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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为代表的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在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

也对伴随“一带一路”建设而稳步推进的中国建造国际化构成了明显冲击。本文首先梳理了代表性的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及应

急管理经验，以仍在进行中的 COVID-19 疫情为例，剖析其对中国建造企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影响；其次以我国某建筑

企业海外工程项目实施为案例，通过管理人员深度访谈，深入分析 COVID-19 疫情对伊拉克泵站项目在材料与设备、复工与

招聘、人员身心健康、项目绩效等方面的影响，对企业应对策略的有效性进行评价。研究表明，为了积极应对突发重大公共

事件，政府和企业应当完善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应急机制，共享应急管理数据；明确工程材料设备需求量，提前安排运输，

关注物流风险，确保项目按期交付；合理增加人员复工补贴，积极实施心理辅导，最大程度地保障项目参建人员的合法权益

与身心健康；按需调整项目方案，建立风险缓释机制和长效应对机制，降低项目履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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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represented by COVID-19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ountries as well as on China’s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which is progressing steadily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n this article, we first summarize representative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and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experiences,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Chines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Subsequently, an 
overseas engineering project of a Chines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is used as a case for analysis.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personnel,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pumping station project in Iraq in terms of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work resumption 
and recruitment, personnel’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project performance, and summar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levant coping 
strategies. Furthermore, to better cope with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we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hould improve 
the coping mechanism for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and share emergency management data. They should also clarify the demand for 
engineering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to plan transportation in advance, and pay attention to logistics risks to ensure that projec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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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国建造国际化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推进日益壮大，中国建筑企业的海外建筑工程

规模迅速扩张。2020 年 1 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被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对中国建造行业的国际工程企业及其

在国内外执行的各类项目造成了巨大冲击，对国际

供应链、物流链亦造成较大影响。对于国内市场，

相关企业因道路封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材料采购

运输受限等问题无法按时复工 [1]；对于国际市场，

项目东道国的航班取消政策、检疫措施加强等，导

致中国建筑企业在当地的劳务聘用、设备材料入关

等严重受阻 [2,3]。鉴于建筑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

差 [4]，以 COVID-19 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对建筑企业的冲击考验着中国建造国际化发展

的质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关注建筑工程中

的各个重要环节与要素，提前做好预防措施，不断

提高建筑企业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

这是走好中国建造国际化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必要

举措。

长期以来，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因其致病性强、

致死率高等特征，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公共危

机，对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诸多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均构成深远影响 [5]。当前，关于突发重大公共事

件的研究主要关注对经济发展、国际合作、企业投

资决策等方面的长短期影响 [6,7] 以及政府部门 [8]、
医疗机构 [9,10]、教育系统 [11]、金融行业 [12] 等
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就已有文献来看，有关突发

重大公共事件对建造行业的影响研究仍然较少，针

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对中国建造国际化发展的冲

击效应研究更为匮乏。为此，本文较为系统地梳

理国内外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发生背景与应对经

验，以仍在持续产生影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COVID-19 疫情为切入点，从海外建筑工程的材料

与设备、项目人员与项目绩效等方面着手，详细分

析 COVID-19 疫情对中国建造国际化发展的具体冲

击效应，提出管理部门、建筑企业应对突发重大公

共事件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建造的高质量与国

际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特征与应急管理

经验

（一）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定义及特征

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按照《国家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3] 规定，突发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

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

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

众健康的事件。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引发原因复杂、传

播速度极快、传播路径不明、发展难以预测、导致

连锁反应等突出特征；据统计 [14]，近 20 年来至

少出现了 40 种新发传染病，其中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SARS）的流行使亚洲国家 2003 年国内生产

总值损失超过 200 亿美元。2008 年我国汶川地震造

成的严重破坏地区面积约为 5×105 km2，人员及经

济损失巨大。2013 年开始的南苏丹内战长达 5 年之

久，死亡人数达到数十万。本文统计了世界突发重

大公共事件，涵盖伤亡人数、持续时间、致死率等

主要指标数据；分析了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规模与

波及效应（见表 1、图 1）。从统计数据可见，自然

灾害类、战争类突发重大公共事件波及范围相对较

小，但致死率较高；传染性疾病类事件持续时间长、

波及范围大、致死率高。

以 COVID-19 疫情为例，传播范围、感染人数、

传播速度、死亡人数均是前所未有的状态，极大限

制了人口流动、遏制了各类经济活动，促使多国宣

布进入紧急状态；尽管我国取得了良好的防控效果，

但国外疫情仍未见收敛，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仍持

delivered on time. Moreover, subsidies for work resumption should be increased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hould be conducted to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project staff. Meanwhile, project plans should be adjusted as needed, and a 
risk mitigation mechanism and a long-term coping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reduce project performance losses.
Keywords: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COVID-19; overseas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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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加，可以认为 COVID-19 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的

