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融资语境下股与债的界分

许 德 风 

内容提要：虽然股与债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且公司法与合同法确立了关于股与债

的不同规则，但在企业融资的经济现实中，股与债常常被混合使用。就经济实质而

言，普通债权人的权利不过是一种相对于担保债权人的买入期权，而股权是一种股

东对普通债权人的买入期权。在此意义上，股与债不过是公司融资交易中的两个有

名合同。在这两个有名合同之间，存在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无名合同。在不违反

借贷管制、利息管制、公司资本管制的前提下，这些无名合同不应被认定为无效。

在定性上，是否参与全部利润的按比例分配，是区别股与债的关键要素。而单纯拥

有组织法上的投票权、董事委派权、利润分配权甚至有名义上的股东资格，都不宜

作为将债权认定为股权的充分依据。现行法僵硬地区分股与债的做法，往往会导致

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错误解释，并不恰当地破坏当事人之间原来自愿设定的风险分

配。尊重当事人关于股债安排的自由约定，不仅适用于公司融资交易，也适用于非

公司法下的各类合同，如担保交易和具有分担风险属性的借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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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企业的资产虽然在形式上归属于企业这一主体，但透过企业的虚拟本质，在伦理、经
济实质上，企业的资产归属于企业外部的各类权利主体。以权利内容为分类标准，外部主

体对企业资产所享有的权利，可以分为所有权 （如房屋出租人，其权利及于特定财产）、债

权 （如借款人，其权利及于企业的一般财产）和股权 （如出资人，其权利及于企业的一般

财产，且顺位后于债权）三种。实践中，与对企业特定资产享有所有权的权利人相比 （此

类权利人往往受到较强的法律保护，如在企业破产时可以通过取回权实现权利），债权人与

股东的保护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更为突出，这为偏好确定性的法律人制造了许多民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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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破产法乃至税法层面的难题。〔１〕例如，２０１６年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诉湖州港城置
业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下称 “新华信托案”），〔２〕就因触及对 “名股实债”交

易性质的破产检验而引发了业界、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实践中层出不穷的 “对赌协议”效

力纠纷、〔３〕因股东退出而引发的 “股转债”纠纷、〔４〕因股权让与担保而引发的借款合同

纠纷，〔５〕其争议的焦点往往也在于股与债的关系。以下先分析股与债的一般关系，再结合

企业的各类融资交易分别讨论其中的股债界分原理。

一、作为有名合同的股与债

　　在公司金融的语境下，股权与债权在法律上均有确定的含义，其区别也较为清楚：
（１）就财产属性而言，股权是投资人对企业资产所享有的权利 （最终分配时以净资产为基

础），企业无需就基于股权安排而获得的资金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 （股息与固定利息有所不

同）；债权则是权利人基于资金使用权的让渡而对企业享有的请求返还本金与支付利息的权

利。（２）就清偿顺位而言，股权人比债权人承担更多公司失败的风险，在公司清算时，股
东劣后于债权人参与公司财产分配。〔６〕（３）就成员权属性而言，债权主要是财产权利，原
则上不包含投票权；而股权则包含身份性权利，如投票权等。

　　与理论上的清晰区分相对，在交易实践中，股债交融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公司金融领
域，人们对投资形式的 “混合性”早就习以为常。〔７〕尤其在期权这一强大的分析工具面

前，股与债的关系更为直观。〔８〕公司的债权融资意味着股东与债权人达成了一项期权安

排：债权人因提供借款而在经济意义上 “取得”公司的股权，股东取得股权则相当于 “买

入看涨期权”，其行权价为相应债权的 “本金 ＋利息”———当公司价值小于债权额时，股东
不会行权，此时公司的权益归属于债权人；而当公司价值高于债权额时，股东将行使买入

期权，清偿全部债权本息并取得公司的全部权益 （在这一过程中，在先权利人如债权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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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Ｌｅｗｉｔｔ，ＴｈｅＤｅｂｔＥｑｕｉｔｙ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ＡＣａ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ｗ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８５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７４Ｗａｓｈ．＆ＬｅｅＬ．Ｒｅｖ．
２２８１（２０１７）；汤洁茵：《新型投资工具的税法属性辨析———基于美国的经验与借鉴》，《交大法学》２０１４年
第１期，第８８页及相关引注。
参见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浙０５０２民初１６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如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与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香港迪亚有限公司、陆波增资纠纷

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民提字第１１号民事判决书 （下称 “海富案”）。

如王伟俊诉上海金力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普民二
（商）初字第１１８５号民事判决书。
如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诉诸城市江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渝高法民初字第０００１０号民事判决书。
我国公司法第１８６条第２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
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

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我们将贷款协议理解为关于利润如何分享的合约。在利润为０或Ｒ的两种水平下，放贷者的索取权既可以看
成债务，也可以看成股权，换句话说，在这里，有风险的债务和股权并没有什么区别。”参见 ［法］梯若尔：

《公司金融理论》上，王永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１８３页。其他研究见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Ｓｍｉｔｈｅｔ
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０，
ｐｐ．１０－１２．
ＳｅｅＭｅｒｔｏｎＨ．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Ｍｉｌｌ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ｉｒｔｙＹｅａｒｓ，２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９９，
１１０（１９８８）．



权在其权利完全实现的情况下，拒绝股东的购买要约）。〔９〕若进一步将债权区分为普通债

权和担保债权，则依期权理论，可对公司中 “股—债”关系作出如下解读：公司中的普通

债权人取得针对担保债权人的买入期权，行权价格为担保债权的价值，行权后可取得对公

司的 “所有权”；普通债权人向股权投资者卖出买入期权，后者取得公司 “所有权”的行权

价格为担保债权的总额加上普通债权的总额。在这一视角下，公司股东推动公司债务清偿

的根本动力，不仅在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更在于利益权衡———若公司不偿债，则股东将失去

公司；若偿债，则股东可取得剩余财产。

　　期权视角下股与债相通的理论，源于经济上、会计上对公司进行估值的需要。但这并
不意味着这种理论对法律的理解无益。事实上，许多法律制度或法律问题本质上就是期权

问题，如霍姆斯关于普通法上合同允诺中包含实际履行或损害赔偿选择权的见解，便是一

种典型的期权观念。〔１０〕期权理论准确地反映了现实中交易安排杂糅股与债两类权利的特

征，其关于权利内容的贯通性解释，有助于加深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即使不考虑期权工具，

我们也可以借助诸如物与债的区分来理解股与债的关系：在物与债的区分中，所有权人享

有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在内的全部权利，而债权则仅仅限于请求为特定的履行。

但此种区分只是出于法典编纂、学术乃至教育目的而被简化 （尽管极透彻）的描述，在交

易实践中，物债相融的情形比比皆是。

　　法律应当尊重股债杂糅的交易安排。〔１１〕欲评价其效力，应遵循合同无效、合同内容控
制等合同法一般规则，而不能仅仅因为股债杂糅的形式本身而否定其效力，或者强行将其

归入股或债。实践中，人们不仅通过一般的合同安排实现股与债的混用，还通过证券这一

更具标准化的 “合同”来实现股与债的并存。若将民商法规则视为对交易现实的 “临摹”，

则股债广泛交融的现象本身即可表明此种交易安排的一般合法性。以下的研究表明，只有

在涉及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时，对股与债相互关系的特别约定进行限制才有其合理性。

另外，如同其他类型的强制性规范，此种限制往往同时具有时空局限性，应根据相关因素

的变化及时对法律作出调整。

二、借款交易中的股债区分

　　 （一）借贷管制与利息管制

　　１．以股为债
　　在我国法上，股与债的紧张关系部分地源于借贷管制，即由于法律对借贷的限制，导
致当事人不得不以股的形式实现债的目的。例如，从１９９０年前后开始，我国法院即将 “企

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

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情形，认定为 “名为联营，

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进而不承认合同的效力。在此类争议中，“除本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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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

利息的罚款”。〔１２〕可以看出，在上述司法政策中，一些当事人在原初参与交易时所期待的

股的关系被否定，并改变为债的关系，进而需接受法律关于借贷交易的管制。

　　至２００５年，司法上仍持类似思路，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 〔２００５〕５号）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
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 （第 ２６
条）；约定只分配固定数量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 （第２５条）；约定以租赁或者
其他形式使用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 （第 ２７条）。该解释以收益形式决定股或
债的地位，仅仅因收益形式为 “收取固定数额货币”，就将其定性为债，很可能忽视了当事

人的约定与交易当时的市场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并不会由于 “固定

数额货币”支付义务人的不同，而放松其改股为债的管制态度———无论是投资人从项目公

司中获得资金补偿，还是当事人共同投资某一个项目，约定由其他投资人提供利润补偿。

在夏仲文与高和权等协议纠纷再审案 （下称 “夏仲文案”）中，〔１３〕乙方出资２０００万与甲方
合作开发房地产，约定甲方到期返还 ２０００万，且无论盈亏，甲方均须支付投资收益 ２０００
万元，若日后销售价格较高，甲方还应奖励乙方。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了 “投资人”乙

