

的武器。然而，我们现行《公司法》并没有给少数股东提供足够的保护。 

对少数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的保护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尤为重要。首先，控制

股东并不仅依赖公司分红才能获取投资回报，其通过担任公司管理层职位并获取

报酬，或者进行关联交易都可以从公司经营中获取利益，而小股东因其股权持有

比例低，可能被大股东排除在公司管理之外，其从公司获得投资回报的途径往往

只有股利分配一种。其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出机制颇受限制，有限责任公

司较为封闭，且不存在公开的股权流通市场，股东转让股权还需征求其他股东的

同意。最后，相较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对公司分配股利的依

赖性较低，如上市公司的股东，往往依赖于低买高出而非股利分配来获取收益。

此外，王千惠①在北大法意案例库中检索并筛选的 599 个“公司盈余分配纠纷”

案例中，被告公司的类型全部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

数量为 0，可见我国司法实践中易出现股利分配纠纷亦为有限责任公司。鉴于此，

本文对于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的探讨也主要限于有限责任公司。

                         
① 王千惠.论有限责任公司盈余分配争议的司法介入（硕士学位论文）[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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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的概述 

第一节 股利分配请求权 

一、 概念辨析 

股利分配请求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公司股东的资格和地位所享有的请求公司

向自己分配股利的权利。①在论及股东的此项权利时，亦有学者使用盈余分配请

求权②、利润分配请求权③等概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由规定》第

八部分第 254 项，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盈余分配纠纷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解四征求意见稿》，该类案件被称为“利润分

配请求权案件”。纵观几处概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股利”、“盈余”以及“利

润”之上。 

学界对于“股利”概念的讨论已经较多，现在通说认为股利分为股息和红利，

指的是公司依照法律或者章程，以一定数额和方式分配给股东的财产的税后利润。

④其中，股息为公司依特定比率向特定种类股东支付的股利，红利为公司向一般

股东支付的不特定比率的股利。⑤然而，学界较少有人对“股利”、“利润”以

及“盈余”的概念进行辨析，以致现在不论是立法、司法还是学术界都存在混用

的情形。 

在美国法上，股利和利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利润（profit），从所有权

的角度来说，属于公司财产；而股利（dividend），是指存续公司基于股东的地位，

在不影响其股东的身份、股票的持有且保证以后依然可以从公司获得回报的前提

之下，向股东支付的一笔财产。⑥公司利润在未经董事会宣布分配之前，完全归

公司所有，而股利需要经过董事会的分配决议才会产生，即股利来源于公司利润，

但一经董事会宣布，即从利润中分离出来，形成股利，在公司将股利支付给股东

                         
①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9. 

② 如梁上上.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J].

现代法学,2015,(02):67-81. 

③ 如陈颖.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之司法裁判困境与出路[J].人民司法,2009,(01):76-81. 

④ 李建伟.公司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03. 

⑤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82-83. 

⑥ 18B Am. Jur. 2d Corporations §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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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股东对其享有债权。 

利润，是指一定的会计期间内企业的经营成果，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①盈余的概念则较为广泛，根据邓峰教授的

理解，主要为净资产减去资本的金额，也就是公司的资产减去负债，再减去资本

的金额。②根据王保树教授的理解，盈余则指的是“可分配利润”，指的是“公

司弥补历年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剩下的税后利润”。③因此，利润和盈余，其实

都是从公司的角度而来的。而股东从公司分配的财产，实际上是股利。因此，股

东有权要求公司分配的，也称之为“股利”较为妥当。 

公司的股利分配一般存在两个要件。④一为实质要件：公司存在可供分配的

盈余或利润。股利分配的来源在各国公司法的规定上存在着差异，如美国，根据

各州的用语不同，公司股利分配的来源有“清偿能力说”、“盈余标准说”、“净利

润标准说”、“支付不能标准”、“资产负债表标准”等；而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利

应来自税后利润。但无论采取哪种标准，股利分配实质要件的设置都是为了平衡

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保证公司健康良好地持续运营下去。股利分配的

第二个要件为程序要件，即公司的股利分配需要经过有权机关宣布方可形成。如

美国公司法将股利分配的决定权交付于董事会，而我国公司法则把公司利润分配

方案的审批决定权交给股东会。 

此外，还有一种“事实股利”值得我们引起重视。事实股利，指的是股东获

得的除经股利分配程序得到的股利之外的替代性利益。⑤即股利分配是否是以股

利的名义分配给股东并不影响对其的认定，那些非以股利名义分配出去的利益即

被称为事实股利。有时，尽管公司并没有通过正式的程序来分配股利、或没有正

式将这种分配定义为的股利分配，也不影响其被认定为股利分配的可能。⑥例如

在 Erdman v. Yolles,一案中，法官指出，公司向同时为公司员工的股东在每年末

                         
① 王军.中国公司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3. 

② 邓峰.普通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38. 

③ 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77. 

④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85. 

⑤ 参见王洪伟.公司股利分配法律制度研究-以相关主体利益平衡为中心[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

社,2009.114. 

⑥ 18B Am. Jur. 2d Corporations §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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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的薪酬，且这种薪酬以公司当年的利润为基础，并基于该员工（股东）在公

司的持股比例而分配，此种薪酬实质是是股利分配，而非工资福利。① 

二、 股利分配请求权分类 

根据公司的股利分配是否已经经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学者们一般将股利分配

请求权分为抽象的和具体的两个层面予以探讨。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乃股东

基于股东资格和地位享有的股东权能，具有固有性和期待性；具体的股利分配请

求权，是股东基于公司的股利分配决议，享有的依自己的持股比例向公司要求股

利支付的权利，具有债权性、社团性和既得权性。②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基于

公司权力机关的决议已经确定股利分配的方式和数额，其实质为股利给付请求权。 

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具有债权性在各国的公司法理论上几乎都不存在争

议，股利分配一经公司相关决策机构予以宣布或通过，股东便在其应分得的股利

范围内对公司享有债权，如公司未能按照相关决议支付该等股利，股东通过一般

的债权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即可获得救济。 

富有争议的是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一方面，股利分配政策是公司内部事

务的范畴，公司决定是否向股东分配利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公司扩大经营

的发展策略，公司需要留足资金以备不时之需，市场变化可能会给公司带来的影

响等。股东是否有权就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要求法院提供救济不论在司法层面

上还是在法学界、实务界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探讨的范围亦主要限于股东

的抽象股利分配请求权。 

第二节 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 

一、 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含义 

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是指公司过度提取任意公积金而不对股东分配股利或

只分配很少股利时，股东向法院请求强制公司分配股利的权利。③强制股利分配

请求权通过强制股利分配之诉予以实现。赋予股东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实质，

                         
① Erdman v. Yolles. 62 Mich. App. 594, 233 N.W.2d 667 (1975). 

② 参见刘俊海.现代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63;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6.278. 

③ 参见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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