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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式现代

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

马克思主义实现“所有人富裕为目的”［1］的，“既

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

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2］的，“给世界上那些既

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

提供了全新选择”［3］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民营企业

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份不断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源源不断注入动力。民营经济

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鲜明特色，但是

随着近三年来突发疫情冲击的影响和全球范围内贸

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促使全球产业链

调整和重构，由此导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

深刻变化，尤其是给广东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预

期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4］ 

只有通过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正当性予以

广东以合规为内核的民营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建构
尤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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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时代命题。与西方中心主义驱动下以资本驱动为核心的阶级对立严

重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在这一进程中，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世界疫情叠加的严峻背景下，广东民营企业

在面对国家经济迭代升级和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违法违规甚至犯罪的经营活动。如何有效对

其进行刑事司法保护，推动广东广大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建设领域亟待解决的重

要问题。基于国内已经发展比较成熟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企业合规实践，探索二者衔接优化路径，从而

为构建广东优良的法治营商环境，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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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和诠释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

才能提振民营企业家们对奋进第二个百年新征程、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与士气。

一、民营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民企发展保障的法治基点

“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必然导致日益严重

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是整个资本主义系统

的结构性矛盾。”［1］在这种结构性矛盾之下，欧

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明目张胆

的对亚非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统治和

扩张，另一方面在国内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政

治权利、文化需求实现日益严重的侵蚀侵害。从经

济领域来看，西方资本主义法律存在“放过企业，

只惩责企业中相关责任人员即企业家”的倾向，侧

重于保护“能下金蛋的鸡”，而对于人的保护有所

忽视。这可能导致一个寡头企业产生无数个寡头商

人的“尾大不掉”局面。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

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是彰显马克思主张的“合

乎人性的人的复归”［3］的现代化。因此，为了推

动中国资本的良性可持续发展，保障民营企业始终

在正确的轨道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必

须建立完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规范制度。广东作

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第一批试点地区，积累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法治营商环境营造互促并进的

丰富经验。因此，探求完善广东涉罪企业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具体构想，实现犯罪治理模式的切实转

变，促进案结事了人和，护航民营企业发展，提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法治建设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一）保护民营企业刑事司法政策与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的契合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共中央、两

高等相继发布文件提出要“健全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该项制度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在全国

18 个城市先后进行了两轮为期两年的试点。2018 年

10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认罪认罚从宽”，

完善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规定。［4］保护

民营企业的刑事司法从宽政策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存在契合点，这为保护民营企业的

刑事司法从宽政策上升为法律制度提供了基础。需要

考虑的是，保护民营企业的刑事司法从宽政策能否与

现有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接及如何对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实施以来，因为入法速度

快、适用率高的特点，有力促进了刑事程序的多

元化和案件繁简分流，其 2019 年 1 月的适用率为

20.9%，到了 2020 年整体适用率就已超过 85% 且

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量刑建议采纳率也极高。［5］

（二）企业认罪认罚从宽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实现

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企业数量快速增长。截至 2021 年底，

全国企业数量达到 4842 万户，其中民营企业已达

到 4457.5 万家，占比 92% 以上。私营个体就业总

数达到 4 亿人，较 2012 年增加了 2 亿多人，呈现

出“56789”的特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

跃的经济增长点。［6］2021 年，广东民营经济单位

数达 1476.54 万户，同比增长 10.2%。民营经济实

现增加值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占全省经

济比重 54.5%；民营经济从业人数达 4525.34 万人，

［1］孙乐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一种可能的建构方案［J］．求是学刊，2020（6）：33-42．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94．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4］第11条侦查机关告知诉讼权利和将认罪情况记录在案，第14条、第15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案件处理听取

意见，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第16条和第20条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和人民法院如何采纳第19条人民

法院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和具结书真实性合法性，第17条增加规定犯罪嫌嫌疑人认罪认罚有重大9立功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

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

［5］量刑建议采纳率超过97%；一审服判率96.5%，高出其他刑事案件22个百分点，从源头减少了大量上诉、申诉案

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新华社，2022-03-15．

［6］据数据显示，民营经济为国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

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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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广东 80% 以上就业人口。

