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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Pipeline Bureau’s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verseas projects 
have become a key link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ipeline Bureau’s strategy. As an emerging 
market, India’s huge infrastructure market has become the engine of India’s economic takeoff. It is 
a huge opportunity for the pipeline bureau. However, based on cost, visa, and cultural considera-
tions, localized labor has become a tren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Indian Vida project as an example,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for the management of local labor,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management measures to provide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en-
hancing enterpris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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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管道局国际化战略的稳步推进，海外项目已经成为管道局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印度作为一个新兴

市场，巨大的基建市场成为了印度经济腾飞的引擎，对管道局来说是巨大的机遇，但基于成本、签证、

文化等各方面的考虑，属地化用工已经成为趋势。本文以印度维达项目为例，针对属地用工的管理，指

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管理措施，为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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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管道局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国际化业务在飞速发展，2017 年，管道局的利润几乎都来自于国际

和系统外业务。印度作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人口大国，劳动力充裕，并且作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增速

非常快，带动石油、液化气天然气销量日益增高，需求旺盛，带动石油管道的建设市场也日益蓬勃，从

印度石油规划来看，未来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市场极其庞大，并且与之相近的矿浆管线、水管线等建

设市场也是日益增长[1]。管道局应该抓住印度建设市场迅速增长的有利时机，利用好市场规则，建立适

合印度国情的市场开发和项目管理的属地团队，充分发挥属地工的优势，节约成本，走出一条特色的发

展之路[2] [3] [4]。本文以印度维达项目为例，从必要性、存在问题、具体措施对属地管理进行深入探讨

[5]。 

2. 加强属地化管理的必要性 

2.1. 语言的硬性要求 

印度民族众多，语言复杂，据有关资料统计，印度共有 1652 种语言和方言。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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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很多业主和监理除了英语外，更愿意讲方言，当团队中有属地员工懂这些方

言，瞬间增加了亲切感，关于问题的沟通也顺畅了很多。并且，在项目征地过程中，农民基本不懂英语，

只懂当地泰卢固语，在征地过程中，必须雇佣懂当地语言的属地工，否则寸步难行[6]。 

2.2. 宗教和标准的硬性要求 

在管道经过地方，因为土地私有，地主的漫天要价比比皆是，在这些地区，除了警察外，宗教领袖

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印度宗教复杂，有印度教、穆斯林、锡克教等。属地工能够通过宗教等关系和宗

教领袖沟通，从而推动征地进展[7]。并且印度实行的英标，英标的理念和技术标准跟国内存在很大的差

异，导致中方员工很难适应。 

2.3. 成本降低的硬性要求 

目前，在印度 4000 元人民币(税后)就能雇佣一个超过 7 年的工程师，但是，同样资历的中方工程师

工资至少在 15,000 元，还不包含三个月一次的调遣费用，一次调遣费在 12,000 元左右。目前，降本增效

已经成为企业的主旋律，面对这种情况，尽可能聘用属地工已经成为项目执行的必经之路[8]。 

2.4. 签证的硬性要求 

印度对于本国的签证的控制及其严格，工作签很难办理，办理周期非常长，有多位中方员工因为工

作签没办下来，被迫撤线，即使工作签下来，审查也非常严格，续签的难度比较大。这就从根本上限制

了中国人大批赶赴印度进行施工。 

3. 属地工管理目前存在的问题 

3.1. 对公司归属感不强 

印度员工注重个人成长，对公司的归属感不强烈，辞职的理由五花八门，吃的不合胃口、睡得不舒

服、离家远、没有适合自己的环境、不喜欢现在的职位，都成为辞职的理由。中国企业中的员工与企业

共进退，在这里行不通的。薪水可以涨，但是绝对不能降低，哪怕一块钱，也能从总经理找到部门经理。 

3.2. 纪律性差 

印度员工不太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只要有几个别有用心的鼓动，马上就大面积罢工，底层员工没

