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东关系与劳动关系是否冲突 

【案情简介】 

劳动者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上海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支付 2017 年 4 月至 8 月工资 12.5 万元。 

张某称，自己是该公司员工，于 2017 年 4 月 1 日进入公司担任高层管理

人员，主要从事战略融资工作，负责与重要客户对接，直接向公司法定代表人

汇报工作；双方约定每月工资为 25000 元，每月中旬由该公司以银行转账形式

支付工资。2017 年 4 月至 8 月，公司财务状况不好，张某提出可以暂时不支

付其本人工资。但当年 8 月后，公司经营状况明显好转，公司也始终未支付张

某工资。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张某提供了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

证据。同时，张某还提供了公司为其印制的名片和工作证，其中显示职务为总

经理；该公司在经营地为张某设置独立办公室。同时，张某提供的证据还显

示，该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该公司辩称，张某并未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张某只是该公司顾问，且是

该公司股东之一。名片和工作证上印有的总经理头衔、办公室的地址都是为了

方便张某从事顾问工作。张某作为该公司的股东，需要为该公司在外部进行整

合资源、资源对接的工作，因此公司按月支付的费用，系张某的劳务费用和股

权分红。因此，双方不存在工资争议，本案不应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受理。 



【争议焦点】 

具有股东身份的张某与该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裁决结果】 

仲裁委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员工，劳动

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

系。法律并没有关于股东无法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禁止性规定。本案中，该

公司具有用工主体资格，张某是适格的劳动者，在该公司任职，向该公司提供

了劳动，该公司按月向张某支付劳动报酬，因此应当认定张某与该公司之间存

在劳动关系。即使张某是该公司的股东，也并不影响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更不

能以张某的股东身份而否定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

酬的权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约定按月支付的金额并非工资款项，因

此，公司应向张某支付 2017 年 4 月至 8 月工资。 

【案件点评】 

股东是指向公司出资或取得公司股份，并以其出资或所持股份，对公司承

担责任并享有权利的人。成为股东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以其投资为公司增资

扩股；二是在公司原有资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股权转让、股权赠与或由隐名

股东变更为实名股东的方式成为新股东。《公司法》第 4 条规定，公司股东依

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可见，当个人拥有公司

的股东身份时，可以支配和使用、处分其所有的资产，是劳动力的支配、使用

者，而不是劳动力的提供者；其在公司所得利益是其投资收益，而不是基于劳

动力提供者的报酬。 



因此，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两种不同

性质的法律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调整范畴。但股权关系与劳动关系并非互相

排斥的法律关系，法律并未禁止股东与劳动者身份重合。考量作为股东身份的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是否成立，还是应从双方是否具备建立劳动

关系的合意，以及是否存在具体劳动关系实际履行的过程来判断，如劳动者是

否提供了具体的劳动，劳动的内容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劳动者是

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劳动者是否领取劳动报酬以及用人单

位是否提供基本劳动条件等。从这些要素来综合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

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 

就本案而言，张某提供的证据证实他在该公司任职，有明确的工作内容，

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汇报工作，并按月固定领取劳动报酬；

该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也为张某提供工作条件（如办公室、名片、工作证），可

见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已经得到实际履行，也进一步证实了其与该公司之间存

在提供劳动、获取报酬的利益及从属关系，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

（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杨艳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