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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 中国企业

纷纷走出国门, 到广阔的海外市

场搏击风浪, 提升自己。为了从

战 略 层 面 上 来 推 动 这 一 经 济 行

为 , 国家适时提出了“走出去”战

略, 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给

予大力支持。毋庸置疑, 中国企

业“走出去”, 不仅推动了自身的

发展, 推动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

发展, 也带动了东道国经济的发

展, 获得了“双赢”的结果。但是,

也有一些企业在“走出去”之初 ,

由于自身实力所限, 把国内一些

不好的经营风气带到了海外 , 不

仅影响了自己的信誉和国家的声

誉, 而且对东道国造成了伤害, 这

种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 “双

败”。如何获得“双赢”、避免“双

败”, 最重要的是走出去的中国企

业需要有正确的国家战略意识和

行为准则。

一、建设和谐世界的国

家战略的由来

和谐世界理念的诞生, 源于

和谐社会的思想。从和谐社会到

和谐世界, 两者相辅相成, 互为依

存。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

设和谐社会, 是建设和谐世界的

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中国社会的

和谐, 世界的和谐自然无从谈起。

同样, 今天的中国, 与世界关系日

益密切, 没有和谐世界, 中国的和

谐社会也将无从谈起。2005 年 9

月 15 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

出席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大会时,

正式提出了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

理念。建设和谐世界, 是中国实现

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和谐

世界, 中国的和谐社会也势必难

以保证。和谐世界的理念, 不仅

要求维护和平, 实现“和平共处”,

而且要超越和平, 促进和睦、合作

和共同繁荣。

建 设 和 谐 世 界 是 一 个 高 定

位、高层次的国家战略, 也是对当

前高调的“中国责任论”的一个很

好的回应, 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

外交的宗旨。在和谐世界理念的

指导下,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中

国将承担与其能力和地位相当的

责任。尤其在国际经济问题上, 中

国要承担的责任包括: 遵循自由

贸易体系和世贸组织的规则 , 在

贸易、投资、资源和能源等问题上

恪守国际惯例, 扩大开放服务业、

农业、金融业等市场, 加大保护知

识产权力度, 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成功等等。而“走出去”战略在某

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中国实现建设

和谐世界目标的一种有效途径和

方式之一。

二、建设和谐世界的国

家战略和企业海外经营战略

在长期不谋而合

在很大程度上, 公民( 尤其企

业公民) 是上述宏观层面责任的

具体承担者和落实者。而企业公

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

趋于一致, 驱利性是所有企业的

共性, 进入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

在 考 虑 是 否 运 作 某 个 海 外 项 目

时, 首先考虑的当然是是否有收

益。但是, 任何一项投资经营活

动, 都离不开环境对它的制约和

影响, 好的环境有利于企业目标

的实现。而环境本身又处于动态

变化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 环境的

好坏直接与企业和所处环境之间

的互动关系密切相关。

当今世界的投资环境, 总的

来说是在改善, 但也不乏出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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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利于外国投资者和经营者的

