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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合规新形势及管理工作建议

□ 白海波 王凯

在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推动下 ， 我国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 ， 在国际工程承包

和海外投资领域中的投融资 ＇ 技术 ＇ 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 体现出了较

强竞争力 。 但近年来 ，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 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 ， 贸易

保护主义和
＂

逆全球化
＂

风潮抬头 ， 市场不确定性加剧 ， 海外合规风险被显著

放大 ，

＂

走出去
＂

企业面临更大挑战 。 本文旨在分析
＂

走出去
”

企业境外投资

经营需管理的合规类型 ， 探讨海外合规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 并从政府部门 、 企

业、 金融机构三个角度出发 ， 提出应对海外合规风险的建议 。

１ ０ 国际工程与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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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合规管理类型

ＧＢ＾ｒ３５７７０
－２０２２ （

ＩＳＯ３７３０ １ ：

２ ０ ２ １ ） 《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

用指南 》 指 出
，
合规义务是指组

织强制性遵守 的 要求和 自 愿选择

遵守 的要 求 。 相 比于上
一版标准

（
Ｇ Ｂ／Ｔ３ ５ ７ ７ ０

－ ２ ０ １ ７ ） ， 该版 明

确
“

组织 自 愿选择遵守 的 要求
”

为合规义务 的
一

部分 ，
也就是说 ，

通常提到的
＂

规定
” ＂

规则
” ＂

约

定
” “

规律
”

等都属于合规义务

的范 围 。 根据合规义务定义 ， 按

利 益相关 方维度 ，
企业境外投资

经营需做好母 国合规 、 东道 国合

规 、 第三方合规 。

一

、 母国合规

母 国合规是海外合规管理 的

基石 ，
企业

“

走 出 去
”

前首先应

满足本 国 各项要求 。 出于 国 家利

益保障 、 产业政策导 向 、 维护市

场秩序等考虑 ， 针对境外投资经

营重点领域和环节 ， 投资母 国 可

通过法律法规 、 规章制度等 方式

引 导 、 规范或约束企业行为 ， 促

进企业合理健康发展 。

二
、 东道国合规

东道 国合规是海外合规管理

的核心 ，
企业在东道 国 的经营投

资行 为 受该 国监管直接影响 。 但

不 同 国 家制度建设 、 执行情况各

异 ， 尤其是
“
一

带
一路

”

共建 国

家规则 制度体系 有待完善 ， 整体

治理水平有待提升 ，
企业在合规

管理上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

三 、 第三方合规

第三 方合规是海外合规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 。 除母 国和东道

国外 ， 受其他 国 家利益诉求 、 大

国博弈 、 项 目 参与 方 多 元化等影

响 ，
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还可能受

到 利 益 相 关 方 国 家 、 全球 性大

国 、 国 际组织 、 多边金融机构等

第三方合规要求影响 。

海外合规管理面临的

新形势

在西 方建立 的 国 际秩序和全

球治理体系下 ， 我 国
＂

走 出 去
＂

企 业 不 断摸 索 适应 ，
从 项 目 投

标 、 建设 、 运营等层面积累 了
＿

些合规管理经验 ， 特别是初步形

成 了 Ｅ ＳＧ （ 环境 、 社会和治理 ）

理念
，
为 高质量做好海外合规管

理工作奠定 了 基础 。 Ｅ Ｓ Ｇ理念重

视项 目 环境治理和社区关系 。 例

如 ，
相 关企业在某些早期环境敏

感项 目 上 尚 未具备成熟 Ｅ Ｓ Ｇ治理

经验 ， 导 致 民众抗 议 、 项 目 停

摆 ，
后期通过环境修复 、 移 民安

置等工作优化 了 经营环境 。 可 以

说
，

Ｅ ＳＧ理念为 审视合规风险提

供 了 新视角 ，
而合规管理是践行

Ｅ Ｓ Ｇ理念 的 重要举措 。 随着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 各国叙

事 由
１ ‘

发展
”

转 向
“

安全
”

，
海

开启高质量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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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合规管理面临新的形势 。

―

、 母国合规 ： 体系化

２ ０ １ ８年被称 为 我 国
’ ‘

合规元

年
”

。 美 国 制裁 中 兴通讯 、 加 拿

大应 美 国 当 局
’ ‘

逮捕
”

