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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务与依法治企

摘要：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重要的法律主体，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依法治企显得愈发紧迫。依法治

企不仅是企业运行的基本保障，能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依法治企离不开法务人才。

长期以来，企业法务一直处于边缘化境地，法务职业也并非法科生的首选。只有培养更多具有综合素质的法务人

才，才能满足依法治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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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1日，国家电网公司在京发布了《国家电网
公司法治企业建设白皮书（2016）》。这是中央企业首份以
法治企业建设为主题的白皮书，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依法治
企的热烈讨论。白皮书梳理出国家电网公司依法治企的整体
框架，详细列出了诸如健全全员普法机制、完善依法治理体
系、完善治理结构、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坚持依法运营管
控、推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等举措。可以说，国家电网公司
依法治企取得的成就与法律事务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本文
即意在探讨当前依法治企的重要意义，以及在此背景下吸
引、培养更多企业法务人才的紧迫性。

一、依法治企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
党对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的全面战略部署、总蓝图。十八届四
中全会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
成为我国法治事业上新的里程碑。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将“四个全面”并列提出，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
党。依法治国在我国高层战略中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的法
治进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可以看作是法治中国的起点。1954
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制定和颁布了新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内容。此后，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指导下，中国的法制
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全会认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企业是重要的法律主体。法律的范畴包括主体、客体
和权利义务的内容。一般来讲，主体分为自然人、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可以说，企业是经济类法律中最重要的主体。在
经济法中，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微观规制，法律主体除了国
家（很多时候表现为政府）之外，相对应的绝大部分主体即
为企业。企业是市场的基本细胞，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力
量。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本身即法治的产物。公司是
现代企业的主要类型，产生背景中有着丰富的制度蕴含。公
司法和证券法是当今通行的世界语言；公司运行所倚赖的合
同法、行业法等也已内化和渗透到公司的内部构成和运作机
制之中。

二、依法治企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治企是企业运行的基本保障。首先，企业成立和运

行需要符合企业法、公司法、合同法、行业法等法律法规，
合法是企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以行业法律法规为例，企业从
事的业务是否符合当前法律政策导向、是否属于国家允许和
鼓励的行业、该行业有无相应的财税正向激励或负向惩罚政
策等，都需要谙熟本行业的法律政策。以合同法为例。市场
就意味着交易。可以说，绝大部分市场行为都是交易。交易
就需要合同。这也是企业法律部的基本内容是合规的原因所
在。其次，企业运行需要的财务制度、人事制度、审计制度
等，应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的规范体系来实现。大多小企业没
有法律部，相对应地就是管理混乱，缺乏章法。企业发展到
一定规模，必然需要通过建章立制来实现企业的规范管理。

依法治企也能带来经济效益。时至今日，还有相当数量
的企业管理者认为法律部只是一个点缀。即便提倡、力推依
法治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保住不违法的底线。但
事实上，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已经证明，法治就是生产力。
那么，法治是怎样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呢？首先，依法治企能
够让企业管理者通过了解法律政策的大势知晓行业的长远发
展前景。众所周知，发展战略是影响一家企业生死存亡的大
事。其次，依法治企能够让企业及时觉察企业运行中存在的
法律风险，法律部门针对法律风险提出防范措施，降低成
本，减少损失。最后，提高企业法治程度，能够提高企业的
内部管理水平，转变企业经济利润增长模式，促使企业形成
依法治企的经营模式，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其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依法治企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需求。在国内，依法治
企更多地是促进本国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以全球化视野来
看待依法治企，会发现法律还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一项
重要因素。很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依法治企都有
了更深刻的体会。由于我国长期以来还缺乏最基本的法治理
念，对法律还缺乏敬畏之心，“走出去”之后发现跟当地的
法治环境很难融合。如果是在比我国法治环境更为成熟的国
家，企业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法治框架的构建，包括员工的基
本法治素养、企业内部的法律部人员配置等。尤其是在纠纷
争议处理上，需要企业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巧。和发
达国家企业动辄皆以法律作为经营利器的习惯相比，我国企
业的法治水平还差的很远。

三、依法治企亟需法务人才

不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依法治企，都离不开人去做。
企业实现依法治企，外部环境、企业高层等因素固然重要，
最根本的还是需要有法务人才具体实施。假设外部环境、企
业高层能提供足够好的条件，那么该企业中法律部的法务人
需全面落实高层决定，进而圆满实现依法治企；假设外部环
境、企业高层还未能提供足够好的条件，法务人更需在困境
中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进而为实现依法治企的目标的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