趋势, 如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经济

行为政治化的倾向等。在这种背

景下, 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经营

活动, 更需要坚持互利共赢、和谐

世界的理念, 只有这样企业才会

真正履行其社会责任, 才能与其

所依赖的环境共同良性发展 , 否

则, 只图一己之利、一时之利的

话, 就必然会与其所生存的环境

发生摩擦, 甚至水火不容。每个

企业都应当认识到, 在企业进入

某个东道国时, 就不仅是一个中

国企业, 而且是中国的经济外交

使节, 代表着 13 亿中国人民。因

此, 无论是在项目谈判、工程施工

和后期管理方面都要表现出中国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风范, 不要

惟利是图。只有这样, 才可以使

东道国接受中国企业, 把中国企

业当成朋友, 愿意把更多的项目

交给中国企业, 有利于企业长期

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现在, 中国企业进入非洲都

有很深的感受, 即非洲人民对中

国非常友好。这是因为中国政府

长期保持与非洲开展平等互利的

合作, 从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中

国自 1949 年建国以来, 在自身条

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 给予非洲

国家以巨大的支持; 而改革开发

以来 , 特别是实施“走出去”战略

以来, 大多数中国企业能够抱着

双 赢 的 态 度 到 非 洲 从 事 海 外 经

营。

中国的国有企业, 在实施海

外项目时, 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众

所周知,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

国的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的 , 代

表着国家从事海外项目, 虽然现

在我们知道中国企业也是从自身

角度出发实施海外项目, 但是许

多 外 国 政 府 和 企 业 并 不 这 么 认

为。许多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在

海外获得大项目, 就是因为这些

东道国看重中国政府的信誉。前

不久,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在

利比亚获得了利比亚沿海铁路和

南北铁路项目, 合同金额高达 26

亿美元, 除了中国土木工程集团

公司自身的条件之外, 利比亚政

府同样看重该公司的中国背景 ,

而且该公司曾经是中国铁道部直

属企业。

众多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

营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 即凡

是国家战略意识强、能坚定贯彻

和谐世界理念的企业 ( 当然目前

这部分企业主体仍是国有企业) ,

则其在海外的投资经营就成功 ,

如果缺乏这种理念, 没能承担相

应的企业社会责任, 就会导致向

海外投资不畅, 经营不顺。最值得

一提的就是安哥拉模式和苏丹模

式。

安哥拉模式: 近年来, 中国和

安哥拉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升温 ,

原因何在? 就是因为中国企业在

与安哥拉的合作过程中坚定贯彻

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理念。

安哥拉经过常年的战乱 , 终

于结束内战 , 恢复经济建设 , 但

是, 面对饱受战争磨难的安哥拉

人民, 发达国家没有伸出援助之

手, 虽然他们也想获得安哥拉工

程项目, 也想在安哥拉进行投资,

但是他们担心工程承包无法获得

收入, 投出去的款项无法收回。经

济利益完全决定了他们的企业行

为。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企业在

中国政府的支持下, 以灵活多样

的方式开展了与安哥拉的经济合

作。首先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 以下简称中石化) 购买安哥拉

的石油, 中石化将购油款项汇入

安哥拉财政部在中国进出口银行

开立的托管账户, 中石化获得了

产地石油的直接供应, 而无需到

国际市场购买二手石油; 中国的

公司向安哥拉出口商品或者是到

安哥拉承包工程, 由中国进出口

银 行 提 供 出 口 买 方 信 贷 予 以 支

持, 解决安哥拉缺乏建设资金的

问题; 安哥拉就中国进出口银行

提供的出口买方信贷, 向中国进

出口银行提供主权担保, 并以安

哥拉财政部在托管账户的资金作

为偿还贷款的保证措施。

通过以上操作模式, 中国获

得了石油, 实现了国家的“能源战

略”; 中国公司获得了海外工程承

包项目, 实施了”走出去”战略; 安

哥 拉 财 政 部 获 得 经 济 建 设 的 资

金。通过以上合作, 实现了双赢。

这种合作模式, 不仅获得了中国

政府的肯定, 而且得到了东道国

政府和人民的肯定。现在, 这种合

作模式已经走出安哥拉, 被复制

到埃塞俄比亚、刚果共和国、刚果

民主共和国等一系列非洲国家 ,

将中非合作推向了新的高潮。

苏丹模式: 中国与苏丹的合

作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上世纪

90 年代 , 由于苏丹政府受到美国

的制裁, 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普

遍不愿意到苏丹投资, 苏丹政府

自身无力开采国内的石油, 经济

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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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偕同其他 3 家外国企业, 共