孟 晚舟等

事件作 为 中 美 贸 易 战 的 投影 ，
对

我 国经济发展和 资 本市场造成较

大影 响 。 近年来 ， 相 关部 门针对

海外合规管理 出 台 多 项政策 （ 下

表部分列 示 ） 。 例如 ， 《 企业境

外经 营 合规管理指 引 》 明确 了 对

外 贸 易 、 境外投资 、 对外承包工

程 、 境外 日 常经营等活动需要关注

的合规事项 。 在对外承包工程 中 ，

投标管理、 项 目 履约 、 反腐败 、 反

贿赂是重点关注环节或事项 。

习 近平 总 书 记 强调 ， 要坚持

立法先行 、 立改废释并举 ，
形成

系统完 备 的 涉外 法律法规体 系 。

根 据商 务部 数据 ，

２ ０ ２ ３ 年 ， 我

国 全行业对外直 接投资 １ ０ ４ １８ ． ５

亿 元人 民 帀 ， 实际使 用 外 资 金额

１ １ ３ ３ ９ ． １ 亿 元人 民 帀 ，
对外投资

规模基 本等于外 资来华规模 。 在

外商投资领域 ， 我 国 已于 ２ ０ １９年

出 台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外商投资

法 》 ， 将对外投资 制度上升至法

律层面 ，
进 步完善 了 我 国 海外

合规管理政策体 系
， 或将成 为 下

步涉外领域立法重点工作 。

二
、 东道国合规 ：

工具化

利 用 外商投资规定和 审查机

制 ， 部 分 国 家 扩 大 政 策 适 用 范

围 、 泛化重点概念 、 降低 审 查透

明 度 ，
甚 至采 用 针 对 性 专 项检

查 、 出 台 限制清单 、 直接使 用 兜

底条款等手段 ， 限 制 不特定 或特

定外商投资对 象正 常 经 营 、 投资

和 筹 资 活 动 ，
达 到 保 护 本 土 企

业 、 服务 国 家 对外 战略或变相征

收 的 目 的
，
合 规 工 具 化趋 势 明

显 。

首先 在行业 方面 ，

“

双碳
”

目 标 的 提 出 使 我 国 新能源行业加

速发展
，

锂 、 钴 、 镍 、 铜 等关键

矿产 战略重要性显著提升 。 在这

种情况下 ， 部 分关键矿产 资源 国

资源 民族主 义 抬头 ，
成 为供应链

博弈既有规则破坏 方 ， 中 国 海外

资源开发面 临 资源 国逐渐增高 的

合规工具化经营风险 。

其次 在 国 别 方面 ， 将合规充

分工具化 的 国 家 日 趋活跃 。 例如

印 度 ， 方面 ，
该 国 在外商投资

领域 的 各种行 为 有其历史 文化背

景 ， 具有无差别性和 贯性 ， 微

软 、 沃 尔玛 、 谷歌 、 沃达丰 印 度

我国 出 台有关海外合规管理的部分政策

时间 部门 政策名称

２０ １ ４年 ９月 商务部 《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

２０ １ ５年２月 国 家外汇管理局 《 关于进 步简化和 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

２０ １ ７年 １ 月 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 》

２０ １ ７年５月 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 关于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 的若干意见 》

２０ １ ７年 １ ２月 国 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

２０ １ ８年 １ 月 国 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 境外投资敏感行业 目 录 （
２ ０ １ ８年版 ） 》

２０ １ ８年 １ １ 月 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 引 （ 试行 ） 》

２０ １ ８年 １ ２月 国 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等 ７部 门 《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 引 》

２０２０年８月 商务部 、 科学技术部 《 中 国禁止 出 口 限制 出 口 技术 目 录 》

２０２２年８月 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 》

１ ２ 国际工程与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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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巨 头都 曾 遭 印 度 重 罚 。 另

方面 ， 在大 国 博弈背景 下 ，
为 寻

求 自 身 利 益 最 大 化 ， 印 度 充 分

利 用
“

印 太 战 略
”

区 域 支 点 地

位 ， 以合规工具对 中 国 表现强硬

姿 态
，
其行 为 又 具有特 殊针 对

性 。 ２０２０年 ， 印度政府针对
’ ‘

接壌

国 家
”

修改外 国直接投资 （
Ｆ Ｄ Ｉ ）

政 策 ， 导致 多 项 中 国 对 印 投资被

搁 置 。 再如 ， 部分 国 家 或地 区泛

化意识形态 ，
滥 用

“

国 家 安全
”

概念 ，
重点 审查和 限 制 互联 网 、

人 工智 能 、 芯 片 制造 、 生物 医药

等技术领域 ， 实现合规工具化效

果 。 ２ ０ ２ ２年 ， 在 《 关于设立欧盟

外 国 直接投资 审查框架 的 条例 》

机制 下 ， 德 国 禁止 了 两宗 中 资企

业芯 片 收购 案 ， 并将 中 远集 团 收

购 汉堡港集装箱码头 的 股份上 限

由 ３ ５ ％ 下调到 ２ ５ ％ 同 年 ， 拜登

政府进 步签署关于外商投资委

员会 （
Ｃ Ｆ Ｉ Ｕ Ｓ ） 的行政命令 ， 要求

对 关键领域外商投资做 出 更严格

审查 ２ ０ ２ ３年美 国 多 州 以
“

国 家

安全风险
”