充分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民营经济蓬勃发

展的可持续路径，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着力在企业

犯罪治理领域应用，符合两高所提出的“探索建立

符合涉企业刑事案件特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工作规范

和机制”的要求。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合规视

角下涉罪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并成为当地

开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工作的亮点。［1］然而，随

着民营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犯罪也在增多，这就

要求我们改变过去单纯以个人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设计，构建起以个人和地位（企业）兼顾的刑事

诉讼制度。由于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单

位（企业）刑事诉讼，因此在改善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时，要将个人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扩大到企业，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企业不至于因涉案而死。

二、广东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办理民企犯罪案件面临的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标准时，也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广

东民营企业是高质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之

一，因此需要更高的法治保障。随着经济发展的进

步，新的犯罪层出不穷，单位犯罪的罪名数量也从

“97 刑法”的 125 个增加到现在的 163 个。这逐渐

形成了从单一个人主体向个人与企业兼顾的转变。

通过犯罪企业的主动认罪，积极修复企业内控机制，

可以达到对企业已经发生的犯罪有力处罚外，进一

步完成对被侵害法益的修复与防卫，实现刑法的预

防效果。但是，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民企

犯罪案件时，广东还存在一定的困境，如涉罪民企

认罪认罚的主观意愿表达确定困难，对涉罪民企从

宽的方式并不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等。

（一）涉罪民企认罪认罚的主观意愿表达确

定困难

认罪认罚制度存在于刑法上的定罪量刑，也存在

于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各个阶段。如果涉罪民企要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就需要启动一个先决条件，即

涉罪企业要自愿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如实供述或承认，

并对因其行为所受的惩罚表示接受。但是，民营企业

并非一个自然人，仅仅是一个拟制的犯罪主体，作为

单位犯罪的主体而存在。很显然，民营企业主观意愿

表达只能由公司的法人代表、企业负责人来代为表达。

那么，就很容易产生涉罪民企认罪认罚的主观意愿表

达确定困难的问题。因为《刑法》第 31 条规定了我

国单位犯罪“双罚制”的处罚方式［2］，这就可能产

生一个问题，即民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

也可能因未参与实施企业犯罪行为而被排除在涉案人

之外，出现表达民企意志的自然人主体和犯罪主体不

是完全一致的情况。此时涉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企

业负责人表示认罪认罚的，能否代表涉罪企业来表达

主观意愿，是值得推敲的。同时，《刑诉法》司法解

释第 279 条规定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应当是法定代

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但此时已经到了审判环节。认罪

认罚从宽自侦查环节就可以启动，对于单位犯罪的侦

查环节并未有明确规定，那么涉罪民企的主观意愿表

达又如何来确定？最后，在涉罪民企推行认罪认罚从

宽的核心价值在于保护民营经济、挽救企业家，起到

修复与预防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涉罪民企企业家只

是利用这个制度来“从宽”钻法律的空子，虚假表达

“认罪认罚”的主观意愿以来掩盖“逃脱罪责”的真

实意愿，反而不能起到保护民营经济的作用，反而会

助长歪风邪气。

（二）对涉罪民企从宽的方式并不能起到很

好预防作用

为了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平等保护民营企

［1］如江苏建立健全了办案影响评估机制，开展企业

合规改革试点，将主动认罪认罚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重要

考量因素，具有典型性的就是无锡市新吴区检察院办理的无

锡某警用器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检察机关评估案

件情况后，就推动企业合规经营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涉罪企

业健全完善公司管理制度，在涉罪企业整改到位的情况下，

经公开听证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该案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

例；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在办理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

中做好“少捕慎诉”工作的意见，其中也强调了要对涉罪民

营企业家采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检察

院在办理一起涉民营企业职务侵占案中，加强与公安机关联

系配合，补强关键证据。在审查起诉环节，检察官对犯罪嫌

疑人积极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释法说理，敦促犯罪嫌疑人

认罪认罚、主动赔偿损失，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

帮助涉案民营企业追赃挽损25万元。

［2］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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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最高检多次强调针对涉罪民营企业积极推行认

罪认罚从宽。然而，我国企业犯罪治理方面仍存在

偏重刑罚制裁和消极一般预防的现象，即使是从宽

后，对涉罪企业的刑罚措施仍相对单一。由于单位

犯罪“双罚制”的限制，针对涉罪民企本身的刑罚

方式，只有罚金刑这一种方式。因而即使涉罪民企

自愿“认罪认罚”，但是对于涉罪的民营企业提出

从宽处罚量刑时，检察机关也只能在职责范围内提

出减少罚金的建议。虽然 2018 年 10 月修改的《刑

法诉讼法》第177条第一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

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在涉罪民企领域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处罚方式仅有减少罚金刑