方的请求，认为双方所签协议并非前述法释 〔２００５〕５号规定的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

而是一种 “商业经营活动”，故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再审法院则认为，甲乙双方虽在

名义上合作开发房地产，但并不共同经营，亦不共担风险，不具有合作的基本特征，而与

借贷法律关系更为接近。在此基础上，本案所涉合同约定的利息明显过高，故不支持乙方

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尊重了当事人之间关于利益分配的约定，将当事人之

间的法律关系作为股来看待，而再审裁判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解释为债，进而引入利

息管制的规则。

　　对于 “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规则，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在 ２０
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当事人采取较为简单的 “兜底”约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规避投

资管控或借贷管控，如法律禁止企业间借贷、禁止某些主体参与特定类型投资的规定 （此

种情况在当前的一些投资安排中依然存在，如在 “新华信托案”中，当时的法律禁止信托

公司发放房地产贷款）。其二是对交易工具的认识不足。在这一时期，我国理论与实务上对

于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及投资、股票、债券等相关交易制度尚无系统性认知。结合当时在全

面计划经济体制中谨慎探索市场经济的背景来看，法律、政策为避免由计划向市场转型失

控而禁止或限制部分主体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是必要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１４〕但在市场

机制有了长足进步，此类短期刚性管制逐渐淡出之后，法律也应当适时作出相应调整。从

后续发展来看，即便法律上并未明确废止 “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规则，也并未影响人

们通过更为丰富的交易工具实现类似的交易目标。例如，对于当下广泛运用的 “对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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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法 （经）发 〔１９９０〕２７号，下称 “联营

合同纠纷解答”）。

参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扬商再终字第０００４号民事判决书。
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发 〔１９８４〕２７号）及 《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发 〔１９８６〕６号）。



排，尤其是与股东的 “对赌”，即便约定较高的回报率，法律也往往不会干预，而这些 “对

赌”安排不过就是以前联营关系中的 “保底”而已。

　　实践中，比 “对赌”更为专业的投资工具是可转债和优先股。〔１５〕二者都是介于股债之

间的投融资工具，我国现行法逐步予以认可。〔１６〕可以说，在可转债及优先股制度得到广泛

认同与应用后，大多数原来以单纯合同约定形式进行的 “对赌”安排，都可以通过可转债

或优先股来实现。〔１７〕除认可特殊的、定型化的新式交易工具外，司法实践对人们自愿达成

的其他投资约定也日益宽容，如浙江省宁波正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嘉悦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上诉案 （下称 “嘉悦投资案”）。〔１８〕该案与 “夏仲文案”在表现

形式上的差异，并不能完全掩盖二者内在交易结构上的共通性。虽然 “夏仲文案”的双方

当事人并未明确约定，但亦可被视为以共同持有项目公司股份的方式共同投资。“嘉悦投资

案”中原告和被告同为目标公司的股东，本质上也是一种合作经营的关系，若支持 “嘉悦

投资案”中股东的投资保底主张，则在逻辑上也不应否定 “夏仲文案”中当事人关于投资

收益担保 （具有保底性质）的交易安排，将后者认定为因借贷而生的债权。

　　 “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等制度背后的考量，是 “联营 ＋保底”的安排让出资一方当
事人获得了过多的好处：既能够获得债权投资的本息保障，又可以获得类似于股权投资的

高额回报，而后一回报若计算为利息，将会推高利息总额，进而违反法律对借贷合同施加

利息管制的价值选择。那么，在投资安排中，法律是否应当管制利息呢？在典型的借款交

易中，出借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其所承担的充其量是债务人破产的风险。在这个背景下的

借贷利息管制，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分配正义的考量，旨在实现债务人、债权人风险与收益

的平衡。但若投资人在投资安排中承担额外的风险 （如事先约定以房屋还贷），则有关安排

便不再是通常所说的借款，也就不能简单地以利息管制规则进行评价。〔１９〕另外，与当事人

将资金出借给既存之企业法人并约定法人到期还款付息不同，在许多联营交易中，资金提

供方并不是简单地将资金 “出借”给联营体，而是在联营体尚未存在时 “出资”，使其可以

成功设立并展开经营，即出借人要承担比借款给成熟企业更高的破产风险，因此仍应宽容

对待有关利息的约定。在这一背景下，若仔细审视 “联营合同纠纷解答”，会发现该解答一

方面否认保底条款的效力 （“联营企业发生亏损的，联营一方依保底条款收取的固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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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Ｊｕｌｉｅ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ｃｈＵｎｉｃｏｒｎｓＴｒｙ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ＲａｉｓｉｎｇＣａｓｈ：Ｓｅｌｌ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Ａｌ
ｌｏｗ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ｔｏＲａｉｓ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ｗｉｔｈＬｅｓ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Ｔｈｅ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ａｙ２２，２０１８．
对于前者，《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２１—２４条详细规定了可转换债券制度，２０１８年公司法第１４２条
的修改进一步增进了该制度的可行性；对于后者，可见 《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３〕４６号）、《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应的 “业务试点管理办法”、

“业务实施细则”。

在我国法上，相当于优先股的制度安排其实很早就存在。例如，１９８８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２２条便规定，
在合作合同约定企业的固定资产全部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情况下，外方合作者可以先行回收投资。这表明，

相对于中方投资者，外方投资者享有优先股股东的地位 （而中方股东获得了针对企业剩余财产的权利，相当

于普通股股东）。当然，外方投资者对企业资产的权益仍应位列债权人之后 （财政部 《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外方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企 〔２００８〕１５９号）中强调，在企业亏损未弥补前，外国
合作者不得先行回收投资）。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沪一中民四 （商）终字第５７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许德风：《论利息的法律管制———兼议私法中的社会化考量》，《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１１卷第 １辑，
第２０４页。



应当如数退出，用于补偿联营的亏损”），将投资人的权益定性为股；另一方面又以存在保

底条款为由，否定当事人此前基于股的关系作出的利润分配约定，不承认投资人股的地位，

要求当事人重新商定分配规则 （“如无亏损，或补偿后仍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可作为联营的

盈余，由双方重新商定合理分配或按联营各方的投资比例重新分配”），结果是既不承认债，

又不承认股，既制造了逻辑矛盾，也不当地限制了投资人的权益。

　　２．以债为股
　　在股债关系中，除了存在以股为债的做法外，还会发生以债为股的争议，即投资人自
认为具有债权人的身份，而债务人尤其是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认为投资人具有股东 （或合

伙人）的身份，进而要求其承担股东 （或合伙人）的义务。前文引述的 “新华信托案”是

一个典型例证，比较法上也不乏其例。如在美国法上涉及股 （合伙）与债 （借款）认定的

典型案例 Ｍａｒｔｉｎｖ．Ｐｅｙｔｏｎ中，〔２０〕法院认为，债权人虽然分享合伙的利润，但有关合同的主
要目的仍是促使债务人归还本金与利息，故不足以使其成为合伙人；而拥有知情权、检视

权乃至限制债务人过度投机的否决权等，亦不足以说明债权人实质性地取得了控制债务人

的地位。类比而言，某些劳动合同也约定受雇人除固定报酬外，可按一定比例分享企业净

利润，但这种安排仍不足以成立合伙，仅旨在调动受雇人积极性而已。在这个案件中，债

权人尽管取得了利润分享权，但其权利是有上限的 （比例为 ４０％，且上限不超过 ５０万美
元），这与通常理解的股权中的利润分配权仍有所差别。

　　如同部分参与分配利润并不必然具有股东资格一样，参与决策也不是将投资者认定为
股东的充分条件。作为默认规则，各国公司法通常规定，公司债权人无权干涉公司的经营

管理———除了通过限制性条款来限制企业的特定行为外，债权人并不能参与股东会议并直接

行使投票权。这一安排从企业所有权结构乃至资本结构理论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毕竟债

权人与股东各有偏好———债权人更趋保守，关心自己本金与利息的清偿，而股东则更加激

进，试图 （利用有限责任屏障、运用债权人的资金）获取更多收益，因而二者难以共同作

出有效率的投资选择。〔２１〕不过，在仔细考察现行商事组织规范后，我们会发现，在公司经营

现实中，债权人并非完全不享有任何表决权。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 （ＤＧＣＬ）第２２１条便允许
公司章程赋予债权人 （债券持有人）以投票权，乃至与投票权相关的辅助权利，如知情权等。

