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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99_E3_80_8A_E6_c122_481749.htm 一 1979年，我还在读

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

讼法》颁布实施。那个时候，我就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两部

法律的条文，对法律留下了初步的印象。 1984年7月，做着“

文学梦”的我高中毕业应届参加高考后，第一志愿报考的自

然是中文，第二志愿报考的就是法律。我的高考分数刚好不

够第一自愿的录取线，结果我就被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录取

，从此我便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 学习法律，自然离不开

分析和研读各种案例。大学毕业之后，我自主选择了律师这

一充满挑战的职业。初当律师，虽然年轻，却仍然不得不承

担着为人分忧解愁的重担。尤其是在担任企业法律顾问的时

候，更要设法显得自己见多识广，富有各种知识和经验。为

此，我又不得不时时关注社会上的各种热点问题，关注企业

的经营管理问题以及有关的各类司法案例。 从1994年起，我

先后担任过多家大型企业的专职法律顾问、法律事务部经理

等职务。在这段工作期间，我全面承担着所在企业的法律事

务工作，而且都是在企业总经理的直接领导下对企业总经理

直接负责。于是我不仅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等问题有着直接

的感受和认识，而且也切身感受着企业领导对于法律的观念

和认识。 这段工作期间，我最为明显的感受是，当企业最为

“辉煌”的时候，企业家基本上都几乎没有法律观念，企业

也几乎根本不重视律师的作用。当企业走向衰落的时候，面

对众多的诉讼和纠纷，企业和企业家才不得不重视律师的作



用，但此时，靠律师再大的能耐，往往也无力回天，更无法

使企业再现往日的“辉煌”。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在其

“辉煌灿烂”的时候，成就了很多人发家致富，哪怕这些人

并没有什么文化和素质。而我作为律师，在许多企业最为困

难的时候，顶着各种压力解决了许多法律问题，但最终自己

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只能随着企业的没落而另谋出路。这既

是那些企业的悲哀，也是作为律师的我的悲哀。由此，我不

得不经常地思考，企业和企业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律师？律

师究竟能为企业和企业家做些什么？律师和企业家到底应该

建立起什么样的职业关系？ 这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自己将

来要写一部《总裁的陷阱》这样的一部书，但这些经历和思

考无疑为我写作《总裁的陷阱》打下了良好的和坚实的基础

。 二 早在1991年禹作敏和大邱庄最为“辉煌”的时候，那时

已经有了三年律师工作经验的我就曾想过，禹作敏和大邱庄

应该有自己最好的律师来处理好他们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

甚至此后自己还曾偶尔动过辞职“下海”去大邱庄谋职的念

头。 1993年，当大邱庄禹作敏“出事”的消息报道出来之后

，我为自己曾经有过的某种预感不幸应验感到非常的震惊。

由此，禹作敏这一悲剧案例就深深地记录在了我的脑海里。 

此后，关于牟其中是“首富还是首骗”的争论，关于褚时健

案件所引发的“59岁现象”的讨论，关于红光实业、琼民源

等所引发的上市公司的问题等等，我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我看到许多的经济学家、管理专家、财经记者对于以上人物

和企业的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评价，但却很少看到有从法律方

面来分析这些企业家失败的报道。而我恰恰最为关注的，就

是他们最终到底被认定构成什么犯罪以及法院认定他们的犯



罪事实是什么。 2003年，我从企业出来在深圳注册再次从事

专职律师工作。面对律师行业残酷的竞争压力，我希望自己

在企业近十年的工作经验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于是我主动

收集并整理了众多的知名企业家涉嫌刑事犯罪落马的案例，

以及企业家涉及各种法律事务引起不必要的争端甚至生命危

险的案例，拟作为资料供企业家们参考。然而，在收集过往

的一些案例的同时，不断又有新的案例发生。近年来，每个

月都有数名企业家涉嫌法律问题的案例报道，几乎可以说是

前赴后继，连绵不断。许多大名鼎鼎的企业家，都曾经有过

非常辉煌的时刻。然而，一旦遭遇到法律的审查，他们所有

的辉煌便都化为乌有，而且还将付出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代

价。如此之多的企业家陷入刑事犯罪的泥潭，这不仅是中国

企业家的悲哀，也是中国法律的悲哀。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许多专家、学者都从经营、管理、资金、人才、营销策略等

方面分析这些企业家失败的根源，而在我看来，这些失败或

者落马的企业家最终大多都以步入牢狱为其结局，而其身陷

囹圄无不与法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应该说他们失败

或者落马的最终、最根本的根源都是法律。遗憾的是，媒体

却很少从法律方面来分析这些企业家失败的根源。面对这种

十分突出的企业家涉嫌刑事犯罪的现象，我也很少看到律师

同行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有的律师有着非常中肯的意见和

建议，也往往淹没在众多的经济学家、管理专家的分析与论

证之中，很少为媒体所重视。在看过太多的这样的案例和报

道之后，我总觉得有种言犹未尽的感觉。这种感觉憋闷在胸

中，时时压抑着自己，总想一吐为快。 2005年底，我办理了

一宗所谓“黑道”非法讨债涉嫌诈骗犯罪的案件。办理过这



起案件之后，我想结合本案就有关非法讨债的法律风险给企

业家们提个醒。于是自己就草拟了一份“律师提示”，通过

电子邮件和网络发送给企业界的朋友。该提示发出之后，一

些朋友回复表示了感谢。但总的来说，并未引起太大的重视

。反思之后，我想很可能是这个问题太小，这个提示与企业

家的经营管理关系并不密切。于是我想接着再写一些“律师

提示”这样的文章，并且主要结合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内容

来写。为了使这样的提示性文章通俗易懂，我参照了中央电

视台《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栏目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

