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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案合规”促“行业合规”
文/何悦

“立案以来，企业被列入黑名单，一直处在经营低迷期。检察机关的合规考察

制度不仅让企业看到了希望，也保住了数百个员工家庭的‘饭碗’。”2022年国庆节

前夕，营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辰对一家涉案企业进行走访时，企业负责人王先

生激动地说。

 “我们要立足检察职能，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

境’‘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营口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冰表示。

主动介入清理“挂案”

2018年至2019年，辽宁某镁业公司负责人张某和其他镁制品生产加工企业

负责人共计32人，在与吴某某经营的多家“空壳开票公司”没有发生实际运输业务

的情况下，虚增现金流，支付购票“税点”，虚开面额5万元至100万元不等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将税额全部用于抵扣，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000余万元。

辽宁营口检察机关以“‘挂案’清理+企业合规”模式，帮助深陷

“挂案”的32家镁制品企业“松绑”“解绊”，同时针对监管漏洞，

督促行政监管机关和行业协会开展行业整治。“个案合规”促“行业

合规”的模式，帮助企业轻装前行，行业运作更加规范——“检察作

为”探索出为企业发展护航的“营口模式”。

2019年5月，公安机关立案查办吴某

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继而对涉嫌

购票的32家企业负责人进行立案侦查，

并陆续采取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2020

年11月，公安机关将抵扣款全部追缴。

该系列案件未侦查终结，一“挂”就

是3年多。涉案企业员工有900余人，近3

年的年均营业总额为6亿元，年均纳税总

额为5900万元。“挂案”挂的不仅仅是案

件，也是企业的前途命运。

2022年2月，营口地区“侦查监督与

协作配合办公室”挂牌成立，首先把工作

重点放在涉民企“挂案”清理上。检察机

关依托侦监平台，通过调阅台账、查询系

统案卡等形式，查微析疑，发现“挂案”

线索。张某等32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积案引起关注。

2022年8月，营口市检察院与站前区

检察院联动，派员介入该系列案件。他们

引导侦查，完善取证，走访了企业和市场

监督管理局、税务局等行政部门，实地查

看公司经营现状，在充分掌握案件情况

后，与公安机关深入会商，因案施策。

营口大石桥某镁制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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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2年8月末，仅一个月的时间，

32件涉民企积案全部清理完毕，其中13

件由侦查机关撤案，19件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

“患病”企业“司法康复”

被“挂案”的企业或多或少都有些

“症状”，如何“治病救企”？在辽宁省人

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的指导下，营口检察

机关开出企业合规考察的“药方”。

“营口这起案件很有代表性，在以

个案合规推动行业合规方面具有指导意

义。”辽宁省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郑

明玮对办理该案进行了全程全方位的指

导。三级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保障了案

件的快速稳妥办理。

2022年9月，营口市检察院联合站前

区检察院，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涉案企业代表，召开民营企业合规经营座

谈会。

“公司不能发展、不敢发展，我愧对

那些不离不弃的员工。感谢检察机关能

给我们公司一次整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

放下包袱，涅槃重生。”一名企业代表的

发言让在场的其他涉案企业代表感同身

受，大家纷纷主动表达了合规整改意愿。

代表、委员在座谈中高度肯定检察

机关将“挂案”清理与企业合规考察相结

合的做法，认为检察机关通过企业合规，

既给予涉案企业深刻的警示和教育，也为

行业合规经营提供了借鉴，有利于促进企

业的健康发展，使企业“活下来”“留得

住”“经营好”。

“为了民营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检

察机关出台了合规考察制度。在罪行轻微

的案件中，涉案企业如果能认罪认罚，及

时补救，并提出合规整改方案，接受合规

考察，检察机关可依法对其作出合规不起

诉、合规从宽量刑的决定。”营口市政协

委员杨盛辛指出。

本着“不凑数”“真适合”的原则，

营口检察机关派员深入涉案企业实地走

访考察，通过查看涉案企业经营资料、与

企业员工座谈、深入生产一线等方式，全

面了解涉案企业架构、制度建设、经营管

理、产值纳税、就业保险、社会贡献等情

况，预估涉案企业是否符合合规考察条

件，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自愿性、必要

性、可行性进行全面审查，确保企业合规

高标准适用。

检察机关对14家符合条件的涉案企

业启动合规考察程序。因涉案企业集中

在同一地区、同一行业，为使评估取得实

效，检察机关从两级三地第三方评估组

织抽调合适的专家组成评估小组，对涉

案企业开展集中合规考察。

营口检察机关还创新工作思路，针对

人数少、纳税金额小的小微企业采用“简

式合规”考察模式，即由检察机关指导开

展风险自查、修订合规计划、消除经营风

险，为企业节约时间和人力成本，提高司

法工作效率。

规范行业发展

辽宁省大石桥市被誉为“中国镁

都”，是一个“依镁而立、因镁而兴”的资

源型城市，也是世界四大镁矿产地之一，

镁矿开发历史悠久，镁制品行业是该市的

支柱产业。

此次系列案件中的企业均为大石桥

市镁制品企业，生产加工能力和科技创新

能力突出。很多涉案经营者表示，根本不

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反映出该行业

在依法规范经营方面存在盲区。

鉴于同地区、同行业的类案典型意

义重大，营口检察机关依法向营口市镁产

业协会、行政监管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

议镁产业协会督促相关企业建章立制，

带领企业规范发展、合规经营；同时建议

行政监管机关加强镁制品行业监管。

“我们要以司法办案为契机，办理一

案，教育一片，规范行业发展。”营口市检

察院第二检察部负责人姜思雨表示。

检察机关针对涉案企业举办了法治

宣讲会。检察官系统讲解了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罪的认定要件、追诉标准和危害

后果。为避免再犯，检察官还重点向企业

讲解了经营过程中涉及发票的行为，哪些

是合法的，哪些是法律明确禁止的。

参加宣讲会的一名企业负责人感慨

道：“之前不懂法，觉得自己委屈，甚至在

案发之初有过搬迁到其他城市建厂的想

法。通过企业合规改革，听了普法宣讲，

我明白了，企业只有从根本上整顿经营，

做到合规合法，才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

该系列案件考察期满后，营口检察

机关召开公开听证会，全面审查涉案企业

合规完成情况，依法对14名涉案企业人

员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对企业的服务并没有结

束。2023年2月，检察官与市、区两级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来到大石桥市，对合规

整改完毕的涉案企业进行实地回访，深入

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明确下一步服务企业

的方向。

“首先要感谢检察机关，通过合规

考察减轻了我的心理负担，让我有信心

继续搞发展。2022年我们公司产值达

到5000多万元，未来还要建设机械化竖

窑。”企业负责人李某激动地表示。另一

名企业负责人王某表示：“参加上次检察

机关组织的法治宣讲会让我学到很多，知

道了什么是违法的。”

据了解，目前涉案企业经营状况普

遍持续向好，规范化水平明显提升。2022

年，14家相关企业的营业额合计达3.2亿

余元，纳税总额近4000万元，解决就业

3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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