重大事件。因此，本文在探讨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对

中国建造国际化发展的冲击效应时，选取 COVID-19
疫情作为代表性事件，具有明确的对象属性。

（二）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经验

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各

国通过长时期的努力，构建了较为有效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所积累的应急管理经验可概括

为 5 个方面。

1. 应急法律保障机制

发达国家尤为重视与突发公共事件有关的制

度与法规建设，据此提升应急处置行动的效益。日

本从 1880 年至今，制定了多部有关地震应急管理

方面的法律（如《灾害救助法》）。英国在 1988 年

制定了《传染病法案》，先后实施了 30 多部有关应

急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15]。美国在 9 · 11 事件后

及时制定《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威胁防止和应

急法》等 [16]。我国在 2003 年 SARS 疫情结束后，

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的法律建设工作，目

前已经形成一整套法律体系 [17]。

2. 监测预警机制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最有效的做法在于，在常态

下跟踪监测事件的各种诱发因素进展，及时预警以

提醒政府及社会其他主体提前做好预防措施。美国

在 9·11 事件后构建了“全国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美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两个公共卫生监测系统，

能够及时部署预防与应急措施、降低突发事件可

能带来的危害 [16]。法国按照《疫情通报法》，对

26 种重度传染病实行强制报告制度，建立了实验室

监测体系；成立卫生监测研究所，根据疾病变化趋

势及时发布预警信号 [17]。
3. 应急组织管理体系

有效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依赖于分工明

确、权责一致、运转协调的应急组织。英国构建的

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分为战略层面的应急指挥、执

行层面的应对工作。日本建立了国家级的“危机

管理中心”，通过与各行业系统管理、各地区的纵

向衔接，形成全国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网

络 [18,19]。
4. 应急后勤保障系统

完善的应急管理保障机制是突发重大公共事件

表 1  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主要指标数据

事件名称 爆发时间 爆发地点 感染人数/人 死亡人数/人 持续时间/月
黑死病（鼠疫） 公元6 世纪 地中海地区及欧洲 — 100 000 000 —

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 1916 年6 月 美国 27 000 6000 12
SARS 2002 年12 月 中国 8422 919 9
伊拉克战争 2003 年3 月 伊拉克 — 655 000 108
马尔堡出血热 2004 年10 月 安哥拉 374 329 14
5·12 汶川地震 2008 年5 月 中国 374 643 69 227 4
甲型H1N1 流感病毒 2009 年4 月 美国 60 000 000 200 000 15
3·11 日本地震 2011 年3 月 日本 — 19 533 2
叙利亚危机 2011 年3 月 叙利亚 — 450 1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2012 年9 月 沙特阿拉伯 1219 449 34
埃博拉病毒（西非地区） 2013 年12 月 几内亚 28 000 11 000 15
南苏丹内战 2013 年12 月 南苏丹 — 382 900 60
4·25 尼泊尔地震 2015 年4 月 尼泊尔 22 303 8786 1
也门冲突 2015 年4 月 也门 7300 551 60
寨卡病毒 2015 年5 月 巴西 1 500 000 — 17
甲型H7N9 禽流感病毒 2016 年12 月 中国 160 61 19
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地区） 2018 年8 月 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 2934 1965 12
新型冠状病毒冠肺炎 2019 年12 月 — 144 368 227 3 094 952 17
注：数据源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统计结果，且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统计均截止到官方指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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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加拿大筹建了应急

准备学院，开设多门应急管理课程，积极培养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英国在多个地区设

立卫生局，设有对应局长与非行政官员来直接负责

本地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18]。
5. 应急管理教育

高效的应急管理教育能够提升社会全体成员的

安全意识，增强公民自我保护能力。德国对各类人

员开展卫生应急教育，提高应急预防、应急救援专

业技术与协同处理能力，尤其注重对儿童的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教育。日本已经形成了针对地震发生时