这意味着，投票权并非股权的 “专利”，公司完全可以根据融资等需要，赋予债权人投票权。

　　３．小结
　　在引入期权这一分析工具后，困扰法律人的 “联营 ＋保底”及 “对赌”安排便可相应

简化为 “股权投资 ＋卖出期权”的组合。例如，对于前述 “嘉悦投资案”所涉及的交易可

作出如下解构：原告投资８２９５万元取得股权及针对被告 （目标公司股东）的卖出期权 （即

以 “８２９５万元 ＋８％收益”的价格将股权出让给被告的权利）；而在所谓 “与公司对赌”的

交易中，仅仅是期权交易的对手方由公司股东或外部担保人变成公司自身而已。从期权合

同的角度来看，目前裁判上将交易中附有 “联营 ＋保底”安排的投资等同于 “借贷”的思

路，本质上是以有名合同规则强行 “解释”当事人意思。这很可能超越了当事人原有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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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１０４－１１０；Ｊ．ＤｅｎｎｉｓＨｙｎｅｓ，Ｌｅｎｄｅｒ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５８Ｔｅｎｎ．Ｌ．Ｒｅｖ．６３５（１９９１）．
参见 ［美］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４页。



易架构，背离了当事人的原意。

　　 （二）流质流押管制

　　担保是与债这种信用安排相伴而生的交易需求。与债权投资安排会面临 “重新定性”

的风险一样，一些非典型担保也要面对定性问题。〔２２〕例如，在以所有权为载体进行交易

时，当事人所取得的究竟是所有权 （属本文所述广义的股的范畴）还是担保权 （债），便常

常引起争议。

　　１．以所有权为媒介的担保交易
　　出卖人将标的物卖给买受人以获得价款，同时约定出卖人在一定期限后以特定价格买
回，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交易，但该交易背后往往隐含着一项由买受人放款，出卖人到期还

款并支付利息 （即回购价格与原始价格之间的差额）的 （债的性质的）借款担保目的。〔２３〕

对这种约定，究竟应当以 “卖出 ＋回购”，还是应当以 “借款 ＋担保”的法律架构来调整？
这两种路径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处置有关 “买卖”标的物的不同方式：前一种模式分别执

行两个买卖合同，而不考虑两项交易之间的可能价差 （若出卖人不行使回购权，则标的物

归属于买受人），体现了 （无名）合同实际履行的思路；后一种模式根据交易实质定性并规

制，以借款合同为主，在此基础上对标的物进行评估或变现，以其变现所得偿债后，剩余

部分归于债务人。〔２４〕对比来看，是否承认回购合同执行力的核心仍是如何确定股与债的关

系：以借款合同为中心并进行清算，是债的思路；而尊重当事人的交易设计，则是股的思

路。与所有权类似，股权也可以基于其归属性而用于 “卖出 ＋回购”交易。与股权质押担
保不同，此类交易多通过事先约定回购权的方式保障出卖人日后回复其股东身份的选项；

与股权转让不同，此时受让人虽然成为名义上的股东，甚至遵守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时

询问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程序，且可以在作为 “股东”期间享有部分股东权，但其

股东身份仍要受到出让人买回权的限制。〔２５〕

　　在当事人约定 “卖出 ＋回购”且债务人回购权已消灭的情况下，对于债务人事后试图
通过还款而请求返还 （其业已放弃回购之）股权的主张，裁判上不予支持的做法，是尊重

当事人意思及股与债界分的妥当选择。在联大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中，〔２６〕终审判决未支持联大的请求，认为 “股权协议转让、股

权回购等作为企业之间资本运作形式，已成为企业之间常见的融资方式，其合法性应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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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法实践中不乏类似的处理，如有的案件中融资租赁安排被重新定性为借款，以讨论其中的高利贷问题。

ＳｅｅＧｏｌｄｅｎＳｔａｔｅＬａｎｅｓｖ．Ｆｏｘ，４２Ｃａｌ．Ｒｐｔｒ．５６８（Ｃａｌ．Ｃｔ．Ａｐｐ．１９６５）．
在某种意义上， “卖出 ＋回购”交易甚至是抵押制度的前身。参见 ＢａｒｒｙＥ．Ａｄｌｅｒｅｔ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Ｃａｓ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４ｔｈｅｄ．，２００７，ｐ．１３。让与担保与所有权保留的共通原理 “都是基于契约自由的方式，

根据所有权的变动，以达到债权担保的经济目的。让与担保本身并未创设新的物权类型，也未新设物权的内

容，与物权法定原则并不冲突。”参见庄加园：《“买卖型担保”与流押条款的效力——— 〈民间借贷规定〉第

２４条的解读》，《清华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７６页。
参见陈永强：《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的解释路径与法效果》，《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２４７页。目前相
关的法律规定，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２０１５〕１８号）
第２４条。
对此，有学者认为，在对内关系上，受让人对股权的行使要受到合同约定或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在对外关

系上，受让人对其享有的股权的处分虽也受限制，但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公司法第３２条第３款主张股权外观的
信赖保护。参见蔡立东：《股权让与担保纠纷裁判逻辑的实证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２５５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二终字第３３号民事判决书。



认”。这一裁判值得肯定。在 “卖出 ＋回购”的交易中，若回购权人已放弃回购权，则即便
双方具有借款担保的交易目的，有关股权转让交易也不因此无效。否则，会使出让人不公

平地获得超出合同约定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是否构成显失公平时，必须结合回

购权到期时的市场状况 （变价可能性）等考察可能的变现价格。当然，法律既应按照买卖

合同的范式调整双方之间的交易，也同样不能忽视此种 “买卖”的特殊性，比如通常买卖

交易所涉及的瑕疵担保责任很可能需置于 “卖出 ＋回购”安排的大背景下加以处理。
　　２．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
　　近来讨论较多的以买卖合同 “担保”借贷的问题，也可以参酌 “卖出 ＋回购”的框架
分析。对于此类交易，有观点认为，从性质上看，以买卖合同担保合同履行的安排更接近

让与担保，而让与担保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时并无取回权，只享有别除权，表明在制度设计

上，法律并未赋予让与担保权人真正的 “所有权”。因此，对于以买卖合同担保合同履行的

约定，应按照担保的规则加以处理。〔２７〕

　　然而，债权人在买卖合同 “担保”和让与担保中所负风险是有重大差异的：其一，在让

与担保中，标的物的价值通常相对确定、可预期且可评估，而在买卖合同订立时，标的物

（以房屋为例）常常尚未建成，因而在价值上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其二，在让与担保中，债权

人取得了标的物 （至少是形式上）的所有权，受债务人破产的影响小，而以买卖合同为 “担

保”时，债权人即买受人仍要承担诸如有关标的物被其他债权人扣押及债务人即出卖人破产

的风险。因此，对于以买卖合同担保债务履行的约定，裁判上更合适的判断是尊重买卖合同的

内容以及当事人缔约时达成的一致意思，而非径直套用 “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外部定性

来对有关交易作定型化处理。换言之，在此种交易安排中，当事人究竟是否有担保的意思，

本身就是需要通过合同解释加以探究的。甚至即便等同于担保，也不等于就应当否定 “借

款 ＋买卖”的约定。以陈俊峰等与营口丽湖地产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为例，〔２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并非典型买卖的认定显然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当

事人之间的交易并非买卖就当然构成担保么？从逻辑上看，认定某一个法律关系不是买卖

后，其属性还存在租赁、互易、赠与等多种可能性，本案合同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因迟延

还款而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无论有关裁判结果是否达到了实质公平，至少在论证逻辑上，

该判决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判决无视股债区分而直接套用有名合同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３．流质流押管制
　　各种利用所有权制度 （包括买卖合同）实现担保效果的交易，可能还面临的一个重要

挑战是流质流押禁止制度。根据物权法第１８６条和担保法第 ４０条等，若当事人在债权尚未
到期时约定，抵押物或质押物所有权在债务不履行时直接移转于债权人，则该约定无效。

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债务人免受暴利盘剥或陷入不公平的交易。只不过在防范对象上，

流质流押禁止制度并非针对已经发生的具体危险 （如高利贷），而是针对缔约时尚未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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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案例如：朱俊芳与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民提
字第３４４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杨伟鹏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申请案”（最高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１３５号民事判决书）和吴俊妮诉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案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５８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６４
页以下）等。论文可见前引 〔２４〕，陈永强文，第 ２２８页以下。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民终２３４号民事裁定书。



“抽象的威胁”（因欠债不还而损失担保品）。〔２９〕

　　在技术手段上，流质流押禁止制度是一种形式检验：只要有流质流押的外形，便推定

有关交易存在盘剥或有失公平的因素，从而直接认定为无效。这种制度设计固然简便易行，

但在个别案件中可能会因过于刚性而有失偏颇，而且忽略了流质流押约定中变现成本低的

优势。促使流质流押禁止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担保品的变现耗时费力且难以充分

变价，从而使担保人无法在担保物价值高于债权额时，以变现所得清偿担保债务后保留担

保物价值的剩余部分。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 （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担保物

