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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南半岛国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和东盟重要成员国，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规模在“一带一路”的

背景下大幅增加，若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缺少对东道国劳动法律法规的认识，很容易发生侵犯劳工合法权

益、违反劳工输入规定、罢工等劳动法律风险，因此有必要对企业投资的劳工法律风险进行分析并及时

做出有效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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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ochina countries as “area” all the way along the important countries and ASEAN member coun-
tries, the scale of the enterprise to its investment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ea” i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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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sed, if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ment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host country labor laws and 
regulations, infringement of worker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likely to happen, in viola-
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bor input, strike and other labor legal risks. Therefore, it is neces-
sary to analyze the labor legal risk of enterprise investment and make effective preventive meas-
ures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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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 9 月 7 日，“一带一路”倡议拉开序幕。中国商务部调查统计的结果显示，中国企业越来越

趋向于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截至 2022 年 1 月，我国累计与 147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

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中南半岛国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和东盟重要成

员国，与我国经济合作十分密切。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止 2020 年末，中国

境内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 1.1 万家，当年实现直接投资 225.4 亿美元，同比

增长 20.6%，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14.7%，较上年提升一个百分点，主要投向新加坡、泰国、

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包括六个中南半岛国家)。整体上，我国对中

南半岛国家的投资金额逐年上升，且中南半岛国家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多带有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的色彩

[1]，在劳动相关法律方面仍然属于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对劳工的权益保护较为详细和注重。因此，我

国企业在投资时需要慎重考虑，认真了解东道国在劳工方面的规定，避免引发相关风险。 

2. 我国对中南半岛的投资现状 

2.1. 投资流量和存量不断上升 

中南半岛国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和东盟重要成员国，与我国经济合作十分密切，2020 年中国

对中南半岛国家投资达 77.9 亿美元，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流量的 34.6%。根据我国对中南半

岛国家的投资流量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投资成果持续稳定上升 1(见图 1)。2020 年末，中国对中南半岛国

家直接投资存量达 486.6 亿美元，其中存量最高为马来西亚，最低为缅甸，除缅甸外，其余五国的投资

存量均排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的前十位 2(见图 2)。 

2.2. 投资主体多元化 

根据 2020 年对外投资公报显示，投资主体中非国有企业占 53.7%，已超过国有企业，成为对外投资

的主体。其中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个体经营、股份合作企业等多种企业形式，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正在逐步从以国有企业为主转变为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在“一

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和潜在的可能性让其已经可以成为推动我国以及沿线国家建设的重

要主体之一，并将继续发展壮大。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数据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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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rect investment flow to Indochina Peninsula from 2015 to 2020 
图 1. 2015~2020 年对中南半岛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Figure 2. Stock of direct investment in Indochina Peninsula by the end of 2020 
图 2. 2020 年末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直接投资存量情况 

3. 对中南半岛国家投资的风险种类 

3.1. 劳动工时相关风险 

劳动工时是劳动合同中的重要内容，各国为了保护相对处于劣势地位的劳动者，普遍在劳动法中对

劳动工时的限制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总体上，我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在劳动工时、休假制度方面的

规定存在较大区别。在工时方面，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

间不超过 44 小时；若有加班需要，经用人单位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后，每日不得超过 1 小时，有特

殊原因的，在保证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加班每日不得超过 3 小时，且每月不得超过 36 小时 3。但

是中南半岛国家的工作时长均是每日不得超过 8 小时，每周不得超过 48 小时，加班时长对比我们长短不

一，但普遍时间较长。其中，加班时间最长的有泰国、马来西亚，例如马来西亚将加班时长限制在每月

64 小时 4。 
时间最短的是柬埔寨，其劳动法规定加班仅限于紧急和例外事项，加班时间每日不超过 1 小时，且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10 小时 5。另外，在休息方面，中南半岛国家的法定休息时间普遍比我国多。除普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41 条。 
4Malaysia Employment (Limitation of Overtime Work) Regulations 1980 Article 2. 
5柬埔寨劳动法第 14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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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节假日外，中南半岛国家都为多民族国家，宗教氛围浓厚，宗教信仰多元化，与宗教有关的节假日较

多。例如泰国全国 95%的人口信奉佛教，除国际性节日如公历新年外，许多与宗教相关的节日及王室纪

念日都是法定假日 6。我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投资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若想采用增加工作时间、减

少休假等方式提高产出，降低平均成本。必须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中涉及工时休假内容的强制性条款，

保障员工的休息休假权利，避免触及法律红线[2]。 

3.2. 罢工风险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项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半项目的规模较大，投资周期也较长，若福利待遇、

工作环境等问题引发工人强烈的不满，都很容易发生罢工事件。工人虽然可以通过罢工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过于大规模的或是频繁的罢工，无疑不利于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对我国企业在当地的信誉也会造

