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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
补充赔偿责任

梁上上*

摘 要 2013年我国《公司法》的修订虽然有利于投资创业,但也增加了债权人利益受到

损害的风险。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可以较好保护债权人利益,但需要作

重新解释。未出资股东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是补充责任的一种类型。该责任具有法定性、补

充性、有限性、内部责任连带性等特征。“未出资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理解为不仅仅包括

到期的履行违约行为,也包括尚未到期的未出资行为。“不能清偿”需要通过股东的先诉抗辩

权来确定,只有通过仲裁或者审判,并经过强制执行仍然不能清偿时股东才承担责任。“股东

未届到期出资”应解释为“债权人不受履行期间的约束”,股东不能主张扣除相关利息。这些解

释方法在法律解释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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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做了重要修订。与此相关,对公司注册资本

登记制度也做了相应修改,大大放松了对市场主体准入的管制,降低了准入门槛,有利于促进

市场主体加快发展。〔1〕特别是,修订后的《公司法》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不再限制公

司设立时全体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不再规定公司股东(发起人)缴足出资的期限;公
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无需提交验资报告。这次修改后,出现了大量

1元公司等侏儒公司,也出现了注册资本巨大、缴纳期限为100年的所谓无赖公司。〔2〕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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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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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
参见甘培忠:“论公司资本制度颠覆性改革的环境与逻辑缺陷及制度补救”,《科技与法律》2014年

第3期。该文所指的无赖公司是,公司章程所定注册资本为巨大数额,但实际缴付资本则为极小数额,余额在

章程中约定自公司成立后第50年或第100年时缴付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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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引来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也引起了人们对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担心。〔3〕那么,本次《公司

法》修改是否弱化了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呢? 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债权人

利益呢? 这里涉及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

一、债权人保护在《公司法》修订后面临的新问题

例如,A、B、C、D、E于2014年3月5日成立了甲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章程约定:注册

资本为1000万元,各股东在2034年3月5日缴足。2014年7月1日,甲公司向乙购货,欠货

款100万元,甲公司无力清偿。乙请求五位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提出抗辩,公司章程

约定的出资期限未到,不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应该如何处理呢?

这里涉及的是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关于股东的补充赔偿责

任,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有明确规定。这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

重要制度。结合本案,法院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①什么是未出资股东的补充赔偿责

任? ②股东履行出资的期限未到,债权人乙是否只能在20年后才有权请求股东承担责

任? ③补充责任的所谓补充性体现在哪里? 什么是公司债务不能清偿? 应该如何认定?

④如何理解“股东未届到期出资”? 股东是否可以主张扣除相关利息? 这些问题,特别是

股东缴纳出资期限的约定对债权人权利救济的影响,都与本次修订有重大关联,引发了

重大争议,需要认真研究。

二、作为补充责任的未出资股东赔偿责任

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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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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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未出资股东 〔4〕对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的法

律规范。该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补充责任,其表现形态具有特殊性。
(一)补充责任是独立的责任形态

什么是补充责任? 是否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 补充责任是指在责任人的财产不足以承

担其应负的民事责任时,由相关的人对不足部分予以补充的责任。〔5〕在民法理论上,有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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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改后,我国已经召开了多次以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与债权人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
例如,2014年4月在我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召开的公司资本制度现代化研讨会、2014年5月在我国政法

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2014年7月在哈尔滨商业大学召开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商法

论坛等。
本文所指的未出资股东包括:已到出资合同约定履行期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

以及未到出资合同约定履行期而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
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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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充责任是一种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相对应的新型责任。〔6〕我支持这一观点,它是由责

任顺位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具体理由为:

第一,在我国民法传统理论中,通常将多数人之债分为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7〕没有补

充责任。按份责任是数个债务人各自就自己承担的债务份额负清偿的义务;连带责任是指债

务人有数人时,各债务人均负有全部给付的债务,且全部债务因一次全部给付而归于消灭的责

任。在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之外,增加一种全新的责任形态,有利于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有利于适应复杂社会的法律需求。

第二,补充责任的顺位补充性,使其不同于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补充责任与按份

责任的区别是明显的。同样,补充责任的顺位补充性也根本不同于连带责任。这可以从

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的对比中看出来。在保证方式中,存在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之区

分。根据《担保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

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

责任。而该法第18条第2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

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

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由此可见,两种保证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责任承担的顺位性。如果

认为补充责任不是独立于连带责任的一种责任形态,而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

形,〔8〕即从属于连带责任的子概念,其必然的逻辑推理是,因为一般保证属于补充责任,

所以其从属于连带责任。其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的区别将不复存在。显

然,这是违背立法原意的。

第三,承认其独立地位符合我国立法的历史发展。我国关于补充责任的立法起源于

1995年《担保法》第17条关于一般保证的法律规定。该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

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

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
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此后,最高人民法院陆续颁布了许多涉及补充责任的司法

