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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15年启动至今，“一带一路”建设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然则因沿线国家的跨度之大、参与数量的

不断增加和各个国家的所属法系、文化背景、市场开放程度、贸易政策、国民素质等均不相同，故而在

“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也会出现诸多法律上的碰撞，除了最典型的法律冲突问题，还存在诸如知

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保护、贸易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其中的劳工法律问题关乎劳工权益保

护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意义重大。政府和企业都亟待对这一重要问题做出积极回应，以保障我国劳

工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各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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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its launch in 2015,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But because of the large span of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th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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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sing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countries of legal system, cultural background, market open-
ness, trade policy, national quality are different, so in the process of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there will be many legal collision, in addition to the most typical legal conflict, there are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bor protection, trade pro-
tection. Among them, the labor legal issues are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and inter-
est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urgently need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is important issue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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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及意义 

从公元前 202 年至公元 8 年间，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被

命名为“丝绸之路”。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不仅有助于各国在商品上的往来，而且是

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习近平于 2013 年 9 月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

事访问期间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

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

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一带一路”之名取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一

个结合历史渊源，旨在与沿线国家进行更紧密贸易往来的经济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在提出之后，受

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被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正处于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国际投资贸易规则调整的国际背景下。这要求各

国建立起更紧密、更坚固的贸易关系，不仅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更符合社会与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持之以恒地坚持对外开放，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挖掘了国内市场，更开发了沿

线各国的市场潜力。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国通过与沿线各国的商贸往来，帮助沿线各国完

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促进彼此的经济发展，更与此同时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为欧亚非地

区的和平发展添砖加瓦。 

2. “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对的劳工法律问题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在中国和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之下，现在的“一带一路”建设已然

走向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各大洲多个国家共同参与、投资体量和总流量大幅上升、投资行业更富多元

化等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沿线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故

而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伴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法律的冲突也会日益明显，而其中的劳工法律

问题便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里的劳工指的是指为了达到雇主提出的要求，以付出自己劳动的形式获取

一定的报酬的海外劳动者。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劳工法律问题主要包括劳工权益法律风险、劳务输

出法律风险、裁员法律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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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劳工权益法律风险 

劳工权益是关系着劳工自身切身利益的各项权益的总称。劳工权益法律风险主要包括平等就业法律

风险、薪酬福利法律风险、休息休假法律风险等。由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法律规定、文化

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有不同的规定，故此在实践中极易可能发生法律冲突。如 2015 年的复星国际收

购案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在这个案例中，由于以色列与我国的薪酬福利待遇水准存在较大的偏差，

故此被收购方凤凰保险公司的员工担心接收收购后无法继续享受高标准的薪酬福利待遇，最终选择发起

罢工以反对中国复星公司的并购计划。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中如新加坡、以色列

等高福利、高薪资国家来看，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要特别注意薪资福利的沟通与协调问题，否则

会在投资并购等活动中遭遇阻碍。除薪资待遇外，由于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差异所引起的工时差异(如科

威特在斋月期间宗教徒的开斋活动)，由于各国国内立法差异引起的劳动安全规范标准等问题都需要引起

我国企业的高度注意。 

2.2. 劳务输出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存在大比例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劳务输出量较大，对于海外劳务

输出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当外籍劳务人员进行海外务工需要工作许可证时，泰国便严格规定未

取得工作许可证而进入其国家务工的外籍劳工需要承担罚款甚至是监禁的处罚，外国企业也要承担相应

的责任 1。而当企业招聘外籍劳工时，劳务配额问题也值得各企业引起重视。有些国家会在其法律中明确

规定行业内外籍人员的劳工比例，叙利亚法令便规定各单位外籍劳务数量不得超过该单位劳务总数的

10%，外国石油公司和国家重点经济建设工程及高技术项目不受该项规定的制约。外籍劳务申请工作许

可应是叙利亚缺乏劳务的工作领域，并具备申请职业和工作种类所需的资历和经验。 

2.3. 裁员法律风险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跨境投资并购会无法避免地带来裁员的问题。站在我国企业的立场上，