的应急逃生知识普及宣传与推广机制，开展经常性

的演习；在基层扎实开展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应急

管理教育，相应形式广泛多样 [17,20]。

三、COVID-19 疫情对中国建造国际化发展的

影响

（一）COVID-19 疫情对中国建筑企业国内市场的影响

COVID-19 疫情爆发后，对于国内市场，中国

持续时间/月 感染国家数量/个

感染人数/万人
（a） （b）

（c） （d）

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
马尔堡出血热；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地区）；
寨卡病毒（Zika Virus）；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
甲型H1N1流感病毒；
埃博拉病毒（西非地区）；
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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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规模与波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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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业多因道路封闭与交通管制而使得运输瘫

痪，建筑工程材料与设备的供应、采购、运输均受

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相关建筑企业出现了劳动力短

缺、材料采购运输受限等问题，以至无法按时复工、

项目成本增加、企业营业收入大幅降低 [21~23]。
选取我国 8 家上市建筑企业之一的中国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对比分析该公司在 2019 年、2020 年第一

季度的营业收入数据发现，COVID-19 疫情导致总

营业收入降低超过 10%，其中地产业务、勘察设计

业务所受影响更大，而房屋建筑业务、基础建设业

务所受影响相对较小（见图 2）。

（二）COVID-19 疫情对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市场的

影响

对于中国建筑企业的国际市场，COVID-19 疫

情导致了海外建筑工程项目成本的大幅超支、进度

的大规模延误，逐渐呈现出从有序走向无序的特征。

选取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海外公

司、中国建筑巴基斯坦有限责任公司、中建马来西

亚有限公司、江苏华越国际建设公司的多个海外建

筑工程项目进行调研访谈，分析 COVID-19 疫情期

间项目东道国采取措施对项目的材料、设备、人员、

绩效的具体冲击效应（见图 3）。

（三）COVID-19 疫情对中国建造国际化影响的持

续性

COVID-19 疫情的影响不是短期问题，因此既

要解决当下亟需，也应关注疫情的长期影响。疫情

爆发后，我国采取了“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整

体防控策略，要求各地区在巩固境内防控成效的同

时，做好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工作。在国家的整体防

控策略之下，我国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在短周

期内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一般认为如果疫情

持续时间越长，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越大 [24,25]。
COVID-19 疫情对中国建造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同样

具有持续性，本文具体分析了疫情对中国建造行业

不同层面的冲击效应（见图 4）：从短期影响来看，

疫情全面冲击中国建造行业，具有一定的反复性；

从长期影响来看，疫情对中国建造行业的影响具有

蝴蝶效应，后续可能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四、中国建筑企业海外工程项目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的海外公司位于中东地区的伊拉克海伊污水处理厂

泵站项目作案例研究对象，通过访谈企业高层管理

人员、项目部管理人员，力求全面分析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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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2020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数据对比
注：数据源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中国建筑行业 2020 年上半年业绩概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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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伊拉克泵站项目的影响，对企业应对策略

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据此为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对

中国建造国际化发展的冲击研究提供实证案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伊拉克海伊污水处理厂泵站项目建筑面积为

6245 m2，合同造价 2375 万元人民币，合同工期

545 日历天，已办理工期签证 400 日历天；项目部

管理人员 4 人，中方员工 20 人，当地员工 219 人。

项目启动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5 日，受 COVID-19
疫情、伊拉克当地政治因素的影响 [26]，甲方中

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办理项目延期，计划 2021 年

  对项目材料与设备的影响

对项目人员的影响

封锁边境

缩减航班
我国诸多工程设备和重要零配件等
物资无法通关入境（例如，马来西
亚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船舶实施隔离；
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关要求途经中国
的船舶从中国离港14天后才可进港）