解释。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2款对金融机

构的补充赔偿责任做了规定。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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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参见张新宝:“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法学杂志》,2010年第6期;张景良、黄砚丽:“关于

侵权补充责任形态的若干思考”,《人民司法》2012年第15期,页103。
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页40-53。
有人认为,补充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形。参见杨立新:《侵权行为法》,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30;陈现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精解与案例解析》,中国法

制出版社2010年版,页130。这种观点并不可取。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是财产保险中的保险人、造
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对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但是,因为不真正连带责任这一概念存在难以界定的困

难,本身面临巨大的存在危机,(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672),借
用不当概念去解释一个全新概念是不妥的。其实,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实质是就单一法益而发生的对数

个不同的债务人之请求权。所以,应该认可补充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使其与连带责任、按份责

任相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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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赔偿责任,〔9〕第7条规定

了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的补充赔偿责任。〔10〕2007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

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补

充赔偿责任。2009年12月的《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与第40条延续了这些规定,并在第34条

规定了劳务派遣单位的补充责任。这样,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广泛的补充责任规范。从立法

资料可以看出,这些补充责任的法律规范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并非无心插柳。例如,《侵权责任

法》的立法者清晰地认为,补充责任是我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国外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中都

没有这一制度。〔11〕可见,我国立法者引入补充责任对某些特殊行为加以规范是一贯的、明
确的。

第四,承认补充责任的独立地位与主流学说史相一致。补充责任在我国的产生与发

展过程中,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的代理人责

任与第133条第2款的监护人责任是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12〕但是,关于代理人的连带

责任是一种补充责任的说法,混淆了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的区别,已经不被接受。另外,

监护人责任属于补充责任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质疑。〔13〕可见,这两者并不是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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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从事住宿、餐
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

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

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

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对未成年人依

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

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致

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

充赔偿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页669。
参见邹瑜、顾明主编:《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824;佟柔主编:《中

华法学大辞典·民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页33。《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规定,委托

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

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
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本条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得

到延续。
通说认为,《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与《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依据被监护人有无自

己的财产,将责任分为两种情形。这两个条文第2款所提及的“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表明,监护人

责任属于补充赔偿责任。参见: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年版,页466;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211;杨立新:《侵权行为法专

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页204-205;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

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页237。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不是补充责任。参见薛军:“走出监护

人‘补充责任’的误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页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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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补充责任。〔14〕其实,我国补充赔偿责任的真正起源是1995年《担保法》第17条关

于一般保证的法律规定。虽然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但是,学者已经认识到,在多数人之

债中,传统分类中仅有的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难以因应实践的需求,还需要其他的责任

形态。此后,许多学者对补充责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不同版本的专家建议稿中加

以规定。例如,梁慧星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王利明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

建议稿》、杨立新主编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专家建议稿》不约而同地对不同种类的补充责

任作了规定。〔15〕虽然这些学者对补充责任的性质、特征等具体问题还存在分歧,也未必

都认可补充责任是独立责任的主张,但是对该责任的制度价值与功能无疑是认可的。这

为学说承认补充责任是一种新型责任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五,承认补充责任的独立地位在法律适用中具有实益。在法治国家,我们应该对法律充

满尊重与信仰。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我们应该尽力维护现行法的权威。在现行法已经作出明

确规定的情况下,在法律条文已经足够明白透彻的情况下,应该本着最大善意,将现行法上的

每一个法律条文按照原意加以适用。这不但有利于减少法律适用者对法律的解释成本,有利

于减少案件所涉及主体的沟通成本,还有利于减少案件参与者对案件结果的接受成本。这对

我国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二)作为补充责任的未出资股东赔偿责任

未出资股东对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的特性是由两方面来塑造的。一方面,作为补充责

任的一种,它具有补充责任的一般特性;另一方面,与其他补充责任(如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

赔偿责任)相比,它具有不同的特性。具体而言,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的

特性是:①责任的法定性。就责任产生的原因而言,债权债务关系原本发生于公司与债权人之

间,本来不涉及股东的责任。只有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才使未出资股东

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已经突破了公司自己责任的原则,是基于某种特殊的利益衡量

使其负有特别责任。这需要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②责任的补充性。就责任承担的顺序而

言,公司是真正的债务人,处于第一顺位,而未出资股东处于补充的位置。这意味着债权人只

有在公司不能清偿其债务时,才能就不能清偿的部分向未出资股东主张赔偿。③责任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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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监护人责任不属于补充责任的定性是妥当的。这是因为,监护人责任本质上属于替代责任,
并不是监护人的固有责任。该责任本应由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来承担,由于其

