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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公路工程投资法律问题研究 

张惜冰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中国境外公路工程投资法律是指适用于中国企业在境外进行公路工程投资活动的法律框架和规定。这包括

但不限于投资合同、合规性要求、土地使用权、环境保护、劳动关系、知识产权、纳税义务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境外

公路工程投资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需要依法合规操作，遵循国际惯例和相应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了解相关法律，

制定合理的法律策略和风险防范措施，能有效降低投资风险，推动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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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公路工程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

国境外公路工程投资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随

着国际投资活动的增多，涉及到境外公路工程投资的法

律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境外公路工程

投资法律问题，以期为相关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参考。 

一、中国境外公路工程投资现状 

中国境外公路工程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随

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开始将目光投向境外市场，其中境外公路工程投资成为

一个热门领域。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已在亚洲、非洲、

拉美等地区实施了大量的公路工程项目。在亚洲地区，

中国企业参与了多个重要公路项目的建设，例如中国企

业在巴基斯坦投资建设了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公

路项目，连接了巴基斯坦南部的卡拉奇港和北部的拉合

尔市，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在非洲

地区，中国企业也积极参与了许多公路基础设施项目，

如尼日利亚的 “阿贝奥库塔-奥沙达”公路，塞内加尔

的“马加果尔-命莎” 公路等。这些项目的建设不仅改

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 

除了亚洲和非洲，中国企业还在拉美地区实施了一

些重要的公路工程项目。例如，中国企业在秘鲁投资建

设了连接利马和卡哈马尔卡的“康梅巴-努耳科”高速公

路，这条公路的开通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并促进了

利马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中国境外公路工程

投资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项目风险，包括对当地政

策、环境和社会文化的不熟悉，以及工程施工和运营过

程中的技术和管理难题。其次，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和

法律法规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投资的风险。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企业需要加强项目前期的调研

和风险评估，以此确保境外公路工程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和成功实施。 

二、境外公路工程投资法律框架 

（一）国际法和国家法律的适用关系 

在境外公路工程投资中，国际法和国家法律之间存

在着相互关系。国际法主要体现在国际公约、国际条约

以及国际惯例等国际法律规范中。而各个国家的法律则

是根据国家利益和国情制定的法律规则。[1]在境外投资

中，如果国际法和国家法律发生冲突，通常首先应当遵

守国家法律，但国际法仍然具有一定的司法效力。 

（二）相关国际公约和条约 

境外公路工程投资涉及到的国际公约和条约有很

多，其中包括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公约、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的投资推动公约等。这些公约和条约为境外投

资提供了法律保护和解决纠纷的机制，有助于保障投资

者的权益，并促进投资的便利化和可持续发展。 

（三）主要国家的境外投资法律框架 

各个国家针对境外公路工程投资都有自己的法律框

架，主要包括对外投资法、国家安全法、国家资本流动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框架规范了境外投资

的审批流程、投资者权益保护、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内

容，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境外投资的稳定性。 

三、中国境外公路工程投资法律问题研究 

（一）投资合同和条款 

投资合同是投资者与承建方之间的重要法律文件，

应详细规定双方的权责、支付方式、履约保证及争议解

决机制等关键内容。投资者应合理设计合同条款，明确

双方的权益和责任，确保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支付方

式包括投资款的支付时间、方式和条件，履约保证则涉

及承建方提供的履约保证方式和金额。争议解决机制应

包括仲裁、诉讼等形式，确保在发生争议时能够及时有

效解决。[2]此外，投资合同还应考虑其他问题，如保密条

款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以确保双方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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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权和产权保护 

中国境外公路工程投资涉及的法律问题包括土地使

用权和产权保护等。土地使用权是投资项目进行基础设

施建设所必需的，因此获取和保护土地使用权是非常重

要的。投资者应遵守当地的土地法规，按照法律程序获

取土地使用权，确保土地使用权合法合规。此外，投资

者也应注意保护自身的产权，确保在土地使用期限内拥

有对土地的合法拥有权。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可以从多方

面入手。首先，了解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的政策和规定，

确保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性。其次，合理设计投资合同中

关于土地使用权的条款，明确土地使用的范围、期限和

权益，防止出现权益纠纷。此外，投资者还可以购买土

地使用权保险，以降低风险并保障自身权益。在产权保

护方面，投资者应加强对工程和设备的管理和保护，防

止盗窃、破坏等损失，同时建立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

制，确保自身的技术和商业秘密得到保护。此外，及时

处理和解决与当地政府、业主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争议，通过协商、调解或仲裁等方式解决纠纷。总之，

投资者在中国境外公路工程投资中应特别关注土地使用

权和产权保护问题，确保合法获取土地使用权并保护自

身的产权。合法合规的土地使用权和充分保障的产权可

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投资风险，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投

资者的利益。 

（三）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 

境外公路工程投资涉及到土地使用、水资源和生态

环境等问题。投资者应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遵守当

地环保法规和国际标准，确保项目不对环境造成严重破

坏。投资者还应关注当地的社会责任，尊重当地社区和

文化。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控

制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另外，投资

者还应与当地社区进行积极的沟通和合作，了解当地社

区的需求和利益，推动项目与社区的和谐发展。通过积

极履行环保责任和关注社会责任，投资者能够建立良好

的企业形象，促进可持续发展。 

（四）劳动关系和职业健康安全 

在境外公路工程建设中，投资者应重视劳动关系和

职业健康安全。遵守当地的劳工法规，保障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包括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和休假等方面。此外，

投资者还应关注工人的职业健康安全，提供必要的保护

和培训措施，如安全防护设备、培训课程等，以减少事

故和职业病的发生。[3]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是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支撑，投资者需要积极履行责任，筑牢劳动

关系的基础，提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水平，促进工人的

身心健康，实现共赢发展。 

（五）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移 

在境外投资中，保护知识产权是非常重要的。投资

者应采取措施，确保专利、商标和其他知识产权的合法

性和保护。此外，投资者还应注意技术转移的合理性和

合规性，确保符合相关法规和规定。在进行技术许可和

转让时，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确保技术转移的过程合

法、合规、透明。同时，投资者还应加强对技术转让方

面的监管和审核，以确保技术的安全和保密。知识产权

保护和技术转移的规范实施，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技

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的利益和竞争优

势。 

（六）纳税义务和税收优惠 

投资者在境外投资时，应了解当地的纳税义务并按

时履行。熟悉当地的税收法规可以帮助投资者避免因税

收问题而遭受风险和损失。此外，投资者还可以关注当

地是否提供特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降低项目成本。某

些国家或地区对外国投资者提供税收减免、税收抵免或

税收延期等优惠政策，可以帮助投资者降低负担，增加

投资回报。但是，投资者应确保符合相关条件和规定，

以确保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投资者应

积极咨询专业税务机构，了解有关税收政策和纳税义务

的信息，并确保在投资过程中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

以提高投资效益。 

总结：综上所述，境外公路工程投资需要遵守国际

法和相关国家法律，同时应了解并遵守所在国家的境外

投资法律框架。投资者应在投资前进行法律尽职调查、

风险评估，与当地政府和法律专家合作，确保合规性和

项目的可行性，以推动境外投资的顺利进行。对于投资

者而言，了解并遵守境外公路工程投资的法律问题是确

保项目顺利进行和保护自身权益的重要举措。投资者可

以与专业法律团队合作，进行法律咨询和尽职调查，以

确保遵守法律法规，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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