在进行跨国投资并购时首先要处于成本效益的考量，对并购方的资产进行整合评估。那么，在这一阶段

裁员是必然发生的情况。而即便是在并购之处不会发生裁员的情况，走到并购后期，面对并购企业与被

并购企业的人事重叠、项目整合等问题，必要的人事调整无可避免，企业如何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尽

可能的保护劳工权益，面对这一问题，不论是企业还是劳工个人都应当认真考虑。 

3.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劳工法律问题的成因 

3.1. 现有立法无法保障劳工权益 

“一带一路”沿线 60 多个国家，依照其法系不同，主要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类，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国家属于伊斯兰法系 2。虽然这些国家参与了众多国际条约的签订，但从国际劳工保护这个层面

来看，当前国际劳工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条约范围较窄，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者不多，对不同法

系国家在适用上存在困难。而相应的，在实践中，各国对于劳工争端适用的标准各异，适用国际劳工标

准来解决争端的案例少之又少。在保护劳工权益这方面，很多国家认为国际标准尚不如国内标准具有实

际价值。从国内立法的层面来看，以我国为例，我国对于劳工保护所有据可查的法律法规是 2012 年 8 月 

 

 

1泰国《外籍人工作法》第 34 条。 
2伊斯兰法系是中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各国和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法律的总称，又称阿拉伯法系。其内容极为广泛，私法比

重大于公法。主要包括穆斯林义务、土地 所有权、债权法、家庭法、继承法、刑法等。伊斯兰法系中的许多法律规范兼具宗教和

道德属性，同伊斯兰教教义有密切联系，是每个伊斯兰教徒，即穆斯林所应遵守的基本生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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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起施行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总体来看，该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法律位阶较低。而其针对

的事项主要是对外劳务派遣中的行政性审批以及行政手续等事项，真正涉及劳工保护的具体规定却是少

之又少，过于宽泛且不够明晰，在实践中仍无法全面地保障劳工权益，并不利于规范劳务合作。 

3.2. 沿线国家的法律冲突问题 

各国对于劳工保护都有自己的国内立法进行规制，由于文化背景、法律背景等不同性，在涉外劳动

纠纷中，劳工保护的法律冲突已然成为突出问题。如在罢工的问题上，印度尼西亚劳工法规定，劳工因

反对公司政策而发起的罢工仍应获得雇主的工资。而日本劳工法却直接将罢工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在

劳工发生纠纷时的管辖权选择问题上，缅甸法律认为能够在工作场所解决的就尽量以申诉的方式在 5 天

内解决，新加坡民事诉讼法却规定一旦产生劳动纠纷，仍应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2]。相较于

我国在劳动纠纷发生时应采取仲裁前置的方式，上述两国显然都存在巨大差异。纵览“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法律规定，法律冲突形形色色，问题频出。这些冲突严重影响了劳工的合理维权诉求，长此以往，

不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良性发展。故此需要各方协同解决，避免海外劳工的合法权益遭到严重损害。 

3.3. 海外劳工实际维权存在困难 

海外劳工维权存在两方面的困难。首先，海外劳工大都是从事建筑业、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工人，他们在劳动市场处于弱势地位。而当他们的工作地点在海外时，面对全然陌生的语言文化背

景，很多海外劳工可能会出于首要保障自身人身安全的考虑而选择忍气吞声。此外，海外劳工维权需

要花费比国内维权更大的时间成本和精力。对于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劳工而言，单单是选择管辖法院、