为 由 对 Ｔ ｉ ｋＴ ｏ ｋ全面封

禁 ，

Ｔ ｉ ｋＴｏ ｋＣ ＥＯ周 受资接受美 国

众议 院
’ ‘

审 问 式
”

质询 。 以全 方

位审查Ｔ ｉ ｋＴｏ ｋ为代表 的 揽子
“

去

风 险化
”

政策 凸 显 了 美 国 努 力 维

持霸权地位 的 紧迫和焦虑 。

三 、 第三方合规 ： 武器化

随着全球经济 陷 入调 整 期 ，

部 分 国 家 高打
’ ‘

合 规牌
”

，
提

出
’ ‘

基于规则 的 国 际秩序
”

等模

糊概念 ， 将其作为攫取利益 ， 限制

他 国发展的武器 。 例如 ，
名 义上

，

美 国 《 反海外腐败法 》 （
ＦＣ ＰＡ

）

制定是为 了遏制美 国公司海外行贿

行为 ， 但其管辖范围包括在美 国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外 国企业以及在美

国领土进行腐败支付的境外实体 ，

甚至包括仅利 用 美 国 邮件 系统或

隶属于 美 国 的 国 际商业工具 （ 如

ＳＷ Ｉ ＦＴ
） 的实体 。 美 国构建 了

’ ‘

长

臂管辖
”

法律体 系
， 通过联合执

法 、 国 内 法域外适用 等手段保 障

法律效 力 ， 以合规之 名 义 维 系排

他性发展 霸权 ， 本质上成 为 了 国

际秩序破坏者 。

此外 ，
为 限制 后发 国 家 发展

权 ，

Ｅ Ｓ Ｇ也成 为 先发 国 家 新 的 合

规叙事
’ ‘

武器
”

，
这进 步增 加

了 企 业 合 规成 本 ，
产 生 负 外 部

性 ，

企业应清晰认识 Ｅ Ｓ Ｇ 的
“

体两面
”

。 例如 ， 东 非原油 管道

（
Ｅ Ａ Ｃ ０ Ｐ ） 项 目 受 乌 干达和 坦

桑尼亚政府共 同 支持 ， 项 目 严格

遵守 当 地法律和 国 际标准 ， 获得

环评批复 ， 但欧 洲议会从环保 、

人权 、 碳排放三 方面呼 吁 叫 停项

目
， 多 家 西 方金融机构 陆续宣布

不考虑支持该项 目
， 部分 Ｎ Ｇ ０还

有组织地前往参 与该项 目 的 金融

机构进行抗议活动 。

对海外合规管理工作的

建议

做好海外合规管理工作 ，

企

业不是 唯 主体 ， 政府部 门 、 金

融 机构 应 同
’ ‘

走 出 去
”

企 业

道 ，
形成合 力 ， 推动 海外合规管

理工作行稳致远 。

―

、 企业 ： 树立合规理念 ，

建立合规体系

习 近平总 书 记强调 ， 要 强化

合规意识 ， 引 导我 国 公 民 、 企 业

在
’ ‘

走 出 去
”

过程 中 自 觉遵守 当

地法律法规和风俗 习 惯 ，
运用 法

治和规则 维护 自 身合法权益 。 因

此
，

企业 是要树立合规理念 ，

将 合 规工 作嵌 入 企 业 经 营 各 个

环节 ，
培养 员 工形成合规意识 ，

从
’ ‘

被动合规
”

转 变 为
’ ‘

制度保

证合规
” ’ ‘

内 心希望合规
”

， 做

到 全 员参 与 ，
全流程合规 。

二是

要充分吸收 Ｅ Ｓ Ｇ理念核心要义 ，

常 态化可持续推进合规工作 ， 加

强东道 国 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 ，

关注东道 国 政府和 当 地群众关切

利 益 ， 兼顾项 目 经济效益和 社会

效 益 。
三 是 要 充 分考 虑合 规成

本 ，
提前评估 营 商环境欠佳 、 东

道 国 合规工具化 、 第三 方合规武

器化等对 交 易 或持续经 营 的 不利

影 响 ， 在经济可行性分析 中 引 入

合规风险溢价 ， 减少决策 失误 ，

国际工程与劳务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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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后期损失扩大化 。