不具有民事责任能力,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由监护人代为承担。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有财产时,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支付赔偿费用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该条第2款规定的仅仅是“赔
偿费用的支付方式”,是在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层面上进行的利益平衡。而且,从法律条文的内在

关系看,《侵权责任法》第33条第2款与第1款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对第1款的补充,是对有财产的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时的特别处理。换言之,第1款为一般规范,而第

2款为特别规范(参见陈现杰,见前注〔8〕,页108)。所以,以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作为补充

责任的起源并不妥当。
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

典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

及说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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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根据《公司法》第3条第2款规定,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缴纳出资的责

任。所以,未出资股东向全体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只能是以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本

金及利息范围为限。当未出资股东已经承担足额缴纳责任后,其他债权人再对其提出相同请

求的,法院将不予支持。〔16〕④责任的内部连带性。虽然未出资股东与公司之间对债务不存

在连带责任,但是未出资股东内部对债务要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3条第3款的规定,债权人对未出资股东提起诉讼时,如果存在数位未出资股东的,依然可能

把所有其他股东作为共同被告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当然,该股东承担责任后,可以就超额部分

向其他未出资股东追偿。〔17〕

三、“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区分解释

对于所举案例存在的困境,面临的问题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是否存

在适用的空间? 换言之,问题的核心是应该如何解释该条款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

务”? 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意见是“狭义说”。“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是指一种违约行为,其并不涵盖股东尚未到期的未违约出资的情形。〔18〕第二种意见是“广义

说”。“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该包括未到期出资,即使股东之间约定的缴纳出资

期限未到,股东也应该承担责任。〔19〕

哪一种观点更为妥当呢? 这需要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作重新解释。

具体分析如下:

(一)“狭义说”的主要理据

“狭义说”认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不应当包括未到期出资。对此,可以提

出的理由主要为:

1.《<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1款采取的是“狭义说”

该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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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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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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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条第2款

第2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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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条第3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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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或者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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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注意的是,根据这一规定,原告可以分为其他股东、公司与债权人。当其他股东作为原告时,可以请求“公司发

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其实,这一条款关于其他股

东作为原告时的规定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公司发起人”会进入承担连带责任的“无休止的循环怪圈”之中。这

属于法律漏洞。
参见黄睿、梁慧:“‘一元公司’时代下债权人利益的司法保护”,载《第三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

论坛论文集》(2014年5月11日中国政法大学主办会议),页92。
参见王士鹏:“未全部出资股东在公司期限未到前的债务承担”,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

court.org/article/detail/2012/07/id/53189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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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什么是“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通常的

观点是,未履行出资义务是指股东根本未出资,具体包括拒绝出资、不能出资、虚假出资、抽逃

出资等。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包括未完全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其中,未完全履行是指股东只

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未按约定数额足额出资;不适当履行是指出资的时间、形式或手续不符

合规定,包括迟延出资、瑕疵出资等。〔20〕可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一种违

约行为,其并不涵盖股东尚未到期的未违约出资的情形。

2.同一法律中的同一文字不能做不同解释

根据一般的法律解释规则,在同一部法律文本之中出现的相同文字或者概念应该做相同

的解释,不允许出现前后不一致的解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1款规定的“未
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指股东的违约行为。如果把该条第2款的“未履行或者未全

面履行出资义务”解释为包括尚未到期的非违约行为,显然,第1款与第2款之间就出现了相

互矛盾的情况。这种同一文字在同一法律条文中采取不同含义的解释方法,是违反法律解释

的基本规则的。

3.一些地方的高级法院颁布的指导意见也采取狭义说

例如,2006年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20条规定,“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分期缴纳出资的,出资期限届满前,公司或公司债权人向该股

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本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目标亦支持狭义说

本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目标是放松对市场主体准入的管制,降低准入门槛,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市场主体加快发展。〔21〕所以,《公司法》取消了对股东出资期限的限制,并授权公司股

东自主约定。如果未到期出资股东还要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则没有达到减轻股东负担的

目的,这与本次修法目的相违背。
(二)“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该采取“广义说”

我认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不但应当包括第1款所指的股东出资的违约

行为,还应当包括因股东之间约定的履行期未届满而尚未履行出资义务的非违约行为。虽然

对处于同一法律条文中的第1款与第2款的相同文字采取了不同的解释,但是这种不同解释

是妥当的。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看,需要明确谁的利益更值得保护。〔22〕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相比