整理收集证据等事项便十分困难。而涉外诉讼的周期比普通国内诉讼更长，这对于海外劳工来说无疑

是难以等待的成本。其次，海外劳工维权的相应机制亦不够健全。部分中介公司以过度夸大、虚假宣

传的方式诱骗劳工出国务工，最终通过赚取中介费溜之大吉，劳工却面临着发生纠纷后找不到苦主的

被动局面。对于这种中介公司，相应的法律管制亟待出台。而海外劳工在发生纠纷后如何获取法律知

识以保障权益，需要国家层面开辟更加广阔的信息服务平台。虽然我国商务部通过建立公共服务网上

平台，已经建立起了无偿信息服务制度、风险监测评估机制、统计制度，为海外务工人员提供预警等

服务信息。但与发达国家建立的以官方为主体、社会为补充，横向上集科研机构、情报机构、涉外机

构、侨民、海外企业联动，纵向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机构贯通的信息采集、分析、甄别、推送系统相

比，仍存在很大差距[3]。 

4. 中国对策：多层次保障劳工权益 

4.1. 国家层面：构建有力的法律保障体系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有关境外务工人员的法律规定相对较少，除《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对

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之外并无相关规定。现实的看，虽然境外务工人员通常会选择回国后提起劳动仲

裁，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并未明确涉外劳动仲裁的相关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劳动合同法》中

增加涉外劳动合同的内容，明确涉外劳动关系的主体、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涉外劳动合同的内容

及订立与履行等[4]。此外，商务部应会同外交部制定我国境外务工管理规范，包括我国境外务工人员管

理体制、涉外劳务履约保证金托管、涉外中介机构管理制度、海外劳务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海外

劳务人员权益救济的途径等内容。通过构建我国境外务工权益保护法律体系，能够摆脱目前我国境外务

工权益维护方面的立法缺失问题，也就能够对我国境外务工人员进行直接保护，形成最有力的法律保护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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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企业层面：进行必要的劳务培训和证件办理 

首先，用工单位和中介机构应当在劳工出国之前进行必要的劳务培训。用工单位应当向劳工详细说

明派出工作地的具体情况，如当地的气候条件、法律法规、宗教习俗和主要注意事项。劳工在在实际中

接触最多的都是派出地所在国国民，了解并尊重当地的习俗传统十分重要。此外，关于工作环境、薪金

报酬及合同条款等具体内容也应由企业向劳工事先说明，这些关乎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使其充分

了解。其次，企业方应当帮助劳动者办理合法工作签证及其他法律文件。沿线各国对外籍劳务人员实行

严格的工作许可制度，在当地从事有偿劳务的外国公民必须获得劳动部门颁发的工作许可，否则将被罚

款、拘留直至驱逐出境。劳动者可能对于相关证件的办理不如企业熟悉，这就需要企业多加辅助。 

4.3. 劳动者层面：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每一个公民的诉求，对于在海外务工的劳动者来说，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仅需

要国家和企业的协助，更需要劳动者自身的努力。首先，劳动者在寻找就业机会时应当增强甄别能力，

避免落入不法中介的圈套。在选择外出务工的劳务公司和中介机构时，要选择合法正规的渠道[5]。其次，

劳动者自身要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和认识，不管是在国内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还是在国外与用人单位

签订合同，都要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及时提出异议。了解东道国有关外籍劳务的法

律法规也是必不可少的，劳动者在决定赴外务工前应当对东道国的生活工作环境、法律法规、社会习俗

有基本的了解，做到有备无患。此外，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劳动者应当沉稳冷静，与用工单位积极协商。

协商无果时应当主动寻求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帮助。若实在无法解决，最终应当向法院及仲裁机构提起合

法诉讼。 

5. 结论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劳动者海外务工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法律问题。这不仅需要劳动者自身

提高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更要求国家和企业从责任意识角度采取多种措施，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

企业需要充分了解沿线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做到合规范的产生经营。政府应建立劳工法律风

险评估机制并颁布完整境外投资法，此外，区域性劳动争议解决机构的设立也是不可或缺的。只要各方

协同发力，共同着力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劳工法律问题便可迎刃

而解，“一带一路”建设才能取得更长足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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