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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力资源管理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员工的属地化管理作为项目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一环，在国际工程

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推进。论文以尼日利亚某水电站二期项目的实践为例，以下简称 K 水电二期项目，浅析海外项

目执行过程中招聘第三国员工进行项目管理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最终目的是在项目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实现资源整合，为项

目的顺利执行提供保障。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he localized management of employe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jec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constantly explored and promot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ractice of a Phase Ⅱ hydropower project in Nigeria as an exampl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K Hydropower Phase 

Ⅱ project,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recruiting third-party employees for project management during overseas project 

execution,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chieve resource integration in projec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rovide guarantees for the smooth 

execution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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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尼日利亚 K 水电站位于中西非区域尼日利亚尼日尔州

纽布萨（New Bussa）尼日尔河流域，距离三角洲入海口约

800km，是现今尼日利亚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如图 1 所

示。该水电站目前已启动 1G9 号机的修复以及 1G3 号机和

1G4 号机的机组续建工作。

2 背景
非洲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边

缘，当地的新能源、基建开发程度相对较低，有着丰富的能

源开发价值。尼日利亚作为非洲国家的第一大经济体，其资

源储量在众多非洲国家中排名前列。其拥有超过 2 亿的人口

基数，然而该国的高等教育水平较低，尽管有大学和众多的

高等教育机构，但是整体而言，该国的受高等教育人员较少，

当地民众一般只接受初或中等教育后就停止了继续深造，因

此，在客观条件下影响了该国的人才结构。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逐步深入，

新能源、基建行业的深入发展，很多中资企业成功地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 [1]。员工的属地化管理也就成为海外中资企业

拓宽市场的必然趋势，然而，属地人才层次取决于当地劳工

的受教育水平，同时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属地人才层次的制

约因素。这使得非洲地区国家的区域发展与其国内的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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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程度形成了一种鲜明的矛盾。

图 1 K 水电站全貌

3 项目招聘第三国员工方案的提出
尼日利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非洲国家，其拥有充足的人

口储备，但是缺乏高层次人才，且人才结构、比例失衡，再

加上国内的发展、收入等问题，导致很多有才华的高端人才

选择去其他国家发展，这更加剧了该国的人才结构的断层，

从而使得中资企业在当地很难招聘到优质、富有经验的工

程师。

华东院作为 K 水电站二期项目的总包方，选择聘用第

三国属地员工（巴基斯坦籍），同时下属分包商雇佣当地

劳务进行项目生产工作，能够很好地补充尼日尔州缺乏优质

EPC 项目管理人才的短板。有效地缓解属地化员工无法满

足项目执行需求的尴尬局面。

K水电站二期项目采用以下的项目管理模式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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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K 水电站二期项目管理模式

4 尼日利亚聘用第三国员工的优越性
员工的属地化管理模式，贯穿在整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

从语言、文化、成本等众多方面都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其优越性。

4.1 语言方面
采用第三国属地员工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地规避语言障

碍。巴基斯坦籍员工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他们

具备流利的英语口语，这使他们在处理现场工作、与当地业

主、监理沟通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同时良好的沟通能

够促进工作效率和团队协作。

K 水电项目坐落于尼日尔州 New Bussa 镇，尼日利亚属

于纯英语国家，穿插着当地的豪萨语、约鲁语、伊博语、富

拉语这些分语种，这对于项目的 EPC 承包商以及下属分包

单位的语言交流能力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下属的分包

单位，他们的口语能力相对偏弱。很多情况下，往往因为沟

通不到位，与业主、监理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关键问题上

达成共识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协调，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工作 

