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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合规体系建设已纳入各央企重点工作，《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把“企业章程、规章制度”

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及其员工履职行为必须符合的内容。企业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的“法”，企业自

身及员工的一切行为都应在此框架约束下开展，企业合规管理离不开科学有效的规章制度作保障，缺失

制度建设的合规管理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章从合规管理的角度探究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以

及科学合理的建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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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liance system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key work of cen-
tral enterprises. The “Compliance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Central Enterprises” regard “enter-
prise charters a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the content that must be met by enterprise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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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behavior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 behavior. Enterpris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re the “law” 
within the enterprise. All behaviors of the enterprise itself and its employe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is framework. Enterprise compliance management cannot be sepa-
rated from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a guarantee. Compliance management 
without system construction is like a passive water and a tree without roo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of enterpris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me-
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i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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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强企业合规管理已成为国际广泛共识，世界一流企业大都建立了自上而下较为完整的合规管理体

系，中央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更要加强合规管理工作，为促进依法治企、深

化依法治国助力[1]。合规管理工作既要求企业建成一套科学完整的规章制度，更要求以此为前提。一套

高效严密、统一协调的制度体系，常态化的执行监督，自我更新的良性循环，是促进企业守法依规经营，

建立合规企业文化、培育合规意识的重要保障。 

2. 合规管理的重要意义 

2.1. 合规管理进一步深化法治央企建设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这是国务院国资委于 2015
年 12 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以后再次发文要求深化法治央企建设，《意见》要求 2025
年中央企业基本建立全面覆盖、有效运行的合规管理体系[2]。2022 年 10 月，《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正

式实施，作为国有企业依法治企和开展合规管理的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要求，内容更全、要求更

高、措施更实。在此背景下，推进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工作尤为重要，是深化法治央企建设的必然要求。 

2.2. 合规管理帮助企业应对复杂多变内外部环境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发展，我国很多企业不断参与到全球市场竞争中，

然而许多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因违规操作受到制裁的现象频频发生，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另一方面反映出很多企业合规意识的不足[3]。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合规管理工作成效如何，已经成

为各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成败的关键所在。与国际大型公司相比，我国企业在合规管理方面的发展较为

落后，缺乏统一的规划、完善的管理体系以及有效的实施措施，使得合规管理的效果受到了限制。只有

不断加强合规管理建设，积极应对合规风险，不断提升合规管理水平，才能应对不同环境、不同市场带

来的各项挑战，才能在大国博弈之间屹立不倒。 

2.3. 合规管理促进企业合法合规高质量发展 

管理的规则与准则被视为公司运作的底限与边界，同时也是公司经营的必备条件。加强合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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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该清晰界定相关主体职责，加强企业制度建设，规范合规管理流程，逐步建立切合实际、行之有

效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流程，对于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因不合法不合规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引导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重要意义。企业应把合规从“被动行为”转变为“主动性为”，作为重要部分纳

入企业战略规划。 

3. 从合规管理角度看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企业合规是企业依法依规经营的一种自我治理方式，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维护公共秩序

与经济秩序、防范合规风险与维护交易安全、提高企业商业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企业规章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企业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央

企业合规管理办法》把“企业章程、规章制度”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及其员工履职行为必须符合的内

容，由此可见规章制度是企业管理的基石，也是企业合规建设的重要之“规”。 
制度建设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规章制度应与企业发展实际匹配，科学系统的制度体系是全面依

法治企的重要措施、是落实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力举措、是企业合规体系建设的基石。制度的生命力在于

执行，否则形同虚设，然而现今依然存在的“重立法，轻执行”的制度管理状况已无法满足先进企业的

合规管理要求，只有强化执行监督，才能确保制度要求落实到位，才能保证制度体系根据企业内外部环

境不断更新迭代，才能促进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真正合规。 
基于合规管理与企业制度建设的内在联系，以制度建设作为切入点，做好顶层设计、优化制度体系、

规范制度流程、强化刚性执行，对降低合规风险，提升合规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4]。 

4. 企业制度建设方法探究 

4.1. 企业制度建设 

《关于进一步深化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要求明确法务管理机构归口管理职责，健全规章制度制定、

执行、评估、改进等工作机制，加强法律审核把关，强化对制度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根据适用范围、重

要程度、管理幅度等，构建分层分类的制度框架，确保结构清晰、内容完整，相互衔接、有效协同，切

实提高科学性和系统性。定期开展制度梳理，编制立改废计划，完善重点改革任务配套制度，及时修订

重要领域管理规范，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对规章制度的宣贯培训，定期对执行情况开展监督

检查和综合评价，增强制度刚性约束，推动制度有效落实。 
企业制度是由多个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在空间和时间上层次分明，排列有序，每个制度都有属

于自己的位置，发挥特定效力。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框架体系是推动企业遵循法律、遵从市场准则、避

免法律风险的关键，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尽管国务院国资委已在《关于深入推行法治央企的意见》

