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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名法定代表人面临诸多法律风险:
民事责任风险。一般情况下，公司

以其自身的财产为限对外承担还款责
任，但如果实际控制人操纵公司时存在
虚构出资、抽逃出资行为，或者在诉讼过
程中有隐匿、转移资产，或未经清算擅自
处分财产等行为，挂名法定代表人需承
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挂名法定代表
人无论是否知情，若为公司对外借款或
其他经营行为出具担保文件，仍须承担
法律责任；实际控制人失踪或无法找到
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人，挂名法定代表
人也将面临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行政责任风险。《民法通则》第四十

九条规定：“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除法人承担责任外，对法定代表人
（个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超出登记机
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非法经营
的；2.向登记机关、税务机关隐瞒真实情
况、弄虚作假的；3.抽逃资金、隐匿财产逃
避债务的；4.解散、被撤销、被宣告破产
后，擅自处理财产的；5. 变更、终止时不
及时申请办理登记和公告，使利害关系
人遭受重大损失的；6.从事法律禁止的其
他活动，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的”。

刑事责任风险。实际控制人操纵公

司实施经济犯罪行为，比如诈骗银行贷
款、诈骗保险金、非法集资等情况，挂名
法定代表人虽然未直接参与以上行为，
但如果明知实际控制人利用公司实施以
上犯罪行为，却不加阻止，或放任实际控
制人的行为，很可能要担相刑责。

自创公司受限风险。《企业法人法定
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有下
列情形的不能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担
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
表人或者董事、经理，并对该企业的破产
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
之日起未逾三年的。担任因经营不善破
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被吊销营

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担任因违法
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对该企业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

被采取强制措施及限制消费的风
险。当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被申请强制
执行或欠缴税款时，在特定情形下，司
法、行政机关有权对法定代表人采取相
应强制措施，如罚款、拘留。被执行人为
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
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
制人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
需的消费行为。

周仁超

挂名法定代表人风险无限
王某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借用朋友张某的身份做法定代表人，张某不用参与

任何公司经营，每月给予1000元的报酬。此后张某登记为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但甲公司的印章和张某的法定代表人印章均交由王某保管、使用，公司的经营和
管理都由王某实际控制。王某常常给一些文件让张某签字，张某一般都同意签
名。之后，该公司与银行产生借款纠纷，张某曾签署了一张承诺书，内容为张某自
愿对甲公司向银行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签字并盖章。作为挂名法定代表
人，张某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产权按份共有的房产如何继承？

十几年前，张一和张二两兄弟共同购
买了一套房产给父母住，由于出资份额不
同，兄弟俩约定，哥哥拥有这套房屋产权
的 2/3，弟弟拥有产权的 1/3。由于张一家
有一个男孩，张二家有个女孩，父母曾多
次表示，希望百年之后把这套房子留给孙
子。后来，两位老人相继过世后，房子就
空了下来。后来，张一也因病去世了。最
近，张一和张二两家人开始商量这套房子
该如何分配，张一的儿子能否继承全部房
产呢？

律师说法：继承制度，是指依法将死
者遗留下来的财产转移给有继承权的人
所有的法律制度，核心是财产权发生转
移。该案例中的房产属于拥有所有权的
房产，此类房产又可分为单独所有、共同
共有和按份共有。单独所有是指公民个
人拥有房产的完全产权。在此情况下，房
屋的继承比较简单，该公民的继承人有遗
嘱的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法定继
承。共同共有一般存在于家庭关系中，如
夫妻共有房屋、家庭共有房屋。在此情况
下，在公民死亡后，先要将该房屋属于共
有人的部分刨除，剩下死者所有的部分作
为遗产，由死者的相关继承人继承。所有

权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不同的是,按份共
有中，死者对房屋拥有产权的份额在生前
即是确定的，死后，只有这部分份额，比如
房屋的 1/3、1/2，属于死者的合法遗产，由
死者的继承人继承。该房产是兄弟共同
出资购买的，按照出资金额占房屋全款的
比例按份共有房屋，其中一个兄弟去世，
他的继承人只能继承死者所占有的房屋
份额。

公租房、小产权房能不能继承？

吴女士是新区某村的还迁户，最近村
民们都在讨论是要回迁房还是直接折合
成现金的问题。吴女士有些犹豫，如果直
接折合成现金，将来房价涨了，无疑就是
一大笔损失；如果要房子，又担心回迁房
是小产权的房子，将来自己百年后，孩子
能否继承。

律师说法：小产权的房子，属于只有
使用权的房屋，另外还有央产房、军产房、
公租房等都属于只有使用权的房屋。由
于这类房屋政策性很强，能否继承主要看
政策规定。一些央产房、军产房虽然只有
使用权，但政策允许继承使用权，即死者
的继承人对该房屋共同拥有使用权。公
租房的性质是租赁，对于租赁的房屋，公
民的使用权不能继承。

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和政策，国家不
允许城镇居民购买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
屋，也就是小产权房，更不承认此类房屋
的产权。所以，小产权房也不能继承。

