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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9_A3_8E_E9_c67_468954.htm 企业与风险、法律风

险的关系 一 般而言，企业是指以赢利为目的的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是风险的

集合体，其与风险是如影随形、须臾不离的。从企业产 生、

经营到消亡过程的角度来看，其每一个环节都具有风险，如

在企业申请注册成立时即存在着申请主体是否合法、经营行

业是否得到批准、注册资金来源是否合 法、应当披露的信息

是否进行披露等成立风险；在存续经营中存在着财务、投资

、合同、侵权等各式各样的经营风险；在依章程终止、破产

、托管、撤销上存在着财 产以及个人责任等方面的终止风险

。从企业的目的来看，在一定范围内，企业的经营利益与风

险往往呈正相关关系，即风险越大收益越高。企业的本性是

追逐利润， 因此，经营风险业务、与风险共舞成为企业和企

业家不可或缺的选择。由此可以看出，企业与风险是矛盾的

统一体，无数个风险的建立和存在组成了企业这一经营实 体

，企业又由无数个现存或者未来的风险所构建。企业的成败

，实际上取决于控制、驾驭、运用风险的能力。 综观与企业

共存的各种风险，其最终的落脚点，或者说最终的体现必然

表现为法律风险。从宏观上看，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单元，企业必须 按照经济法治的结构和

框架进行运作，否则就没有与其他企业和民事主体进行经济

交往的环境和平台。从微观上看，企业的任何活动所产生的

风险后果均体现在法律 风险的形成尤其是法律责任的承担上



。比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设立中，因为募集资本未达到公司

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限额，就需承担设立不能及退还已募集

资本并加 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等风险。在企业经营中，由投

资、合同、财务、侵权等经营活动造成的风险，如果使企业

无以为继，必将带来重组、解散、破产、清算等法律风 险后

果。因此，企业与风险的关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企业与法

律风险的关系，企业风险管理与控制的最重要方面就是企业

法律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企业法律风险的定义、特点及定位 

企业法律风险，是指企业从产生、存续到终结的过程中，由

各种违法或者合法的作为亦或不作为所导致的，与其所期望

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不利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对以上定义的

分析，即构成以下对企业法律风险特点的归纳。 首先，企业

法律风险具有所有风险的基本特征可能性，或者称为或然性

。一定发生或者一定不发生的任何不利法律后果均非法律风

险。企业法律风险管理、防范及与此相关法律顾问等工作，

都是力图将上述可能性尽可能地降低。 其次，导致企业法律

风险的因素，即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导致法律后果与责

任的因素，同样不仅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比如电力企业

高压电线的致害事件，哪怕该企业没有任何主动的行为，除

受害人故意之外，任何事由均不可免责。因此，不作为同样

招致法律风险。 第三，企业法律风险不仅仅是违法风险，合

法行为也同样存在法律风险。违法产生风险，这是一般的、

通常的理解，但不容忽视的是合法行为产生的风险。比如在

合同 的签订和履行中，遭受损失的往往是善意订约及履约者

，合法、善意订约及履约者受到的伤害往往大于非法、恶意

订约及履约者。合法行为是一般企业的常态，由是 观之，企



业合法行为的风险甚至大于违法行为产生的风险。因此，在

对风险进行管理、防范时，不能仅仅把目光落在违法事项和

行为上，对合法事项和合法经营可能 产生的风险应当给予同

样的重视。 企业与风险是相伴相生的，因此，企业完整的法

律风险管理和防范工作包括事前的防范、事中的控制和事后

的救济。国务院国资委在《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

明确要求：以事前防范法律风险和事中控制为主、事后法律

补救为辅。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一般工作流程 1.对企业法律风

险点进行系统识别。 根据企业的经营行业和特点，运用包括

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在内的多种调研方式，借助多种统计

分析工具及技术，对企业上述几类重点法律风险进行调查研

究，逐一 找出风险点所在。调研对象包括企业与上述几方面

法律风险相关的各部门、重要分公司、子公司等，尽量不留

法律风险死角。这种识别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根据企业 具体

情况，对相对独立的、大的风险类别进行确定；二是对于类

风险下的众多具体风险进行识别查找。 针对企业的具体情况

进行调研查找，将可能的风险点一一列出，是有效进行法律

风险防范的基础和前提。 2.对识别出的法律风险分门别类进

行统计、分析、归纳，列明所涉及主体、相关法规、后果责

任及控制措施和防范对策等。 首 先，按照上述几大类重点法

律风险的性质和类别，将每一个风险点编制不同类别下的风

险代码。其次，按照类别及代码编号，逐点分析评介每一个

法律风险点的引发 行为、涉及主体、相关法规、后果责任及

控制措施和防范对策等，并据此编制《法律风险防范手册》

，使相关法律风险从主体、后果到应对措施和防范对策一目

了 然。第三，根据法律风险的调研分析及编制《法律风险防



范手册》情况，将每类法律风险进行归纳总结，分别写成《

××××法律风险与防范研究报告》，报告对该 类风险整体

或其中重点风险点进行综述，提出将本类风险防范措施落实

到业务管理流程之中的工作方法和行动方案。第四，根据对

几大类重点法律风险点的分析归 纳，统一制作《法律风险防

范手册》，并配备目录和索引，与相关部门、岗位或者人员

相对应，并印发给相关部门和人员，便于实际工作中查找使

用。第五，撰写总 的《××××公司相关法律风险与防范研

究报告》，主要内容为对某类风险整体进行综述，并将重点

风险点进行重点分析，提出将本类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到业务

管理 流程之中的工作方法和行动方案。 制作、印发《法律风

险防范手册》并撰写分项及总体《法律风险与防范研究报告

》，标志着企业相关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在基础和制度层面上

初步建立。 建立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动态跟踪和应用机制 首先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企业生产经营变化情况，对企

业风险防范手册进行及时的补充、完善。如，涉及重大法律

修订和企业变更、经营变化等情况，应当进行专门研究，制

定新的对策。 其次，保障法律风险管理和防范措施在企业的

生产经营中得到应用。要确保以下目标的实现：第一，贯彻

到决策机制上。企业管理者像管理其他企业事务一样管理企

业 法律风险，是成功防范和控制企业风险的关键。这并不意

味着企业领导都要成为法律专家，而是要求将其纳入决策视

野，作为决策机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第二，体 现在工作流

程中。将风险管理和控制纳入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及每一个具

体工作过程的始终。第三，约束在管理制度下。建立健全各

项管理制度，靠制度实现风险防范 机制的有效运转。第四，



落实到责任承担上。仅靠道德是不够的，只有追究法律责任

，才能真正避免法律风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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