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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ically stated the irresistible trend of localized management under the mode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 group of oil pipelines and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o-
calization. The new practice of localization on the condition of various ongoing projects was in-
structed in terms of position development, system establishment,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shar-
ing and optimizing various resources etc. It provides a new managing mode and sets a practical 
example for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nd improves the company’s international rep-
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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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系统阐述了国际石油管道项目群模式下属地管理的必然趋势，分析了属地管理的利弊关系，并从岗位建设、

体制建设、培训认证、共享并优化资源的角度详细介绍了中国石油管道局在泰国多个、多类项目并进条

件下的属地化管理新实践，既为高效管理国际项目群提供了范本，也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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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石油管道局在泰国坚持“走出去、走进去、融进去”的原则，遵循“凡是能在泰国雇佣的人员

都在泰国雇佣，凡是能在泰国租赁的设备都在泰国租赁，凡是能在泰国采购的物资都在泰国采购，凡是

能在泰国分包的工程都在泰国分包”的项目管理理念，积极推进属地化进程，并在项目群管理实践中不

断探索，取得了一些突破[1]。限于中方人员固定，除了采用共享中方人员，即：一人多岗多项目以外，

还大量聘用高素质的属地员工，探索了一条项目群模式下属地化管理的新途径，有效降低了项目成本，

为全面融入泰国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属地管理趋势 

属地化管理是企业依据国际市场需求，按照国际规范和当地法规对国际项目进行管理和经营，规范

其内部管理和外部经营，保证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2]。其管理内容包括员工属地化、分包属地化、采办

属地化和市场属地化等几方面[3]，共同构成了属地化发展模式，目的是降低劳动、材料、时间等成本，

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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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属地管理优势 

1) 畅沟通。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属地化管理也从“人”入手。属地员工具有天然的语言优

势，与业主、分包商、供货商、权力机构、社区居民等沟通无障碍，而且更熟悉当地人文历史、政治背

景、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等，与项目相关方相处更容易除隔阂、见实效。 
2) 降成本。聘用属地员工的成本远低于中方人员。管理岗、操作岗大量采用属地员工，极大降低了

中方人员往复调遣、工作许可和高工资导致的成本增加。 
3) 提形象。吸纳属地员工，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又被当地社会理解

和接纳，彰显了口碑，提升了形象，为在建项目顺利实施与潜在市场开发铺平了道路。 
4) 储人才。引入属地高端管理型、技术型人才，从事多领域关键岗工作，特别是高学历、懂管理、

明法律、知业主的属地人员入职，为项目按期、保质、安全实施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持，也为潜在项目

运作积累了宝贵的人才资源。 
5) 促效率。采购、分包的属地化，可以减少设备、物资调迁的纷繁程序和费用。当地人管理当地人，

远比外国人管理当地人更直接、更见效。 

4. 属地管理方法 

4.1. 明确岗位职责，各工种属地化 

明确各个工种的岗位职责，具体岗位可分为 10 类，分别为：工程管理岗，HSSE (health、safe、security、
environment)管理岗，合同法务管理岗，财务外账管理岗，社区关系许可办理协调岗，人力资源管理岗，

行政、文控、后勤管理岗，操作岗，市场开发岗，项目咨询岗，力争各岗位人员招聘属地化。 

4.2. 完善体制建设，系统规范管理 

1) 完善属地人员管理制度。规范了岗位需求申请、信息发布、简历收集和遴选、笔(面)试、用人审

批、用工合同签署、入职和在岗培训、考勤管理、薪酬发放、考核晋升晋级、离职和辞退等整套流程，

建立了完整、规范、系统的属地人力资源体系。 
2) 建立特色薪酬管理体系。按照岗位重要性以及属地的工作年限、学历、资历、能力等，设置了 5

档 20 级的薪资管理体系，并与绩效考核制度挂钩，解决了属地员工职业通道问题。 
3) 完善激励和考核机制。属地员工的考核，含试用期考核和年度考核两部分。年度考核包括员工自

评、主管领导和项目考评，对员工进行全方位考评，考核结果与晋级晋升直接挂钩。 
4) 分类管理属地员工。财务、合同、概预算、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等共享岗位签订长期雇佣合同，

而阶段性的项目现场管理岗位则根据项目时限聘用属地员工。 

4.3. 重视培训认证，引入高端人才 

目前，泰国各项目聘用的属地人员中，20~30 岁 51 人，31~40 岁 57 人，41~50 岁 31 人，50 岁以上

21 人。88 人有本科以上学历，15 人有硕士以上学历，以中青年为主，人员整体素质好。资格认证方面，

1 人获得律师资格证，9 人获得专业 HSE (health、safe、environment)资格认证，20 人获得英语 TOEIC 证

书及普通话 HSK 证书。 
在该基础上，中国石油管道局在泰国将继续引用优秀属地人才，特别是具有专业资格证书的人才，

如获得国家二级土建工程师资格认证、机械工程师资格认证等。同时，注重各级、各类培训。对于业务

阅历不足的中青年，提供岗位知识技能培训、职业素养培训、心理素质培训、安全知识技能培训等。对

于经验丰富，直接上岗的属地员工，更注重企业文化熏陶、经理级安全培训及演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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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竞争实力 

除了人员属地化，中国石油管道局在泰国还积极实行多元化、多领域的当地分包，涵盖勘察、测量、

详设、阴保、通讯、电力、仪表、无损检测、阀室、土建、工艺、物流清关等，分包比例较高。分包属

地资源在如下方面效果明显。 
1) 建立并完善分包商、供货商数据库。通过细分各类分包商和供应商，列出详细大表并及时更新，

建立健全涵盖各专业的分包资源数据库，为投标报价和属地分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建立健全租赁商、劳务商数据库。从首个泰国项目开始，建立了各类车辆、施工设备、机具租赁

商的资料库，在项目群模式下不断更新和完善，建立了涵盖线路施工各工种的劳务派遣商名单。 
3) 建立法律、财务、许可代理等当地咨询服务网。与远东、品诚梅森等知名律师事务所、泰国会计

师事务所、签证许可代理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各项目运行提供法律、财务、签证、许可办理

等服务。 
4) 建立完善分包招标及合同管理流程。统一各项目合同模板，规范分包商准入及评价体系，保障分

包选商工作合规、有序。 

5. 结语 

由于同步建设的项目较多，中国石油管道局在泰国扎实探索了属地员工聘用、薪酬、培训、职业生

涯、员工关怀、当地分包和采购等方面的新途径，并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引导并鼓励属地员工积极融入中

国石油管道局，使中方员工真正融进泰国，促进和谐共建，不断提升项目群模式下属地管理的专业化、

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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