较,债权人利益更值得保护。其实,在公司资本制度这一法律框架中,债权人利益应获得优先

保护是《公司法》的一贯倾向与选择。不论是《公司法》所确立的资本确定原则,也不论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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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参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清算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

版社2011年版,页204、208。需要指出的是,“未履行出资义务”包括“抽逃出资”的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因为

违反“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是规定在该司法解释第14条。第13条第3款的责任主体与第14条的责任主体

是不同的。
《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见前注〔1〕。
参见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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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原则,还是资本不变原则,都贯彻着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优先保护精神。例如,《公司法》规
定,股份公司成立后,发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出资的,应当补缴,其他发起人承担连

带责任。又如,公司需要提取公积金以弥补将来的亏损,在弥补亏损之后才能对股东进行公司

盈余分配。再如,在公司合并时,需要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债权人可以要求提前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的规定看,其与《公司法》的一

般规则相同,其立法原则仍然是债权人利益优先于股东利益获得保护。所以,当存在两种不同

的解释时,给予债权人优先保护的解释是符合《公司法》精神的。

实际上,给予债权人优先保护还符合股东趋利避害的选择。未出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是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才承担的责任,是公司承担责任之后的第二位责任,其已经获得了

公司独立人格的“隔离墙”保护。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破产法》第7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对公司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相对于重整或

者破产清算,让未出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它可以避免公司遭受破产

清算,从而使企业维持原则得到贯彻,这不仅仅有利于公司利益,也有利于股东整体利益,甚至

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

第二,虽然第1款与第2款处于同一法律条文之中,却是规范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

可以采取两种内容不同的解释。就第13条第1款而言,其涉及的是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

公司之间的关系,双方之间是合同关系。第2款所涉及的是股东与第三人的关系,是基于法律

的特别规定而产生的。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属于公司内部关系,而股东与债权人

之间的关系属于外部关系。与所有权等物权具有绝对性不同,合同关系只具有相对性,当事人

之间的内部约定通常不能产生约束第三人的效力。所以,在股东与股东的关系中,只有股东未

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才可以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

义务。而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中,股东对债权人的责任承担并不以其违反合同义

务为基础,只要存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公司债权人就可以请求其在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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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对“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扩张性解释是有先例可循的。这就是《最高

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22条对“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的解释。该条第1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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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条和第80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

资。该条第2款更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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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我国《破产法》第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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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明确包括“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的情形。

这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包括“尚未到期的出资义务”是完全一致的。可见,这
种扩张性解释并非孤例。

第四,扩张性解释不违背本次修订法律的目的。本次《公司法》修改的目的是:一方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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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政府监管方式,保障创业创新;另一方面,进一步放松对市场主体准入的

管制,降低准入门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加快发展。〔23〕可见,本次《公司法》修改为

设立公司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对股东的重大利好,并不意味着降低债权人利益的优先保护

地位。换言之,债权人的地位并没有因为本次《公司法》的修改而减弱。这是因为,本次修改主

要围绕在设立公司时政府与股东之间关系的调整,并不涉及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利益关系的重

新安排。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中,债权人依然处于优先保护的地位。随着股东投资便

利化的提高,设立公司日益轻松,反过来,比以前更需要对股东设置更多更重的义务,以保护其

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这从根本上说是“权责一致”原则的基本要求。所以,对“未履行或者未

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一词采取扩张性解释是符合本次《公司法》修订的精神的。
第五,如果认为债权人不能向尚未到履行期的股东请求补充赔偿责任,可能会导致债权人

利益难以保护。例如,某公司2014年3月10日成立,股东之间约定,股东的缴纳出资义务为

公司成立之日起5年后履行,也就是2019年3月9日。但是,债权人2014年5月20日产生

的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2年。所以,当股东出资的履行期间届满时,债权已经过了诉讼时

效,债权人已经无法根据股东的实际出资情况向其请求补充赔偿责任。显然,这不利于债权人

利益的保护。
第六,2013年12月《公司法》修订后,201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做了修改,但并未对该解释第13条第2款进行任何修改。这似乎可以说明,最高人民法

院认为该条款无需进行修改,依然可以适应修改后的《公司法》。
总之,采取扩张性解释的方法,把“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一词解释为“包括尚

未到履行期限的出资”,是妥当的。
(三)解释方法的再解析:情境区分与适应性解释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内

涵,存在“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种不同的解释。虽然第2款所采取的“广义说”与同一法

律条文第1款采取的“狭义说”矛盾,但是符合该条款的法律精神,因此是妥当的。从根

本上讲,我们在进行法律解释时,要根据法律所规范的具体情境作出具有针对性的妥当

解释,也就是“适应性解释”。
通常,对于同一法律语言或者文字应该作出相同的解释。不但在同一法律制度中处于不

同条款的文字有这一要求,即使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的同一文字,人们也希望作相同的解释。
例如,2013年《公司法》在许多法律条文中都出现“实际控制人”一词。对此,该法第216条指