同进入苏丹开采油田, 获得了巨

大的成功。中石油获得了宝贵的

石油资源, 苏丹获得了急需的经

济建设资金。苏丹政府和人民看

到, 中国人是真正的朋友, 中国企

业是愿意帮助苏丹的企业, 他们

把国内的一些大型建设项目 , 包

括号称非洲的三峡工程———苏丹

麦 洛 维 大 坝 项 目 交 给 了 中 国 公

司, 而由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组

成的 CCMD 联营体 , 以高超的工

艺水平、强大的施工能力交上了

一份满意的答卷, 中国和苏丹两

国 关 系 也 因 此 进 入 了 一 个 新 篇

章。

由此可见, 正确的国家战略

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企业 “走出

去”, 获取成功的重要保障 , 企业

通过贯彻执行国家战略, 为东道

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

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当前中国企业在海

外投资经营中缺乏国家战略

意识的具体表现

目 前 从 事 海 外 经 营 的 中 国

企业不再局限于中央企业 , 而是

扩展到省级企业 , 甚至是地县企

业 , 这些企业中绝大部分成为海

外市场的佼佼者 , 为东道国的经

济 发 展 和 地 方 建 设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但 同 时 我 们 也 应 当 注 意

到 , 中国企业由于国内经营环境

相 对 宽 松 , 同 时 又 缺 乏 海 外 经

验 , 在海外投资经营时也常常会

出现“不适”, 更多地体现出企业

的短视和不守信用 , 以致留下种

种隐患 , 最终自酿苦酒甚至影响

了国家的声誉。出现这些问题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 从主观上来说

可归因于缺乏国家战略意识。正

是 在 主 观 上 企 业 没 有 认 识 到 国

内与国外经营的本质区别 , 很多

企 业 在 海 外 的 投 资 经 营 行 为 中

出现了既损自身 , 又损国家利益

的行为 , 具体来说可概括为以下

几个方面。

( 一) 违法经营 , 不遵守当地

法律法规

很多企业在国内就爱 “钻”

法律空子 , 到海外经营时又如法

炮 制 , 最 终 受 害 的 是 自 己 , 受 损

的是国家形象。中国企业在俄罗

斯的“灰色清关”事件 , 就是中国

企业不守法经营酿造的苦果。

2004 年 2 月 12 日 , 俄罗斯

内 务 部 出 动 大 量 警 力 查 抄 莫 斯

科“艾米拉”大市场华商货物 , 中

国商人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受恶

劣的贸易环境影响 , 在俄罗斯市

场 占 有 相 当 大 比 例 的 泉 州 鞋 和

温州鞋自 2000 年以来不断遭遇

重创 , 许多国内制鞋企业已大大

压缩对俄出口 , 甚至全面退出俄

罗斯市场。在俄罗斯查抄中国商

品 事 件 中 , 灰 色 清 关 是 罪 魁 祸

首。所谓灰色清关 , 就是中方企

业 和 商 人 不 直 接 在 俄 海 关 办 理

货物申报手续 , 而由俄方企业和

商 人 一 次 性 向 我 国 发 货 人 收 取

运费和应交纳的海关税费 , 并负

责在俄办理海关手续。为鼓励进

口 、简 化 海 关 手 续 , 俄 罗 斯 海 关

委 员 会 允 许 所 谓 的 “清 关 ”公 司

为货主代办进口业务 , 提供运输

和清关捆绑在一起的 “一站式”

