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二十期 

中资企业对外基建投资经营的政治风险及其管理 

2017 年 11 月 11 日下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十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厅

成功举办。来自中联部、国家海洋局、北京市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进出口银行、

光大集团、中国 APEC发展理事会、保利集团、北方国际地产有限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新华社国际部、北京爱科维特语言服务公司、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院友及部

分在校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教授，沙龙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

理研究员龚婷院友主持。 



 

  沙龙一开始，查老师首先回忆起最初接触这一研究领域时的一些往事。回国之初，査老

师就一直在思考从事“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应该给社会提供什么知识服务，在大历史、宏

观理论与“细枝末节”之间应该怎样取舍把握。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査老师在帮助商务部进

行援外项目的研究时，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和实地考察，渐渐地对于援外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感

性的认识，并开始深入思考中资企业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在査老师看来，思考中资企业

对外投资挑战的第一个落脚点，应当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一带一路倡议全面铺开

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遭遇很多问题之后，我们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不

能仅仅停留在宏观政策层面。中资企业在外投资，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环境、文化、技术

水平等等，其他的国家同样也在做反向尽职调查（也就是在详尽了解的基础上判断一家中资



事情，别国的竞争同行、媒体乃至学术界既赞赏、又嫉妒，因此我们要有在分辨是非的能力，

要自信。 

  査老师指出，中资企业在海外真正的竞争，实际上是在规则层面。规则有硬性的也有软

性的，一些中资企业在国外碰壁，实际上是因为违反了当地软性的规则。但是跨国经营规则

这枚硬币的另一方面是要保护我们自己。具体而言，可以分经营规则和人员管理两大方面规

则。以人员管理规则为例，中资企业去海外投资，一方面要做好人员的管理工作，但是另一

方面也要保护好这些人的权利。目前来看，“一带一路”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中外在规

则上的差异及执行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中外司法协议的执行也很有问题，因此在制度完善方

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也应当认识到，“一带一路”是跟对方的社会打交道，不是

只跟政府打交道，因此要特别注重合作中的规则问题。除此之外，管财管物的规则也非常重

要；需要事前就尽可能详尽地域投资地的管理部门对好表。总结起来一句话：规则才是竞争

的力量，重点是要保护好自己，包括自己的名誉。 



 

  査老师认为 “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中国的发展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中国的发展

模式与路径，从某种角度而言是“亚洲模式”的延续，从最初的资源产业开始，到加工业的

发展，出口终端产品换取硬通货，然后购买原料进行再加工。但是现在欧美国家在当前的经

济形势下，吸收这些终端产品的意愿在不断下降，面对这种情况，终端产品往哪里输出是我

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是否参与到“一带一路”当中，目前来



看美国既不会参与其中，也不会加以阻拦，在制度层面，我们的“一带一路”和美国的政策

是平行的。但是在拉美等地区，如果能够与美国的企业有所合作，中国的企业可能可以少走

很多弯路，毕竟，美国在 2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在拉美地区推行过类似我们今天的一带

一路的项目。 

  讨论环节，在场的院友们纷纷从个人的工作经历出发，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

的看法。具有丰富海外工作经验的院友指出，中资企业在国外的投资经营是成就与问题并存

的。一方面，有很多中资企业凭借正确的经营战略、行业间联动的经营方式，在国外取得了

良好的成绩与口碑。但另一方面，参与海外投资的民营企业存在鱼龙混杂的现象，政府在对

这部分企业进行管理和服务的时候，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此外，也有院友提出在走出去的

过程中，“文化走出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中，大家对于

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