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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 由中国人民大学民
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企
业联合会维权工作委员会、中国
集团公司促进会、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
企业法治智库和北京坤韬律师事
务所共同承办的主题为“投资贸
易与企业法治”的第七届中国企
业法治论坛（2019）在中国人民大
学成功举办。

论坛围绕美欧国家安全审查
制度的新发展及其应对思路、域外
管辖视野下的跨境合规问题、境外
工程领域投资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管控、海外投资并购趋势及相关问
题、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管理路径的
选择、与中国的企业法治、涉华投
资仲裁成案的启示等热点和难点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投资贸易对企业法治
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企业法治研究所所长
王耀国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单边
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中
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国内经济日
益下行的情况下，在国内外投资贸
易营商环境不确定因素加大的情
况下，投资贸易交易进入深水区、
投资贸易规则进入变革期、投资贸
易风险进入高风险期，这对企业法
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
利明在书面致辞中强调，投资贸

易主体是企业，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投资贸易高质量发展也对企
业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一
是为适应新时代投资贸易制度发
展的需要，企业应当具备法治竞
争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
二是为应对投资贸易体制加速变
革的需要，企业应当具备参与制
定规则和标准的能力，应当积极
参与制定公平公正、合理的投资
贸易规则和标准。三是企业“走
出去”应当具备风险防范能力，要
充分估计相关的法律风险，树立
合规意识，尤其是要建立一支高
素质的法律人才队伍。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
中国企业联合会维权工作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刘鹏在发言中指出，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仅要全
方位关注当前国际竞争环境的风
险与挑战，更要不断加强自身在
国际市场中的风险应对能力、合
规管理能力、依法维权能力和参
与治理能力，以过硬的实力争取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刘鹏建议：
一是要做好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
风险识别与防范，二是要加强国
际贸易与投资中的的合规管理，
三是要合理运用国际规则保护自
身在贸易与投资中的正当权益，
四是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
方面的规则制订与修改。

大企业要着力防范
与化解重大风险
中国企业联合会创新工作部

主任程多生在会上宣读了中国企

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于吉的书
面发言，强调中国大企业要着力
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对未来经
济发展可能遇到的重大风险要有
预判、有预案。防范与化解金融
风险包括企业债券违约集中爆
发、不良贷款持续增加、房地产泡
沫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金融机
构违规操作、不当运营而导致的
持续经营风险。防范与化解环境
风险要严守环境容量底线，不逾
越治理红线，严查严处环境违法
行为，确保打赢环境保护攻坚
战。防范与化解卡脖子风险要全
面梳理技术资源、矿产资源与产
业链、供应链结构，明确我国企业
与经济持续发展关键节点，把握
其中可能存在的卡脖子风险的环
节。防范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长
期化对我们经济发展的不利影

响，企业进行投资与市场布局调
整，加快转型升级进程。

随后，外交部条法司处长史
晓斌发言谈到外交部条法司牵头
做的“一带一路”建设法治保障工
作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法研究所研究员廖凡作了《美欧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及其
应对思路》主题发言；中国电力建
设集团王书宝总法律顾问作了
《境外工程领域投资存在的问题
与风险管控》主题发言；北京师范
大学法学院廖诗评教授、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刘艳博士、联合
能源集团副总兼总法律顾问张伟
华等嘉宾也分别作了《域外管辖
视野下的跨境合规问题》《海外投
资政治风险管理路径的选择》《海
外投资并购趋势及相关问题》等
主题发言。

商务部反垄断局原局长尚
明、中国招商集团原总法律顾问
王春阁、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
心研究员王卓和贸仲监督处处长
姚俊逸、北京环球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任清、工信部国际合作
中心研究员郭成龙等先后同与会
者进行了交流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和建议。此外，出席论坛的还有
40多家企业总法律顾问和法制机
构负责人、1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
构的法学界专家、学者以及3家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等。

与会者一致认为，本届论坛
深入探讨了投资贸易与企业法治
问题，释放了法治精神的正能量，
有效联合各界共同推进了企业法
治进程。

推进企业法治化进程
护航投资贸易高质量发展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新技术，不但让风电、水电、光
伏等新能源更便捷、更广泛地迭
代火电，而且让这些企业越来越
主动地拥抱互联网+，以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全面推动生产管
理和营销模式的变革。