设备生产进度延误，货物、设
备清关受限，项目履约受到制
约，严重影响项目进度

人员复工与劳务招聘 人员身体健康 人员心理健康

东道国国民对中国资本和工程项目存在
歧视排斥的排外情绪与暴力行为，少数
国家媒体的排外言论与攻击行为

东道国防护物资紧缺，环境恶
劣，国际交通资源限制，人员
出境难度加大，企业防护物资
无法及时就位

部分东道国对中国籍人员采取
封锁边境、撤侨、缩减航班、
限制签证和入境等管制措施

项目人员受到精神打击，严重威胁人员
心理健康

项目成员的情绪恐慌，严重
威胁人员身体健康

外派人员无法入境，因暂时隔
离而无法及时返工，人员成本
增加，项目暂停或临时取消

人员设备材料
供应受阻

对项目绩效的影响

为加快项目进
度而赶工

影响合同履行
及回款进度，
产生窝工费、
防护费与管理
费用等

产生赶工费用，
成本超支

商业运营日
延误

享受财政补贴
且补贴费率不
时调整的项目

误期罚款风险
增大

存在补贴率
下调的风险

业主或投资方
发起索赔

追加投资与
融资费用，
导致成本增加

项目成本

海外建设业务
拓展动力不足，
合作伙伴关系
变化

员工返岗率低

国际项目投标的
中标率降低，企
业项目运营能力
下降

工程进展受到抑
制/延迟

个别业主提出
合同违约或项
目中止

企业无法及时
偿付本息等

索赔/诉讼/仲裁
等风险增大

银行贷款逾期，
企业征信受损

工程延期开工

人事费用、社保
费用、税费等增
加

项目绩效

设备材料清关
难度加大，运
输受阻

员工出境困难，
防护物资紧缺

项目工期
拖延严重

项目误工
情况严重

项目东道国提
高对中国建筑
企业管理人员
的要求

商务融资
受阻，人
员工作效
率降低

项目进度

（部分东道国采取的措施）

严格的货物入境管制措施

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

图 3  COVID-19 疫情对海外建筑工程项目的冲击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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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底交工。截至 2021 年 4 月，项目完成合同工

程量的 90%，剩余工程量因甲方设备安装人员未及

时到位所致。

COVID-19 疫情出现后，该项目的风险主要源

于三方面：① 2021 年年初开始的恐怖袭击活动导

致伊拉克局势动荡、安全风险很高，以至伊拉克

政府财政紧缺，无法支付工程款；②中国或其他

国家的人员到达伊拉克可能携带传染源；③因海

湾战争等带来的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各类放射性疾

病，伊拉克当地饮用水与食品污染，伊拉克当地

医疗保险体系不健全以及医疗资源匮乏等问题。

（二）COVID-19 疫情对建设项目的影响分析

1. 对材料与设备的影响

自疫情爆发后，伊拉克海关对项目的进出口

设备材料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项目

所用材料基本由本地生产，但受疫情影响，原材

料和人员匮乏导致了生产线产能不足、产品价格

上涨。例如，2020 年 3—7 月，伊拉克政府实施宵

禁，项目材料无法及时进场，相应运输价格上涨

了 15%。此外，项目安装工程方面的机电设备多

数为欧洲进口，但与进口材料相关的施工项已经

全部分包当地公司，对项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

包进度迟滞方面。

2. 对人员复工与劳务招聘的影响

项目在疫情爆发后正处于施工高峰期，项目

部的中方员工占比仅为 9.1%；由于疫情发生初期

约有 8 人回国探亲休假（原计划休假 1 个月），项

目经理、工长、财务 3 人由于航班熔断而未能及时

返岗，直至 2020 年 9 月航班开通后才返回项目部，

造成项目关键岗位（如商务经理、翻译）出现了人

员短缺的情况。同时，当地的劳务招聘尤为困难，

截至 2020 年 7 月，项目 80% 成员合同到期，但尚

无新增人员补充到位。

3. 对项目人员身心健康的影响

项目的中方员工有 60% 为年龄超过 50 岁的老

员工，个别在岗时间超过 30 个月，超期服役人员

的情绪波动较大；口罩类防疫物品紧缺，工作环境

不佳等客观因素，使得项目人员面临一定的感染风

险；海外疫情持续反复，导致项目人员心理恐慌、

情绪不稳定；日常生活的伙食材料价格出现了明显

上涨，在原有伙食费标准的情况下，供餐质量有所

下降，不利于员工的身体健康。伊拉克本地居民因

疫情影响收入显著减少，对项目中方人员的盗抢事

件频发，构成了人身安全、财物安全的威胁；伊拉

克发生了多起针对华人的排外事件，且外派项目人

员在当地受到差别对待，明显影响了项目人员的心

理健康。

持续
时间短期影响（全面冲击） 长期影响（连锁反应）

影响项目目标管理，
产生次生风险

造成开发境外工程
项目法律上的障碍

诱发地缘政治紧张、石
油价格下跌、大宗产品
需求下降、货币汇率震
荡和公共治安等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向缔约国
发出进一步的临时建议
或长期建议

