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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股权分配是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技巧的，具体如下：

1、创始人绝对控股权。

在创业初期，创始人的股份占绝对控股，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意味着责任与担当，承担更大的风险，
创始人绝对控股对项目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2、股东人数不宜过多。

股东人数过多，会导致股权结构分散，实际控制人不明确，控制权容易发生转移而导致公司经营方向和
战略发生改变，后续投资人会有所顾虑。

3、退出机制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创业合伙人会中途退伙，以什么样的价格回购他们的股权呢？

创业维艰，有数据显示，团队打架是创业失败的前三大诱因之一；而团队打架，很大程度是由于创业企
业最初的股权架构设计和股权分配埋下的恶果。

进行合理的股权股份分配是避免企业迅速失败、为企业获得持续成功保驾护航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股权
股份分配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使得股权股份分配功亏一篑甚至适得其反，其中最常
出现的十大陷阱有：1、平均分配股权股份由于中国人讲究平分天下，加上大家对这个平分的感觉非常好
，刚毕业的大学室友或是企业里30岁不到的年轻同事，往往一起出来创立一家公司企业，公司企业的股
权股份选择平分，给大家的感觉最好。然而，平均分配股权股份所带来的问题和隐患极多，未来股权股
份空间的预留和来源、投资者进入后的公司企业控制、未来贡献不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都会成为公司
企业四分五裂的导火索，我们所熟知的真功夫股权股份之争，以及西少爷三少分家，都是因为平均分配
股权股份所引发的矛盾而最终影响了公司企业的发展。两个创始人五五开，三个人每人33.3%，这都是经
典的创业必分裂的股权股份结构。



2、完全按出资份额分配股权股份如果纯粹是资合，其他资源在企业经营中不重要，那么按出钱来占股权
股份比例是可以的。但创业企业里，通常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占据了很重要的作用，考虑到无形资源
、人力资本、控制权及对管理层的激励，那就不能按出资分配股权股份。

3、外部股权股份过多这种情况对初始创业者非常常见，尤其是缺乏初期启动资金、缺乏人才的创业团队
，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自己公司企业的价值、不能合理规划股权股份，往往会因为一时紧缺，将公司企
业的大量股权股份交给早期投资人或者早期兼职员工，从而最终使得控制权旁落、或者团队凝聚力因为
股权股份受到影响等情况的发生。

4、核心创始人持股过低一家伟大的企业往往都有一个牵头人，在企业早期的大多数时间里，个人的决策
以及行为风格对企业的影响都会非常重要，然而在初期的创业团队股权股份分配以及后续股权股份稀释
中，创始人的股权股份会逐渐稀释到一个过低的水平。如果没有一些控制权保护措施，就需要有大量的
时间精力被使用到去防止股权股份争夺战之中，在选择接班人、合作对象和团队的时候，也会显得过分
复杂和谨慎，对企业的融资等也会造成一定影响。比如华为，这么一家伟大的公司企业，也因为股权股
份过于分散的问题无法真正融资；再比如万科，始终面对着“门口野蛮人”的觊觎而不得不如履薄冰，
因此建议核心创始人在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需要持有一定比例的企业股权股份。5、过早分配、一次分
配、缺乏约束、滋养懒人还有一种常见的陷阱就是大家在创业早期将股权股份三下五除二就分配完了的
情况，这样的分配非常值得商榷。一方面这样的一次性分配缺乏对既得股权股份者的约束，会导致后续
激励不足、滋养懒惰情；二来，因为过于早期，团队的贡献和价值并没有科学的方法去衡量，所以股权
股份分配的合理性无法论证，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随着工作的推进，这样随意的分配会成为较大的隐患
；另一方面，一开始就吃干榨尽会导致后期没有充足的预留股权股份对未来需要引进的人才进行吸引与
激励，公司企业在人才之争中天然处于劣势地位，长此以往公司企业会因为后继无人或者扩张乏力在竞
争中逐步被淘汰。

