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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标本兼治  放大改革效应 
 

绍兴法院探索审判阶段企业合规整改之路 
 

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吴攸  俞金刚 
 

    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举措。如何推进涉企合规改革走深走实？一场涉企合规改革司法研讨会近日在浙江绍兴举行。 

    绍兴先行探索丰富了涉企合规改革的内涵、积累了改革经验，受到与会专家肯定。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姚海涛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近年来，绍兴法院

切实强化能动司法，坚持站在助推省委实施三个“一号工程”的高度，把企业合规改革作为提升

服务“两个健康”工作的有力抓手，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坚持标本兼治，放大改革效应，更好

推动企业依法守规经营，有力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试水：审判阶段企业合规 

    “在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公司业绩再创新高，多亏法院给予我们宽厚的处理，让我们有了

继续为社会作贡献的机会。”近日，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对该区某加工企业开展合规回访时，

企业负责人沈某对法院有温度的判决表示感激。 

    原来，该企业因未按照要求处置 500余吨装有涂料残液的铁质废包装桶，被上虞区人民检察

院以涉嫌污染环境罪诉至上虞法院。 

    在审理阶段，上虞法院了解到该企业认罪认罚态度良好并开展了有效环境整治举措，符合刑

事合规整改从宽处罚情形。 

    然而，在审判阶段以法院为主导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存在空白，如

何当好“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绍兴法院主动作为、先试先行，成功办结审判阶段企业合规

改革“第一案”。 

    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绍兴中院指导下，上虞法院制定出台《关于涉案企业限期刑事合规

从宽处理的实施办法（试行）》，为此案件办理提供了制度遵循。 

    同时，上虞法院专门成立刑事合规工作专班，主动向企业属地党委、政府调查企业经营规模

和整改情况。 

    之后，法院、检察院、工商联、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都成为企业常客，开展合规监管

考察。 

    在多方监督下，该企业通过停产整顿、修订环评报告、重新制作危废核查等方式积极整改，

并改进了涂料包装，对涂料包装铁桶进行循环回收利用，实现低碳转型，积极推动企业规范经营

和绿色发展。 

    2022年 2月 15日，上虞法院组织召开企业合规整改评审会暨判前社会效果评估会，区人大

代表、区政协委员、法学界学者、环境保护高级工程师、企业高管、环境执法工作人员等组成专

家评审团队，对该公司合规整改情况予以评审，大家一致认为，该企业合规整改措施取得较好成

效。 

    2022年 3月 15日，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以及认罪悔罪态度，

特别是合规整改情况，上虞法院对被告人予以从宽处罚，最终对被告单位某企业判处罚金人民币

160万元，对被告人沈某等 8人判处有期徒刑 3年至 1年不等，对沈某等 6人宣告缓刑。 

    拓面：改革落地初见成效 

    上虞法院迈出审判阶段企业合规改革“第一步”，无疑为绍兴法院在此领域的探索奠定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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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基础。 

    2022 年 10 月，诸暨法院在审理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过程中，积极与检察机关沟通对

接，确定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对浙江某针织公司进行合规整改，该公司在认真纠正违法行为的同

时，还修订了公司章程，健全了合同管理、劳动用工等一系列制度。 

    该公司负责人胡某在这一行业已打拼半辈子，差点儿因为一时糊涂让家业毁于一旦。“是合

规整改挽救了公司，促使公司经营理念从效益优先转为合规与效益并重。外国客户也对我们更加

信任，今年一季度我们已经接到 500万美元的订单了。”胡某说。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如春风拨开胡某和企业的前路迷茫，但这股风能否在古越大地上持续吹

拂，将更多因经营涉案、危害后果不严重的企业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走上守法合规经营之路？ 

    为此，绍兴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推

动企业合规改革落实落地、见行见效。 

    通过对合规整改不同阶段、角度的规则细化，绍兴法院逐步明确适用对象、条件、程序、标

准等，不断推进合规机制化、制度化建设。 

    推广：改革逐步驶入正轨 

    既要“厚爱”又要“严管”，绍兴法院将办案与服务并行、惩治与保护并重、打击与防范并

举，企业合规改革逐渐驶入正轨。 

    2023年 4月 11日，绍兴中院、市人民检察院召开第二次法检联席会议，共同会商刑事涉企

合规改革协作机制。 

    而早在 2020年，绍兴法检两院就对共建刑事涉企合规改革机制进行了协商。 

    通过主动“上门”与检察机关沟通对接，召开刑事企业合规改革联席会议，绍兴法检两院不

断深化在机制建设、业务学习、案件办理等方面互动协作，着力解决改革工作涉及的程序对接、

证据审查、裁判文书论述以及第三方合规监管等实务问题，切实推进企业合规改革的刑事诉讼全

流程覆盖。 

    为从源头上精准掌握企业法治需求和生产经营的难点堵点痛点，绍兴法院深入开展走访调研

活动，“送法入企”，推动企业合规改革实现“要我合规向我要合规”“事后合规向事前合规”“单

打独斗合规向全面融合推进合规”的“三重转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陈瑞华评价，绍兴法院为涉企合规改革贡献了积极评

估、宽大处理两种模式，法院在推进合规改革中坚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坚持对整改效果开展

实质性审查，推动企业从外部监管走向自我监管，形成合规管理体系，实现办理一个案件、救活

一个企业、规范一个行业的良好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