在12月 7日主办的“第七届
电力企业管理创新论坛”上，来自
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中国
企业联合会、江苏省企业联合会
等相关机构负责人，同全国电力
系统相关企业的领导、“2019 年度
电力企业管理创新论文大赛”获
奖论文作者，相关大专院校、研究
机构和企业管理专家共约200余
人，共同探讨电力企业未来发展
方向。与会者普遍认为，电力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互为条件，不可偏废。

聚焦数字化转型
“电力企业管理创新论坛”作

为系统内的品牌活动，自2013年
以来，已连续创办七届。每届论坛

的话题重心虽然不尽相同，但“创
新”主题一直没变，论文征选的形
式一直在延续。这次在苏州举办
的论坛，在全体与会代表的见证
下，对2019年度电力企业管理创
新获奖论文进行了隆重表彰。

电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作为
本届论坛的重点话题之一，不但
体现在优秀电力企业管理者的论
文之中，也体现在与会领导和专
家的发言中。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刘鹏，
江苏省企业联合会、江苏省企业
家协会会长朱波等主办方领导，
以主旨发言形式，对电力企业近
些年来的创新意识、创新手段和
创新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专
业化建议。

国家电网公司企业管理协会
副秘书长王锋、国家能源集团大
渡河流域水电开发公司总经理涂
扬举，也分别代表支持单位和协
办单位，应邀在大会上发言。

朱波首先对论坛主办方将本
届大会选址江苏表示感谢，同时，
他结合江苏的实际情况表示，在
江苏省推进企业管理创新的过程
中，电力领域是参与积极性最高、

组织发动最有力、创新成果最丰
硕的行业之一。多年来，涌现了
一大批创新性强、行业推广价值
显著的优秀企业管理创新成果，
大大带动全省各类企业主体参与
管理创新的积极性，为深化创新
驱动、推动数字化转型起到标杆
作用。

“电力企业是经济建设的基
础，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
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
标志之一。”刘鹏表示，在中国电
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广
大电力企业要以全球视野、国际
标准，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看准
方向，超前规划布局，持续增加研
发投入，建设高水平研发平台，为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奠定坚实物质
基础。要把技术创新与技术改
造、产品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要对
标世界一流企业找差距、补短板、
强弱项，要合理选择对标标杆，要
充分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积极培育国际合作竞争
的新优势。

企业数字化是一种资源，一
种技术，一种产业，更是一个时

代。来自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
源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此表
示，电力企业管理工作与信息化、
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
深度融合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但也要正确看待电力企业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为此他
建议，电力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拓展未来的发展空间，一是网
络安全，二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的均衡化，三是信息化理念。

分享“高质量发展”
本届论坛除了专家的智慧碰

撞，与会人员还共同分享了“榜样
企业”的成功做法，并通过对相关
企业的现场考察，实地感受“高质
量发展”。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李宁、中
国能建集团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
张俊、中国华电集团郭妍、中国电
建集团党森峰、内蒙古电力集团
王立新、南方电网陆海应等，作为
特等奖获奖代表，分别从安全环
保、制度设计、治理体系、项目融
资、人力资源建设、行业对标等角
度，现场作交流发言。

作为第一个现场分享的案
例，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公司主
要从“建设智慧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角度，介绍了公司自2014
年以来提出的“智慧企业建设”路
径。而集全球众多顶尖技术于一
身的华为公司，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让与会代表充满兴趣。据华为
EBG中国区电力解决方案部部长
陈华君介绍，华为基于云的全球
化协作、大平台销售运营、全球制
造运营指挥中心、全联接数字化
办公、智能物流数字仓储等九大
实践，为华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
技术支撑和资源支撑。

在实地考察环节，与会代表
集中参观了苏州同里能源服务中
心。作为国家电网公司智慧能源
示范区，该中心按照“能源供应清
洁化、能源配置智能化、能源消费
电气化、能源服务共享化”的思
路，积聚了能源领域最先进的理
念与技术，探索构建了“电为中
心，电网为平台，再电气化为重
点，多能协同互补”的新型区域能
源网。代表们认为，这个创新项
目，为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示范样板。

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业内共识

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