出,“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

公司行为的人。这使得在《公司法》内部统一了这一概念的含义。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所谓

体系解释的要求,它能大大减低我们对法律的学习成本、理解成本以及适用成本。在大多数情

况下,我们的解释能够满足这一要求,也应该遵循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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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有特别理由,同一法律使用的同一概念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24〕即使以定义

的方式确定法律的语言用法,仍然不能保证该用语在该法律的每个地方都做相同的理解。〔25〕

这是因为,现实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处于如此复杂的社会,这要求我们的法律、适用法律的法

官、以及对法律所做的解释应该具有适应性。也就是说,要使我们的法律尽量适应我们的社

会。这样,处于不同轨道上的法律虽然使用同一法律语言,但是其内涵却可能有所不同。换言

之,相同的语言在整个法律中首先应被假设为具有相同的含义,但是,如果赋予不同含义可以

使整个法律更协调,则是可以忽视这一假设的。〔26〕例如,关于“过错”的含义,刑法上的解释

不同于民法。又如,《德国民法典》第90条将“物”定义为“有体物”,但大家一致认为第119条

第2项所称的“物”是指“交易的标的”。〔27〕再如,《公司法》上董事的注意义务虽然来源于侵

权法上的注意义务,但是,随着社会与法律的发展,董事注意义务的理念已经慢慢偏离侵权法

上的含义,抛弃侵权法上的一些内容,并增长出公司法所特有的内涵。〔28〕这是在不同的轨道

上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貌合神离”的现象要求我们在适用法律时去仔细推敲、深入辨析,深
刻体察不同轨道的法律精神与内涵,找出其中的同与异。制定法概念不能作为封闭的预先给

定的尺码看待,它们不是仅由其自身得出解释,而是在与不断更新的冲突经验的持续接触中受

到重新塑造。〔29〕以情境区分为基础而引申出不同的规则,正是法律的智慧,也是制度利益衡

量中应当体现的精神。〔30〕本文所揭示的对同一条文中的同一文字应该做不同的解释,更凸

显了适应性解释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意义,时刻提醒我们在法律适用时应该抛弃机械主义的

思维方式,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妥当的利益衡量,并作出妥当的法律解释。

四、“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确定

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是发生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之后,在清偿顺序

上具有“补充性”。
(一)“不能清偿”的确定:股东先诉抗辩权

什么是“公司债务不能清偿”? 确定公司“不能清偿”的标准是什么? 我国法律对此没有明

确规定,立法者也没有给出解释。学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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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215;杨仁寿:《法学方法论(第2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页139。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页202。

KarlN.Llewellyn,RemarksontheTheoryofAppellateDecisionandtheRulesofCannonabout
HowStatutesaretobeConstrued,3VanderbiltLawReview,395(1949).

参见拉伦茨,见前注〔25〕,页201。

CharlesR.T.O'Kelley,RobertB.Thompson,CorporationsandOtherBusinessAssociations,Se-
lectedStatutes,Rules,andForms,AspenPublishers,2008,p.86.

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79。
参见梁上上:“制度利益衡量的逻辑”,《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梁上上:《利益衡量论》,法律出版

社2013年版,页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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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提出请求,公司拒绝赔偿其债务的,债权人就可向股东提出赔偿请求。第二种观点认

为,债权人必须经过对公司债务强制执行后仍然不能获得清偿的,才能获得股东的赔偿。〔31〕

换言之,未出资股东享有先诉抗辩权。我支持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这是补充责任的性质决定的

虽然我国许多法律中有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但是还没有形成补充责任的统一概念。〔32〕

抛开这些争议,可以明确的是该责任具有补充性,是补充直接责任人所承担责任之不足。只有

在债权人对公司债务强制执行后仍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未出资股东才承担相应责任。这符合

补充责任的本质特征。

2.股东对债权人享有先诉抗辩权是股东、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衡量的必然结果

在债权人、被告股东与公司三方当事人所构成的补充赔偿责任的法律框架中,债权人与公

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股东与公司之间则属于投资关系,这两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方

面,需要对债权人利益给予充分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公司与股东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公
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债权人是与公司发生债权关系的,与股东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所

以,债权人应该首先向公司提出赔偿请求。相反,股东处于“候补性”的地位,是“从属性”的地

位。也就是说,在清偿债务的问题上,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存在先后顺序的。如果不经强制执