农转非后能否继承老家宅基地？

宋某上大学的时候户口农转非，从农
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宋某的哥哥一
直在家务农，户口没有迁出过。最近几
年，兄弟两人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吵得不
可开交，哥哥对父母不孝顺，父母生病都
是宋某请假回家照顾，父母的赡养费也都
是宋某自己掏钱，因此，宋某觉得父母现
在居住的老宅子，以后不能分给哥哥，但
是有人告诉他，户口从本村迁走后，就没
办法再继承村里的房产了。宋某想知道
具体原因。

律师说法：农村宅基地只有本集体组
织成员才可申请取得，它的继承还关系到
继承人的身份问题。如果继承人和死者
一样均是本集体组织成员，其继承死者的
宅基地和房屋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如
果继承人不是本集体组织成员，甚至已经
成为城镇户口，成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就无权继承宅基地使用权，但是建造
在宅基地之上的房屋可以继承。

吕斌

并非所有房产皆能继承

从如今的继承案件来看，房
产在继承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
例。父母去世后，子女觉得继承
房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实质上
由于我国房产类型多样，也造成
了继承案件中房产处理的复杂
性，并不是所有房产都能够继
承。以下是律师以现实案例解释
的关于房产继承权的法律问题。

原告张甲（男，8周岁）的父亲张
乙（34 周岁）在 2016 年 4 月 1 日到被
告某建筑公司工地做钢筋工，负责钢
筋工的班长与张乙约定，第一个月每
日工资200元，按日据实结算；一个月
后根据情况可以涨到每日240元或者
260元。张乙在 4月 8日中午 12时上
班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感觉身体不
适，当坐下休息时即昏迷，被两名工
友用摩托车送到医院抢救半小时后
死亡。开始被告方认为自己没有任
何责任，在向原告方支付了 8天的工
资1600元后，还表示可以从人道主义
角度给予2万元以示慰问。被告的如
此做法当然遭到原告方的拒绝和反
对。原告方十多名亲属来被告单位
讨要工伤待遇，在公安部门极力协调
下，原告一方对张乙死因进行鉴定，
得出鉴定意见为：“死者张乙患有心
脏疾病合并间质病、胸膜病，在劳累
等因素作用下，诱发急性心肺功能衰
竭死亡”。据此，原告方向当地劳动
保障部门申请了工伤认定，劳动部门
作出张乙死亡视为工伤的决定。

由于被告单位没有为张乙办理
工伤保险，原告方获得的工伤待遇只
能由被告方直接向原告方支付。双
方在当地街道调解委员会调解下，就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认
识没有分歧，而对张乙生前供养的张
甲的抚恤金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
方同意按张乙每月 2000工资支付给
张甲每月抚恤金 600元，也可以考虑
一次性支付；而原告方则认为应当按
张乙月工资 5200元（根据日工资 240
元，每月工作时间按26天计算），每月
应当支付1560元抚恤金，并且一定要
一次性支付。最后，双方签订的协议
中明确：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
助金达成协议，由被告一次性支付完
毕；而对应支付的抚恤金则通过法院
诉讼解决。在被告按调解协议支付
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
后，原告张甲诉讼到法院，要求被告
某 建 筑 公 司 一 次 性 支 付 抚 恤 金
187200元。

本案是一起抚恤金纠纷，表面看
是对抚恤金数额多少的争议，而实际
上其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工亡职工张
乙的月工资应当如何认定问题，因为
月工资确定了，抚恤金数额自然也就
计算出来了。因为工亡职工生前抚
养的子女的抚恤金是其月工资的
30%，《工伤保险条例》中有明确规定，
双方对此也没有异议。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对
工伤保险待遇中工资的认定是这样
规定的：“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
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前 12 个月平均月缴费工
资。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
均工资 30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
平均工资 300%计算；本人工资低于
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60%的，按照
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60%计算”。
这在通常情况下，对于职工的工资是
可以认定的，这样认定职工工资是合
理的，也是因工伤残职工和因工死亡
职工的亲属能够接受和认可的。

但是，如本案这样的情况，工亡
的张乙仅仅在被告单位工作了 8天，
一个月还没有到，就这种全扣下月工
资数额的认定问题，确实在现行法
律、法规中找不到可以依循的具体规
定。被告认为，应当按照统筹地区上
年度职工平均工资 3300元的 60%计
算为 1980元，同意按每月 2000元计
算。但这样显然与《工伤保险条例》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不符，因为这是在
有证据证明职工工资低于统筹地区
职工平均工资 60%的情况下，对工伤
或工亡职工的一种照顾，而本案显然
没有证明张乙的工资低于统筹地区
职工平均工资 60%的证据。无论是
现实的情况还是推断的情况都是这
样。而原告方主张按张乙日工资240
元，每月工作时间按26天计算推算其
月工资5200元，也是在张乙这种具体
情况下计算认定其月工资最为可行
和可依循的一种办法了，而且得出的
结果也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因为无
论是就被告单位的情况还是建筑用
工市场情况来看，像张乙这样一名30
多岁正年富力强的建筑技术工人，每
日工资200元还是偏低一点的。如果
按被告那样认定，不仅与事实无据，
也明显不合常理，显失公平，因为在
当下中国任何一个建筑工地上一个
如张乙这样年富力强的建筑技术工
人，每月工资都不会如此之低。