6、缺少明确的股权股份分配协议大多数创业公司企业在创业初期，创始成员只顾着一起埋头苦干，从不
考虑自己的占股，更不会考虑自己的股份比例。等到了公司企业日益壮大，前景日益清晰时，早期的创
始成员才开始关注自己的股份比例，这个时候再去讨论如何分配股权股份，由于这个时候蛋糕已经做大
，人性就是会高估自己的贡献，要解决好分配，就很难，容易让团队出现问题，影响公司企业的正常发
展。

7、流于纸面制度，缺乏文化宣导如果一个创业公司企业的股权股份分配完全流于纸面制度，缺乏企业文
化的宣导，创业公司企业就仅仅是一个由创业团队、投资人以及被股权股份激励的人才组成的利益共同
体，无法真正意义上达成心灵契约，更无法成为事业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而对于时代背景之下的核
心人才，物质利益固然重要，但边际效用一定是递减的，而越是关键性的人才，就越需要更高层次的追
求，如果缺失了事业梦想、企业文化，一旦物质利益实现了，或者竞争对手给出更高的利益诱惑，这些
核心人才也会立马走人，这也正是2009年-2010年创业板出现高管离职潮的原因。

8、没有制定股东退出机制没有永远的合作伙伴，生意好做，伙计难搭，打江山易，坐江山难。腾讯“五
虎将”都先后离开了腾讯，阿里巴巴“十八罗汉”如今也大多各奔东西，好散好合，只有好散才会更好
合。一起创业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各种原因，有的小伙伴会掉队，或者是意见不合，或者是健康原因，
或者是个人兴趣，或者是能力跟不上，这个时候退出的合伙人，如果没有事先商量好的退出机制，就会
引发很大的纠纷。退出创业的继续保留原来的股权股份比例，显然不合适；但没有补偿让其退出，也不
公平，老股东也不答应，《公司企业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来解决这种利益纷争，需要股东之间提前商
量好规则。

9、股权股份比例缺少动态调整机制创业的过程是充满变数的，人力资本、技术、渠道资源、资本等等，
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也有差异，而且，在确定股权股份比例时，对这些资源的估值是基于对未来的预
测基础上，如果未来实际贡献与当初预计相差很大，那么，说明当时的估值是有重大偏差。所以，估值
调整（对赌）不仅对财务投资人适用，对创业股东之间，也可以根据贡献情况，设定股权股份动态调整
机制，根据贡献大小适当进行股权股份调整。



10、过于迷信股权股份激励的力量员工股权股份激励有一定作用，但不是所有创业企业都适合，也不是
在企业发展的所有阶段都适合。对绝大多数初创期企业来说，股权股份本身价值有限，起不到多大激励
作用，而且会为了股权股份分配、认购和退出等耗费许多精力。此外，入股容易退股难，建议创业企业
在进行股权股份激励时三思而后行，不要盲目跟风。股权股份分配这件事，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无所谓，
等一旦做出点成就后，就会是“互相掐架”的导火索，所以不要试图在股权股份问题上做任何草率的决
策，太多创业公司企业都死在这个问题上。

在没有外部投资人进入之前，公司企业的股权股份全部掌握在创始团队手中，这时的股权股份，通常要
由老大控股，最好是绝对控股，因为在平均3轮融资之后，创始团队股权股份通常会被稀释一半。

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是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经过多年的创业历练以及各种创业故事的耳濡目染，
大多数创始人都具备了一个意识，股权代表了表决权，股权比例越多，对于公司的控制权就越大。股权
分配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股权分配时“财”与“权”是可以做到分离的。股权背后所代表的
权利分两方面：经济性权利和政治性权利，经济性权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分红权、增值权，政治性权利
就是投票权、表决权、知情权等股东权利。详见下图中的“股东的基本权利”。

合伙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找到优秀的合伙人更不容易，为了做成一件事，合伙人因为相信彼此而走
到了一起，千万不要因为股权分配和制度设计的问题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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