成一定影响。中南半岛国家罢工事件频发的原因主要是其工会制度与我国的有很大差异，在我国，工会

更多的是承担文娱活动的组织、职工福利的发放、困难职工的慰问等工作，与企业的管理层几乎不存在

任何冲突，这也与我国的国情有关。然而中南半岛国家的工会大都较为强势，权利较大，能与企业负责

人针对劳动强度，工资福利、用工情况等直接进行谈判，使企业劳工获得利益最大化，也能对不公正的

劳资关系提出抗议，组织罢工。若我国企业在对中南半岛国家进行投资时未对东道国工会的运作模式及

相关立法进行调研，仍以过往的固有思维，将对国内工会的印象套到东道国工会身上，忽视地域的差距，

轻视工会的影响力与作用，错估工会的地位。如此一来当工会通过集体谈判、罢工等手段抗议雇主，要

求企业提升工作待遇时往往会让企业管理人员措手不及，甚至影响企业正常运营。 

3.3. 劳务输入风险 

为了保障就业率，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各个国家都会通过较高的本国员工配额限制外籍劳工的数

量。例如柬埔寨的每个企业所雇用的外劳不得超过企业职工总数的 10%7，老挝、缅甸、马来西亚等其他

中南半岛国家也具有类似规定。然而矛盾的是，我国企业对中南半岛国家的投资项目大多周期较长、劳

动力需求较大，且需要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管理人才。而中南半岛国家虽然整体上劳动力较充裕，但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较低，据国际劳工组织已有数据显示，中南半岛国家中除马来西亚受过高等教育

的人口比例在 20%以上外，其余国家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均在 20 以下，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的比例也

较低。因此，中南半岛国家大多虽然劳动力富足，但是对高级技术工种较为缺乏，对专家型、技术型人

才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有需求。因而在这种矛盾下，中资企业不得不协调派遣员工和东道国当地员工的比

例。随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金额的加大和投资领域的深化，需要派遣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多，东道国外籍

劳工准入的限制性规定逐渐成为一大障碍。 

4. 劳工风险防范对策分析 

4.1. 政府层面 

我国政府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也是引领者、组织者和支持者，应当充分重视企业对外投资劳

工风险规避问题。政府层面的劳动法风险防范主要是建立我国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深化与中

南半岛国家在劳务方面的合作与沟通。 

4.1.1. 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蓬勃发展，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况越来越多，投资范围也由以基础设施

 

 

6“一带一路”官网，《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泰国(2020 年版)》http://www.yidaiyilu.gov.cn/. 
7Cambodia Minister of Labour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No. 196 KB/Kr. K《Prakas on Use of Foreign Workforce》Article 2.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80
http://www.yidaiyilu.gov.cn/


朱路瑶 
 

 

DOI: 10.12677/ojls.2023.112080 560 法学 
 

为主逐渐多元化发展，包括服务行业和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等。我国现今没有一部国内企业进行对外投资

规定的统一法律，而是散落在各部门规章和文件中，这些法律文件中制定主体都为商务部、发改委等政

府部门，效力层级较低，规定也不够系统全面，使得企业对外投资时一些审批制度程序上比较复杂繁琐。

另外，我国政府有在“一带一路”官网或“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发布对各个国家的对外投资指南，帮

助我国企业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法律以及投资吸引力等。在劳动法部分，只是简单介绍

了该国劳动法的部分规定，篇幅较短，内容也不够详细。例如，马来西亚投资指南中只介绍了工时和公

积金的规定，没有关于休息休假、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等重要内容。越南投资指南也没有介

绍工时、休假、劳动报酬方面的规定，可参考性并不高。指南不仅对劳动立法现状讲述的不够详细，也

没有我国企业在该国投资时遭遇罢工或劳动纠纷的案例或数据，以及针对纠纷发生时怎样获得救济的，

寻找何种方式得到处理等，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帮助比较有限，企业不能完全依赖该指南对东道国有

足够清晰的了解，也无法根据该指南解决劳务纠纷，当劳务纠纷发生时，也不能运用该指南在其他国家

进行证据的提供。因此，我们可以从立法层面出发，制定境外投资法。从法律的层面对境外投资的许多

事项进行明确，需要整理出一条主线，便于引导并且规范现实中的对外投资，也避免了多个部门对境外

投资同时进行规定而出现“多头管理”混乱局面。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大国，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境

外投资贸易发展中，《境外投资法》可以作为中国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方式。另外，商务部每年发布

的对外投资指南虽然能够帮助企业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情况，但涉及的劳动法内容和

篇幅均非常有限，建议政府层面具体细化各国的劳动法规，突出容易产生劳工风险的规定，条件若允许

也可以附上各国劳动法译文，及时更新在国外发生的涉及中资企业的典型罢工案例或劳动争议案件，供

投资者参考。 

4.1.2. 加强对外劳务合作 
虽然我国对中南半岛的投资金额不断上升，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但当前我国与各国的劳务合作水平

与双方经贸往来情况并不匹配。双边对外劳务合作协定是我国发展对外劳务合作关系的一项重要保障形

式。但目前在中南半岛国家中，我国仅与马来西亚签订了劳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且此备忘录约定马来西

亚对中国开放家具制造、木器加工、制瓷、古建筑维护四个行业，劳务市场开放程度较小，合作进展并

不理想。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南半岛国家在劳务问题方面的沟通，探求劳务合作空间。例如美国就