行,就允许债权人对股东提起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利于保护股东利益。

3.符合长期以来的立法实践

《担保法》是较早规定补充责任的法律,该法第17条第2款确立了一般保证中的保证人先

诉抗辩权。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

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颇具参考价值的是,我国《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

定,法院确定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与其过失程度相应的赔偿责任时,应先由被审计单位赔偿利害

关系人的损失。被审计单位的出资人虚假出资、不实出资或者抽逃出资,事后未补足,且依法

强制执行被审计单位财产后仍不足以赔偿损失的,出资人应在虚假出资、不实出资或者抽逃出

资数额范围内向利害关系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可见,该规定所确立的未出资股东的补充责

任是在公司被强制执行之后才承担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规定的未出

资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与本条规定的情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未出资股东是享有先诉抗辩

权的。

4.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出台之前的一些地方性规范意见也是这样规定的

例如2006年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5条第2款规定,“不能清偿”是指对公司的存款、现金、有价证券、成品、半成品、原材料、交通

工具、房屋、土地使用权等可以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完毕后,债务仍未得到清偿的状态。

·956·

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

〔31〕

〔32〕

有人认为,可以将补充责任分为“有先诉抗辩权的补充责任”与“无先诉抗辩权的补充责任”。参见

李中原:“论民法上的补充债务”,《法学》2010年第3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见前注〔11〕,页66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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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未出资股东虽然享有先诉抗辩权,但是在某些情形下是可以被排除的。例

如,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又如,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

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
总之,补充赔偿责任是对主要债务人“不能清偿”的补充,而这种清偿不能的确定需要借助

于先诉抗辩权的手段。也就是说,债权人必须就主要债务人的财产申请强制执行,在其财产确

实不足清偿时,才可以向补充债务人股东主张权利。否则,股东可以对债权人拒绝承担责任。
(二)未出资股东的共同被告地位不会改变赔偿顺序

虽然未出资股东对债权人只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享有先诉抗辩权,但是债权人提起公司债

务清偿诉讼时,可以直接把未出资股东与公司一起作为共同被告。这样做不但有利于保护债

权人利益,也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追求诉讼经济,还有利于避免矛盾裁决的发生。
公司债权人以未出资股东与公司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这是

因为:其一,债权人直接以股东为被告不违反确定当事人的规则。根据我国《民事诉讼

法》第119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而对于被告资格的确定,我国

采取了与原告不同的认定标准,被告只需明确即可。《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起诉

状应该写明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可见,对被告的确认,采取的是

表示说,摈弃了适格当事人的判断标准。〔33〕其二,股东与公司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

系,其中一人在诉讼中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会对其他被告产生作用,具有“牵连性”。这种

牵连性主要表现在:①主张共通原则。共同被告中的一人所提出的主张,如果对其他共

同被告有利,而其他共同被告对此又不表示反对的,其效力及于其他人。②证据共通原

则。共同被告中的一人所提出的证据,可以作为对其他共同被告所主张的事实进行认定

的证据。也就是说,该证据可以作为共同被告的共同证据。③抗辩共通原则。〔34〕如果

被告公司所作的抗辩足以否定原告主张的权利的,法院可以考虑将该公司的抗辩视为全

体被告对原告的抗辩。其三,在司法实践中,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40条提起的

补充赔偿责任诉讼,都可以把第三人与补充赔偿责任承担人作为共同被告。〔35〕在《公司

法》上,许多法院也是把未出资股东与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进行审理的。例如,著名的上海

铭亭贸易有限公司诉芭芭拉公司及季伟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就是这样处理的。〔36〕

有人担心,这样处理是否会造成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从而改变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的顺序呢? 应该说,这不会改变股东赔偿的补充性地位。这是因为,这类诉讼属于普

通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而不是同一的,他们之间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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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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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页97。
参见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184。
奚晓明,见前注〔13〕,页299。
案号:一审,(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1869号;二审,(2011)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961号。

关于该案的详细分析,参见何建:“部分款项交于公司而未经验资的股东出资义务履行的认定”,载《人
民法院报》,2011年11月03日,第6版;顾克强、何建:“股东应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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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其中一个诉讼标的作出的判决,其效力不及于其他的诉讼标

的。〔37〕这类诉讼的本质是可分之诉,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诉讼请求合成,既可以单独起

诉或者应诉,也可以共同起诉或者应诉。普通共同诉讼人具有独立性,即使合并审理形

成了共同诉讼,他们在诉讼中的地位仍然是各自独立的,即独立地享有诉讼权利、履行诉

讼义务,每个人的诉讼行为只对自己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可以作出内容不同的判决。例

如,《<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5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提起

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是,应当在判决书

中明确在对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可见,虽然将债务人与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但是法院将在判决书中明确在对债务人依