作出相应的要去，但是一些企业的制度体系仍存在缺乏统一性、创新性、不符实际、执行不到位等诸多

问题，从而影响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科学合理的企业制度建设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5]。 

4.1.1. 建立制度管理组织机构 
企业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推进制度建设从全面梳理、确定框架到体系落地的全过程管理，

必须要有完善的组织体系去推动与制度建设相关的各责任主体执行工作，以作为建设过程中的组织保障。

为了更好地推进制度建设，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领导机构，成立专门小组来负责规章制度的管理，

清晰界定各级领导主要职责，从而形成协调统一的工作网络[6]。 

4.1.2. 现状评估 
评价现有制度体系的基本运行情况，评估现有制度体系与管理实际的契合程度，是制度体系建设的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11175


党铮 
 

 

DOI: 10.12677/mm.2023.1311175 1408 现代管理 
 

初始步骤。一般企业的制度建设都不是从零开始，旧有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但是由于内

外部环境的变化，旧有制度体系与企业实际运行与管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已不能指导与规范企业

的实际工作。企业应对标最新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上级最新管理要求并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查找

现有规章制度体系存在的不符合，确保制度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同时应查找制度之间不协调、不配套、

不衔接现象，各部门在制定本领域制度时，往往忽视与其他部门制度的关联关系，导致制度之间出现矛

盾的现象。 

4.1.3. 确定制度体系框架 
制度体系框架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坚持战略导向。企业的制度架构规划不是基于企业现状，

而是基于企业的发展和未来，企业的制度应该能够满足并支撑企业未来 3~5 年的战略发展要求。因此，

在规划设计制度框架时，要以企业总体发展战略为依据，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合理地进行制度框架规划

与设计。按照“系统、科学、分级、分类”原则，以公司章程为基础，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要求，研究建立系统科学的制度体系框架。可以根据企业管理习惯或审批权限在纵向将制度体

系划分不同等级；根据管理维度或管理要素在横向将制度体系规划不同类别，这样便于企业管理、维护、

升级制度体系。通俗地理解，制度分类可以理解为专业分工、精细化的需要，而分级则是管理幅度的需

要。制度体系不是单个制度的简单堆积组合，制度与制度之间应该建立起相互联系，通过这种相互联系，

确定上位制度与下位制度，能够确保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至于产生冲突。 

4.1.4. 征求意见和建议 
广泛征求执行部门和基层员工意见建议，不走过场、不走形式，精准征求范围，重视征求对象提出

的意见建议，将有效的意见建议收集、分类、汇总，应用到制度建设中去。 

4.1.5. 对制度进行查漏补缺 
有序推进制度“废改立留”。在全面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对公司存续制度在数量上“瘦身”，在质

量上“健体”：一是对有效、必要的制度保留；二是对已失效、无实际意义的冗余制度废止；三是对重

复、交叉、互相覆盖的制度合并“同类项”；四是针对监管要求和管理空白，研究制定新制度。 

4.2. 制度执行监督及评价 

制度作为企业内部的“法律”是需要全体员工遵循的基本规则，印刷成册的制度汇编不应被束之高

阁。部分企业在制度执行过程中缺乏监督，制度执行存在不执行、不规范执行等问题，导致规章制度与

实际工作“两张皮”。企业制度建立并正式发布后，应及时开展宣贯培训，执行监督及考核评价，让制

度真正落实到位[7]。 
高度重视宣贯工作，避免企业员工因对制度的不清晰、不理解导致对制度执行产生负面理解。企业

应有针对性地开展规章制度宣贯培训，并保证培训的覆盖性满足制度执行需求；建立规章制度信息化平

台，将制度分门别类归集，为全体员工提供快速查询和学习平台。 
为确保制度执行监督有效性，必须采取三道措施来加以监督：首先，制度执行部门必须强化内在监

督，建立健全日常性的监督机制，制度归口管理部门应定期调研并总结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促

进制度持续完善；其次，各制度制定部门应建立定期监督检查机制，解答制度执行部门的疑惑、收集整

理制度执行中的各类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制度废改立留计划；最后，制度归口管理部门应强化对重

点领域和重点部门的定期监督检查，掌握企业制度整体执行情况，适时评价和动态调整。 
建立制度评价机制，企业制度建设是一个完善、自评、再次完善的无限循环的过程，即应遵循 PDCA 

(计划–执行–检查–改进)原则，不断更新、优化。制度整体在运行 1 年后，组织领导机构应对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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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进行后评估，提出持续完善制度的建议，形成《制度后评估报告》。 

5. 结语 

通过完善企业制度建设，加强执行力，有效地预测并控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从而推动合规管理工作，是构筑良好合规环境的关键所在[8]。良好的企业规章制度以及规范的制度执行

有助于企业规范运营、提高管理效率、建立合规意识及合规文化，极大降低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各类风

险。科学有效的企业制度就像一块坚固的基石，只有打牢基础，才能构筑一座安全稳固的大厦，促进合

规管理，有效防范风险，确保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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