已通过贸易协议帮助了“一带一路”沿线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劳工标准的提高。我国可借鉴《北美自

由贸易协议》附属《北美劳工合作协议》的相关内容，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和多边协

议[3]。另外，在对外劳务合作协定内容和形式上，可并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形式或必须涵括所有的内容，

只要互惠互利，有合作空间，就可先针对某项内容展开合作，再逐步深入，进而把各方合作利益融合提

升到更高水平。 

4.1.3. 完善对外投资监管机制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制度还尚不成熟，相关法律法规处于缺位状态，导致我国对外投资领域一直缺乏

完善的监管机制。若部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缺乏跨国管理经验，直接将国内原有的管理模式应用于境外，

过长的劳动时间、过低的工资待遇、强迫员工加班、随意解雇员工等问题，不仅导致员工与企业之间冲

突频发，长此以往也会给我国带来负面评价，部分国家会批评甚至抵制中国的投资。近年来，政府部门

针对中国企业在境外的行为包括劳动雇佣方面，发布了许多“意见”和“指南”，这些措施指导企业遵

守当地法律和习俗，保护工人权利，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保护环境，在商业交易中遵守“道德”并履

行其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这些措施虽然反映了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的政策，但是一般被视为软法律，对

企业没有强制性，实际实施效果也尚不清楚[4]。因此我国应尽快设立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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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外投资的产业和地区进行协调指导；另一方面也负责监管企业投资后的部分非法行为，加大实际的

处罚力度，增强监管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4.2. 企业层面 

企业作为法律风险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其自身采取的防范措施效果更快更明显，因而所提供的参考

建议可操作性强，更具有针对性。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在对中南半岛国家进行投资时可以结合投资项目

的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规避劳动法律风险。 

4.2.1. 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 
为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经营失败，因而我国企业在投资前首先应当对东道国的人均生产力、劳动

标准、工会情况、文化风俗进行全面了解，必要时也可成立调研小组赴当地实地考察，评估整个投资过

程可能存在的风险，审慎决定是否赴目标国投资，继而确定合适的投资方案。企业之间也可以利用互联

网建立信息风险等共享平台，将所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进行共享，为有意愿进入该东道国投资的其他企业

提供信息，能够将更全面，更大范围的信息快速传递，所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企业投资前的调查收

集工作，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东道国的相关情况，找到更符合本公司发展前景的国家进行投资。

另外，企业可以将各项风险因素数据化，创建数学模型，对风险程度进行量化分析，使发生劳动法律风

险的概率更加具体直观。例如投资者可以根据劳工部或者劳动纠纷仲裁机构等公布的数据，统计各种劳

资纠纷发生的概率，能有效规避类似风险。又比如在考虑罢工风险时，可收集当地发生过的罢工案件，

不仅可以预测东道国发生罢工的概率，还能分析罢工发生的原因，提前准备好应对措施，相比人工调研，

效率更高。但是，大数据虽然效率高，信息却并不全面，中南半岛有些国家信息化程度较低，规模不太

大的罢工案件可能并不会在网络上发布，这种情况下依旧需要调研小组去现场考察。 

4.2.2. 提高与工会的谈判沟通能力 
工会问题是是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不可避免遇到的重大难题，由于我国的国情问题，工会职能与

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如何处理好与当地工会的关系，减少罢工风险也因此成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

必修课之一。首先，我国企业应加强与当地工会的沟通。为维护企业方和员工之间良好的劳资关系，企

业的管理人员与工会的负责人应当保持联系，例如企业可以成立一个由管理层代表和员工代表组成的协

商委员会，或者企业与企业工会定期召开劳资沟通协商会议，就工作条件、薪资待遇、劳工权益等问题

交换意见，及时了解员工诉求，商讨合适的解决方案，在劳资纠纷初有苗头时即可化解，能有效避免纠

纷的进一步扩大。再次，企业方应当尽量与工会达成集体协议。集体协议是企业与工会签订的，就员工

工作条件、薪资待遇、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安全保障、裁员与解除劳动合同、以及劳动纠纷的申诉等

实质性与程序性问题作出约定的书面协议。集体协议能有效约束双方的行为，涉及的内容也应尽量全面

细致，这样在发生劳动纠纷时，能清晰快速的依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来解决纠纷。但是，就目前的实践情

况来看，集体协议大部分是在纠纷出现后才签订，在解决劳资问题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5]。在罢工

风险发生概率较高的环境下，我国企业应积极与工会组织进行磋商，通过集体合同与工人确立双方的权

利义务，能有效减少大规模罢工可能带来的损失。 

5. 结语 

中南半岛国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和东盟重要成员国，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规模在“一带一路”

的背景下大幅增加，除传统的政治风险、税收风险外，劳动法律风险的影响也日益凸显，逐渐成为我国

企业对外投资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主要从劳动工时、罢工、劳务输入三个方面探讨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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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法律风险，并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防范对策。从政府层面来看，应当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法

规，加强对外劳务合作；从企业层面来看，在投资前应当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在投资中应提高与

工会的谈判沟通能力，尽量与工会达成集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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