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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做好反商业贿赂合规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

进行贿赂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的行为。

商业贿赂行为扭曲了交易过程中的等价交换与公

平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痼疾。企

业因实施商业贿赂行为而遭受行政监管部门处

罚、司法机关刑事追究，由此带来经济损失、

商业交易资格损失、声誉损失的系统性风险。

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是企业为有效防范、识别、

应对商业贿赂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整套公司治

理体系。

商业贿赂强监管时代已到来

全球司法和执法实践中，主要经济体国家往

往通过苛刻的罚则和特殊的管辖规范，对从事跨

境经营企业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严格规制。

在中国，商业贿赂行为已是监管的重点领域。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颁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将刑法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

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 8 种犯罪明确

列入商业贿赂犯罪的范畴。2009年至 2015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三个刑法修正案将“利用

影响力受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

织官员行贿罪”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纳

入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制范围。2017 年，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实质规定了经营者商业贿

赂行为认定的严格责任原则。

在政策层面，2017 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

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推进

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近期，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

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降低了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的立案

追诉标准，提升了打击力度。反商业贿赂更是反

腐败工作的要求，根据 2021 年中纪委《关于进

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要求有关单

位在保持惩治受贿高压态势的同时，严肃查处行

贿，多措并举提高打击行贿的精准性、有效性，

推动实现对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加强反商业贿赂合规的制度激励

在对商业贿赂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行

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层面的制度激励也在不断呈

现。2021 年 7 月 15 日修订后实施的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 :“违法行为轻

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

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

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这意味着 ：第一，企业在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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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发生后存在合规整改的机会窗口。第二，尽

管有证据证明员工违法行为存在，但如果企业没

有主观过错，如建立合规体系，充分履行员工教

育和监督的义务等，将不会被处罚。

以《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为例，对

于供应商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

其他不正当利益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

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如果企业

能够在存在上述合规风险之时，提前或者及时启

动反商业贿赂合规，实现及时改正的法定要求，

就可能有效预防和应对重大合规风险，甚至产生

挽救企业于倾覆的效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

是反商业贿赂合规的又一项重大利好。企业及其

经营管理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嫌犯罪，通过严

格监督评估的合规整改，可依法进行量刑建议从

轻直至对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处理。2020 年 3

月起，经过两期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10 个试

点省份检察机关共办理涉企业合规案件 766 件，

其中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案件 503 件。

2021 年 6 月 3 日，最高检发布了第一批企

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其中案例三是王某某

等三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检察机关在司

法办案过程中了解到，Y 公司属于深圳市南山区

拟上市的重点企业，该公司在专业音响领域处于

国内领先地位，已经在开展上市前辅导，但发生

的商业贿赂案件暴露出 Y 公司在制度建设和日

常管理中存在较大漏洞。检察机关与 Y 公司签

署合规监管协议后，监督 Y 公司进行了全面合

规整改工作，并通过回访 Y 公司合规建设情况，

针对企业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等合规问题进一步

提出指导意见，推动企业查漏补缺并重启了上市

申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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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体系建设

不仅涉商业贿赂案件的企业应及时启动合规

整改工作，存在潜在商业贿赂合规风险的企业更

应当认识到企业合规重要性，积极开展合规体系

建设。

现代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包括健全的合规组

织、科学的工作流程、充分的资源投入、系统的

风险评估、全面的合规政策体系、有效的流程管控、

全方位的培训与沟通、持续的监督与改进。择要

而言，在合规组织建设方面，应贯彻全员合规的

要求，针对贿赂的预防、监测和应对，参照 IIA

三线模型，各业务部门、合规组织、审计部门各

司其职。在工作流程方面，参考 PDCA 质量管理

循环，形成合规业务和管理的双循环。根据风险

评估情况，企业应在合规管理规范中设置相应的

管理流程、措施和要求，并借助信息化手段，形

成合规管理的业务流程和档案库。要开展全方位

的培训与沟通，定期向全员开展反贿赂合规培训，

并向新员工、管理层、合规团队、营销、财务、采购、

HR等重要岗位人员以及外部商业伙伴提供专项培

训。最后，要进行持续的监督与改进，反商业贿

赂合规部和 BU 合规团队对体系设计和执行的有

效性开展持续监督，对缺陷和不足项进行自我整

改。同时，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开展合规审计，及

时查漏补缺，督促完成整改和风险事件处理。

企业开展合规体系建设，管理者的理念尤为

重要。企业高层应带头倡导合规文化。反商业贿

赂合规是专业的企业管理行为，或疾或徐，皆有

章法，关键在于企业家接受合规价值观这一必要

前提。很长一段时期中，囿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的局限性，大量企业尚未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很多企业家不仅未能充分理解和接受企业合规文

化，甚至是建立起有组织违规的文化，将商业贿

赂视作企业的“商业秘密”，建立与特定关系人

利益捆绑的“核心骨干”圈层，不断放大企业管

理结构的缺陷、内控体系的不完善，持续性催生

企业犯罪的内部情境。为了有效管理商业贿赂合

规风险，必须由企业高层带头遵守和倡导合规价

值观，建立合规文化。合规文化是管理学中企业

文化的重要环节，当企业内部形成一种主动合规

的良好风气时，能够以较少的管理成本换取较大

的公司治理效果。企业高层应当自上而下提升反

商业贿赂合规意识，根据承诺一致性原则，公开

声明或者承诺，宣告将严格执行国家反商业贿赂

政策法规作为发展经营战略的重要内容。

同时，应充分借助第三方机构力量。2021 年

9 月，最高检、全国工商联等九部门共同成立第

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同年 11 月，九部门

联合下发了有关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

制的两个配套规定。第三方组织及其人员的客观

性和权威性，更有利于保障企业合规工作的公信

力。专门化的合规机构工作经验更加充足，视野

更为开阔，能够从合规咨询、合规培训、合规

认证、合规整改监督、合规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给予企业充足的支持。另外，专业化的合规咨

询机构，能够实现合规服务的产品化、相对标

准化，相比较企业自建庞大的反商业贿赂合规

团队，更有希望高效、低成本地支持企业反商

业贿赂合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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