有太多的主见，在共同的文化感召下，依然站到了中国人的对面。迟到早退对于属地工更是家常便饭，

甚至个别员工想尽办法偷懒[9]。 

3.3. 缺乏持续的激励和培养政策 

很多印度属地工其实非常优秀，但是即使干了七八年，还是停留在部门经理的程度上。如果再没有

完善的激励政策，他们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并且，印度属地员工相对职业化，不仅在薪资上，还在职

业化证书的取得上，印度各行各业都需要执业证书，并且需要更多的证书让自己增值，而项目出于成本

的考虑，往往对属地员工缺乏良好的培训。 

3.4. 属地员工技术水平低 

当地员工技术水平较低，制约了属地化的进程。对于海外工程建设项目来说，工期紧、任务重是经

常面临的问题，项目希望在当地招聘的员工能够迅速顶岗，但实际情况却不乐观。这需要花费较大精力

对他们进行培训才能上岗操作，成为制约属地化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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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强属地管理具体措施 

4.1. 真心相待，坚持以情动人 

用中国项目管理团队的专业精神和友好态度打动对方，在合作中，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从入职时，

就评估每一名属地化雇员，根据其专业和技能等，为其在现场配备一对一导师，帮助他们成长和进步，

有效提高属地化雇员的技能水平和履职能力。导师们在现场组织集中理论授课、一对一指导、跨专业帮

助，使属地化员工非常感激，这种师徒感情的建立，是纯粹的、真挚的、无私的。在员工家庭遇到困难

时，分公司在了解和评估后，也都会给与相应的帮助。 

4.2. 文化交流，消弭文化鸿沟 

文化融合，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只有将自己融入到当地社会之中，才能站稳脚跟。需要表现出对

各个民族、各个宗教信仰的尊敬，消弭文化带来的隔阂，只有你尊重对方，对方才会尊重你。为了打破

文化、社会、风俗、宗教差异，坚持实施国际化管理，即工作和生活中，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

帮助；学习和了解平时主要接触国家人员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风土人情、重要法律法规等；交流中，

要注重场合和方式，不能有歧视和瞧不起的行为；在内部工作会议中，尽量将英语作为会议语言。 

4.3. 强化管理融合，健全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属地化管理制度。配合公司人事部负责雇员的招聘、解雇、雇员合同和雇员规章制度的制

定、以及雇员的日常工作、生活管理等工作；配合公司财务部负责制定雇员工资标准以及工资社保发放

等工作；配合公司企业发展部负责及时跟踪当地法律法规的变动，雇员的劳务纠纷处理等工作。 
依据劳动法和相关规定，制定严格的雇员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将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张贴在办公

室、站控室和宿舍，并组织雇员学习。制定雇员岗位责任制，做到一岗一责，明确详细工作职责，使之

具有可操作性。对工作中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雇员，做到处罚有理有据，使雇员从思想意识上逐

步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使管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道路。 
考虑到海外项目大部分劳务纠纷是工资纠纷，因此建立健全岗位工资体系非常重要。结合当地的宗

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实际情况，严格按照劳动法和相关规定，制订完善的岗位工资体系标准，确保工资

体系中所涉及的各种津贴数量符合劳动法规定的标准，津贴项目只能多于而不能少于劳动法规定的标准，

并制定了详细的晋升体系、奖金发放制度和标准。 
为每位员工建立档案，每年执行 KPI，建立数据库，每年调级、定岗、大胆将有能力属地工放在项

目领导岗位、真正有能力者居之，将部分中方员工归到属地工管理中，达到真正的融合。并且，组织部

分含金量高的培训进驻项目，根据员工的 KPI 进行分层级培训。 

5. 结束语 

加强属地管理提高项目管理水平是保证项目顺利开展、经济效益的必要举措。在加强属地管理过程

中，要坚持基础管理扎实，制度执行到位。并且，在项目实践管理中不断总结，不断创新，最终增强在

国际承包市场的竞争力，实现海外项目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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