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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工程科技人文交流的内涵以及企业参与工程科技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出发，认为“一带一路”重点建设企业的

工程科技人文交流主要通过自发组织中外员工互派、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实施公益活动等方式实现。但是，仍然存在未形成

常态化可持续的工程科技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多主体平台间未形成有效互动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建立多主体广泛参与

的双边及多边混合交流机制、整合多主体间的平台资源并加强中国工程标准对外宣传、完善内部工程标准体系等建议，以期

为促进我国企业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流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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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people-to-peopl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iel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then sorts out that the status quo of participation of key enterpris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mainly realized by organizing Chinese and foreign employees to exchange, carrying out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ex-
change and implementing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failure to form a regular and 
sustainable mechanism of the people-to-peopl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ield, and the failure to effectively 
interact among multi-agents’ platforms. Therefore, we propose suggestions that forming a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mixed exchange 
mechanism with government-led and multi-agents participation, integrating platform resources among Multi-Agents,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of China’s engineering standards and improving the internal system of engineering standard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Chinese enterprises to deepen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people-to-peopl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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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流的基本内涵与企业参与现状

一、前言

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是中国与沿线

国家或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三大支柱。其中，

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

域，它包括公路、铁路、港口以及油气管道等基础

工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中国企业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持续高涨，从开展工程

项目建设，到进行跨国投资和并购，企业走向“一

带一路”的步伐不断加快。2017 年我国企业在“一

带一路”沿线的 61 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合同 7217 份，新签合同额 1443.2 亿美元，占同期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54.4%，同比增长

14.5%；完成营业额 855.3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50.7%，同比增长 12.6%。但是，这一成就的取得

并非一帆风顺，从早前的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搁浅

至今到最近的马来西亚高铁项目被延期，中国工程

的海外之路阻力重重，而人文因素是其中最根本的

阻力之一。

人文交流是深化国际关系的“基础设施”，是

推进民间友好的“民心工程”[1]，是连接各国人民

全面深入对话的重要桥梁。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7 年 
7 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

上强调，要将人文交流理念贯彻到对外交往的各个

领域。工程科技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的智力基础，应该探索将人文交流理念贯

彻其中，塑造区域工程科技认同、标准认同，推

动树立国家品牌和形象，最终得到区域政治合法

性的支持。

二、“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流的基本

内涵 

工程科技是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

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适应自然实践活动的科学技

术，是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紧密，对其作用最直接、

效果最明显的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过程的关键环节 [2]。
工程科技人文交流是工程科技中的价值观等思

想内容的交流。工程活动作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和

改造自然的创新过程，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同时具有

社会属性，反映着人的目的和价值诉求 [3]。人在

工程实践的过程中，不仅改造着客观世界，也改造

关于人自身的主观世界，故工程既反映了人的主观

能动性，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是二者统一的产物。

随着人类工程科技的不断发展，现代工程的人文价

值已经逐渐开始超越其工具理性价值 [4]。 工程要

做的事来自这个现实世界，来自它的环境，同时使

它增加了价值。如果不能增加价值，工程就毫无意

义 [5]。因此，不同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

下的人会对工程科技产生不同的价值追求，工程科

技人文交流的直接目的就是减少或消除不同工程科

技价值观之间的隔阂。

研究认为，工程科技人文交流是指人类在改造

或创造事物过程中不同科技知识和价值观等内容的

交流过程。“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流一般包

含工程科技领域内的人员、思想和文化三个层面的

交流，其目的是通过增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减少或消除不同

国家间工程科技思想隔阂，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实

施，进而塑造区域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以及（对中

国）国家形象和品牌的认同，最后达成对推进“一

带一路”倡议合法性的支持。

综上，“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流应包含

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三个基本要素，三

者相互交融，相互补充。人员交流作为工程科技人

文交流的基础，存在不同的人员结构，包括政府人

员、企业人员、社会人员等。而不同的人员结构决

定了工程科技人文交流的内容和性质不同。企业作

为“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流的直接受益者，

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

三、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

流的意义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是最重要的主体，

是人文交流的最直接受益者。

（一）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流是

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

企业在进行跨国业务时，就是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组织机构，可以达到公共外交的效果 [6]。工程