二
、 政府部 门 ： 统筹制度规

定 ， 完善支持系统

政府部 门应多措并举 ， 切 实

致力 于打造 良好合规环境 。

一

是

统筹各层次合规政策制度规定 ，

进一步健全涉外领域法治体系 ，

系统化 、 立体化海外合规管理政

策 。
二是加 强海外合规管理基础

设施建设 ，
建立跨部 门信息沟通

机制 ， 以政府部 门 牵头 ，
企业 、

金融机构 、 行业协会 、 Ｎ Ｇ Ｏ等多

方参与 ，
基于 国别动态 、 行业信

息等基础数据 ，
通过数据报送分

享 、 合规审批备案 、 绩效评价 、

服务 支持 等 方 式 ， 实 现各 方信

息 互联 互 通 ， 提 高 政 策传 导效

率 ， 有效助 力 企业提高海外合规

管理水平 。 三是参与全球治理 ，

借助 国 际组织 、 多边合作机制等

平 台进行合规倡议 、 合规研究 、

合规培训 ， 促进各 国合规水平提

升 ， 改善企业对外投资经营合规

环境 。 如在第三届
“
一

带
一路

”

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 中 方宣布

支持 高质 量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的八项行动 中 提 出
＂

建设廉洁之

路
”

，

“

建立
‘

一

带
一路

，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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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金融机构 ： 对标 国 际标

准 ， 更加积极作为

落实 国 家监管要求 ， 推进 中

资 金 融机构 高水 平 海外合规 建

设 ，

一

是强化项 目 合规评审 ， 充

分 了解东道 国许可制度 、 潜在第

三方制裁限制 ， 避免项 目 投资进

度 快 于合规 审 批 ， 产 生合规风

险 。 例 如 ， 若 融 资银行 在 项 目

企业 未 拿 到 土 地证 、 环评 时 即

放款 ， 则会面 临较大风险敞 口 。

二是形成 Ｅ Ｓ Ｇ评审 共识 ， 借鉴多

边金融机构经验做法 ， 明确环境

和 社会可持续绩效标准 和 评 估

框 架 ， 提升 风 险控 制 针对 性 、

有效性 。 三 是 加 强舆 论 管理 ，

充 分评估第 三 方 利 用
“

Ｅ Ｓ Ｇ合

规牌
”

造成 的潜在不利 影 响 ，
主

动 引 导 媒体 、 Ｎ Ｇ Ｏ 等在 东道 国

加 强金融机构
“

环境友好
”“

惠

民利 民
”“

遵守 国 际规则
”

等正

面宣传
，
提升金融机构 国 际影响

力 。

中国信保

在海外合规管理中的实践

适应海外合规管理新形势 ，

中 国 出 □ 信用保险公司 积极践行

Ｅ Ｓ Ｇ理念
， 探索业务新举措 ，

以

高水平海外合规管理助 力
“

走 出

去
”

企业业务高质量发展 。

一

是加强制度保障 。 升级业

务 （ 绿色 ） 承保政策 ，
建立绿色

分类标准体系 ，
强化绿色业务识

别管理
；

设置绿色激励措施 ，
引

导资源 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 ，
对

不符合 国 家导 向 的行业或项 目 不

予支持 。

二是完善组织架构 。 全面对

标监管要求 ，
成立 由 董事长任组

长 的 绿 色 金 融 建 设 工 作领 导 小

组
，
设 置 绿 色 金 融 处 室 ， 跟踪

研究 Ｅ ＳＧ相 关 国 际规则和 同 业实

践 ， 破解
＂

合规壁垒
” ＂

绿色壁

垒、

三是建立风控体 系 。 强化全

流程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 ， 加 强

可行性分析对环境和社会影 响 的

关注度 ， 明 确 承保 阶段环境 和

社会 风 险评估 审 核 要 求 ， 将 保

后相 关跟踪情况纳入年度风险排

查。

四 是 内 外专 家联动 。 出 台 分

险种业务评审指 引 ，
为评审委员

明确项 目 合规基础前提
；

设立外

部专家库 ， 获取业务合规专 家咨

询意见 ，
提升承保评审决策科学

性 ， 筑牢合规
＂

第
一

道防线
”

。

党 的 二十大报告指 出 ：

＂

稳

步扩大规则 、 规制 、 管理 、 标准

等制度型开放 。 推动共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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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

高质量发展 。

”

立足新发

展阶段 ， 我们要清晰认识海外合

规管理面临 的 新形势 ， 做好海外

合规 管理 ，
构 建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合规体系 ，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

放。 缈

（ 作者单位 ： 中 国 出 口 信 用

保险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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