与不起诉这两种途径，手段较为单一。同时，缺乏

对涉罪民企的后续监督和引导，对于涉罪企业的企

业改造和风险防控方案的确定及执行也有所疏忽，

不利于保障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构建以合规为核心的广东企业
认罪认罚从宽正当性

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对民营企业家的“从宽”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发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企业家就可以享受“特

别从宽”，这是明显有违反法律平等原则的，更可

能会引发“以钱买刑”的社会负面影响。对企业家

的从宽应更多的考虑其行为是否与企业的生产经营

管理有关，同样需要以主动“认罪认罚”为前提，

以获得附条件不起诉或其他处罚减轻从宽等措施。

因此，需要建立企业合规制度，以此作为保护民营

企业刑事司法政策正当性的有力回应。合规，译自

Compliance，其词义本意为“服从”，我们将其译

作合规，显然“规”的含义应当是多重的，“规”

本意：“规者，正圆之器也。”引申：规则、规章、

法规。特指：法律法规、行业准则；企业伦理、内

部规章；社会规范、道德操守等。“合规”是企业

合法经营的底线。将合规作为保护广东民营企业刑

事司法政策正当回应的措施，主要基于企业合规的

三个功能。

（一）有利于企业犯罪惩治，起到警醒防范

作用

“企业合规计划执行两个基本功能：第一，阻

止企业内部的不当行为；第二，提供内部监管和报

告已发生的不当行为的方法。大多数意见认为，刑

事合规具体分为三个子功能：预防、调查与制裁关

涉《刑法》的不当行为，其中预防功能是刑事合规

最主要的功能。”［1］2015 年 12 月 8 日国务院国资

委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

国务院国资委从2016年开始选择中石油、中国移动、

招商局、东方电气、中国中铁五家央企作为试点单

位来进行合规管理试点。此后，中央和地方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有关合规的政策文件 ［2］，中央企业已

全部成立合规委员会，出台管理制度，完善工作机

制。其中不少企业还探索构建法治框架下的法律、

合规、风险、内控协同运作机制，着力打造“法律

合规大风控”管理体系。

过去，对企业犯罪的治理重点在于从严、从重

惩治，而很少考虑企业良性健康发展问题。因此，

许多民营企业家涉嫌经济犯罪被追诉后，其负责的

民营企业随之遭到毁灭性打击。如果这些企业家涉

嫌犯罪并被采取逮捕等强制措施，很容易对企业的

发展带来严重不利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企业濒临

破产倒闭。此外，当前企业犯罪呈现轻缓化趋势。

通过查询裁判文书网，以“刑事一审案件”“法人

犯罪”为关键词搜索近五年来的案件，通过对比分

析，在企业犯罪中，责任人员（企业家为主）大多

受到非剥夺自由的刑罚，或者是短期自由刑（3 年

以内有期徒刑）占 98%；而受到长期自由刑（10

年以上自由刑以及无期徒刑）的人数极少，仅占 2%。

因此，为了避免刑事追诉对企业自身以及社会产生

巨大负面影响，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广东涉案

企业人员进行保障，依法不采取逮捕等羁押性强制

［1］弗兰克·萨力格尔．刑事合规的基本问题［C］//

马寅翔，译．合规与刑法：全球视野的考察．北京：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64．

［2］2018年11月2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 《中央企业

合规管理指引（试行）》，2019年4月19日国务院印发《改

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国发（2019）9号），

2019年10月19日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控

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国资发监督规

【2019】101号），《浙江省企业竞争合规指引》（2019年

7月9日发布），《上海市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引》（2019

年12月26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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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可以在保障涉案企业人员合法人权的基础上