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债务时,才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又如,受害人根据《侵权责

任法》第40条提起补充责任诉讼时,可以将第三人与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

为共同被告,但是法院应当在判决中明确认定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责任的范围。〔38〕类

似地,未出资股东与公司虽然是共同被告,但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中明确只有在公司经

强制执行后仍然不能清偿时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未出资股东的共同被告地位不会改

变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的性质。

五、出资人的“未届到期出资”与期限利益

(一)“未届到期出资”的解释路径选择

当因尚未届满履行期限而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的股东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时,如何解释“未届到期出资”? 对此,有两种路径可供选择。第一种解释是,将“未届到期

出资”解释为“视为提前到期出资”;第二种解释是,将其解释为债权人“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虽然这两种解释的法律效果是一样的,但是第二种解释更为妥当。这是因为:其一,“视为

提前到期出资”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约定期限或者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期限。当

某种情形出现时,允许将尚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到期债权。与此不同,在公司出资的场合,缴纳

出资期限或者由股东之间约定或者由公司章程规定。不论是股东之间关于“股东缴纳出资期

限”的约定,还是公司章程关于“股东缴纳出资期限”的规定,对债权人都不发生法律效力。根

据《公司法》第11条的规定,公司章程仅仅对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而
且,与债权人发生合同等关系的是公司本身。可见,股东与债权人之间既不存在合同关系,也
不存在出资期限的约定,更不属于公司章程所能及的效力范围。所以,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不存

在所谓的“视为提前到期出资”的问题。其二,第二种解释有先例可循。例如,《企业破产法》第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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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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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伟,见前注〔33〕,页123。
参见奚晓明,见前注〔13〕,页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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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39〕又如,《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第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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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条和第80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

期限的出资。这两个法律规定的情形与本文所讨论的情形具有相似性,属于同一类型,值得借

鉴。其三,不论采取“视为提前到期出资”的学说还是“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的学说,其解释目

的都是为了揭示未届到期出资的股东在特定情形下需要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种学

说的分歧并不代表不同论者就同一情形坚持不同的价值判断。选择用何种法学概念来描述同

一法律现象,纯粹属于法律解释的选择问题。从解释论的角度看,解释者所选择的解释方法应

该更具解释力,它更能反映立法原意,更有利于法律适用。所以,妥当的解释应该是,债权人

“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二)出资人的期限利益与利息扣除

对于尚未到履行期限的出资,当债权人请求出资人承担清偿责任时,该出资人是否有权从

认缴(或认购)出资额中扣除自履行出资之日起至约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类似于贴现方式)
呢? 这涉及期限利益,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回答。

1.股东的期限利益不能对抗债权人

期限利益,是当事人因期限的存在而享有的利益。许多国家对期限利益有明文规定。〔40〕

就履行期限而言,法律往往规定约定履行期限的债务在期限届至前不得请求履行,〔41〕对债务

人有明显的利益。虽然期限利益经常是为债务人利益的,但也有为债权人利益的,还有为双方

当事人利益的。期限利益可以抛弃,也可能丧失。
公司债权人请求因尚未届满履行期限而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对公司债

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时,是否存在期限利益呢? 根据股东之间的出资协议,股
东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股东与股东之间享有期限利益。同样,股东与公司

之间也存在期限利益。但是,这些关系属于公司内部关系。债权人与公司发生债权时,其相对

人只有公司,而不涉及公司内部关系。所以,这些期限利益属于公司内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不能对抗外部第三人。换言之,公司债权人不受股东期限利益的约束。

2.即使当事人之间存在期限利益,在特定情形中也会丧失

在合同关系中,期限利益在特定情形中存在丧失的可能。例如,根据《日本民法典》第137
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债务人不能主张期限利益:①债务人已被做出破产程序开始的决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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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关于《企业破产法》第35条“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是重新解释为

“视为已到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起草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释义》,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页142)。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无需再解释(安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56;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

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页268)。我认为,“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的字面含义足够清晰,与其他“提
前到期”行为的区别也很明白,无需再做进一步解释。第二种理解是妥当的。

关于期限利益,《法国民法典》第1185-1188条、《日本民法典》第137-138条等都有规定。
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86条、《德国民法典》第271条第2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16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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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毁灭、损坏减少担保物;③债务人负有提供担保义务而不提供。〔42〕

在我国,虽然《合同法》没有对期限利益作出明确规定,但有的条文也涉及了期限利

益。〔43〕此外,在其他法律中规定了履行利益丧失的一些情形。例如,《企业破产法》第46条

第1款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又如,《物权法》第193条规定,抵押

人不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也不提供担保的,抵押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提前清偿债务。该法第

