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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下股东权利与义务的变化 
王伟英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61） 

摘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司运营环境的日益复杂，股东权利的保障和公司治理的优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

问题。《公司法》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提升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和效率，强化股东权利的保护和义务的

履行。本文将详细探讨《公司法》在股东权利、股东义务、公司治理结构以及股东权利保护机制等方面的变化与优化，分析这些改

革对公司运作和股东权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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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司法》对股东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优化，

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灵活性和透明度，保障了股东的知

情权、决策权和财产权，并强化了信息披露和司法救济机制。

这些改革有助于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还推动了公司治理的规

范化和高效化，将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一、《公司法》下股东权利的变化 

（一）知情权扩展与细化 

《公司法》在知情权方面进行了重要扩展与细化，赋予股

东更多的权利和保障。其中，新增了股东查阅和复制会计账簿、

会计凭证的权利。这些规定实际上是从原有的司法解释中移植

过来的，确保股东可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增强了透

明度。此外，《公司法》明确了股东对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查

阅和复制权，确保股东能获得子公司的运营信息，从而对公司

的整体运作有更全面的了解。为了进一步提升透明度，《公司法》

允许股东委托中介机构辅助查阅公司资料，且不再要求股东本

人必须在场。这些变革有助于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还能促进

公司治理的透明和规范。 

（二）参与决策权强化 

《公司法》在强化股东参与决策权方面也进行了重要改进，

降低了股东临时提案权的持股比例要求，使得更多中小股东能

行使提案权，参与公司的决策过程。与此同时，《公司法》明确

了提案内容的限制，确保提案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防止滥用

提案权。为了进一步保护股东的决策参与权，《公司法》还强化

了股东会决议的监督与撤销权，股东可对不合法或不合理的决

议提出异议并通过合法途径撤销。 

（三）收益权与财产权保障 

在收益权与财产权方面，《公司法》也作出了明确规定，进

一步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明确了股东的盈余分配权和剩余财

产分配权，确保股东能按照持股比例分享公司的收益。新增的

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为股东提供了一条新的救济途径，当股东

对公司重大决议有异议时，可要求公司回购其股份，保障其投

资的安全性和灵活性。此外，《公司法》对股权转让进行了规范，

明确了股东转让股份的权利和程序，防止股权转让中的纠纷和

不公平现象，进一步保障了股东的财产权益。 

二、《公司法》下股东义务的调整 

新时期《公司法》在出资义务方面进行了明确与强化，确

保公司资本的充实和稳定。一方面，《公司法》规定出资应在五

年限期内实缴到位，这一规定有助于防止资本虚假和不实，确

保公司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正常运营和发展。另一方面，《公司法》

明确了未按时足额出资的法律责任，股东如果未能履行出资义

务，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承担赔偿责任等。此外，《公司

法》禁止股东抽逃出资，这一规定有助于维护公司资本的稳定

和完整，防止公司因资本流失而陷入财务危机。 

在遵守公司章程与法律法规方面，《公司法》也进行了详细

规定，强调了股东的责任和义务。《公司法》要求股东必须严格

遵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任何股东不得违反这些基本规

定，否则将面临法律制裁。同时，《公司法》明确禁止股东滥用

权利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特别是滥用表决权、知情权

等，以确保股东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此外，《公司法》还强

调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的利

益，股东必须维护公司的信誉和信用，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营和

发展。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 

（一）治理结构的灵活性提升 

《公司法》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灵活性，以适应不

同类型公司的实际需求，提升公司的运作效率。《公司法》允许

设立单层制治理结构，即公司可选择只设立一个董事会，而不

是传统的双层制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这一规定简化

了公司的内部架构，使得公司在决策和管理上更加高效。 

此外，《公司法》明确了内部机构如审计委员会等的设立和

职权，这有助于加强公司内部的监督和控制，提升公司治理的

透明度和公正性。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治理灵活性，《公司法》

允许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或取消某些内部管理机构，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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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能更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和内部需求。 