最大程度降低对企业日常经营的影响，从而也避免

了企业因破产导致员工失业、股票暴跌、公司破产，

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更好地承担社

会责任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广东的民营经济地位举足

轻重。一方面，在省市县各级层面发布多个文件鼓

励民营企业大胆创新的过程中，难免可能出现在法

律政策界限把握不准的情况，甚至可能会犯错误乃

至违法犯罪。此时，积极主动认罪认罚的从宽处理，

尤其是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建议适用非监禁刑，可

以很好地将依法办案与鼓励创新有效结合，降低再

犯可能性，充分起到警示教育及再犯预防作用，营

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守法经营的良好氛围。另

一方面，在疫情发生后，为了挽救企业生命，难免

会有一些企业“铤而走险”。因此，中央政法委等

五部门要求尽量不采取限制人身和财产的强制性措

施，有力保障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疫后经济复苏。

全国范围内，涉疫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为

86.6%。在这一点上，广东也做得很好，如 2021 年

佛山对 521 名涉案民营企业人员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助力其有序恢复生产经营，使得企业能够改

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四、守正创新：以合规为核心的广
东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进而强调构建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营经济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会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自然也包括法治的保障。为了更加凸显《关于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所倡导的“节约

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价值体系的作用 ［1］，可以进一步

保护广东涉罪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有效预

防涉罪民营企业二次犯罪。这可以充分借鉴目前正

在推行的企业形式合规计划，并将之与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进行梳理和整合，不断转变将传统犯罪治理

模式向恢复性和协商性刑事司法的理念，进而弥补

认罪认罚制度缺乏程序独立性的不足。

（一）把企业合规融入到认罪认罚评价体系

将企业合规纳入认罪认罚评价体系的积极意

义。现代企业合规制度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

探索，一般指涉案企业在符合一定的合规要求后可

以获得从宽处理的一种司法制度。自 2020 年 3 月

以来，最高检先后完成企业合规改革第一期与第二

期试点工作，将企业合规建设作为对涉罪企业认罪

认罚从宽考量的情节之一，通过形成对涉罪企业的

有效刑事激励，促使企业认罪认罚。［2］2022 年 3

月第二期试点工作结束后，该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从我国的相关实践探索来看，企业刑事合规

一般指民营企业刑事合规。因此，涉罪民营企业的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涉罪民营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简言之，“涉罪民营企业刑事合规”主要是指

一种治理企业犯罪的方式，针对涉罪企业及企业家，

以“相对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的方式予以

从宽处理，有利于保障企业的现在和未来的发展。

例如，2021 年企业合规第二批指导案例中的“随州

市 Z 公司康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通过对康

某某等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处理，深度挖掘出

涉案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中的漏洞，检察机关深入开

展社会调查，委托应急等安全生产有关部门指导涉

案企业及其相关人员结合履行合规计划，认真落实

安全生产职责，并依法作出对涉罪企业及相关人员

不捕不诉的决定。因此，检察机关将企业合规纳入

认罪认罚评价体系，既给涉案企业以深刻警醒和教

育又为相关行业企业合规经营提供学习和参考。

（二）广东开展涉罪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的注

意事项

目前我国开展的企业刑事合规尚处于初期阶

段，对于涉罪民营企业适用刑事合规的情形还有待

进一步梳理。综合当前最高检发布的两批指导案例

［1］《指导意见》第1条的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多元价值目标包括“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强化人权司法保

障、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

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最高检：涉案企业会改革试点成效初显［N］．

中国经营报，202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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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地实践经验，广东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合规要注

意以下几个重要事项。

1. 罪的适用类型

在涉罪民营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探索中，首先要

判定哪些罪可以适用于刑事合规。从目前的两批指

导案例来看（如表 1 所示），涉罪民营企业刑事合

规所涉犯罪类型通常以经济犯罪为主，如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串通投标、

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走私

普通货物等。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批指导案例中的

重大责任事故案是企业员工自然人犯罪而非企业犯

罪，但同样适用了刑事合规。这也是《关于建立涉

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

行）》（以下简称《意见》）［1］第 3 条所规定的范围，

即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和企业实施的单位犯罪。当

然，涉罪民营企业刑事合规并不包括所有罪的类型，

《意见》第 5 条规定了不适用的罪的类型，即“涉

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其他不宜

适用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引申解释应为不与民营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

犯人身安全的犯罪等性质严重的犯罪。

表 1  涉案民营企业指导案例

批次 案名 罪名

第一批
张家港市 L 公司、张某甲等人

污染环境案
污染环境

第一批
上海市 A 公司、B 公司、关某

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一批
王某某、林某某、刘某乙对非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第一批
新泰市 J 公司等建筑企业串通

