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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培养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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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着“一带一路”项目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范围的扩大，我国工程企业在海外经营中所面临

的法律风险及挑战日趋复杂。其中，合同法律人才的匮乏也成为工程项目成功实施的重要瓶颈。

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一带一路”经济贸易交往与合作涉及的法律环境及企业法律

风险管理现状，分析了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的素质要求及当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探

究“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的培养机制，以提高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水平，

助力企业应对复杂多变的跨国法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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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volved in the "the Belt and Road" project, 

the legal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in overseas operation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Among them, the shortage of contract legal talents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bottleneck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study combed the 

legal environment involved in the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status 

quo of corporate legal risk management, analyzed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tract 

legal personnel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raining mode, and accordingly explored the training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tract legal personnel und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tract legal personnel and help enterprises cope with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multinational leg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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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ﾠ 引言
我国对外投资和工程承包业务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近年来发展迅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务部“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的相关数据显

示，2024年1月至8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非金融直接投资达1458.8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加了3.9%。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8763.7亿
元人民币，增长20.8%；完成营业额5581.4亿元人

民币，增长5.4%。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评估，预



第 3卷第 3期 

2025年 3月  

 Volume 3, Issue 3
March, 2025

·12·  https://cn.sgsci.org/ 

计到2030年，“一带一路”经济框架将会使全球实

际经济收益增长率达0.7%，将全球贸易总成本降低

1.1%~2.2%。

随着“一带一路”项目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范

围的扩大，工程企业在海外经营中所面临的法律层

面的挑战日趋复杂，法律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已经

成为决定企业海外投资、工程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素，对于法律意识尚在提升中的中国企业而言，

面对的以东道国法律制度及司法环境、合同签订履

约、争议解决等法律要素为特性的风险十分突出。

而与此同时合同法律人才的匮乏也成为项目成功实

施的重要瓶颈。因此，培养具有国际化素养的国际

工程合同法律人才，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

展是高水平建筑类大学的责任与担当。

2ﾠ “一带一路”国际工程的法律环境

“一带一路”贯穿亚非欧大陆，共建国家和地

区涉及不同的法律体系，加之政治、经济、历史、

文化、宗教等方面因素的影响[1]，“一带一路”沿

线商事交易法治环境复杂多变。

根据区域环境看，现在国际投资还没有形成多

边统一规则。各国参与的双边投资协定、区域投资

安排以及多边投资规则形成了复杂体系。这必然引

起大量的法律冲突，带来投资结果的不确定性。这

些复杂性、不确定性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投资者

的投资行为、经营活动及投资利益产生很多影响。

从各国关系看，由于“一带一路”各国的法律

体系特点不同，经贸投资规则也不尽相同，投资者

需要了解和甄别各国的经贸投资法规[2]。从各国国

内法治环境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法治体系，

除极少数国家外，执法环境参差不齐，个别国家

法治环境较差，运行主体信用堪忧。“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多采用国内和国际双轨模式，不同于发达

国家普遍实行高度自由化、便利化的投资规则[2]
，也不同于给予外资国民同等待遇这一基本原则。

比如，尼泊尔制定了调整外资的专门法律《外资与

技术转移法》，政府也制定了专门的《外国投资政

策》。这些特别法规和政策都规定了东道国国民和

外国投资者享受的待遇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从投资

者享受的投资待遇、投资保障到投资救济等各个方

面；而东道国在安全审查的外衣下对外资实施的监

管，更多的是基于本国利益考虑的投资保护主义。

比如，投资市场存在准入范围限制和歧视性待遇，

司法公正程度不高，投资者在投资纠纷一方为东道

国政府时，难以利用所在国国内救济途径为其主张

权利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国政府内部都存在。

从工程项目所在国的法律环境来看，一国内

部的投资规则亦存在分散于多部法律法规之中，条

款相对繁杂等现象，这必然导致投资者要消耗极多

的时间与资金成本进行投资前的法律尽职调查。加

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法治透明度比较低，外国

投资者难以对复杂的投资法治环境做出一些准确的

判断[2]，投资者利益很有可能无法得到充分、及

时、有效的救济和保障。

已有研究从多个方面识别总结了 “一带一路”