服务。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清关公

司依仗方方面面的关系 , 演绎出

“灰色清关”。由于俄方企业和商

人 在 俄 办 理 海 关 手 续 时 普 遍 采

取 逃 避 俄 进 口 管 理 措 施 和 税 费

的违规做法 , 且不向中方企业和

商人提供真实合法的报关单据 ,

导 致 中 方 企 业 和 商 人 没 有 货 物

合法来源凭证 , 成为中国商品动

辄被查抄的根源。虽然中国商人

没有参与灰色清关 , 但却由于法

律意识淡薄、漠视当地法律法规

而最终成为受害者。

( 二) 缺乏职业道德

在 国 内 就 缺 乏 职 业 道 德 的

企 业 把 一 些 陈 规 陋 习 带 入 海 外

市场 , 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信

誉和国家的声誉。例如 , 部分对

外 承 包 工 程 企 业 沿 袭 在 国 内 的

陋 习 , 在 争 夺 海 外 项 目 时 , 不 计

成本低价中标 , 然后希望通过工

程索赔等方式 , 提高工程价格 ,

但是 , 这种方式并非放之四海而

皆准 , 有时被业主断然拒绝。在

没有获得提价补偿的情况下 , 这

些企业往往采用两种方式 , 一种

是以次充好 , 制造 “豆腐渣”工

程 ; 还 有 一 种 干 脆 “卷 铺 盖 走

人”, 在东道国造成了极坏的影

响 。 其 中 中 国 在 马 达 加 斯 加 的

“豆腐渣”工程甚至酿成外交风

波。2006 年 8 月马达加斯加共和

国 总 统 一 度 拒 绝 接 见 来 马 国 访

问的中央领导人 , 并发出外交照

会 , 抗议中资机构承建的由世界

银 行 提 供 资 金 的 筑 路 修 桥 项 目

变成了不堪入目的“豆腐渣”。这

场 一 触 即 发 的 外 交 风 波 虽 然 在

斡旋下最终得以化解 , 但它造成

的国际影响却极坏 , 也严重影响

了中国的形象。

( 三) 缺乏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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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社 会 责 任 虽 然 已 经 成