（二）股权结构的多样化探索 

《公司法》在股权结构方面进行了多样化探索，以增强公

司的融资灵活性和股东结构的稳定性。《公司法》引入了无面额

股的制度，允许公司发行不带有固定面值的股份，从而增加了

公司在股份发行上的灵活性，能更好地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

同时，《公司法》引入了类别股制度，公司可根据需要发行不同

类别的股份，这些股份可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从而更好地

适应公司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和战略目标。 

此外，《公司法》允许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为公

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防止股份过度流动对公司

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四、股东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 

（一）强化信息披露与透明度要求 

《公司法》在信息披露与透明度要求方面进行了显著强化，

旨在提升公司治理的透明度，保障股东的知情权。《公司法》明

确规定公司必须及时、准确地披露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重要

信息，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等。这些报告必须

详细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其变化趋势，确保股东

能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从而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为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公司法》要

求公司必须在重要事项发生时立即进行公告，如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交易、重大诉讼等，这些信息的及时披露有助于股东了解

公司面临的风险和机遇，从而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公司法》还

规定公司高管必须对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

责，防止高管滥用职权，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股东利益。

对于信息披露中的违法行为，《公司法》加大了处罚力度，提高

了违法成本，进一步保障了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为了增强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公司法》还规定公司必须建

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性。公

司应当指定专门的部门或人员负责信息披露工作，确保信息披

露的及时、准确和完整。此外，公司还应当加强对信息披露工

作的内部控制和监督，确保信息披露的规范运作和有效执行。

在信息披露的技术手段上，《公司法》鼓励公司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如互联网、电子公告等，提升信息披露的效率和覆盖

面，使股东能更加便捷地获取公司信息。 

（二）完善司法救济程序 

《公司法》在司法救济程序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完善，旨

在为股东提供更加便捷和有效的维权途径。《公司法》明确了股

东诉讼权利，股东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依法提起诉讼，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股东可对公司或其董事、高管的

不当行为提起派生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有助

于保护股东的权益，还能通过司法手段强化对公司管理层的监

督。 

为了提高司法救济的便捷性和可操作性，《公司法》简化了

股东提起诉讼的程序，缩短了诉讼周期，降低了诉讼成本，使

得股东维权更加高效和经济。例如，《公司法》规定股东提起派

生诉讼时，可豁免或减少诉讼费用，并简化了诉讼的证明程序，

减轻了股东的诉讼负担。 

此外，《公司法》还引入了集体诉讼机制，股东可联合提起

诉讼，共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提高了诉讼的效率，还增

强了股东维权的力量。为了进一步保障股东的诉讼权利，《公司

法》还扩展了股东诉讼的适用范围，将其权利延伸至全资子公

司。股东可对全资子公司的相关事务提起诉讼，监督子公司的

经营管理，防止子公司高管滥用职权损害股东利益。这一规定

增强了股东对公司整体运作的监督权，还提高了公司治理的透

明度和公正性。 

此外，《公司法》还加强了对股东诉讼的保护措施，防止公

司或其高管对提起诉讼的股东进行打击报复。《公司法》规定公

司不得因股东行使诉讼权利而减少其权益或加以其他不利待

遇，确保股东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依法维权。 

五、结语 

《公司法》通过对股东权利和义务的全面调整，以及公司

治理结构和股东权利保护机制的优化，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的

效率和透明度。知情权、决策权、财产权等股东权利的强化，

确保了股东能更加充分地参与公司事务，保护自身利益；在出

资义务和遵守公司章程等方面的明确要求，规范了股东行为，

维护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信息披露和司法救

济机制的完善，为股东提供了更加便捷和有效的维权途径，提

升了公司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未来，随着《公司法》的进一步

实施和完善，公司治理和股东权益保护将不断得到强化，为市

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刘贵祥.关于新公司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J].法律适

用,1-32[2024-07-04]. 

[2]鲁力.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制度的反思与完善[J].

重庆社会科学,2024,(05):122-136. 

[3]徐明.新公司法是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J].投资者,2024,(01):3-7. 

王伟英，女，汉族，1970-03，河北栾城人，河北政法职业

学院，副教授、二级律师职称，法律事务（企业法务方向）专

业负责人，本科学历，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民商法

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