效率 [2]。

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利用好属地员工作为良好沟通的

桥梁，能够避免很多的误会。通常情况下，项目的参建各方

都会聘用属地翻译，从而解决沟通上问题。但是尼日利亚当

地的人才结构断层较为严重，作为项目总包方，对下属项目

管理团队成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所以华东院借鉴了巴基

斯坦风电项目的执行成果，招聘了懂技术、经验丰富的巴基

斯坦籍工程师，协助开展项目的管理工作。

4.2 文化方面
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都是亚洲和非洲文化的交汇点，故

巴基斯坦籍工程师在尼日利亚工作有着一定的文化优势。

境外项目的执行需要建立在尊重本地宗教文化的基础

上，了解他们的日常饮食、宗教文化等是项目执行前不可避

免地需要调研的问题。两地的宗教有着相似性，都属于主要

的伊斯兰教国家，所以巴基斯坦工程师能够更加容易地适应

尼日利亚当地的宗教文化。

在巴基斯坦文化中，比较重视家庭和社会关系，礼节和

尊重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观会使巴基斯坦籍工程

师更容易与项目所在地的当地员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

助于项目的执行。

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有着相似的饮食文化，如米饭和面

条等主食。这意味着巴基斯坦籍工程师可以更容易适应尼日

利亚的饮食文化。华东院充分考虑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与巴基

斯坦工程师的宗教信仰，考虑到巴基斯坦工程师都是穆斯

林，所以为他们配备了单独的厨房、餐具等生活用品，聘请

当地的穆斯林厨师负责他们的日常饮食，确保巴籍员工在相

对舒适的环境下进行工作。

4.3 成本方面
由于中国和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差异，中方劳务的薪资

水平远高于当地劳务，所以分包单位选择雇佣的属地劳务负

责项目的施工工作，仅保留当地翻译和中方管理人员，这有

助于下属的施工分包商节约施工人力成本。

然而，相较更高层次的项目管理人才，如工程师、设计

师等，如果在中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招聘这类人才，这部分

的成本相当高昂，所以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在低

成本国家招聘工程师来降低项目管理人员的人力成本。

无论是总包方还是其下属分包商都在员工的属地化发展上

不断探索和进步，其根本目的就是项目能后按时、高质量完工，

为公司塑造核心竞争力，为后续国际工程的履约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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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尼日利亚聘用第三国员工面临的挑战
中国公司在招聘第三国属地员工享受诸多优势的同时，

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在尼日利亚，主要集中在工程师的签

证、工作许可、安全、货币贬值等问题。

5.1 签证、工作许可方面
尼日利亚政府对于外籍人员签证、工作许可有着较为严

格的审批程序，尼日利亚政府对来自某些国家的申请人实行

签证限制。如果申请人所在的国家在限制名单之列，那么申

请人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明材料，此外，如果需要申请长时间

的多次往返的工作签证，则还需要申请的工作签名额，需要

额外的审批时间。申请人需要准备大量的文件和证明材料，

并通过多个审批程序。这些程序包括面试和生物识别采集等

步骤。由于程序繁琐，签证审批通常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的时间。由于申请工作签证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很多的外籍

劳工选择不申请工作签，而是用商务签代替，而这在尼日利

亚属于违法行为，如果被移民局或其他相关部门查获，企业

则需要承担巨额的罚款。

5.2 安全问题
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存在着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绑

架和犯罪活动，这对于第三国项目管理人员的招聘也是有着

一定的挑战，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

地”（Boko Haram）和与其相关的“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

等组织持续活动。他们经常袭击军事和民用目标，造成数千

人死亡和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尼日利亚南部的犯罪组织活

跃，包括盗窃、绑架和贩毒等。这些犯罪活动给当地居民和

外国游客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同时，尼日利亚不同地区和民

族之间的冲突不断。例如，中部地区的牧民与农民之间的冲

突经常发生，导致数百人死亡。

华东院在招聘巴基斯坦籍工程师时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

题，应聘的工程师提到的首要问题并不是薪水待遇，而是出

于安全方面的担心，他们需要确保自己在安全的环境下工

作，好消息是项目的业主、总包方配备了足够安保人员，在

营地、上下班通勤、施工现场都配备了持械军警确保项目的

正常开展 [3]。

5.3 货币贬值
尼日利亚当地存在严重的货币贬值问题，近年来，尼日

利亚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货币贬值问题。其中包括

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限制外汇交易、增加外汇储备、推动经

济多元化等，但是就目前来看收效甚微。

招聘巴基斯坦工程师同样需要考虑货币贬值问题，随着

货币的贬值，同等金额的奈拉将会减少其购买力，这就导致

巴基斯坦工程师同样要遭受奈拉贬值带来的购买力下降的

风险。如果用美金与他们结算薪水，那么在转汇时雇主同样

需要承担相应的汇率损失、高额的转汇手续费等相关问题。

同时，在尼日利亚当地，对于外籍员工，有着高昂的个税，

这部分支出也是雇主需要承担的。

6 海外项目员工属地化展望
华东院在项目的管理方面，经历了 K 水电一期项目履

约，在聘用原有的本地属地化员工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

招聘了第三国属地工程师（巴基斯坦籍），以此加强项目的

管理工作，这也是项目部在员工属地化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探

索成果。

由此看来，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需要建立长期有效的

人才引进机制，尤其是集团内的多项目并行的情况，建立起

海外项目人才库是相当有必要的。项目执行完毕后，很多属

地员工个人都去了新的项目，这对于公司而言，是人才的流

失，项目部花费了时间、精力将属地员工培养起来，但是却

没有后续的利用这部分优质的人才资源。如果将其中工作出

色的工程师转移到集团内的其他项目上，或者直接聘用其专

门从事集团的海外项目管理工作，这样既可以为公司留住人

才资源，让工程师继续为公司作出贡献，也是海外项目员工

属地化发展的另一个方向 [4]。

7 结语
员工的属地化管理是海外项目执行不可或缺的部分，其

发展对开拓国际工程市场有着重要意义，华东院在海外项目

的执行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外籍员工的管理优势，创新地聘用

第三国属地工程师参加项目的管理工作，此举除了使华东院

在海外 EPC 项目中人力资源短缺的难题得到解决，同时能

使项目部有效应对项目所在地人才结构失衡、缺乏高层次项

目管理人才的问题，相信在后续项目执行的不断实践中，员

工的属地化管理能够更加贴合项目执行，更深层次地展现其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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