国际工程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其中法律变动及冲突

风险对企业项目投资和运营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

是环境规制风险、争端解决机制风险、税收风险、

市场准入风险、知识产权风险、劳务风险、国有化

风险、土地使用风险等，这些风险具体包括的内容

如图1所示。

 

图1.图1.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法律风险

3ﾠ “一带一路”国际工程企业法律风
险管理现状

具备过硬专业能力的高层次法律人才是企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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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对法律风险的基本保障。然而，在开拓国际市

场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企业自身往往不具备专业涉

外法律人才队伍，无法满足企业需求。国际市场相

较于国内市场，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企业

面临的法律风险挑战更为严峻。我国企业在涉外交

易中，难以避免与对方的企业或政府部门签订诸多

符合当地监管要求和法律规则的合同或协议，而企

业内部的法务团队由于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熟悉可

能导致不必要的语义曲解，进而引发连带的经济损

失。优秀的涉外法律人才应该具有国际视野，对于

国际经贸规则，特别是多双边协定情况也要有准确

的理解和把握，才能处理复杂的跨境案件。相较于

企业日益增长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专业涉外法律

人才存在缺口大，数量少等问题。

据司法部统计，目前30万中国律师中，真正

能够熟练做国际法律服务业务的，全国约3000人，

占整个律师队伍1%，剩余99%只能将国内法律业务

作为主要服务手段。部分企业往往忽视专业涉外法

律人才队伍建设与培养，企业法务团队处理涉外业

务普遍经验不足。总体上看，企业在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中应对法律风险的管理能力不足，人才储

备十分匮乏。

4ﾠ 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的素质要求
4.1ﾠ 理解“一带一路”项目的制度环境

“一带一路”国际工程项目所在国的制度环境

与我国制度环境有所差异，同时不同的目标国家或

地区之间制度环境也具有差异性。沿线国家和民族

地区的政治状况和法治状况错综复杂，不同的国家

针对外国投资和经营的政策和法律不同，在环境保

护、劳工、税务以及行业限制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存

在差异。除法律和政策外，“一带一路”国际工程

项目还涉及到相关国际公约、行业国际惯例等。相

关政策与法律还经常因外部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

而不断调整改变。因此，从业人员需理解“一带一

路”项目所涉及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差异。

4.2ﾠ 识别“一带一路”项目的合同法律风险

当前国际工程项目已发展出施工、设计施工总承

包、F+EPC、投建营一体化等复杂多样的建设模式。

国际工程承包商的角色范围不断扩大[3]。国际工程承

包商不但需要关注建设期的风险，也需要关注投资和

运营方面的风险。由于对法律风险的防范不利，部分

国际工程项目出现亏损的情况，这对于企业未来在境

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在此背景下，从业人员

需要把控国际工程项目主要的法律风险点，并掌握工

程项目全寿命周期的风险防控措施。

4.3ﾠ 培养跨文化交流与沟通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向沿线国家发出的

重要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沿线国家的

积极响应[4]。在面对合同法律风险的谈判及争议解

决等问题时，从业人员不但需要扎实的合同法律知

识，还需要具备跨文化交流与沟通能力[5]。实践证

明，跨文化交流能力越强，就越能在对外交流中增

信释疑，起到促进交流、增强合作意愿的作用，为

化解合同法律风险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

5ﾠ 当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5.1ﾠ 课程体系不能满足知识结构的要求

按照培养目标的要求，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

才应建立“一带一路”项目的制度环境、“一带一

路”项目主要的合同法律风险点、争议解决的方式

等知识体系，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以及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应熟悉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的

基本模式、惯例和方法。而目前我国的工程管理人

才教育或侧重工程技术，或侧重经济管理，尚未实

现多学科知识融合。目前开设国际工程相关课程

的院校较少，已开设的国际工程相关课程主要有《

国际工程管理》《国际工程合同》《国际工程投标

报价》等。这些课程对主要集中在FIDIC合同条件

的讲解，所涉及的法律惯例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

国家，法律课程在“一带一路”法律外交沿线国家

的开设得比较少，也缺少介绍沿线国家的经济、政

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内容的相关课程设置[6]。

5.2ﾠ 教材编写欠缺实务性

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不仅要掌握合同法律知

识，还要能将专业知识转化运用到项目管理的实务

中；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制度各不太相同，

法律法规数量非常繁多，只能根据具体国家情况具

体咨询。从已有的与国际工程人才培养相关的教材

国海梦：“一带一路”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培养机制探究

Haimeng Guo：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tract Legal Talent Cultiv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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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现状看，双语教材数量比较少，而且涉外案例