的变现日益便捷，因变现困难且担保物的价值与担保债权的数额相差过大而使担保人受损

的情形将不容易出现。

　　在上述背景下，缓和流质流押禁止制度或限制其应用是必要的，甚至是急迫的。〔３０〕即

便认为流质流押禁止制度有助于防止暴利盘剥或不公平的交易，法院也应努力控制形式检

验规则的适用，而在更多的情况下采实质判断，考察流质流押是否会造成债权人和债务人

之间利益失衡。如果债务人借款并非出于窘困，甚至掌握着主动权，或在担保物价值高昂

时可以通过 “借新还旧”的方式履行债务以回赎担保物，则法院应将此类案件排除在流质

流押禁止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３１〕另外，即便不改变既有规则，

也至少应当将流质流押禁止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制于典型的抵押与质押担保，而不宜再扩大

应用在包括 “卖出 ＋回购”在内的其他形式的交易之中。类似约定是否应予禁止，不应仅

通过流质流押制度，而应通过实质考察有关约定的内容是否有悖公序良俗 （无效）或是否

构成显失公平 （可撤销）来加以判断。

比较而言，在德国法上，对于以买卖合同 “担保”借款以及那些并非基于抵押、质押

等担保安排而作出的所有权移转的约定，虽然学术界有观点认为应类推适用流质流押禁止

制度，〔３２〕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ＢＧＨ）并未采取这一裁判思路。ＢＧＨ在一个判决中指出：

“那些批评 ＢＧＨ此种立场的意见，错误地以为德国民法典第１１４９条禁止流押的制度，目的

在于让债务人免受此种危险的影响，即债务人因没有经验或因限于窘境，而将其不动产用

于抵偿在数额上可能远低于担保物价值的债务。事实上，这并不是第 １１４９条的立法目的。

此种情形可以通过第 １３８条 （关于公序良俗的规定），或者，在有关约定有效时，通过第

３４３条 （即有关调低违约金数额的规则）保护债务人。……第 １１４９条只是物权法上规范担

保物变现方式的工具而已。”〔３３〕ＢＧＨ上述关于第１１４９条立法目的的分析虽然未必成立，但

对类似案件的裁判态度值得借鉴。其采取这种裁判思路的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担心过于普

遍地适用形式化的、刚性的流质流押禁止制度会干扰交易秩序，破坏当事人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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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３〕，庄加园文，第８２页。
参见高圣平：《论流质契约的相对禁止》，《政法论丛》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７３页。
参见前引 〔２５〕，蔡立东文，第２５５页。
Ｖｇｌ．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Ｗｏｌｆｓｔ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Ｒｎ．２６；ＨａｎｓＦｒｉｅｄｈｅｌｍＧａｕｌ，Ｌｅｘｃｏｍｍｉｓｓｏｒｉａｕｎｄ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üｂｅｒｅｉｇｎｕｎｇ，ＡｃＰ
１６８（１９６８），３５１（３６８，３７４）．
ＢＧＨＤＮｏｔＺ２００３，１２７，１２８ｆ．ＺＩＰ１９９５，１３２２；Ｐａｌａｎｄｔ／Ｂａｓｓｅｎｇｅ，§１１４９Ｒｎ．１（Ｋｅｉｎｅｅｎｔｓｐｒｅｃｈｅｎｄｅ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
ａｕｆｎｉｃｈｔｄｕｒｃｈＨｚｐｏｔｈｅｋｇｅｓｉｃｈｅｒｔｅ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ＭüＫｏＢＧＢ／Ｌｉｅｄｅｒ，７．Ａｕｆｌ．２０１７，ＢＧＢ§１１４９Ｒｎ．１２．中文的介
绍，参见前引 〔２３〕，庄加园文，第８１页。但该文仅引述了上诉法院而非 ＢＧＨ的裁判观点。实际上，在此案
和此后 ＢＧＨ的裁判中，都承认有关移转所有权条款的效力 （ＢＧＨＮＪＷ２００３，１０４１）。



　　４．小结
　　在以所有权为媒介的融资或借款交易中，原则上，在无违法因素时，应尊重当事人自
己设计的交易安排，按照 “卖出 ＋回购”的思路处理，并以公序良俗、显失公平等制度控
制合同效力。

　　在当事人明确约定担保目的的情况下，应赋予债务人请求清算的权利。〔３４〕但是，此种
权利仍应受到两重限制：其一，清算即确定有关标的物价值的时点应当为回购到期日。若

债务人逾期清偿，由于债权人承担了标的物在逾期清偿期间内贬值的风险，因此，标的物

在回购权到期后的增值收益应归属于债权人即受让人。其二，回购权的行使期限仍然要受

到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即债务人不能无限期地享有回购权，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及法律

关系的稳定。

　　如果当事人明确约定了让与担保，则尽管其采取了移转所有权的交易形式，也还是应
尊重商事习惯及相关法律中的既有规范：除了应当进行清算外，在债权人破产时，允许债

务人通过清偿债务的方式取回其担保物；〔３５〕在债务人破产时，有关担保物则由破产管理人

变现，并由债权人就变现所得受偿。〔３６〕另外，在融资租赁纠纷中，也存在用以判断有关交

易究竟是以租赁还是以融资为目的的规则，进而确定破产、会计、税收等规范的适用。〔３７〕

　　反观前述 “新华信托案”，可知新华信托与目标公司之间的交易，既采用了以股权回购

形式为主导的担保机制，又融合了优先股等安排。投资人虽然部分地采用了股权让与的交

易结构，但有关款项直接支付给公司，同时双方明确约定投资人有权要求公司予以清偿，

因此，法律仍应尊重双方达成的关于债务清偿的约定，不宜完全依交易形式而将新华信托

归为股东，方能真实地还原当事人之间的融资交易安排。

　　以上所述借款交易中股与债的界分更多着眼于公司与外部人的债权债务安排，这类交
易通常采取债的形式，虽不涉及资本管制制度，但会触及利息管制、第三人信赖保护等公

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问题。比较而言，以下讨论的 “名债实股” （如股东债权衡平居次制

度）或 “名股实债”（如附有回购权的股权）问题，其焦点均在于有关交易如何与公司资本

管制规范相协调。这些交易虽然本质上也是借款交易，但大多发生在公司内部，权利人往

往具有形式上或实质上的股东身份。

三、资本制度背景下的股与债

　　 （一）出资义务的履行与替代

　　公司资本制度的初始设定，是股东应出资以获取公司的股权，为公司提供用于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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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圣平、曹明哲：《股权让与担保效力的解释论》，《人民司法 （应用）》２０１８年第２８期，第１６页以下。
参见高圣平：《动产让与担保的立法论》，《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２０２页。
Ｖｇｌ．ＪａｅｇｅｒＨｅｎｃｋｅｌ，§５１Ｒｎ．１０ｆｆ．结合破产法来看，对于让与担保，标的物究竟应当如何处置，当事人的约
定其实并不重要 （如约定为清算型担保或流质型担保），重要的是有关担保物是否由债务人控制。若有关担

保物由债务人控制 （这也是让与担保的通常表现形式），则其变现只能由破产管理人完成。换言之，即便是

所谓流质型的让与担保，债权人也只能获得与其债权相当的变现所得，而不得高于债权额。也就是说，至少

在破产的背景下，“流质型”或 “清算型”让与担保的区分并不重要。Ｖｇｌ．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Ｂｏｒｋ，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ｉｎｄａｓＩｎ
ｓｏｌｖｅｎｚｒｅｃｈｔ，６．Ａｕｆｌ．，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１２，Ｒｎ．２５４－２５５．
参见金海：《判定融资租赁法律性质的经济实质分析法———以承租人破产时租赁物归属为例》，《华东政法大

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４３页以下。



原始资本，并以此保护债权人的利益。〔３８〕然而，实践中常常存在股东以借款替代其对公司

的出资义务，以便获取更优受偿地位和更优税收待遇的情况。若过度宽容这种以债代股的

做法，就会破坏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围绕有限责任作出的伦理上、经济上的约定，使公司过

度依赖外部借款展开经营，降低股东与公司的利益关联，进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３９〕

为此，我国也逐渐确立了应对 “名债实股”的规则。１９９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破产

债权能否与未到位的注册资金抵销问题的复函》（法函 ［１９９５］）３２号）中，便提及具有股东
身份的债权人对公司的破产债权不得与其对公司的出资义务相抵销 （该规定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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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一步具体化），确立

了破产情境下出资义务的特殊性 （应如实履行）。除了出资义务不得与股东债权相抵销外，

近年来，司法裁判上更进一步，判定股东对公司的债权应当后位于其他债权人的债权。〔４０〕

　　考虑到股东规避出资义务损害公司利益的可能性，很多国家都对股东以借款替代出资

的行为加以限制。如德国破产法 （§３９ＩＮｒ．５ＩｎｓＯ）承继了其有限责任公司法 （§３２ａＩ
ＧｍｂＨＧ）和商法典 （§１２９ａ，１７２ａＨＧＢ）的规则，规定股东对公司的一切借贷或与其类似