导致合同执行受阻，
出现合同终止与合
同索赔

导致生产暂时关
闭，产量降低，新
固定资产投资暂停

国际旅行限制、国际物
流/清关困难、外籍劳工
管理挑战；业主方拒绝
与中国承包商签署合同

项目东道国出台的各类
管控措施，抑制延迟跨
境经营活动

中小型建筑企业成
本大幅增加，资金
链紧张，财务负担
加剧

工程所需劳务和物资
所在地采取停工停产
或限制人员物资流动
等措施

项目受损、业主信用
风险爆发、当地排外
情绪上升，社会风险
增加，投资风险增强

项目东道国出台限制
中国承包商承揽项目
的暂行命令

项目暂停或临时取
消，工期延误和成本
超支特征明显

投资效率降低，投资
收益下降，企业将延
迟扩张或推迟并购

承包商/施工单位成本
增加，造成违约赔偿费
用及人力成本/银行利
息与税费等刚性支出

全球范围

法律角度

承包方式

投资方式

资金角度

中国建筑企业的境外
合作机会减少

材料设备/防护物资等
物价上涨，人员情绪
波动，企业征信受损

不利于境外项目开发

劳动力缺乏，停产停
工，工期延长，成本
增加，严重影响项目
绩效

境外开发商在特定项目
中直接/隐性排除中国公
司参与投标/中标资格

不法分子发布谣言和不
实信息，使疫情防控更
加复杂化

出入境限制、招投标和
谈判活动取消或延迟，
无法参与境外项目现场
考察及相关活动

国内设备制造设计工作
受限，材料设备的供应
采购运输受阻，人员出
境难度加大

境外合作
联系弱化

社会恐慌

海外业务
拓展受阻

项目绩效
降低

COVID-19疫情

图 4  COVID-19 疫情对中国建造国际化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



104

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对中国建造国际化发展的冲击效应分析

4. 对项目绩效的影响

在项目进度方面，项目部基本没有停工，但

由于疫情及资金原因，甲方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

司设备进口受到影响，间接影响了施工进度（截至

2021 年 3 月，项目部延期 7 个月）。在项目成本方面，

自 2021 年 1 月起伊拉克货币贬值达 20%，物价随之

上涨，但项目材料采购剩余量不大，影响较小；主

要是工期延长带来的成本增加，因人员严重不足需

对外借用工人产生的人工费增加（达到 99.75 万元， 
约占合同造价的 4.2%）。在项目风险方面，伊拉克

当地的疫情传播未得到有效控制，在总人口仅为

3800 万的情况下，最高峰时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1 万例，这对项目推进构成了持续性影响。

5. 项目部管理的薄弱环节

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后，项目部管理整体

稳健，但也有一些薄弱环节。①疫情初期对影响程

度、持续时间出现了预判失误，针对疫情防控的成

本投入不足；但随着世界多国的疫情爆发和扩散，

项目部迅速改变策略，加大防疫投入，严格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②疫情持续导致项目部的工作量增加，

