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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这两个词以及之间的关系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对他们之间的责任你知道吗？

什么是股东？

股东是出资成立公司的个人或者组织。

什么是公司？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叫公司，公司特指受公司法调整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只有这两类才叫公
司，结尾不带公司的一般都不能叫公司。

我们通常所说的有限公司的“有限”二字，是指股东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也就是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
担责任，超出出资额限度的不承担责任。

假如一个股东出资100万元成立了一家公司，他的想法是什么？

一般是我拿一百万来经营，如果挣钱了，可以养家糊口，改善生活，造福社会。如果经营不善亏损了，1
00万亏完就算了，不要影响我个人的生活甚至家庭财产。

       

        

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看到，很多企业家创业失败后都是身败名裂，成为老赖，很难翻身，这是为
什么呢？

不是说好的有限责任，怎么轮到你创业就成了无限责任？



那什么是无限责任呢？

无限责任就是以你的全部资产为限，不仅包括现有的资产，甚至包含以后的资产，全部拿来承担责任。

其实公司承担的就是无限责任，公司一旦产生负债，就是要用全部资产来还债，不仅包括现有的资产，
还包括以后的资产。

作为股东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承担有限还是无限责任呢？

肯定是有限责任了。

创业是九死一生，谁愿意创一次业就把一生搭进去呢？是不是？

         

03为什么股东的有限责任变更了无限责任？

首先，选择的公司形式不对。

很多老板注册是的一人有限公司，殊不知风险巨大。

首先，我们来看一人公司的两个紧箍咒。  

第一个是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现实中有大量的案例，当一人公司一旦产生诉讼，其股东一定会被列入被告，而且99%的都会成为
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人。

本来一人有限公司，股东应该承担的也是有限责任，但为什么会被法院判决承担无限责任，原因就在于
一人公司的股东很难证明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分离。

一般像这种一人公司，因为股东只有一个人，所以股东就会认为，公司是我的，公司的钱就是我的钱，
公司钱与个人钱基本上就是混同的，除了国有企业，很少有能够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分离的。

即使有，由于平时不注意证据的留存，在发生争议时，也很难举证，所以公司法63条就成了悬在一人有
限公司股东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掉下来，

甚至严重的还会触犯刑事责任。

以前我们办的一个的案件，一个一人公司的股东，将一人公司账上的资金转到自己另一个公司使用，后
来这家一人公司对外产生负债，债权人收不回来钱，就向公安报案说这个股东挪用公司资金，结果被公
安刑事立案，罪名是挪用资金罪。什么是挪用资金罪呢？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
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
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最后经过我们的辩护，虽然没有被判刑，但是这个股东受到了非常大的惊吓。



我曾在今年的3月16和17日连发了两篇公众号文章来分析这个问题，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关注后看一看。

其次，一人公司的第二个紧箍咒。  

就是公司法62条：一人有限公司每年都需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刚才举手的企业家们，不知道有没有每年审计。

我们都知道，现在公司是实行年报备案制，每年只需要把数据报给工商局就行，不需要审计。

很多公司的账都是聘请的记账公司做的，甚至还有的公司就没有账，每年审计不仅要额外花钱，还给企
业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

有的企业家会说，我们公司很规范，每年都审计。

但问题是，每年审计也不能避免股东的连带责任。

下面我们看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个公报案例，三个案件的被告都提交了审计报告，但仍避免不了与公司一
起承担连带责任。

事实上，一人公司的每年审计大多是走个形式，根本起不到证明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分离的作用
。

再次，一人公司也并非没有好处，好处还是很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好处有5点，1.设立容易，2.系有限责任，3.决策效力高，4.不会出现公司僵局，5.有利于
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弊端有2点：1.无限责任的风险，2.每年必须进行审计。

从这看，好处是多于弊端的，就看你更看重哪一点。

有的人会说，就是一人公司风险这么大，那么我将我老婆也列为股东，那不就行了。

         

这个想法很好，但有句话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你能想到的，最高法早就做到了。

最高人民法院在不止一个公告案例中判决，夫妻二人都为公司股东的，视为一人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
任。

因为夫妻二人，在婚姻期间是利益共同体，“力出一孔，利出一孔”。

我在4月12日的公众号文章，专门说了这个问题。

大家来看一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判词：

“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据此可以认定，青曼瑞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于熊少平
、沈小霞的夫妻共同财产，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属于熊少平、沈小霞婚后取得的财产，应归双方共同



共有。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
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

“本案青曼瑞公司由熊少平、沈小霞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公司资产归熊少平、沈小霞共
同共有，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亦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熊少平、沈小霞均实际参与公司的管
理经营，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青曼瑞公司财产亦容易混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

“综上，青曼瑞公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二审法院认定青曼
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都这么判了，你还敢这样干吗？

原来只套住一个，现在你把老婆列为股东，直接给你一锅端了。

04怎么预防一人公司的风险？  

我们不仅提示风险，还给出解决建议，大家可以记一下笔记。

第一个建议是：不要设立一人有限公司。

减小风险根本是杜绝风险，不设立一人公司那不就没有这个风险了，是不是？

但有的人说，我的已经注册了一人公司了该怎么办？

第二个建议是：如果已经是，尽快转让部分股份给第三人，越快越好。转让给谁，给谁都行，不是你的
配偶就行。

第三个建议是，如果有的老板确需设立，那么就要注意了，在平时的经营管理中，严格区分公司财产与
股东个人财产。

具体怎么区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私下探讨，或者直接聘请我们做法律顾问帮你处理。

第四个建议就是，如果你已经设立了一人公司，建议只负责投资和分红，不要进行实体经营。

不直接经营，不面对市场和客户，只作为一个钱包使用，可以大大减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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