的其他债权，在公司破产时只能后于普通债权受偿，且那些为确保此类债权实现而设置于

破产债务人财产之上的担保物权 （包括法定担保物权）也一并丧失其破产别除权的法律地

位。〔４１〕当然，为了保护股东救助行将破产之企业的积极性，德国破产法第３９条还做了一些
缓和性规定：若某一借款人在企业具有破产原因时，为克服公司危机而购入公司股份，则

其此后向公司提供的新借款将不再适用替代资本的股东借贷规则 （第４款）；后顺位债权的
规则不适用于持有１０％或１０％以下股份的非业务执行人股东 （第５款）。

　　美国法上的类似制度肇始于 Ｔａｙｌｏｒｖ．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ａ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一案的裁判。〔４２〕经过此
后数年的演进，该案所确立的 “深石原则”逐渐定型，包含以下三项要件：（１）股东／债权

人实施了不公平行为；（２）该不公平行为给企业的其他债权人造成了损害；（３）衡平居次
原则的适用不违反破产法有关条款的规定。〔４３〕１９７８年，美国破产法正式在其第５１０（ｃ）条

中规定了由判例法发展而来的 “衡平居次”原则。〔４４〕与德国法上的刚性规则不同，在美国

法上，基于衡平考虑，只在股东从事了不公平行为且损害债权人利益时，股东的债权才会

被视为后顺位债权，即尽管债权人是股东，其债权也并非一般性地劣后于一切普通债权

人。〔４５〕衡平居次原则非常灵活。在判例法中，股东即便未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若其向

公司借贷的行为导致公司的负债率过高，其债权也可能被破产法官认定为后顺位债权。〔４６〕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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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ＳｅｅＰａｕｌＤａｖｉｅ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ａｗ，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ｄｅｄ．，２０１０，ｐ．７４．
参见许德风：《论公司债权人的体系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２６页。
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沙港公司诉开天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案 （下称 “沙港案”）。

Ｖｇｌ．ＢＧＨＺ７５，３３４，３３９；ＪａｅｇｅｒＨｅｎｃｋｅｌ，§３９Ｒｎ．４４．
Ｓｅｅ３０６Ｕ．Ｓ．３０７，６１８（１９３９）．
ＳｅｅＰｅｐｐｅｒｖ．Ｌｉｔｔｏｎ，３０８Ｕ．Ｓ．２９５（１９３９）；李丽萍： 《美国衡平居次原则的演变及其启示》， 《金融法苑》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７３页以下。
Ｓ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Ｒ．Ｄｏｃ．９３－１３７，ＰａｒｔＩＩ，９３ｄＣｏｎｇ．，１．
Ｓｅｓｓ．１１５（１９７３）．
Ｖｇｌ．ＤａｖｉｄＡ．Ｓｋｅｅｌｅｔａｌ．，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ｎｈｉｎｄｒａｎｃｅ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７Ｅｕｒ．Ｂｕｓ．Ｏｒｇ．Ｌ．Ｒｅｖ．２５９，２６８
（２００６）．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Ｄ．Ｃｏｘｅ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ｍｓｏｎＷｅｓｔ，２０１７，§１８：２（Ｆｎ．４）．



　　仔细分析限制股东债权制度的原理并参酌比较法上的制度，可以看出，“沙港案”裁判
的问题有二：其一，对于为什么股东不得以其对公司的债权抵销公司对该股东的出资债权，

法院并未充分论述，只是抽象地以 “不公平”带过。比较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在将其选为

典型案例时的理由 （“在该类案件的审判实践中，若允许出资不实的问题股东就其对公司的

债权与外部债权人处于同等受偿顺位，既会导致对公司外部债权人不公平的结果，也与公

司法对于出资不实股东课以的法律责任相悖”）则更为具体，更有确立规则的效果。其二，

本案中股东债权究竟应否 “居次”，裁判中并未加以论述，以至于使人形成股东债权当然居次

的印象，很可能过分扩大了该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而影响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的积极性。〔４７〕

　　除了股东债权衡平居次制度以外，美国法上还存在相对独立的 “债权重新定性”（ｄｅｂｔ
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制度。该制度确立了一系列区分股与债的标准，以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
名债实股问题，更好地保护其他债权人 （这一制度在适用范围上并不限于股东对公司的债

权）。具体而言，有可能影响股或债定性的因素包括：（１）交易文件的名称 （借款协议还是

股权协议，在未使用 “借款协议”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将有关交易认定为股权投资）；

（２）是否存在确定的到期日或还款计划 （在没有到期日或还款计划时，更倾向于认定为股

权）；（３）是否存在关于利率的约定及利率支付情况、支付来源、资本充实程度 （若公司资

本不足，则有关借款尤其是股东的借款将更倾向于被认定为股权）；（４）债权人与股东的身
份及其相关性 （如果股东们向公司的借款是按相应投资比例作出的，则该借款更容易被认

定为股权；若股东们对公司的借款与股东持股比例迥异，则更可能被认为是债权）；（５）是
否有担保 （若无担保，则可能被认定为股权）及公司获取外部机构借款的能力 （若公司没

有能力从外部获取借款，则有关股东对公司的借款更容易被认定为股权）；（６）有关后位于
外部债权人受偿的约定 （若与债权人约定其债权后于债权人受偿，则该债权更可能被认定

为股权）；（７）有关款项被用于购置资本或资产的情况 （若有关借款被投入日常经营而非企

业投资，则将更可能被认定为债权）；（８）是否存在偿债基金 （在没有偿债基金的情况下，

有关借款将更倾向于被认定为股权）。〔４８〕

　　作为一种将名义上的债定性为实质意义上的股的做法，上述股东债权制度更有助于保
护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尽管其在方向上与下述保护 “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制度相反，

但二者在原理上却是相同的，即都旨在维持公司经营的必要资本，故应一体地加以理解。

总体而言，在刚性规则难以准确反映现实需求的背景下，较为灵活的综合判断标准反而可

以更好地处理股与债的认定问题。在性质上，这些判断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与民法上进行意思
表示解释时的考量因素相近，虽不及刚性规则 （ｒｕｌｅ）清晰易用，却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区分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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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参见潘林：《论出资不实股东债权的受偿顺位———对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 “沙港案”的反思》，《法商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５０页。
上述因素最早来源于针对这一问题作出的税法裁判，即 Ｒｏｔｈ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ｅＣｏ．ｖ．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
此后，在其他类似判例中，也有关于判断基准的讨论，如 Ｃｏｈｅｎｖ．ＫＢＭｅｚｚａｎｉｎｅＦｕｎｄＩＩ，ＬＰ（ＩｎｒｅＳｕｂＭｉｃｒｏｎ
Ｓｙｓ．Ｃｏｒｐ．），４３２Ｆ．３ｄ４４８，４５６（３ｄＣｉｒ．２００６）；ＰａｕｌＷａｌｌａｃ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ｕｄｄｌｅｄ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Ｄｅｂｔ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ｉｏｎ，８６Ｍｉｓｓ．Ｌ．Ｊ．１８３（２０１７）。需要说明的是，就逻辑顺序而言，税法上的判断应当后于私法上的判断，
换言之，私法中的判断标准不应反过来借鉴税法中的规则。但法官在税法案件中建立起来的判断标准，在很

大程度上仍是基于对私法问题的整理与分析，二者在内容、目的上并无本质差异。因此，上述规则对私法中

的判断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Ｖｇｌ．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Ｓｃｈｎ，ＥｉｇｅｎｋａｐｉｔａｌｕｎｄＦｒｅｍｄｋａｐｉｔａｌｅｉｎｅｓｔｅｕ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ｉｎ
Ｓｃｈｅ（ｈｒｓｇ．），ＥｉｇｅｎｋａｐｉｔａｌｕｎｄＦｒｅｍｄ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Ｓ．６ｆｆ．



股与债的复杂判断。

　　 （二）资本维持与股份回购

　　除了前述明债实股的交易安排外，明股实债在商事实践中也被广泛应用。例如，在我

国司法实践中，曾一度存在 “投资者与公司 ‘对赌’无效”的认识。〔４９〕这本质上就是一个

如何处理股债关系的问题。

　　与收购其他公司股份不同，公司购买自己的股份并不能为自己带来任何有助于实现债

权人利益的真实财产价值，故长期以来，各国对公司购买自己股份的行为均持严格禁止的

态度。〔５０〕但随着对公司制度理解的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回购自身股份是公司用以调整

股本结构的手段之一，对此一概加以禁止并不妥当。〔５１〕以美国法为例，目前各州较为统一

的做法是允许股权回购，但有关回购安排要受制于债权人保护及其他股东保护规则。〔５２〕具

体而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 《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 （ＭＢＣＡ）的倡导下，各州基本

