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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的“优先购股权”在中国法下通常包括两个

不同的概念: (1) 指股东为保持其股权比例而对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享有的一种优先权; (2) 指对已提出但尚未完成的股权转让享有的

一种优先权。 
 
本文旨在与大家探讨前述第(2)种定义的优先购股权的实务运用, 其

所对应的股权转让相关条款通常由转让方与意向受让方先行确定, 

并由现有股东或享有优先购股权的其他方根据确定的条款确定是否

受让股权。 

 

优先购股权的法律概念 

 
《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法定优先购股权的概念: “股东向股东以

外的人转让股权, 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

的股权,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

让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即除股东在章程另行约定股权转让的规

则, 行使法定优先购股权需包含以下要件: (1) 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非持有超过半数股权的股东同意); (2) 转让股东已就转让股权的条

件与受让方达成一致; (3) 现有股东选择按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 
 
除法定优先购股权外, 《合同法》明确了合同意思自治原则, 股东可

赋予非股东第三方基于合同基础的优先购股权, 该优先购股权效力

需基于合同具体条款确定, 次于法定优先购股权。如授予股东违反

该等合同, 享有该优先购股权的一方将较难就该优先购股权申请强

制执行。 
 

优先购股权的实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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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优先购股权对于股东权利的限制较为严格, 即无论控股股东或是小股东, 其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均需受限于法定优先购股权, 从而无法较为灵活的处置股权, 以实现股权的真正价值和商业目的。为避免

其他股东对股权转让行使法定优先购股权, 特别是存在特别商业安排的情形下, 转让股东通常会考虑通

过协议的特别安排以促使其他股东放弃行使优先购股权或无法行使优先购股权, 如第三方可独家提供的

部分合作条件, 但前述特别安排通常会引致争议且易导致转让股东更不易实现其商业意图。 
 
法定优先购股权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同等条件”的界定, 实务中争议颇多, 且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未

对此进行明确界定。上海市高级法院民二庭 2008 年印发《关于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案

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从审判实务角度提出, “同等条件”系出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之间合同确定的

主要转让条件, 且出让股东与受让人约定的投资、业务合作、债务承担等条件, 应认定为主要条件。基于

前述意见, 如转让股东与第三方约定独家提供部分合作条件, 且前述合作条件通常不作为股权转让的主

要条件, 转让股东可能被视为规避法定优先购股权的限制并损害其他股东享有的法定优先购股权, 其他

股东仍有权基于股权转让的主要条款行使优先购股权而无需遵循无实质联系的其他条件; 同样, 法定优

先购股权的同等条件不应局限于同等的价格或同等的付款方式, 亦应包括其他合理的商业条件。 
 
基于意思自治产生的优先购股权, 享有优先购股权的一方的权利需基于合同约定, 因此该优先购股权对

于合同权利的界定和安排要求较高, 且如合同约定不明, 转让股东容易规避相关优先购股权的要求而无

需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 
 

小结 
 

从商业角度而言, 如转让股权受限于优先购股权(无论基于法定或意思自治), 转让股东与第三方洽谈转让

股权事宜将存在不确定性, 而该不确定性将可能影响转让股东商业目的的实现。除特定情形1或章程另有

规定外, 在现有中国法律体系下, 转让股东较难通过其他架构保障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确定性。 
 
基于前述, 笔者建议股东参与项目公司时考虑以下方案, 以避免影响将来的股权转让受限于优先购股权

而无法适当实现其商业价值: 
 

 章程中对于优先购股权进行明确界定, 以避免行使的不确定性; 或 
 

 章程中直接明确股东不享有优先购股权, 并引入优先要约权2的概念, 以保障其他股东权利, 且不影

响转让股权的商业意图; 
 

 股东参股时设立一家控股公司持有项目公司股权, 如需转让项目公司股权, 可考虑直接转让控股公

司股权而无需受限于优先购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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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2 指资产所有人的一种合同义务, 即当资产所有人有意出售其特定资产时, 应先行向特定方发出要约, 待特定方

明确其不接受要约后方可不受限制地向第三方出售该等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