最后，法院按张乙日工资240元，
每月工作时间 26天计算推算其月工
资5200元，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
求。判决后，双方均没有提出上诉，
被告也主动履行了判决。

周玉文 王超才

劳动者工作8天工伤死亡
工资如何认定

“私了”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协商和
解，是指在发生人身、财产损害等纠纷
后，当事人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依照法
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直接进行磋商，自行
解决争议。那么，“私了”协议效力如何，
隐患何在呢？

显失公平，受害人可追加赔偿

周某与朋友吃夜宵时，与邻桌王某
发生打斗，被后者用凳子砸伤左手。次
日，纠纷双方在派出所民警调解下达成
如下协议:“王某赔偿周某医药费800元，
此调解为一次性终结，以后双方互不相
干”。不几天，周某经检查发现被砸伤的
左手当时已经骨折，遂住院治疗 30 多
天。伤愈后，周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王
某赔偿全部损失。法院经审理，判令被
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7万元。

说法：多数情况下，“私了”协议一般
为有效协议，双方都应履行约定义务。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
效，但协议签订后，周某发现骨折，并支
付了远远高出协议赔偿的医疗费，又造
成其他误工费等损失，如果维持双方协
议中的赔偿数额，则对受害方来说显失
公平。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
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
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
公平的……”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全额赔
偿原告损失。

承担刑事责任的，协议赔偿数额可
高于民事部分的赔偿

王某、李某因琐事发生打斗，导致李
某左臂尺骨骨折，司法鉴定为轻伤。事
发后，经公安机关调解，纠纷双方达成如
下协议:“王某支付李某人身伤害赔偿金
26万元，已支付 10万元，余款在半年内
分两次付清。李某不要求司法机关追究
王某的刑事责任”。然而，到赔付期限届
满，王某并未支付余款。李某遂将王某
告上法庭，要求支付剩余赔偿金。法院
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说法：本案是一起刑事和解案件。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
调停人或其他组织使被害人与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直接沟通、共同协商，双方达
成民事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
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从轻减轻刑事责任
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刑
事和解案件的范围包括：因民间纠纷引
起的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和财产权利，可能判处 3年以下刑罚的
犯罪案件，或除渎职犯罪外可能判处 7
年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本案中，
李某受轻伤，在王某应承担刑事责任而
受害方并未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
下，双方达成协议的赔偿数额可以高于
民事部分的赔偿数额，故该协议对双方
都具有约束力。

发生工伤，私了解决须慎重

民工何某在建筑工地操作搅拌机时
不慎受伤。住院期间，何某与所在的建
筑公司签订了一份工伤补偿协议，载明

“一次性赔付2万元，以后发生的有关工
伤的任何事情与公司无关”。伤愈后，何
某经鉴定为九级伤残。这样，何某所受
工伤损失依法应为4万余元。随即何某
要求增加赔偿数额，但公司以赔偿协议
已履行完毕为由，拒绝再次赔付。

说法：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签订的
“私了”协议是否有效呢？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劳
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
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

成和解协议”。可见，法律允许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协商解决工伤赔偿事宜。但
是，根据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
定，以下三种情况工伤赔偿“私了”协议
无效：1.未经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之
前的；2.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或者是
在用人单位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况
下签订的；3.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
的。本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二十条“对于追索劳动报酬、养老金、医
疗费及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赔偿金及其
他相关费用等案件，给付数额不当的，人
民法院予以变更”的规定，何某可以申请
仲裁或向法院起诉，追索应得的赔偿金。

张兆利 王晓芹

化解纠纷可以“私了”
其中风险亦须防范

律师指点：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并不
能实际控制和管理公司，但实际控制人
通过公司名义做出的一些违法行为，却
需要挂名法定代表人承担责任。即使挂
名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有类似

“公司实际由实际控制人经营和管理，挂
名法定代表人不参与经营和管理，也不
承担相应的责任”的约定，该约定也只在
双方之间内部有效，对外并不具有法律
效力。因为法定代表人的责任范围由法
律明确，双方私下的约定对外并不能对
抗法律的明确规定。律师表示，法定代
表人指依法律或法人章程规定代表法人

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对外代
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本案中，在工商登记上显示的甲公
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某，甲公司向银行借
款一事，由张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签署文
件，具有法律效力，无论张某与实际控制
人王某之间有何约定均不能影响甲公司
对银行的偿还责任。而至于张某自己签
署的承诺书，只要上面的签字确为张某
本人所签，无论张某怎样辩称自己只是
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均不影响该承诺书
的法律效力。张某需要对该笔借款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