投标系列案件
串通投标

第二批
上海 J 公司、朱某某假冒注册

商标案
为假冒注册商标

第二批
张家港 S 公司、雎某某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第二批
山东沂南县 Y 公司、姚某明等

人串通投标案
串通投标

第二批
随州市 Z 公司康某某等人重大

责任事故案
重大责任事故

第二批 深圳 X 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 私普通货物

第二批
海南文昌市 S 公司、翁某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案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2. 犯罪严重程度

在当前涉罪民企刑事合规实践中，大多将企业

刑事合规、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限定于犯罪性质

上并不是特别严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也不是特

别大的案件。例如，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等十机关制

定的《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

（2020 年 12 月 16 日辽检会字〔2020〕15 号）指出，

涉罪企业一般是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环境类犯罪应当被判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出台了《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

将案件适用范围限定为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判处

3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企业轻微犯罪案件。上海

金山、江苏张家港、山东郯城、深圳南山将案件适

用范围限定为直接责任人可能判处 3-10 年有期徒

刑的案件。另外，从《意见》和浙江省的规定中的

严重危害国家政治、经济和金融安全等排除限定来

看，当前涉罪民企刑事合规中所涉及的经济犯罪无

论量刑轻重都应列入。

3. 主观意愿表达

《意见》第 4 条明确规定，涉案企业、个人认

罪认罚才能适用刑事合规。因此，涉罪企业、个人

认罪认罚的主观意愿表达是涉罪民企适用刑事合规

的首要启动条件。前文提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中，涉罪民企容易出现主观意愿表达模糊的问题。

那么，在引入刑事合规制度时需要进行明确。从指

导案例中可以发现，非企业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

但是负有直接责任的其他人员也可以进行刑事合

规。在确定主观意愿表达时，是企业与个人必须同

时表达认罪认罚才可以启动刑事合规，缺一不可。

因为合规建制是企业的行为，合规不能脱离企业而

进行；同时，合规也是从宽的一种方式，采用合规

之后个人才有被从宽处理的机会。

4. 程序设置

涉罪民营企业的合规启动程序应该设置为“双

轨制”，既可以由检察机关提出，也可以由涉罪民

营企业申请，在案件审查起诉—认罪认罚具结书签

署这段时间都可以启动。在第三方组织介入的程序

上应该采用分类处理的形式，若企业规模大、涉及

人数多、案件复杂、社会影响力强、合规计划实施

难度大的话应当由第三方组织介入，反之则涉罪民

营企业不申请不介入。涉罪企业与检察机关协商一

致后提出合规计划初始方案，合规计划可行性审核

［1］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

导意见（试行）［EB/OL］．［2021-06-03］．https://www.

spp.gov.cn/spp/xwfbh/wsfbh/202106/t20210603_5202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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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检察机关根据案情决定是在法定期限内自行审核

还是召集第三方以联席会议的方式共同审核。如审

核不通过，要求涉罪企业在法定期限内调整。超期

调整仍不通的，应依法终止合规程序的启动，由检

察机关根据评估结论来决定是否从宽处理。

（三）广东认罪认罚民企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制度的完善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起源于美国，最早适用于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即实行审前转处协议制度），

