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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7年 9月 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

举措。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意见》的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现通知如

下。

　　一、深刻认识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重大意义。企业家是经济活动

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为积累

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为企业家创新

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对于增强企业家人身及财产财富安全感，稳定社会预期

，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充分发挥企业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二、依法保护企业家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严格执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坚

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对企业家在生产、经营

、融资活动中的创新创业行为，只要不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不得以犯罪论处。

严格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防止随意扩大适用。对于在合同签订

、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民事争议，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符合犯罪构成的，不得

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为

违法所得的，不得判决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严格区分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

财产，在处理企业犯罪时不得牵连企业家个人合法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

　　三、依法保护诚实守信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妥善认定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合同

效力，对有关政府违反承诺，特别是仅因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违约、

毁约的，依法支持企业的合理诉求。妥善审理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引发的

民商事、行政纠纷案件，对于确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导致当事人签订的民

商事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支持当事人解除合同的请求。对于当事人请求返还已

经支付的国有土体使用权出让金、投资款、租金或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法



予以支持。对企业家财产被征收征用的，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公平合理的补

偿。

　　四、依法保护企业家的知识产权。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规

则，着力破解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

案件审判三合一，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建立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

为指引，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赔偿

标准。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着力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侵权成本低、

企业家维权成本高的问题。坚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促进企业生存发展并

重的原则，依法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

　　五、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自主经营权。加强金融审判工作，促进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对商业银行、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以不合理收费变相收取

高息的，参照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处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强破产案件审理，

对于暂时经营困难但是适应市场需要具有发展潜力和经营价值的企业，综合运用

重整、和解等手段，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企业转型升级。对违法违规向企

业收费或者以各种监督检查的名义非法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依法予以纠正。

严格依法采取财产保全、行为保全等强制措施，防止当事人恶意利用保全手段，

侵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暂时周转困难、尚有经营发展前景的负债企业，

慎用冻结、划拨流动资金等手段。加强对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的审查力度，对于

恶意利用诉讼打击竞争企业，破坏企业家信誉的，要区分情况依法处理。

六、努力实现企业家的胜诉权益。综合运用各种强制执行措施，加快企业债权实

现。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力度，推动完善让失信主体“一处失信、处

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同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对已

经履行生效裁判文书义务或者申请人滥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要及时恢复企业

家信用。对经营失败无偿债能力但无故意规避执行情形的企业家，要及时从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

　　七、切实纠正涉企业家产权冤错案件。进一步加大涉企业家产权冤错案件的



甄别纠正工作力度，对于涉企业家产权错案冤案，要依法及时再审，尽快纠正。

准确适用国家赔偿法，及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公正高效审理涉及企业家的国家

赔偿案件，加大赔偿决定执行力度，依法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八、不断完善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司法政策。进一步加快“智慧法院”建

设，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深入调研涉企业家案件的审判执行疑难问题，及时总结

审判经验，健全裁判规则。加大制定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工作力度，统一

司法尺度和裁判标准。在制定有关司法政策、司法解释过程中要充分听取企业家

的意见、建议。

　　九、推动形成依法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通过公开开

庭等生动直观的形式，大力宣传党和国家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弘扬优秀

企业家精神的方针政策。持续强化以案释法工作，及时公布一批依法保护企业家

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和好做法、好经验，推动形成企业家健康成长良好法治环境

和社会氛围。

　　十、增强企业家依法维护权益、依法经营的意识。加大对企业家的法治宣传

和培训力度，提高企业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依法打击破坏市

场秩序、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积极引导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遵纪守法、诚实

守信、公平竞争、恪尽责任，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切实将依法保障企业家合法

权益的工作落到实处。在审判执行工作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的，请及时层报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 12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