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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这表明，“一带一路”已经进入国家

层面的正式规划，成为我国今后五年重点推进的重

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必将为我

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并在优化经济结构、

拓展海外经济发展空间等方面大有作为，为实现我

国经济的国际化、可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同时也要注意到，“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将面临一系列的风险。这些风险根据其来自领域的

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

险和法律风险等类型。其中，政治风险、经济风险

和文化风险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因而容

易引起关注，而法律风险往往是较为隐蔽的潜在风

险，容易被忽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法

律风险的防范与应对大致可以沿着宏观、中观和微

观三条路径来进行。第一条路径是从主要法律风险

出发，对它们进行概括和分类，并从中提炼出共

性，超越法律层面看待这些法律风险的防范，从战

略层面提出应对构想。第二条路径是针对某一行业

或者诸多行业中的某一类具体法律风险进行分析，

提出防范和应对这一法律风险的具体对策。第三条

路径是针对法律实务中某一具体的法律风险进行分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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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律风险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应当予以特别注意，主要包括合同法律风险、劳动法律

风险、环境法律风险和企业并购法律风险、国际贸易壁垒等。为了有效应对以上法律风险，应当坚持顾

全大局的原则，运用事先预防、超越法律、适度维权和灵活处理的思路。同时，应当采取建立完善的法

律风险评估体系、加强相关法律人才培养、建立企业人员法律风险强制培训机制、进一步加强与“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的执法与司法交流与合作等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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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探究产生这一法律风险的原因，提出相应地对

策。这三条不同层面的研究路径各具特色、各有侧

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在具体实践中可以

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笔者拟沿第一条路径出发，

在宏观的层面探析有效对策，以期能够为有关部门

的决策提供有益的思路。

存在的主要法律风险

1.合同履行的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各种经济交往不可避

免地要签订大量合同，需要注意的是，合同的签订

不等于合同的履行。尤其对于某些重大投资活动，

其合同履行周期可能达几十年之久。因此，合同违

约风险是“一带一路”战略中最常见的法律风险。

2.劳资关系与劳工权益保护的法律风险

我国企业对相关国家投入资金进行建设，难免

大量地雇佣当地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因此

可能会产生劳资纠纷的相关法律问题。由于劳资纠

纷一般涉及人员众多，容易激化矛盾并引发复杂的

社会事件，因此应当予以特别防范。

3.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风险

需要特别注意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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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具有刚性，但法律问题的处理应对具有一

定的灵活性。当然，这种灵活性要以不违反当地法

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前提。在法律规定有弹性空间的

情况下，处理法律风险问题要注意一定的技巧。

应对法律风险的具体措施

1.建立完善的法律风险评估体系

法律风险的防范需要以法律风险的正确、全面

评估为前提。因此，为了有效应对“一带一路”战

略推进中的法律风险，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风险评

估体系。这种评估体系应当针对“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的主要领域进行构建，最好由政府主导或者由

专门的评估机构来进行。

2.加强相关法律人才的培养

可以合理预见，“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会

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法律纠纷。应对这些法律纠纷

的有效方式是培养一批具有相关法律知识的法律实

务人才。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由于“一带一路”

涉及国家众多，专门研究相关法律知识的人才相对

缺乏，而且考虑到培养人才需要花费一定的周期，

因此，加强相关法律人才的培养时不我待。

3.建立企业人员法律风险强制培训机制

有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的行为，将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及其国民对我

国的印象和态度。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

方面的诸多差异，导致相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对派

入国的基本法律规则并不甚了解。因此，有必要通

过强制培训的方式使其了解。当然，这种强制法律

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普法性质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

避免在外工作人员因为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而造成

严重后果情形的出现。

4.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执法与司法交流及合作

法律的实施对于法律风险的防范和应对至关重

要。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执法与司法交

流，对于真正解决出现的法律纠纷和问题具有更加

直接和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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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尤其是在矿产开采、基础建设方面，不可避

免地会影响到当地的环境，这就需要认真研究当地

关于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以有效

做好防范工作。

4.企业并购与资本运作的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会涉及到和当地企业

的合作与并购问题。一些国家在企业的并购与资本

运作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因此，应当对当地的相

关法律法规有清晰地了解，以免在并购和资本运作

中陷入僵局。

5.国际贸易壁垒的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加强贸

易往来。不同国家对于贸易往来的限制各不相同，

这些贸易壁垒的存在严重影响到国际贸易的正常活

动，很有可能使得相关企业受到损失，因此要加强

对相关措施的深入了解。

应对法律风险的基本思路

1.坚持顾全大局的原则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大的战略布局，可能一

个很小的具体法律事件都会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

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处理相关法律事件时，

有必要考虑相关事件的影响与战略的整体布局。

2.事先预防

法律风险并非完全不可控，事先防范远比事后

应对更有效率，也更经济。因此，对于法律风险要

事先做好预防、事中保持警惕、事后及时处理。

3.超越法律

法律问题的处理和法律风险的防范不能仅仅从

法律的角度进行思考，还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

宗教等方面进行考虑。很多时候，法律问题的解决

需要借助于法律之外的手段和方法。

4.适度维权

法律权利的维护固然重要，但在进行法律问题

的处理时还要考虑到“适度维权”的问题。“适度

维权”并不是一定要牺牲合法权利，而是在维权时

一定要考虑到双方实力的对比与长远的合作。

5.灵活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