为 国 际 商 业 社 会 一 条 通 行 且 重

要 的 游 戏 规 则 , 但 在 中 国 , 其 认

知程度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企

业甚至政府部门认为 , 企业承担

社 会 责 任 会 增 加 企 业 成 本 而 削

弱出口竞争力。一部分媒体在报

道 国 外 企 业 的 社 会 责 任 行 为 时

也 着 重 在 其 公 益 捐 助 与 商 业 利

益的契合上 , 以致大众常常把企

业 社 会 责 任 误 解 为 简 单 的 捐 助

行为或是做秀的公关策略。即使

那些已经具备社会责任感 , 有捐

助行为的企业 , 也未能像国外企

业 那 样 把 社 会 责 任 看 成 是 增 强

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 而只是简单

地将之理解为 “取之于社会、还

原于社会”。

此外 , 中国社会目前还不具

备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土壤。

比如 , 消费者本身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认知不足 , 导致不承担企业

社 会 责 任 的 产 品 在 市 场 上 仍 畅

通无阻 ; 资本市场也没有形成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衡机制 , 有无

责 任 心 对 融 资 难 易 程 度 影 响 不

大 , 中国的银行现在还没有像国

际 银 行 那 样 要 求 企 业 提 供 由 外

界有关人士参与的、对环境和社

会影响的评估 , 并做跟踪记录 ,

以此作为贷款的考察点之一。

相 比 西 方 跨 国 公 司 对 企 业

社会责任的成熟管理 , 我国企业

的差距较大。根据 2005 年中华

慈善总会发布的《中国企业公民

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外资、合资

企 业 对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的 认 知 度

明 显 高 于 本 土 企 业 , 达 到 近 七

成 , 而本土企业认知比例不到一

半。国内 99%的企业没有专门设

置 负 责 企 业 公 民 或 者 企 业 社 会

责任方面的部门。

基于上述现状 , 中国企业在

海 外 投 资 经 营 过 程 中 也 不 能 希

冀其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温

州 鞋 商 在 西 班 牙 遭 遇 的 烧 鞋 事

件 实 际 上 就 是 亮 出 了 一 个 让 中

国企业反省自己的警示 , 这一事

件 从 侧 面 反 映 出 部 分 国 内 商 人

在当地只注意赚钱 , 没有搞好当

地的公共关系 , 没有融入到当地

主 流 社 会 , 不 关 心 当 地 慈 善 事

业 , 导致引起当地民众的敌意而

招致经济损失 , 经营环境恶化。

当然 , 我们也有企业在这方

面做得较好 , 值得学习。如中国

水 电 建 设 国 际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在

安哥拉建设学校 , 完全可以从国

内 进 口 桌 椅 板 凳 , 而 且 价 廉 物

美 , 但 是 , 为 了 带 动 东 道 国 当 地

的产业发展 , 该公司没有从国内

进口 , 而是在当地高价采购 , 带

来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又如 , 在

东南亚海啸发生不久 , 中石油、

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 总公司、华

为公司、联想集团、TCL 集团等

企 业 立 刻 向 灾 区 捐 助 了 大 量 善

款 和 物 资 , 其 中 , 很 多 是 自 己 公

司的产品 , 中国企业开始懂得 ,

树 立 “有 责 任 感 的 国 际 化 大 公

司 ”形 象 , 对 拓 展 海 外 市 场 不 无

益处。

( 四) 短期行为严重

国内企业在海外 ( 尤其在一

些 落 后 国 家 ) 投 资 经 营 的 过 程

中 , 往往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 短

期投资行为严重 , 严重损害了中

国企业的形象 , 与西方跨国公司

在 投 资 国 意 在 长 远 的 战 略 举 措

相去甚远。比如 , 一些国内投资

者曾在东盟新 4 国“炒地皮”。又

如 , 某外贸公司承建了西南非洲

某国的篮球场项目 , 备战该国举

办的“非洲杯”篮球赛 , 由于赛程

临 近 , 工 期 要 求 非 常 紧 , 该 外 贸

公司在没有充分调研的情况下 ,

草草签约 , 遇到了大量的困难 ,

使本不宽裕的工期更显紧张 , 该

外贸公司为了迎接总理剪彩 , 竟

然在一夜之间铺好了地板 , 其后

果可想而知。虽然“非洲杯”篮球

赛 得 以 顺 利 进 行 , 但 是 , 没 过 多

久 , 球 场 地 板 就 得 重 铺 , 影 响 非

常差。

四、中国企业海外经营

的行为准则

在国内 , 有的企业不守法 经

营 , 不注意履行社会责任最后招

致骂名 , 这只影响到企业自身 ;

而企业一旦进入海外市场 , 则其

不 被 当 地 所 接 受 的 一 些 行 为 不

仅使企业自取其辱 , 也会给国家

形象抹黑。为此 , 如何教育公民

( 尤其企业公民) , 使其认识到国

家 战 略 与 企 业 战 略 在 长 期 中 的

一 致 性 , 帮 助 其 成 为 合 格 的 “国

际参与者”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课题。

为此 , 有如提醒出国旅游 的

国 人 须 注 意 行 为 规 范 和 国 人 形

象 一 样 , 对 于 企 业 ( 尤 其 国 有 企

业 ) 来 说 , 更 有 必 要 让 其 在 走 出

国门时具备国家战略意识 , 并将

国 家 战 略 意 识 化 身 为 自 己 在 海

外投资经营的行为准则。实际上

这 些 准 则 对 所 有 企 业 都 是 普 适

的 , 但对于在海外投资经营的企

业来说更为迫切而已。

准则之一 : 国家利益高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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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企 业 在 海 外 投 资 经 营 过 程