确立了将股份回购与盈余分配相等同，从而使其受与分配类似的资本管制、破产限制的规

则：原则上，只要公司有溢余，〔５３〕即只要公司净资产大于股本，且回购股份所需资金不超

过该溢余，法院通常便不会认定该回购削弱了公司资本而对其加以限制。

　　当然，在具体执行层面，在特拉华州的一些判例中，法院对有关回购条款的审查采取

了较严格的标准，尽管没有否认溢余这一股权回购的底线，但对实务中广泛使用的 “合法

可用资金”条款的含义提出了质疑。〔５４〕不过，后续的判例和研究表明，即便如此，也不能

认为特拉华州采取了严格限制回购条款的态度。如一些实务观察认为，若在优先股文件中

不使用以 “合法可用资金”条款为回购基础，而是使用 “除非法律禁止”的表述，或许就

可以避开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的限制。〔５５〕

　　不仅如此，在面对新型投融资方式时，法院还会着眼于交易的实质，判断有关回购安

排是否应受到资本管制规则的限制，如认为权证即于到期日将有关股权出卖给公司的权利，

并不属于股份，公司基于权证而实施的回购不受 ＤＧＣＬ第 １６０条有关资本管制规则的限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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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在 “海富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投资人要求公司给予补偿的约定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利

益。至于这类约定是如何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的，法院并未详细说明。类似地，在美国法的历史上，也运

用诸如回购 “不得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表达来否定回购协议的效力。ＳｅｅＮｏｔｅ，Ｓｔｏｃｋ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Ａｂｕ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Ｎｏ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Ｒｕｌｅ，５９ＹａｌｅＬ．Ｊ．１１７７（１９５０）．
ＳｅｅＴｒｅｖｏｒｖ．Ｗｈｉｔｗｏｒｔｈ，１２Ａｐｐ．Ｃａｓ．４０９（１８８７）；ＢａｒｂａｒａＢｌａｃｋ，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ａｎｄＳｔｏｃｋ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２０１７，
§６：１；Ａｒｔｈｕｒ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ｂｙ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ＯｗｎＳｔｏｃｋ，３５Ｃｏｌｕｍ．Ｌ．Ｒｅｖ．９７１，９７８－９８１（１９３５）．
ＳｅｅＥｒｗｉｎＥｓｓｅｒＮｅｍｍｅｒ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ＩｔｓＯｗｎＳｔｏｃｋ，１９４２Ｗｉｓ．Ｌ．Ｒｅｖ．１６１；前引 〔４６〕，
ＪａｍｅｓＤ．Ｃｏｘ等书，第２１章第２节脚注１。
ＳｅｅＮ．Ｙ．Ｂｕｓ．Ｃｏｒｐ．Ｌａｗ§５１４（ｂ）；Ｃａｌ．Ｃｏｒｐ．Ｃｏｄｅ§１６６（ＷｅｓｔＳｕｐｐ．２００９）；Ｄｅｌ．ＣｏｄｅＡｎｎ．ｔｉｔ．８，§１６０
（２００１）；前引 〔４６〕，ＪａｍｅｓＤ．Ｃｏｘ等书，第２１章第４节。
大致包括所有者权益下 “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三部分。参见刘燕：《对赌协议与公司法资

本管制：美国实践及其启示》，《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４８页。
ＳｅｅＳＶＩｎｖ．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ＬＬＣｖ．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ｃ．，７Ａ．３ｄ９７３，９８７（Ｄｅｌ．Ｃｈ．２０１０）；ＢｒｅｖａｎＨｏｗａｒｄＣｒｅｄｉ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ＭａｓｔｅｒＦｕｎｄＬｔｄ．ｖ．ＳｐａｎｉｓｈＢｒｏａｄ．Ｓｙｓ．，Ｉｎｃ．，Ｎｏ．ＣＩＶ．Ａ．９２０９－ＶＣＧ，２０１４ＷＬ２９４３５７０（Ｄｅｌ．Ｃｈ．Ｊｕｎｅ２７，
２０１４）；ＷｉｌｌｉａｍＮ．Ｌａｙ，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Ｓｔｏｃｋ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ｓ：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ＤＧＣＬＳｅｃ．１６０，１８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ｎｎ．Ｊ．
Ｂｕｓ．Ｌ．６９７（２０１７）．
ＳｅｅＣ．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ｉｇｌｅｒｅｔａｌ．，Ｄｒａｆｔｉｎｇａ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Ｐｕｔ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Ｓｔｏｃｋａｆｔ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２０１２Ｂｕｓ．Ｌ．Ｔｏ
ｄａｙ１（２０１２）；ＢｅｎＷａｌｔｈｅｒ，ＴｈｅＰｅｒｉｌａｎｄ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Ｓｔｏｃｋ，３９Ｄｅｌ．Ｊ．Ｃｏｒｐ．Ｌ．１６１，１８８（２０１４）．



制。〔５６〕对于那些未采取标准形式，只是在发行时做了回购约定的 “持有人选择权股”

（ｈｏｌｄｅｒｏｐ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ｋ），美国法上的另一些裁判认为，持有人的权利行使不受上述资本管制规

则的限制，理由是：此类合同本质上是 “附回购义务”（ｓａｌｅ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的合同，故公司并
未将全部股权转让给认购人，或者说股权并未被真正地出售。此时若否定公司买回义务的

效力，则公司持有相应购买资金也无充分依据。〔５７〕换言之，此类投资被认为是债而非股。

　　比较而言，我国的公司法理论与司法实务对公司的形式本身常存有迷信式的崇拜和片

面僵化的理解，往往忽略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从公司法的发展历史来看，自公司产生以

来，人们就担心其会过度实体化并超出预先设定的目的范围，进而在没有充分管制的情况

下失去约束，异化为少数人控制世界的 “怪物”。〔５８〕实际上，公司法不过是一套用于协调

各方利益关系的机制，过分强调公司人格或资产的独立性而忽略其背后真实的利益关系，

恰恰是立法及司法裁判应当努力避免的。例如，在比较法上，封闭公司中许多原本应当通

过派生诉讼解决的争议，可以通过直接诉讼来完成，如公司控制股东侵吞公司财产，进而

（间接）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则其他股东常常可以直接对该股东提起诉讼。“在利益相关

的 （双方）当事人是一个控制公司和一个不享有控制权的个人或股东时，直接诉讼与间接

诉讼的区分并无实益。”〔５９〕

　　在上述背景下，认为公司回购安排会损害公司利益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公司自愿

地与投资人约定在特定条件下返还出资，更多是一种等价交易，何谈损害公司利益？在这

个意义上，最高人民法院在 “海富案”中关于 “公司履行补偿义务会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

益”的抽象认定，可以说一半 （关于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部分）是未得证明的，另一半则是

完全错误的 （关于损害公司利益的认定）。

　　实践中，随着对公司估值机制中回购安排认识的加深，我国法院日益采取较为宽容的

态度，承认并支持投资者 （股东）与公司关于回购相应股份之约定的效力，这体现了司法

裁判对股债关系认识上的深化。如在 “海富案”之后的强静延与曹务波等股权转让纠纷再

审案中，〔６０〕法院便肯定了投资人对目标公司的权利主张，认为目标公司向投资人提供股权

回购担保 “有利于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权益，应当认定案涉

担保条款合法有效”。虽然该案中所涉的交易是用公司对外担保的形式来达到类似公司回购

的效果，与 “海富案”的交易结构仍有所差异，但最高人民法院或许在结果上接受了学理

上对 “海富案”的批评，在个案中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三）破产法视角下的资本管制

　　在约定了股份回购的实践中，由于回购义务的约定与履行之间往往存在一段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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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当事人还可能约定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履约，故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当事人约定回

购时公司的资产尚大于负债，而在实施回购时 （或回购了几期以后），公司陷入破产境地。

面对这种情形，有关股东能否请求公司回购股份？溢余检验乃至破产检验究竟应以约定回

购交易时为准，还是以实际回购或分配时为准？在破产程序中，股东还能否行使回购权？

　　按照破产撤销权的原理，决定是否构成无偿转让财产的时点，应当是负担行为成立时
（如合同订立），而非处分行为作出时 （如实际交付财产）。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在一定程度

上，也可以认为股东在股权回购协议成立那一刻取得了价款，而后再将该款项出借给公

司。〔６１〕按此种理解，此后该股东的法律地位显然与债权人无异。不过，鉴于回购交易中利

益关系的特殊性，很多国家仍然坚持以回购当时而不是订立回购协议时公司的资信状况为

依据，来判断回购权人的回购权可否行使。〔６２〕如在美国法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ｖ．
Ｗａｎｇｅｍａｎｎ案中，〔６３〕法院认为，尽管在达成回购约定且股东已将其股票换为债券时，公司
的溢余尚大于履行回购义务所应支付的价款，但鉴于公司在兑现债券时已资不抵债，此时