科技领域的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

交流的过程中，不仅承担着“民心相通”的公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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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职责，还承担着“互联互通”的建设任务。任何

一种愿景的实现、一种伟业的开展，都需要参与各

方在情感上相敬相亲。因此，企业不仅要有扎实的

工程科技能力，还要积极参与到工程科技人文交流

中去，通过参与工程科技人文交流改变国际公众对

中国工程企业和中国工程科技的形象定位，以获得

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进而获得该国国家利益的理

解以及政策的支持。

（二）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需要工程科技人文交流

跨国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主体之一，经

常成为西方舆论对中国不实指责的最直接受害者。

总体上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处于初级阶段，虽

然有成绩，但对国际市场的通行惯例和规则没有

深入的了解，仍不善于与当地政府进行对话以寻

求支持 [7]。甚至在西方霸权下，中国企业在一些

海外市场被贴上了“新殖民主义”的标签，严重

影响了企业海外业务的正常开展 [8]。从企业实力

上来说，中国企业通过多年的积累和研发，依靠

国家工程科技的不断发展，已经掌握或创造了众

多先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程科技知识，在

海外工程投标中，有极大的竞争力。为了企业和

工程技术能够“走出去”并且“站得稳”，就需要

工程科技人文交流的助力。 

（三） 企业参与工程科技人文交流是讲好“中国故

事”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

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国际社会

中的华人、中国企业等都是讲好“中国故事”的

主体。在世界各地快速成长的中国企业，在国际

舞台的聚光灯下，正在成为世界所关注的“中国故

事”的重要素材 [6]。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好故事”，

需要企业通过人文交流的方式表达出来且传出去。

工程科技领域的企业所经营的项目多涉及能源、基

础设施、科学技术等敏感领域，在中国原本就被西

方施以“新殖民主义”的劣势情况下，很容易就

被误解和抵制。面对这种负面态度，需要企业积

极参与工程科技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提

高企业形象和国家形象，最终获得区域政治和人

民的支持。

四、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

流的现状

基于对 11 家“一带一路”重点建设企业的调

研分析，本文梳理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科

技人文交流的现状。这 11 家企业是中国土木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路桥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以及海尔集团。

调研采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中的焦点团体讨论

法，通过邀请上述 11 家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发言

和讨论，聚焦“‘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与

人文交流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团体讨论之后再将资

料整理归类。其中，“人才培养”部分的内容较丰

富，适合使用扎根理论进行分析 [9]，而“人文交流”

部分的内容更适合使用归纳分析。

（一）自发组织中外员工互派，促进人员交流

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人员之间的

沟通与交流，这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被调

研的 11 家企业，都有不同数量的人员交流项目，

以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例，他们十分注

重属地化建设，对当地员工进行技术知识与中国

文化培训，分批次安排当地的管理人员赴中国开

展专业培训，培训期间除学习管理知识以外，还

会组织他们参观中国发展较成熟且发展成就比较

大的地区，使其深入了解中国的工程科技发展水

平，增强与中国进行人文交流的意愿，使其减少

对中国工程科技建设的顾虑，更愿意接受中国工

程科技标准。企业也会通过商务部组织的各类援

外培训，把当地员工送到中国进行培训和交流，

培训和交流的内容包括财务管理、商贸管理、商

业文化融合及民族文化融合等。

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员工是中外人文交流的纽

带，他们需要懂外语并且懂得当地的文化习俗，与

当地员工和人民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如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为了加强中方员工与外籍员工的彼此

了解，通过开展汉语桥、开放日等活动加强人员交

流与沟通，促进双方人员的彼此了解，使公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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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开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对管理层

有更高的要求，他们要求中高层的中方员工，包括

中方项目总经理都能实现在英语无翻译的情况下交

流，跟当地谈判沟通和外方社会组织的沟通，保证

所有中高层管理人员在无翻译情况下独立完成交流

活动。

（二）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增进文化互通

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能够促进外方了解中

国文化，也可以通过活动学习外方文化，进一步消

除误解和隔阂，从而促进工程项目的稳步实施。在

开展文化活动方面，被调研企业的普遍做法是举办

中国传统节日的集体活动，组织中外员工一起观看

中国电影等，一方面能够增强中方员工对祖国的归

属感，另一方面也宣传了中国文化，加深外方人员

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在文化交流活动中，有些企业有一些独特的

做法，如中国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还通过举办国际

展会的方式，推广中国高铁工程技术。该公司在

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等地的中心地带，如

中央火车站等地，开展展览活动，长期讲解和介

绍中国高铁的情况，为增加外方对我国高铁技术

的了解起到了显著的效果。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和海尔集团则通过举办全球性的工程

