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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当前阶段国有企业

运行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增强企业组织对于不同

类型政策制度的了解能力。在不断改善自身发展水平的基础

上，运用激励机制，不断提升企业组织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

促进企业组织实现长远运行和发展。

2 现阶段中国国有企业合规不起诉概念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合规不起诉概念分析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

复杂性，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分析和探索。

2.1 合规不起诉
为了有效促进国有企业司法保护水平的不断提升，当前

阶段社会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不断完

善。当前阶段中国社会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需要通

过多种方式不断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背景，在有效符合法律法

规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更加具备特色的企业组织发展制度。

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合规不起诉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于

涉嫌违法犯罪的企业进行的整体更加细致的分析，对其犯罪

事实提出专项计划，从而有效促进企业组织合规发展水平的

不断提升，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制度 [1]。

2.2 理论分析
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阶段国有企业运行

和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发挥这一模式的积极

作用。从时间顺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检察机关通常是在做

出不起诉决定之后给出更加深入的检察建议。一方面，通过

深入研究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建议对于国有企业的约束力

较为有限。因此在后续运行和发展过程中，企业组织如何有

效推进自身的合规建设是重要的研究方面。另一方面，在整

体工作开展过程中，检察机关不会对国有企业组织作出相应

的奖励或者惩罚措施。因此，需要通过多种方式，使得国有

企业组织的合规体系建立更加具备有效性水平，从而使得国

有企业可以承受更大的各方面压力，促进自身合规发展。

2.3 实践分析
从实践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阶段国有企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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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中，尽管合规不起诉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

于中国法律法规运行过程中的实质性调整较为缺乏 [1]。因此，

在整体企业组织运行发展过程中，需要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

下引入这一机制。在当前阶段国有企业运行发展过程中，通

过对实际运行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

可能会和现有的公诉制度存在一些不兼容问题。因此，在企

业组织运行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提升自身应

对不同类型法律制度和监管程序的能力，在合法经营的基础

上不断促进企业组织运行发展过程中平稳性水平的提升。除

此之外，当前阶段国有企业运行发展过程中，要想有效推进

自身的合规体系建设，还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得到行政机关的

支持，在不断提升企业组织运行合法化基础的前提下，实现

与不同监管程序的有效对接 [2]。

3 现阶段中国国有企业合规不起诉发展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合规不起诉发展分析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

复杂性，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分析和探索。

3.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前阶段国有企业运行发

展过程中有效衔接不同类型法律制度的另一重要研究方面。

在当前阶段检察机关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对涉案的相关国有

企业进行认罪认罚适用条件的分析，在整体工作开展过程

中，不仅仅需要通过多种方式使得涉案国有企业自愿认罪，

同时还需要在接受刑事处罚的基础上，实现一些特殊程序的

处理。在当前阶段合规不起诉制度规划工作开展过程中，企

业组织不仅仅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履行一定的考察期义务，同

时还需要在提升自身运行合法化的基础上，不断建设更加高

水平的合规管理体系。

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建立自身的合规管理体系需要

一定的时间，因此在整体工作开展过程中，检察机关会设置

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考察期限，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组织可以

在不断完善自身发展规划的同时，有效履行相应的管理义

务，建设更加科学合理的合规管理机制。

3.2 刑事和解程序
国有企业的犯罪行为可能会对不同类型社会主体产生经

济损失，因此，在当前阶段刑事和解程序不断完善过程中，

检察机关还需要将整体赔偿工作作为合规不起诉的重要前

提条件之一 [2]。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进行分析，要想有效提升

检察机关的工作有效性程度，不断改善整体合规不起诉制度

的运行能力，还需要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

适用条件，在不断促进国有企业有效履行相应赔偿义务的同

时，使得整体合规管理协议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执行。在后

续监管程序不断完善过程中，企业组织不仅仅需要通过多种

方式履行自身的赔偿义务，同时，还需要在考察期结束之前

将整体赔偿情况作为是否提起公诉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4 实践过程中的第三方合规监管
具体来说，国有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

为了促进企业的依法正常合规经营，不起诉的前提是涉案的

企业合规承诺的落实效果。那么如何评价企业的落实合规承

诺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通过第三方合规监测制度可

以对具体效果进行相关的考察工作，中国各地方检察机关在

企业合规试点工作中应该十分重视合规监管制度的构建，并

且充分发挥其能动性。现阶段根据监管主体的不同，可以分

为三种模式。

4.1 独立监管员的监管模式
独立监管员在有的试点地方被称为独立监控人或者合规

监督员。该模式是指在检察机关决定启动合规建设程序以

后，要求涉案企业聘请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和人员协助并且监

督相关的工作进行合规制度建设，一般来说，所聘请的第三

方组织包括律师、会计师、税务师等专门的工作人员，这部

分人员既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而且还对企业的运营有着一

定的涉猎。在考察期结束以后，相关的考察人员要对该国有

企业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报告 [3]。

4.2 行政机关监管模式
该模式是指检察机关在决定对某一涉案国有企业启动合

规监管程序以后，委托有关政府部门成立相关的小组作为监

管主体，对涉案的企业的合规制度进行相应的监督考察，在

考察期间该小组内的人员要保持密切的交流，掌握国有企业

合规建设的具体情况。在监管期结束以后，由各个人员进行

协商，在综合全案的具体情况，对是否提起诉讼进行决定。

4.3 企业合规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监督下的第三方

监管员监督模式
该模式在中国上海地区得到了有效地实行，在该模式下，

联合了社会上多种机构，比如说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

三方监管人对企业的合规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相关的直接监

督和指导，并且定期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由监督管理委员

会进行审查。

5 结语
在国有企业运行发展和中国司法制度不断完善过程中，

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提升不同类型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运行

能力以及适用程度。当前阶段国有企业运行发展过程中，需

要通过多种方式提升自身建立合规发展程序的能力，使得合

规不起诉制度得到更加有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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