公司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应优先保护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ｃｕｔｏｆｆｒｕｌｅ），若强制公司履行义务，则公司
为此所进行的支付可能构成欺诈性转让，进而被破产撤销。类似地，在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ｔａｔｅＳｔｅｅｌ
Ｆｏｕｎｄｒｙｖ．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案中，〔６４〕法院也认为，分期回购约定的效力不受公司签订回购协议
时财务状态的影响，只要履行支付义务时公司有溢余即可 （ｓｕｒｐｌｕｓｃｕｔｏｆｆｒｕｌｅ）。当然，根据
学者的总结，在很多裁判中，只要股东行权不会损害任何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股东就可以

行使其权利，至于该权利行使是否会将公司推入破产的境地，均不予考虑。〔６５〕在判例法

上，美国也有裁判采取双重考察的规则，在订立有关回购协议时考察公司是否存在溢余，

而在履行有关回购协议时考察公司是否陷于破产。〔６６〕

　　若有关回购交易采取了其他担保安排，如在投资者购买股票时，公司提供了担保或非
担保债券或承担了其他义务，则根据美国特拉华州的规定，只要在设置有关回购安排的时

点上公司可以通过溢余检验即可。此后，在权利实现时，有关债券的兑现或有关义务的

履行不再受资本维持原则的限制。〔６７〕类似地，在判例法上，一些州的法院认为，若公司以

本票回购股份，而出票当时公司资产大于负债，则即便此后公司资不抵债，也不导致股东

的回购债权后位于普通债权。〔６８〕即便是坚持在执行回购时公司资产应当大于负债的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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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６９〕也设有例外，如其他债权人知悉有关回购安排的存在，便是同等对待回购请求权人

与债权人的一项依据。当然，若在订立有关回购协议时公司没有充分的溢余，而在履行时

有充分的溢余，即回购不会导致破产，则仍应支持有关股东的回购请求权。〔７０〕

　　关于破产中回购权人能否行使权利的问题，公司红利分配的规则或可资参照。一般认
为，以公司分红决议的作出为分界点，股东的红利分配请求权可分为两部分：在公司作出

分红决议之前，股东的分红权是 “抽象”的，仅限于向公司提出作出分红决议的建议权

（提案权）；在公司作出分红决议之后，股东的分红权得以 “具体化”，股东取得了对公司的

债权，只要公司在作出有关分红决议时并未违反任何强制性规定 （有盈余且已弥补亏损

等），该债权将不会再受到后续公司资产不足乃至破产的影响。〔７１〕换言之，股东的具体利

润分配请求权自利润分配方案被批准的那一刻起产生，此时股东取得与公司其他债权人相

同的地位，只要不违反前述衡平居次原则，其便有权在公司破产的情况下，与其他普通破

产债权人一同按照债权比例分配破产财产。〔７２〕这一分配顺序上的安排与破产中股东劣后分

配的原则并不冲突，因为此时股东具有股与债的双重身份，并基于不同身份、按照不同顺

序获取相应的分配。〔７３〕总之，在公司决定分红时其资产大于负债，但之后 （尤其是公司陷

入迟延给付后）其资信状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只要不违反股东债权衡平居次原则，还是

宜将股东的具体分红权作为债而非股加以保护。

　　同理，对于股东通过行使回购权而取得的债权，只要不符合破产撤销的条件，便应给
予保护。而在股东行使回购权之前，其仍然 （至少在形式上）具有股东的身份，其请求回

购的权利，在性质上与抽象分红权类似。因此，若股东行使回购权时公司已陷入破产或溢

余不足的状态 （或者虽然股东行使回购权时公司尚未破产，但双方约定了公司支付回购款

的期限，而该期限届至时公司陷入破产境地），则其权利便应受到相应限制。而若股东取得

股票的同时也取得了针对未来回购权而设定的担保权，这在性质上属于为附条件债权提供

了担保，在条件成就时，有关担保的效力不应受公司事后破产的影响。〔７４〕

　　 （四）小结

　　一般认为，如实出资和资本维持是资合公司法中的核心原则，也是资合公司赖以存在
的基石，前者规范资本流入，后者则规范资本流出。〔７５〕作为向公司提供资金的不同主体，

股东与债权人的关系也应在上述原则之下加以探讨。公司股东为了免受 “股东最后分得公

司剩余财产”规则 （公司法第 １８６条）的限制，以借款替代出资义务的履行，从而违反出
资真实缴纳原则的行为需加以限制；而为规避禁止撤回股本规则 （公司法第２０９条），股东
通过回购、分红或其他形式来实现自身权利，从而违反资本维持原则的行为也需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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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若债权被用于逃避股东固有的义务，则该债权将被强制定性为后顺位债权乃至

股权，置于普通债权之后；但若无损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即便股东和债权人在身份上

有所重合，股与债的区分也仍应予以尊重。此外，股与债的互动还体现在债权人获取投票

权、董事任免权进而间接取得股东成员权的情形中。在当前的商事实践中，投票权等股东

身份权并非总是与股权相捆绑，而某个债权人取得投票权等权利也并不当然意味着其在地

位或身份上向股东转换。

四、股债转换及组织法视角下的债

　　股权在内容上包括分红权、表决权等主要权利以及知情权、诉讼权等辅助权利。如果
把这一框架移用到债权上，债权也有以请求返还本金、支付利息等为表现形式的 “分红

权”，有代位权、撤销权等诉讼权及通过强制执行程序、破产程序来实现的知情权。不仅如

此，如前所述，法律赋予债权人在公司组织法层面的权利，也并非异数且已有成例。在这

个意义上，股权与债权可以说都是分红权、表决权及辅助权的组合，只不过在具体排列方

式上各有侧重，此消彼长而已。在公司法的框架下，股与债还会随着公司经营状况的变化

而变化，乃至相互转换，具体的途径有初始的交易设计，也有自愿的交易和法律的强制。

　　 （一）债权人与优先股股东的投票权

　　在传统公司法的框架下，债权人并无投票权，不享有选举董事或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的权
利，如我国公司法将公司的决策权交给股东而非债权人等其他主体来行使，《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等也未赋予债权人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类似地，ＭＢＣＡ第７．２１条明确规定，
只有股东享有表决权，债券持有人不享有表决权。〔７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债券持有人等债

权人不享有表决权的规定，只是公司法上的默认规则，并非强制性规定，并不限制人们作

出不同的设计。例如，起草者在前述 ＭＢＣＡ第７．２１条的官方评论中便指出，公司可以通过
授予债券持有人以投票权股 （只享有投票权而无分红权的股份）等方式赋予其表决权。〔７７〕

而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第２２１条进一步规定，既可以通过公司章程或公司注册证明赋予债券持
有人以投票权并明确投票事项范围，也可以在该注册证明中规定债权人知情权及其他权利。

　　优先股持有人在法律地位上 “很像儿童，被看见而不被倾听”。〔７８〕当然，这不意味着

优先股股东没有任何组织法意义上的权利。除了可以在公司章程中约定优先股股东的表决

权外，在允许优先股的国家，法律还会强制性规定优先股股东于权益受到不利影响时享有

投票权。〔７９〕另外，如优先股股东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获得按期的股息支付，其可以重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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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发行优先股。



表决权或者获得其他形式的保护。〔８０〕

　　从上述规则可以看出，对于债权及优先股权，虽然法律不禁止通过约定设定表决权，
但法律的默认规则及强制性规范只提供较低限度的保护。权利人若想谋求更好的 “待遇”，

如同债权人要求额外担保一样，只能通过合同协商争取，并将其写入公司章程。总体而言，

表决权等组织法属性的权利在保护债权人及优先股股东方面的应用是有限的：一方面，表

决权并不能转化为财产权，债权人或优先股股东的权益仍限于本金及利息 （或股息）；另一

方面，将表决权让渡给债权人、优先股股东等，对普通股股东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意味

着公司在决策上很可能更加保守，而这与股东经营公司的期待相悖。这些都使得股东和公

司倾向于谨慎赋予债权人及优先股股东投票权。可以说，在存在其他保护投资人权益机制

的情况下，投票权等组织法上的权利并不真正受市场的青睐。只有在公司陷入困境乃至破

产时，组织法上的权益即对公司的控制权对债权人及优先股股东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