216条规定,因不能归责于质权人的事由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或者价值明显减少,足以危害质

权人权利的,质权人有权要求出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出质人不提供的,质权人可以拍卖、变卖

质押财产,并与出质人通过协议将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再如,《公司

法》第173条规定,公司合并时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当提前清偿债务而期限利益丧失时,是否可以扣除与此相关的利息问题呢? 这些法律大

多没有明文规定利息问题。但是,从以上列举的情形看,期限利益的丧失大多基于某种特定情

形的发生。人们通常的理解是,“丧失履行利益”的题中之义应该包含丧失扣除利息的权利。

不论是公司合并时要求提前清偿,还是不提供担保时要求提前清偿,债务人均丧失期限利益,

但债权人的利益不受影响。如果扣除自履行债务之日起至约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是出乎债

权人期待的,是债权人难以接受的。从债权人的角度看,由于债务人的特殊原因而请求提前清

偿债务只是维护债权的一种方式,具有正当性。相反,债务人是引起提前清偿债务的人,具有

可归责性。如果其要求在履行债务时扣除相应期限的利益,是对债权完整性的侵害,该请求是

缺乏正当性基础的。与此类似,债权人丧失期限利益时,也会丧失利息请求权。例如,我国《企
业破产法》第46条第2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所以,提前清偿

债务而丧失期限利益时,债务人不能要求扣除自履行债务之日起至约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对于尚未到履行期限的出资,当债权人请求出资人承担清偿责任时,其本质就是出资人在

其认缴或认购的出资额度内提前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所以,该出资人将丧失期限利益,不能

从认缴(或认购)出资额中扣除自履行出资之日起至约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六、结 语

2013年中国《公司法》主要围绕公司注册资本制度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降低了设立公

司的门槛,创造了宽松的创业环境,不但有利于投资创业,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可取

的。但与之相随的是,如何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成为人们担心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就未出资

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作全新的解释,以便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

补充责任应理解为一种新型的责任形态,股东补充赔偿责任具有“法定性”、“补充性”、“有
限性”、“内部连带性”等特征。“未出资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理解为,不仅仅包括到期的

履行违约行为,也包括尚未到期的未出资行为。“不能清偿”并不是指公司拒绝清偿债务,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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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

〔42〕

〔43〕

参见渠涛编译:《最新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33-34。
参见朱广新:《合同法总则》(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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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通过股东的先诉抗辩权来加以确定。“股东未届到期出资”的妥当解释是“债权人不受履

行期间的约束”,股东将丧失期限利益,也不能主张扣除相关利息。这些解释有利于债权人利

益获得充分保护,较好地平衡了未出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里的解释虽然突破

了“同一法律条文的同一文字应作相同解释”的传统解释观,但基于规范对象、规范内容、规范

意旨的不同而作出的区分解释具有合理性与妥当性,体现了灵活性,适应了当前司法实践的需

要,在法律解释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WiththeintroductionoftheAmendmentofCompanyLawin2013,China’sentrepreneur-

shipandinvestmentactivitieswillenteranewstageofdevelopment.However,thereformofcorporate

capitalprovisionshasalsoincreasedtheworriesfromcorporatecreditorsbecauseofthepotentialrisksof

thedebtandinterestdamages.Infact,thesecondaryliabilityofshareholderswhohavefailedtofulfillor

tofullyfulfilltheobligationofcapitalcontributioncouldprovidecorporatecreditorsmoreprotectionsif

thisprovisioncouldbereinterpreted.Intheviewsofthearticle,thesecondaryliabilityofshareholdersis

atypeofstatutory,supplementary,limitedandinternaljointliability.Underthecircumstance,failingto

fulfillortofullyfulfilltheobligationofcapitalcontributionnotonlyreferstothenonperformanceafter

theduedate,butalsoincludesthesenotyetdue.Itcanbeemphasizedthattheextentof“unabletopay
off”shouldbedeterminedbyshareholders’beneficiumexcussionis.Onlywhenthecompulsoryenforce-

mentexecutedbythetrialorarbitrationisstillunabletopayoffthecreditors,creditorscouldadvocate

shareholders’supplementaryliabilities.Meanwhile,“shareholders’capitalcontributionnotyetdue”

shouldbeinterpretedasthat“creditorsarenotboundedbytheperformanceperiods”,andshareholders

shouldnotclaimforthedeductionofinterestsatthesametime.Inaword,thiskindofinterpretationap-

proachesisofvitalsignificanceforlegalinterpretationmethodsandstudies.

KeyWords:SecondaryLiability;ShareholdersWhoDoNotContribute;UnabletoPayOff;Period

Benefits;LegalInterpretation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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