来写作，并且主要引用那些众所周知的知名企业家的案例。 

翻开自己所收集的近百例涉及企业家的各类案例，重新整理

归类，很快我就确定了大约二十多个重点提示的内容。在接

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我有时一个星期写上两三篇文章，有

时两三个星期写一篇文章，完全沉浸在企业家的各种法律风

险的案例之中。到2006年4月，《总裁的陷阱》一书便基本成

型了。当写作基本完成之后，回头再翻看自己所写过的文章

，甚至连我自己也感到震惊，近年来竟有如此之多的企业家

前赴后继地身陷囹圄，落马于法律的利剑之下，实在有点蔚

为壮观，也真是前所未有的罕见！ 《总裁的陷阱》一书虽然

完稿了，但由此所引起的有关企业家的法律风险与防范的问

题却再次令我深思。 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企业家不断涌现和成长，媒体和舆论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企

业家明星，社会各界也给予了企业家们很多的关注。 遗憾的

是，对于企业家身边的法律问题，我们的社会所给予的关注

还远远不够。对于专业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律师们来说，即

使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种情



形之下，企业家难免会形成一种对法律以及律师的忽视乃至

轻视的心理。客观上，我国许多企业家对法律的认识还很浅

薄，对律师的重视程度还很低。他们缺乏对法律应有的尊重

，缺乏律师忠言逆耳的必要提示，就很容易犯过于自信、盲

目乐观甚至自以为是的错误，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正

因如此，企业家盛极而衰、乐极生悲的故事仍在不断重复地

上演着。 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家都还没有养成重大决策咨询

律师、进行法律风险评估的习惯。他们思考问题、做出决策

会习惯性地考虑到自己可资利用的各种“关系”以及可能获

得的巨大利益，却往往会忽视法律的规定以及潜在的法律风

险，这就为自己设下了法律的陷阱，埋下了法律风险的伏笔

。 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套用这句话，也可以

说铁打的法律流水的“关系”。由此不难判断，法律和“关

系”对于企业家来说到底哪个更为重要。 企业家经营、管理

企业，自然有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企业家无论在经营上还是

管理上的失败，其最大的代价不过是企业破产。然而，我们

有众多的企业家并没有使得企业破产，却最终使得自己的人

生“破产”。企业家涉嫌刑事犯罪身陷囹圄，这并不完全是

企业家在经营和管理上的失败，而是企业家在法律问题上的

最大失败。企业家在法律问题上的失败要远远大于其在经营

和管理上的失败，其所付出的代价也必然要远远高于企业破

产的代价。这种失败，也是企业家最最承担不起的代价。正

如《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在《总裁的陷阱》序言中所

说的：“企业家都会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会付出常人难以想

象的代价，但是，他们不应该、也付不起--自由的代价，生

命的代价，安全的代价。” 许多企业家，当他最为辉煌的时



候，身边不乏达官贵人相助，律师并不能沾上边。然而，当

他身陷囹圄的时候，那些曾经围绕在身边的达官贵人却唯恐

避之不及，他只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律师的身上。此刻

，即使律师有条件前往看守所会见，也往往有着许多的限制

和无奈。律师即使拼出全身的本领，也大多都很难使得企业

家恢复自由之身。许多落马的企业家直到此时才深刻地体会

到法律的重要，才对律师的作用真正的有所了解。但一切都

为时已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全国政协常委高国才在

《总裁的陷阱》序言中强调，律师是现代企业家不可缺少的

智囊。事实正是如此。律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素质

，一种素养。律师的智慧，是企业家不可忽视的一种智慧。

许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打过交道的国内企业家都知道

，西方企业家无论进行谈判、起草或者签订合同、做出决策

，往往都会咨询律师的法律意见，可见律师早已是西方企业

家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智囊了。 我国走向法治的过程还有

许多的路要走。现在的企业家对权力特别崇拜，与权力的结

合也相当密切。然而权力对于企业家来说却是把双刃剑。它

既可以使企业家上天堂，也可以使企业家下地狱。作为律师

，对于企业家来说，则是企业家的保护者，是企业的防火墙

，而不可能成为企业家的灾星。所以我认为应该呼吁企业家

对律师要保持应有的重视和尊重。这也是我写作该书的动机

和目的之一。 对于律师来说，我国目前可以代理诉讼的律师

很多，但能够协助企业家以及各种当事人进行决策的律师还

很有限。可以说，企业家的频频落马，也对中国律师提出了

严峻的挑战。在向企业家提出18个律师提示的同时，我也希

望我们的律师同行能够向社会、向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各



界人士提出更多的法律提示。只有如此，中国律师才能更好

地融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才能够更多地赢得社会

各界的尊重。 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我们可以引进国外先进

的经营管理理论和理念，但在法律意识和法律实务操作方面

，我们却不可能从国外引进现成的先进的东西来套用。因为

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以及法治环境都是独特的，是不可能

复制其他国家的。因此，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律师之间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科学分工、密切合作的局面的形

成，还有待于中国企业家们和中国律师们共同努力和磨合。 

《总裁的陷阱》集中了笔者18年律师工作以及企业法律事务

工作的智慧。希望拙作能够在揭示企业家经营管理的18个法

律陷阱的同时，也在撮合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律师的良好合作

和互动方面，发挥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王荣利，广

东立国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