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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政企关系优劣互现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是改革开放后最

早一批出国创业的企业家。早年他 40美元起家，创建了一个
数十亿元的商业帝国。从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他在中美
两地营商与生活，对中美两国的商业生态有着深刻的体会。

《中国企业报》：中美政企关系有何不同？

徐昌东：美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与中国不一样，美国政

府不直接参与管理企业，一旦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只要企

业自己过得了难关，政府就过得了难关。中国政府对企业管

理参与比较多，尤其是在大型企业的管理方面，这给政府造

成了巨大的负担。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好与坏，政策的影响太

大了。因此，相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中国政府为企业担负的责

任大得多，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还要负责对企业进行救助。这

是不同国家机制造成的不同点，两种机制都有自身存在的优

点和弱点。

《中国企业报》：中国政企关系的优势是什么？

徐昌东：具体讲，中国政企关系的优势很明显，比如中国

政府可以举国家之力来主导高铁的建设，使中国的高速铁路

在 5—10年之内发展到全世界第一，参与建设的相关企业可
以由此获得极大的利益和发展空间，这在美国是无论如何也

做不到的。

《中国企业报》：中美政企关系优劣势的具体表现有哪

些？

徐昌东：在美国，国家想要做什么事情，只能通过议会。

现在美国很想建设高铁，但是代表民意的听证会一直不通

过，这样美国政府就不能动用国家资源，美国政府不可能以

行政命令的形式号召企业发展，企业不听政府的安排。美国

造一条铁路，地方需要通过议会表决提供铁路用地，国家建

设拨款也要通过参众两院，中央的、地方的议会就此事随便

一讨论已经三五年过去了。

在中国，大型央企都是国资委直接管辖，政府一号召，企

业就响应，在美国讨论的三五年时间里，中国的高铁已经造

好了。中国这种政企关系模式对促进企业的发展，成功率高，

风险也更高。

《中国企业报》：如何保持和谐的政企关系？

徐昌东：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中国现在的政企关系

比较有利；但是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可能美国的方式更有利

一些。但是这个也不绝对。

美国的机制也有很多漏洞，美国的私企表面上看应该是更

适应美国的机制，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经济衰退和金融

危机？中国和美国这两种代表性的经济模式还是要互相学习，

采纳对方的优势，与时俱进，这是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

三一诉讼案:
探路企业海外政企关系

“这是一场我们不愿意、到最后

一刻才不得不打的官司，但是，既然

打了，我们就要将诉讼进行到底。打

官司不是三一的目的，我们的目的

是维护企业权益，得到合理的补偿，

要一个说法。”3 月 2日，在美国风电
项目诉讼案第一次庭审情况媒体说

明会上，上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三一

集团董事向文波对媒体公开表示，

“我们希望三一此举能促使美国政

府更加慎重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更

加透明公正地处理外国企业赴美投

资问题。更希望这一行动能够为中

国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及投资提供

借鉴。”

一直以来，赴美投资的外国企业

遇到美国外国在美投资审查委员会

（CFIUS）干涉，都是“投降”走人，没
有一家企业选择以法律武器来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专家表示，三一的阶段性目标即

争取美国法院对此案审查权的实

现，已经为中国企业投资美国探索

出一条维权路线图。

中美法律攻防战

当地时间 2月 22日，美国华盛
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区法院

法官杰克逊签署了裁决结果，称“本

法庭没有被禁止对 Ralls 对总统令
提出程序正义挑战进行审查”，即认

定美国地方法院有权审理三一起诉

美国总统奥巴马及 CFIUS一案。
自提出诉讼以来，围绕三一美国

风电项目诉讼案，双方展开了激烈

的法律攻防战，其核心是在 721法案
下，法庭到底有没有权力审查总统

下达的行政命令。CFIUS和司法部认
为，法庭没有权力审查依据 721法案
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下达的总统

令。

杰克逊法官就该案裁决指出：同

意三一集团关联公司 Ralls公司继续
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其禁止罗尔

斯公司的一项风电项目的行政决定

做出解释，下一阶段，法庭将就美国

总统的判决是否经过合法程序以及

是否违反宪法对 Ralls财产予以剥夺
进行开庭审理。法官的这一裁决具

有重要意义，即，尽管法庭无权推翻

一项总统令，但对其实施过程的程

序合法性拥有司法审查权。

目前这一阶段性结果，直接打破

了外界对依据美国 721法条做出的
CFIUS 禁令和总统令不受司法审查
管辖的习惯性认定，意味着该案件

进入实质审理。

“我想用一句流行的话———要把

政府无限大的权力关到笼子里。”据

三一集团副总经理、美国 Ralls 公司
首席执行官吴佳梁介绍，“事实上，

本次美国地方法院杰克逊法官裁定

其拥有对此案的审理权，已经出乎

我们意料，我们前期都已经做好了

到美国巡回法院上诉的准备。这是

对我们前期工作的巨大鼓舞。”

“美国也有潜规则”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近日发

布公告称，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

森公司的交易已经获得美国外国投

资委员会的批准。该交易是目前为

止中国公司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收

购。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

国庆分析认为，此项目的成功获批

与三一诉讼案有关联。

“美国也有潜规则。”向文波表

示，“美国有美国的方式，一切要按

法律程序，这就是美国的潜规则。”

法官的裁决则表明，美国政府是

无法以总统令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这彻底打破了外界对 CFIUS 命令不
受法律管辖的误读。

在美国历史上，CFIUS 从来没有
受到过法律挑战，而美国总统遭受

外国企业的诉讼也极其罕见。本案

不仅打破了全球没有任何一家企业

敢于诉 CFIUS 的“禁忌”，也令美国
总统近 50 年来第一次面临来自中
国企业的法律诉讼。

过去，赴美投资的外国企业遇

到 CFIUS 干涉的唯一出路，就是
“投降”走人，而没有一家企业选择

以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此前已屡有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遭遇

曲折，如华为、中兴等都曾遭到美

国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的拒绝，最

终被迫放弃在美国的投资意向或投

资行动。

探路海外政企关系平衡

“我们希望三一此举能促使

CFIUS更加慎重地运用手中的权力，
更加透明公正地处理外国企业赴美

投资问题。我们更加希望这一行动

能够为中国企业在美开展业务及投

资提供借鉴。”向文波说。

他表示，后续公司将继续按司法

程序推进此案，直到问题获得彻底

解决。

美国风电项目诉讼案首席律师

夏廷康指出，杰克逊法官在裁决结

果上同时指出了外国企业在美国投

资权益受到侵害时的维权路线图，

即发现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时，一定要尽早提起诉讼。在正确的

时间递交了诉状，并且具备正确的

法律依据和诉讼点，被认为是三一

诉讼请求获得法庭支持的重要原

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研究员梅新育指出，这些年来中

国的对外投资有了非常大的发展，

但是随之而来的中国企业海外资产

安全维护风险也相应在上升。他认

为，未来十年内，中国会出现由于海

外投资的损失而导致国内金融市场

受到重大冲击的可能。“一方面是立

足于我们对外投资发展的趋势，另

一方面也是鉴于此前已经出现过的

许多的案子。”

本报记者 张艳蕊

———访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

本报记者 梁隽妤

此前已屡有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遭遇曲折，如华为、中兴等都曾遭到美国方面以国家安全
为由的拒绝，最终被迫放弃在美国的投资意向或投资行动。三一的阶段性目标即争取美国法

院对此案审查权的实现，已经为中国企业投资美国探索出一条维权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