中 , 难免会由于市场或其他各种

原 因 导 致 企 业 利 益 与 国 家 利 益

矛盾的情况。例如 , 中国政府前

几 年 承 诺 给 予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国

家 9 亿美元优惠贷款 , 许多中国

企 业 获 得 了 这 些 贷 款 项 下 的 项

目 , 但 是 , 由 于 优 惠 贷 款 项 目 运

作周期非常长 , 大项目往往要几

年时间 , 如中信国际合作公司运

作的乌兹别克氮肥项目 , 时间超

过 两 年 , 合 同 币 种 为 美 元 , 期 间

人民币升值超过 10%, 原材料和

设备涨价超过 50%, 与签约时相

比 , 现在实施项目已经接近盈亏

平衡点 , 成为中信国际合作公司

的 鸡 肋 项 目 , 但 是 , 该 公 司 为 了

维护国家声誉和企业信誉 , 仍然

决定实施该项目。

一 旦 遇 到 上 述 企 业 利 益 与

国家利益相悖的情形 , 对企业来

说 , 这时的唯一选择就是以国家

利益为最高利益 , 没有其他任何

余地。道理很简单 , 作为中国的

企 业 公 民 , “皮 之 不 存 , 毛 将 焉

附”。当然 , 这种情况可以呼吁考

虑 设 立 一 定 的 机 制 给 予 相 应 企

业( 尤其民营企业) 以补偿。

准则之二 : 要熟悉当地的法

律法规、民风民俗 , 遵纪守法 , 尊

重当地社会文化

首先 , 守法经营是跨国经营

基本准则 , 在国外投资设立的企

业 , 一定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及

东 道 国 政 府 和 中 国 政 府 加 入 的

相关公约 , 否则一旦触犯法律 ,

会影响中国的形象 , 而且这种项

目 也 会 被 叫 停 , 使 企 业 得 不 偿

失。前不久 , 某中国通讯设备制

造企业为了在菲律宾获得项目 ,

贿赂相关官员 , 被东道国发现 ,

不仅这个项目被叫停 , 连其他中

国 公 司 在 菲 律 宾 承 揽 项 目 都 受

到 影 响 , 给 中 国 造 成 了 巨 大 损

失 , 这种教训应当引起中国企业

的注意。

其 次 , 要 尊 重 当 地 社 会 文

化 , 尤其到小国和落后国家投资

经营 , 更要以平等互利的态度与

其进行各项经济活动 , 而不应自

大甚至有藐视对方的倾向出现。

准则之三 : 强化企业社会责

任意识

企业社会责任 , 就是要求企

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 对

社 会 应 承 担 的 责 任 或 对 社 会 应

尽的义务。具体地说 , 就是在企

业经营过程中 , 特别是在进行决

策时 , 除了要考虑投资人的利益

或企业本身的利益之外 , 还应适

当 考 虑 与 企 业 行 为 有 密 切 关 系

的其他利益群体及社会的利益 ,

承 担 对 员 工 、对 消 费 者 、对 社 区

和环境的社会责任 , 包括遵守商

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

护 劳 动 者 的 合 法 权 益 、 保 护 环

境 、支 持 慈 善 事 业 、捐 助 社 会 公

益、保护弱势群体等。

对 那 些 在 海 外 进 行 资 源 开

采的企业来说 , 尤其要注意保护

环 境 , 坚 持 可 持 续 发 展 , 解 决 当

地就业 , 发展当地经济 , 否则 , 容

易引起当地人反感 , 把中国企业

与西方跨国公司划上等号。

对 那 些 在 落 后 国 家 投 资 经

营的企业 , 还要注意培养当地的

发展能力。比如 , 在投资合作的

方式上 , 尽可能地与当地企业合

资 、合 作 , 使 当 地 企 业 有 更 多 的

参与。

准则之四: 重合同 , 守信用

“重合同 , 守信用”的口号

在 国 内 就 喊 得 很 响 , 但 有 很 多

企 业 只 是 将 它 停 留 在 口 头 , 所

以 即 使 在 进 入 海 外 市 场 时 , 也

仍 然 会 采 取 一 些 不 好 的 做 法 ,

例 如 先 低 价 中 标 , 然 后 劣 质 完

成工程 , 但这是行不通的。以非

洲 国 家 为 例 , 这 些 国 家 虽 然 落

后 , 但 是 这 些 国 家 的 政 府 高 层 ,

特 别 是 一 些 经 济 管 理 部 门 的 领

导 者 , 多 从 欧 美 名 校 毕 业 , 他 们

聘 请 的 工 程 监 理 人 员 , 也 多 为

欧 美 著 名 公 司 , 对 工 程 要 求 非

常 严 谨 、非 常 专 业 , 工 程 质 量 低

劣 , 其结果不言自明。

准则之五 : 坚定配合国家 的

外交政策

企业在海外的任何行为 , 都

有可能升级为国家之间的关系。

为此 , 企业走出国门时必须坚定

配合国家的外交政策 , 如对一些

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 在承包

其 海 外 项 目 时 应 当 得 到 中 国 相

关部门的批准 ; 对一些特殊国别

应当注意分寸 , 如在苏丹内部存

在一个南部苏丹政府 , 在承包其

项 目 时 也 应 当 向 国 家 相 关 部 门

申请 , 避免卷入外交冲突。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只有

遵循上述行为准则 , 才能做到在

与 东 道 国 的 合 作 过 程 中 兼 顾 东

道国的利益 , 才能在合作中实现

双赢 , 才能获得东道国的认可 ,

才 能 与 东 道 国 长 期 合 作 下 去 并

保障自己在海外的利益 , 同时实

现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

( 作者单位: 外交学院国际经

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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