科技大赛或研讨会，主动搭建不同国家工程科技

人员的交流平台，如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连续举办国际性的 ASC 超算大赛，举办了首

届浪潮分析师大会，吸引了美国和亚太地区分析

师 30 多人参加了交流大会。海尔集团举办了中德

智能制造高端研修班，通过该平台海尔重点推介

了其大规模定制模式，也学习了德国的“工业 4.0”
新动向。

在参与外方文化活动方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会鼓励中方员工积极参加外方的文体活动，如

足球赛、羽毛球赛等。公司通过鼓励员工参加该类

活动，促进中方员工感受外方文化，增强思想交流，

加深互相理解，从而减少工程实施和科技推广中的

矛盾。

（三）实施公益活动，塑造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公益活动对于跨国企业而言，不仅是对企业本

身的考量，还要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 [10]。在

国际贸易中，国家品牌与企业品牌紧密相关、相互

影响。如果企业在海外不能很好地承担经济和社会

责任，则很有可能影响外交关系，甚至有可能造成

外交危机 [8]。受访企业在外项目人员都在努力塑

造中国企业形象。如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明确表示，其在外项目

人员都会配合当地社区进行公益活动，如建设公共

活动场所、体育设施，修建学校和医院，必要时还

会参与当地的抢险救灾活动等，很好地塑造了中国

企业形象，得到了外方政府和人民的一致认可。除

此之外，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还全资资助来

华留学生累计 300 余名，并积极组织毕业留学生校

友会活动，为企业海外品牌形象塑造和业务往来带

来了积极影响。总体来看，企业已经意识到社会责

任对于海外业务的重要性。

（四） 主动学习当地宗教文化、法律法规和商务规

则，打破思想屏障

从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那一刻，就会开始面临

各种不同于中国的法律法规、宗教文化以及商务规

则，遵守这些规则是一个“全球企业公民”应尽的

责任。受访企业都有一定的海外业务运营经验，在

开拓国际市场时，都会主动学习当地的宗教文化、

法律法规和商务规则，有些还建立了弹性工作制度

与薪酬体系。比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和中国土

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大量雇佣当地员工管理当

地员工，为其设置弹性工作时间，在安排工期过程

中考虑到当地员工的宗教信仰，合理地安排工时，

有效地减少了管理矛盾。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表示，其在早期开拓市场时，因不熟悉当地

的用人制度，导致开拓成本和用工成本很高，甚至

租房等问题都增加了大量成本。现在这些企业都已

经拥有国际业务的运作经验，都会对员工进行文化

培训，有意加强跨文化管理与人文交流，以协助工

程项目成功实施。

五、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

流存在的问题

（一）未形成常态化可持续的工程科技人文交流合

作机制

在主体上，合作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参与度



115

中国工程科学 2019 年 第 21 卷 第 4 期

低。在政府层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

包含东西不同文明，地理跨度极大，尚未形成全

面的定期双边或多边领导人会晤，没有定期举办

工程科技人文交流高级别会议，因此政府宏观层

面的交流活动受限。而在民间层面，也同样存在

机制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常态化的智库研讨会、

民间团体访问等。在交流渠道上，也没有形成多

层级、多样化的，涵盖诸多领域的多元沟通和交

流方式。

（二）多主体平台间未形成有效互动

工程科技人文交流的平台较少，是受访企业反

映最多的一个问题。但是，笔者研究发现，政府、

高校和一些非政府组织针对“一带一路”建立了很

多交流平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以高校和科研机

构为主发起成立的“一带一路”工程科技相关领域

的联盟就超过 20 个，基本涉及了工程科技的多数

领域，但参与上述联盟的企业则寥寥无几；另一方

面，在我国工程科技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对工

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工程科技人

才职业能力与市场需求的确有不匹配的地方，尤其

是在国际视野、全球胜任力等方面亟待加强 [11]。
可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多主体平台间未形成有效