而管理人员数量偏少，日常管理工作难以保质保量

地完成，导致生产组织的功效降低。

（三）项目施工单位的应对策略

1. 组织管理策略

成立必要且完善的组织结构，如成立专门的疫

情防疫防控管理小组，动态监督项目的疫情防控情

况，针对性制定了奖罚措施；疫情爆发后在保障员

工个人业余生活丰富化的同时，实施全封闭管理，

仅指定人员可以定期外出集中采购，尽量减少人员

外出频次。

2. 责任分工策略

细化管理小组的工作分工，以项目经理为建设

项目防疫第一负责人，成立防疫防控落实小组；在

生产过程中检查监督项目人员的防疫防控情况，实

行必要的罚款、公示批评等处罚措施；推行全员监

督制，项目成员相互监督提醒。

3. 风险防控策略

及时发布预警及信息报告，全面执行项目施工

单位的防疫应急预案（更新至 5.0 版），针对伊拉克

当地情况制定了特色应对措施。通过总承包方向业

主申请工期延期，合理规避工期延误的风险。

4. 应急举措

公布项目部就近的医院急救电话、中国医疗队

的联系方式，为员工提供应急信息指引。设置隔离

房，储备充足的食物、饮用水、防疫物资；工地执

行封闭管理模式，坚持每天测温、区域消毒、出入

登记；工地采取中方、外方隔离施工策略，工作沟

通时保持安全距离。

据统计，建设项目严格执行上述策略，截至

2020 年 6 月实现了 COVID-19 零感染，体现了良好

的成效，对建造行业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五、对策建议

（一）完善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共享应急

管理数据

建议政府部门在当前应急法律保障机制的基础

上，及时完善针对中国建造行业应急管理的法律规

章；结合海外建筑工程分布的不同国家卫生组织管

理体系的特点，建立针对性的监测预警体系与应

急管理网络；评估疫情风险等级与影响效应，对

中国建筑企业海外公司实行必要的阶梯式补贴与

政策支持。

研究制定标准化的应急管理教育培训方案，设

立针对性的奖惩措施，培养建造行业应急管理专业

人才；建立中国建造行业应急管理知识平台，实时

更新建筑企业海外工程应急管理经验，实现行业应

急管理数据共享。

（二）统筹工程材料和设备供应，关注物流风险，

确保项目进度

精准评估工程材料和设备的需求量，对于可能

延迟交付的订单，及时与业主沟通说明，争取通过

补充协议形式与供应商确认延长交货期限。对于因

原材料供应匮乏、交通运输条件限制而无法继续按

期提供工程材料和设备的，建筑企业应及时将因

突发事件而无法继续履约的情况通知业主，协商

变更合同并附上不可抗力证明，降低后期被业主

反索赔的风险。

保持与国内材料和设备供应商的密切联系，根

据合同安排生产计划；评估供应商受突发事件的影

响程度，掌握复工时间、发货安排的动态进展，及

时调整物流与仓储，排查相关合同是否存在违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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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适当增加项目东道国的员工和供应商数量，避

免大规模的中国籍员工入境。制定工程材料和设备

的备选方案，适当增加库存，确保供应链安全，保

障项目运营稳定。

提前安排运输，关注物流风险，密切关注国内

港口、机场等交货地点的运营情况；及时更新项目

东道国针对突发事件作出的进口限制法令，避免因

物流原因导致的延迟出货，停止向已经出台中国货

物禁止进口限制措施的国家和地区发送工程材料和

设备。

（三）合理增加复工补贴，积极开展心理辅导，保

障项目人员权益与健康

积极运用国家支持建筑企业海外项目复工的扶

持政策，为员工争取补贴和支持。建筑企业加强供

应链、人力资源的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做好特

定合同条件下不可抗力的鉴定与索赔，支持海外项

目人员顺利开展业务。

建筑企业有责任与项目东道国保持积极沟通，

提前明确复工时间，保证项目东道国不能只接受中

国援助和投资，而不要中国建设、中方管理和作业

人员；与项目东道国在对称条件下恢复援助、投资、

工程建设，保持联动互助，全力保障项目人员的合

法权益；加强对海外建筑工程项目的应急管理，配

合东道国卫生检疫部门，执行最新版公共事件应急

预案，推行全员监督制以保障项目人员的安全健康。

针对项目东道国公民对中方参建项目可能存在

的排斥心理，加强公众疏通、应急管理策略介绍，

防范出现危机事件，避免外籍员工对中国籍员工的

反应过度。加强对公共事件期间归国的中国员工排

查和管理，采取心理疏导、资金补贴等形式，减轻

员工因超期服役、回国困难等问题导致的心理负担。

（四）建立风险缓释和应对机制，按需调整项目实

施方案，降低项目履约损失

评估中国建造企业海外工程项目的整体情况，

总结组织运营顺畅、宏观防控良好的有益因素，针

对在建项目误工延期、管理人员反应迟缓的不利因

素，研究制定突发重大公共事件背景下海外在建工

程业务管理的长效机制；涵盖海外项目的风险控制

预防与应急预案、项目施工现场健康管理指南等要

素，为中国建筑企业提供海外在建工程遭遇突发重

大公共事件后验收结项的预测能力。

及时与项目各方沟通，维护建筑企业合法权益。

结合公共事件发展态势，评估项目建设、运营、开

发方案，根据区间情况适时调整。建立风险缓释和

应对机制，如通过总承包方向业主申请工期延期，

避免工期延误的风险。在业主提出受公共事件影响

而无法支付款项或违约时，根据项目合同约定的期

限和方式，及时主张不可抗力权利以避免权利丧失，

根据项目协议的相关约定获得救济并做好索赔工

作；结合建造行业共性、组织文化特征、人才层次

等条件，提出可行的索赔方式与复工安排计划，降

低项目的履约损失。

编制预防与应急的制度预案，定期开展针对管

理层、职能部门、海外项目部的集中培训，提升应

急规划和风险处置的专业化水平；强化人员应急防

范意识，掌握在极端情况下的信息沟通、自我保护

等处理方法。注重应急管理技术与防疫物资的储备，

在突发公共事件出现时及时开展高效处置，提高建

筑企业海外市场的应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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