教材编写滞后。缺少相应的案例分析研究[6]，难以

将书本上的知识落实到实际的国际工程中。

5.3ﾠ 社会实践资源链接不足

国际工程合同法律的教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由于缺乏与国际工程合同法律实务的接轨，目前

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与市场的需求存

在一定距离，亟须创新连接。“一带一路”国际工

程合同法律人才需要利用社会实践资源提升实践能

力，但高校对社会实践资源整合还没有足够重视[6]
，高校之间缺乏整体资源整合的意识与行动，以及

校院之间缺乏与实务部门的互动和交流。

5.4ﾠ 课程内容未能满足新时代课程思政的
要求

“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要求人才具备全球视

野的世界观，能科学认识复杂多变的世界变局，具

有家国情怀的价值观，能正确看待中国全球发展的

成就和问题，具有服务社会的人生观，能综合运用

所学分析和解决中国全球发展的创新能力。而国际

工程法律人才培养中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结合的不

够紧密，未能实现学生知识与德育的综合达成，使

得学生面对实际法律问题时，难以将国际环境、国

家战略及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企业在海外深陷法律困境问题的解决。

6ﾠ 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培养的对策
6.1ﾠ 优化课程体系

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具有涉

外性和实务性，培养能够服务于“一带一路”项目

的工程合同法律人才，课程体系的设置要综合考

虑知识结构和应具备的能力。紧密对接“一带一

路”项目发展需要，全面打造有机衔接的教育课

程体系。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上要进一步贴合本

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职能定位[7]，既体现和发

挥出高校的优势特色，又该确保培养方案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除了合同法律的相关知识外，还应以国

际能力的培养为目标，增加跨文化交流写作技能，

培养具备专业素养、全球化管理素养和职业化素养

的人才。

6.2ﾠ 加快案例库和教材建设
案例是最鲜活的教材，但目前国际工程项目

合同和法律中的案例教材仍然匮乏。“一带一路”

建设中发生了许多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案

例，应建立案例库，并在编撰教材时将这些典型案

例纳入其中。典型案例设计要符合课程内容，选择

案例要兼顾权威性、实用性、时效性，能系统地让

学生了解“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环境、国际惯例

以及争议解决机制，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

解所学的专业知识，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6.3ﾠ 贯彻协同育人理念

在以往的协同育人机制中，对各方资源的利用

不充分，通常仅停留在学生实习和校外专家讲座的

形式上，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因此需要探索利用

校外教育资源开发和完善本校课程的机制，有效利

用国内外专业群的师资及慕课资源，构建专业群协

同学习平台[8]。高校还可通过采用聘请沿线国家专

家、引智项目等方式建设更为国际化的师资队伍，

在“一带一路”中发挥出人才资源的优势。深入推

进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不仅能提升国际工程合同

法律领域人才的整体职业素养，还能够帮助解决教

材编写、教师业务素质提升等问题。

6.4ﾠ 加强课程思政教育

“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需要各学科教育提高

政治站位、扩大教育格局，以培育书写“全新的世

界史”的人才来重新定位教育使命。合同法律课程

都有自身的知识体系，所蕴含的德育内容也与其他

科目有所差异。要在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了解 “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战略、政策和法律法规，引导学

生深入工程实践、关注国际现实问题[9]，培育学生

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7ﾠ 结语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国际工程

合作项目日益增多，这对合同法律人才的需求也急

剧增加。研究发现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需要理解

制度环境，识别法律风险，培养跨文化交流沟通能

力。然而高校的国际工程合同法律人才的培养在培

养目标定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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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短板，与市场的需求不能完全契合。高校需要

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种优势，以“一带

一路”建设需求做为导向，不断完善、创新人才培

养机制，为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工程提供充足的

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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