互动，搭建平台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三）企业推广中国工程标准乏力 

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流

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工程标准的推广

较难。这主要是因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在长期的

经济发展中，已经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其技

术标准语言使用范围宽广的优势，深深地影响着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标准，特别是美标、欧标等已

经成为业主优先选择的工程建设标准 [12]。甚至，

一些项目所在国经手人员普遍接受西方教育，也

倾向于采用欧美标准 [13]。由于中国工程技术标

准国际化程度低，尚未大批量推出能够让国际社

会轻松读懂的英文版，在国际上没有被广泛接受；

另一方面，文化与语言差异、复合型人才缺乏等

原因，使得中国的企业在工程设计、咨询、管理

等项目实施各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均显薄弱，国际

市场占有率低 [14]。

六、“一带一路”背景下工程科技人文交流

的改进对策

（一）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主体广泛参与的双边

及多边混合交流机制 

制度的保障是机制形成与建立的必要基石，机

制若要建立和发挥相应的作用，只有在完善的制

度之下才能实现。故此，政府在工程科技人文交

流机制的建立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建立

制度保障。

当前，中国与周边人文交流在机制建设、资金

投入、领域拓展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

仍然存在交流主体与对象错位或不全、人员与财政

投入不足等问题 [15]。截至 2017 年 9 月，我国已

与 74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涉及战略和政策对接、经贸合作、科教文卫、标准

互认等各种内容。工程科技的人文交流涉及内容复

杂多样，可以说包含了合作文件中的所有领域，既

需要战略政策对接，也需要经贸合作、科教合作以

及标准互认等保驾护航。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发挥

对国际间人文交流的主导作用，并结合工程科技特

点，打造“一带一路”工程科技人文交流特色机制。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国家众多，文化差异

大，政治环境复杂，全面建立双边交流机制需要长

时间的积累。因此，应充分发挥多边交流机制的作

用，与双边交流机制相互配合，共同为“一带一路”

工程科技人文交流助力。

（二）整合多主体间的平台资源

多样化的人文交流平台可以发挥政府、高校和

非政府组织等多个主体的合力，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工程科技人文交流。目前的交流平台缺乏有效

的整合管理，平台各自为政，没有充分发挥合力作

用。建议政府侧应在整合多主体间平台资源时，发

挥主导作用。政府要向社会提供已有的交流平台目

录，帮助企业了解已有的交流合作平台，从而克服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流问题。与此同时，政府也要

主动搭建交流平台。高校作为重要的智库和人才培

养机构，要主动融入人文交流的任务中去。企业侧

要根据实际需求，主动寻找或自主搭建与不同主体

间的交流平台，积极利用外部智力资源，实现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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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交流与学习。非政府组织也应发挥协调作用，

成为整合各主体平台之间的中介力量。

（三）加强中国工程标准对外宣传，完善工程标准

内部体系

努力实现标准的国际化，让中国标准走向世

界，这是塑造国家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抓

手。推动中国标准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发声，将极大

地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我国的国际地位 [16]。破除欧美国家长期占领的工

程标准市场，需要政府从国家层面对中国工程标

准和工程文化进行宣传。虽然，我国已连续两次

发布《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但是，时至今日，中国标准“走出去”

仍然存在国内准备不足、国际水土不服等问题 [17]。
因此，在国家层面仍然要加强对中国工程文化的宣

传，进一步推动中国标准从内到外的建设工作。具

体来说，其一，可以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的会议，为中国工程标准发

声，宣传中国工程文化；其二，可以在对外援助

中，优先与一些接受中国工程标准的国家（或地区）

进行重点合作，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资金与项目支

持；其三，继续推动中国标准的官方翻译及出版工

作，助力中国标准外文版全面化和体系化 [16]。企

业推广中国工程标准乏力除了国家宣传不到位以

外，中国工程标准本身系统化程度不高，原理性

解释简略也是重要原因 [18]。因此，中国工程标

准仍需加强内涵建设，完善中国工程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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