　　 （二）破产程序中股与债的自愿交易

　　破产法视角的分析将有助于穿透制度外表窥其实质，从而更加深入地探究股与债的关
系。通常认为，重整是指破产企业的重整，而不是破产企业所有者的重整，即企业经过重

整获得了新生，而企业原有的股东常常要 “出局”。但在我国上市公司乃至其他普通公司的

重整实践中，尽管债权人通常无法获得足额清偿，股东或其他利益相关人却仍可通过持有

股份等形式保留其在公司中的权益。如前所述，股东在向公司财产主张权利的顺位上居于

最末，但其又为何能在破产程序中保留股份进而客观上分享公司的财产？〔８１〕该现象是为我

国破产实务所独有，还是广泛存在于各国法律理论及实践之中？

　　运用股债自愿交易的思路，或许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一现象。〔８２〕假设某项目中有两个投
资人各出资１００，投资人一的权利是在项目结束之后获得１５０的清偿，投资人二的权利则是
获得项目的所有剩余财产。现因法律或政策的调整，公司必须清偿其全部债务，以便继续

开展项目。在此种情况下，投资人一和投资人二应该各自分得多少财产份额？如果必须确

定该项目的归属，这个项目又应该属于谁？

　　第一种思路是基于项目开展之前期待价值的预测来分
配财产。由于该项目有５０％的可能性收益为０，另外５０％
的可能性收益为 ２００，故其期待价值是 １００。若将该项目
视为公司，则该公司的价值为 １００，其中获取 １５０固定回
报的投资人一相当于公司债权人／担保债权人，而获得项
目剩余财产的投资人二则相当于公司股东／普通债权人。

鉴于投资人一有权获得１５０的清偿，从经济效果上看，公司应当归属于投资人一而不再归属
于投资人二。

　　但是，若从另一种思路切入，该项目的归属将有所不同。假设两个投资人都坚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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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项目中有权享有份额，并使该项目得以运行直至结束，则最终的结果有二：其一，

两人均颗粒无收；其二，项目获得２００的收益，投资人一分得其中的１５０，投资人二分得剩
下的５０。这意味着，项目结束后投资人一将有 ５０％的可能性获得 １５０，而投资人二亦有
５０％的可能性取得５０，所以投资人一的期待价值应为７５，投资人二的期待价值则是２５。因
此，在项目未实际开展即清理负债时，企业应归属于投资人一；而在项目取得进展之后再

计算企业的价值时，投资人二也有权主张公司财产。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若允许当事

人事前自愿进行交易，双方将会达成怎样的约定？显然，相比于将项目回报拱手相让，投

资人二更可能在７５至 １００的区间内出价，以期购买投资人一的权利；而投资人一也知道，
如果坚持保留其在项目中的地位，他最终将获得７５。然而，实践中该项目进展的结果如何、
项目完成后盈利的可能性是多少、盈利的数额是多少等问题是无法准确预见的，故投资人

一将可能接受超过７５的各种报价 （或者反过来，投资人一以 ０—２５之间的出价购买投资人
二的权益）。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不确定性的存在，是股与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进行交易的根
本原因。比如，在破产重整计划中，某普通债权人的债权总额是１００万，并可期待在两年之
内获得２０％的清偿。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依然愿意进行股债交易的原因，是重整计划能
否顺利执行、企业能否成功经营、债权能否最终实现等问题背后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企业破产时，债权人之间不仅存在争抢财物的公地悲剧问题，也会因相互阻挠而产
生反公地悲剧问题。〔８３〕若要减少破产债权人之间的相互制约，允许债权交易不失为一项有

效对策 （甚至是必然选择）。对于债权交易，除前文提及的内在限制 （即债权人权利实现

后，应当放弃该权利）外，还需设置外在限制，即不得通过交易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比如，当某宗债权交易致使特定债权人最终取得少于他本应得到的清算价值时，该交易就

应当受到限制。总之，现实的破产债权交易可能存在许多其他形式，但大多依循上述基本

框架展开。

　　 （三）破产程序中股与债的强制交易

　　在破产实践中，无论是强制剥夺股权 （出资人权益强制调整）还是以破产债务人公司

股权清偿债权 （债转股），都或多或少涉及股与债的强制交易问题。这些交易安排是否妥当

或合法，可做如下分析。

　　１．出资人权益的调整
　　出资人权益强制调整是重整理论与实践的难题。承继前文的论述，应当认为，法院对
破产案件的受理，便是对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状态本身的认定，或者至少是推定 （在以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等原因开始破产程序的情况下），而这也相当于对股东股权价值为零的认定或

推定。如果股东不能在破产程序中证伪上述认定或推定，便只能接受股东权益被归零的后

果。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企业破产法第８５条关于出资人投票决定自己的权益调整计划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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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便是不妥的，而调整出资人的权益也不构成对私人财产的剥夺 （或构成违宪）。〔８４〕正

确的选择是，出资人的权益在破产开始后自动归零，若出资人无力在破产程序中提供新资

金或其他资源 （包括人力资本），或有债权人愿意与其交易，则无权再对公司主张股权。

　　２．破产程序中的 “债转股”

　　对于破产程序中的 “债转股”，有学者认为，“在企业已陷于清偿危机的情况下，债转

股将债权转为权利顺位劣后的股权，可能加重当事人的风险，所以必须经过每一个转股债

权人的单独同意。”〔８５〕这是值得商榷的。债权人在 “债转股”安排中所取得的股权，并不

是破产债务人公司的股权，而是重整后公司的股权，因此并不存在学者所提及的 “将债权

转为权利顺位劣后的股权”的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债转股”安排是一种破产财产的分配

方式，应当在确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框架中考察。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 ６１条第 １０项，
审查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是债权人会议的职权，债权人会议应当在多数决的框架下作出

决议。在这个意义上，下述观点值得肯定，即破产程序的概括性决定了 “每一个体债权人

的意愿并不需要都给予尊重，相关权利的代物清偿在逻辑上也未必需要得到每一个体债权

人的完全同意”。〔８６〕实践中强制债权人接受债转股的安排，问题可能并不在于这种分配机

制本身，而在于未严格遵守法律关于破产财产分配的表决规则。

　　 （四）小结

　　股东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之间会相互影响。例如，若减少对股东新股认购权的保护，便
需在退出权或转让权方面加以 “补偿”。与此类似，债权人的各项权利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

和妥当平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债权人本息权利之外的退出权与参与决策等组织性权利的

配置上。在中国法上，债权人的这些组织法权利应当在公司章程中确立。从股东的角度来

说，这些权利会很大程度上制约股东的经营选择，因此其并无充分动力让渡投票权；而从

债权人的角度来说，组织法上的权利并不能直接救济债权本身，因此其有效性仍有不足。

总之，在公司未陷入困境时，股与债的界分并不构成突出的问题。如果公司有充足的资源

兑现其对各类投资人的承诺，关于权利定性的讨论充其量只是未雨绸缪。就具体配置而言，

可转换优先股的组织法属性要比可转债更强，但要弱于带有股权回购约定的投资安排。〔８７〕

结　论

　　在社会经济实践中，公司融资交易的形式多样。在设计有关融资交易的制度框架时，

应尊重股权、债权内在的相通性，鼓励自主选择和自愿交易。现行法上影响公司融资交易

合同效力的制度，主要是借款交易中的利息管制、借贷主体资格管制、流质流押管制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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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有学者认为，“对上市公司出资人权益进行强制调整，其本质是剥夺股东财产权的行为，这种财产权的剥夺没

有法律依据，是非法剥夺。”参见前引 〔８１〕，齐明文，第１６８页。
王欣新：《论企业重整中的商业银行债转股》，《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７页。
韩长印：《破产法视角下的商业银行债转股问题———兼与王欣新教授商榷》，《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第５４页。
经验研究表明，优先股股东并不会仅关注投资回报而不参与公司治理。在最青睐优先股的风险投资交易中，

优先股股东通常会在股东协议中就董事会席位或否决权作出有利于己方的安排，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甚至在多

轮融资后实现对公司的控制。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Ｂｒａｔｔｏｎｅｔａｌ．，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Ｓｔｏｃｋ，１６１Ｕ．Ｐｅｎｎ．Ｌ．Ｒｅｖ．１８１５，
１８７４－１８７５（２０１３）；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ｏｒｓｍｏ，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Ｓｔｏｃｋ，７８ＢｒｏｏｋｌｙｎＬ．Ｒｅｖ．１１７２－７５（２０１３）．



司资本制度中限制撤回出资、保护债权人等规则。有关融资安排是否有效，应结合这些制

度的管制目的加以判断。总体而言，历史上借款交易中的借贷主体管制，当前已不复存在，

影响融资安排效力的，一个是隐藏在利息管制及流质流押管制背后的弱者保护考量，一个

是公司资本制度中债权人保护的考量。在司法实务中，对前者的判断误区体现在以形式替

代实质的倾向上，如只要有丧失所有权的约定，就认为是流质流押，只要利息高，就认为

是高利贷，其问题是忽略了交易背后真实的风险分配安排；对后者的判断误区体现在以抽

象替代具体的倾向上，不去考察是否真实存在受损害的债权人，而以抽象的 “债权人利益”

乃至 “公司利益”作为否定诸如股权回购等义务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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