旨在为涉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去除“犯罪标签”。

1990 年美国司法部颁布的《美国检察官手册》正

式将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于企业犯罪案件，即：检

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一家企业或者与之进行认罪协

商时，该企业是否承诺和实行有效的合规计划以及

在执法调查中是否合作配合是重要考虑因素。1992

年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案是在企业犯罪案件中适用合

规不起诉制度的开端，后来经过培基案、安达信案 

后［1］，美国正式确立了这种以检察官为主导的为

获取涉罪企业合作、完善企业治理机制的认罪协商

下对涉企业适用缓起诉制度的刑事激励模式。当

前我国也在积极推进涉罪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实

践。具体制度设置应该如下。

1. 适用对象的确定

在适用对象范围的确定上，一是要确定是否适

用相关责任人员（即企业负责人、管理者及行为的

直接责任人等自然人）。鉴于我国家族式管理企业

经营模式的盛行，难以明确分割公司所有权和管理

权，企业犯罪行为与直接责任人犯罪行为难以区分。

因此，可以采用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实践中

通常有“放过企业家，顺带放过企业”的倾向，即

在涉罪企业犯罪之后，具有特定的从宽情节，并承

诺之后建立妥当的合规计划时，对企业和企业家均

不起诉，应该明确除企业外也包含企业相关责任人。

二是对于企业规模的确定。从西方经验来看，囿于

企业合规计划的建立往往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国

外一般只有财力雄厚的大中型企业才资格建立企业

刑事式合规计划。但是广东的企业类型上来看 95%

的民营企业是中小企业，95% 的中小企业是民营企

业。因此，在企业规模上不应过分强调成本论而只

针对有能力的大企业，而应该一视同仁，对所有民

营企业适用。因此，在制定中小微企业的合规计划

时，要更具有针对性与实效性，尽可能削减企业不

必要的成本，如缩短合规考察期、无须聘请由检察

机关代替第三方监管机构督促合规建设与评估等。

2. 适用罪名的确定

根据《意见》，除了限制性的危害国家政治、

经济和金融安全等罪名不能适用外，其他与企业生

产经营有关的罪名都应该纳入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

诉制度的适用案件范围内。目前的实践习惯是将案

件适用范围限定为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判处 3 年

有期徒刑以下的轻微单位犯罪。有一种思路是借鉴 

《刑诉法》第 282 条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立法

模式，把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限定为，

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中可能被判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单位犯罪。虽然一般企业犯罪中

的罚金刑相对轻缓，但企业犯罪中的责任人员大多

受到非剥夺自由的刑罚，长期自由刑微乎其微。［2］

因此，不应局限于轻微罪，而应将适用范围扩大到

160 多种所有单位犯罪情形。

3. 附条件不起诉的程序设置

检察机关针对涉罪企业及其负责人进行认罪认

罚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判断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否适

用于该企业，并向企业征询是否适用该制度的意见。

如果企业同意合规计划就可以进行附条件不起诉。

可以设定考验期限，在考察期内由企业聘请或检察

机关指派专业的合规监督人员，制定合规计划并交

付执行。在考验期内，如果企业达到协商的各种条

件，则检察机关可以不予起诉。

4. 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期限

为了激励涉罪民企积极落实合规整改内容，应

该对其进行附条件不起诉，否则就要对其进行起诉

法追究刑事责任。从我国现行实践来看，江苏和浙

江均设置考验期为六个月至一年，深圳市宝安区设

定考验期为 1-6 个月，同为深圳的南山区则设定为

6-12 个月。笔者认为，广东对于考验期的设定不应

该“一刀切”，而是应该根据企业规模分类设定，

应该根据企业规模设置不同的考察期，设置 6 个月

到 3 年的不同考察期（如表２所示）。

［1］美国检察官处理公司犯罪实景——读《难罚大公

司》［N］．人民法院报，2021-11-26．

［2］李本灿．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机制的完善：企业犯

罪视角的展开［J］．法学评论，2018（3）：111-121．



80

刑事司法科学与治理	 2023 年第 4 卷	第 1 期

表 2  涉罪民营企业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期限

企业规模 考察期设置时间

小微企业 6 个月以下

中等规模企业 6 个月至 12 个月

大规模企业 1 年至 2 年

超大规模企业 2 年至 3 年

5. 附条件不起诉协议的内容设置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以认罪认罚为前提，附

条件不起诉协议书可以作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附件

予以体现。在协议的内容设置上，有学者考察美国、

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认为一般包括：承

认指控的犯罪、接受相应的处罚、赔偿被害人的损

失、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重建合规体系的承

诺或有效的合规计划、其他要求履行和遵守的义务

等。［1］也有人认为应该着重于考察企业对合规计

划的制定或完善情况。［2］综上所述，广东对于协

议内容设置上应当包含企业承担配合调查、赔偿被

害人或缴纳罚款的义务、企业制定合规计划、企业

合规计划的监管模式、合规计划的定期报告、协议

考察期限、考察结果的应用、违约法律后果等内容。

（责任编辑：李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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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great era proposi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ization driven by Western-centrism with 

capital-driven class antagonism as the cor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under Marxist thought, and the rule of law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is process. Especially under the severe background of the unprecedented major 

changes in a century and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 world epidemic, Guangdong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more or 

less illegal and even criminal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he face of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How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m in criminal justic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the field of Chinese-style modern rule of law. Based on the relatively mature leniency system for guilty pleas and 

punishment and the compliance practice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explore the path of conne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two, so as to provide a strong legal guarantee for building an excell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Guangdong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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