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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投资 

细化中国境外投资法律框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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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投资法律框架  

自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一直在稳步上升。 在这种

背景下,中国境外投资的意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相应的法律法规也陆续出台。 截至

2018 年 3 月 1 日,境外投资相关监管规定已部分修改。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在经济增长速率减缓,人民币贬值的大背景下于 

2018年 3 月 1 日为境外投资管理出台了全新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新办法的

出台, 一方面旨在提高中国投资者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鼓励中国公司重新关注国内业务, 并

以这种方式达到降低境外投资，其中最主要是毫无控制的资本异常外流，对中国本土经

济造成的风险。新办法对此前的《对外投资项目与备案管理办法》（2014 年办法）进行

了补充和扩展。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及其他原

因，这一规则的新发展也提供了一个契机，加深了解其境外投资的行政管理。 

 

境外投资审批流程概览  

如果一家中国企业计划境外投资，根据中国法行政管理规则，需要通过多个程序。

投资人有义务在发改委和中国商务部就投资项目提交审批或者备案。如果该企业成

功通过上述行政流程，该投资项目就可以依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相关规定在有登记

权限的外汇银行进行登记。作为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另有相关审批手续需要办理, 此

处不予赘述。  

发改委审批程序  

需经发改委审批的境外投资项目根据以下三个要素决定具体审批程序:是否属于敏感类项

目、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以及投资额。对敏感类项目无论投资方式或额度,均需办理审

核 。对直接投资的非敏感类项目,不论投资额度,均实施备案程序。间接投资的项目,其投

资额度超过 3 亿元则需提交项目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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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审批程序 

商务部审批办理要求与发改委大体相似,同样以项目的敏感性作为主要区别审核和备案

程序的标准。  

外汇登记  

在获得发改委和商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文件之后,企业需要在已取得外汇局金融机构标

识码且在所在地外汇局开通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的银行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办理登

记时,需提交的文件包括《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及含有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的营业执照等。基于在线信用评级系统可依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获悉企业的信用等

级及相关经营行为,从而对企业的可信度进行有效评估。如企业被评价为失信主体,银行

即可不予办理相关外汇登记。 

中国境外投资新规定 

发改委出台于 2018 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备案和审核程序进

行了规定。新办法扩大了适用范围,包含了境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投资主体可以是

法人或通过境外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境内自然人。另一个新现象是，发改委的审批不

再以投资合同（通常指股权收购协议/资产收购协议）的生效条件出现，更多的被设

置成合同的实施条件（交割条件）。即审核证书在投资项目正式实施之前获取即可。  

此外,中国政府涉境外投资的相关部门出台了规定,对不合理的房地产、酒店、影城、体

育俱乐部等领域作出了限制投资的要求。上述行业也因此被列入了敏感类项目的范围。  

对比 2014 年的管理办法,新办法同样对相关问题的规定不尽详细。如敏感类和非敏感

类的项目范围过于宽泛,可能会在规定适用过程中出现无法正确归类的情况。此外,最大

的问题在于,中国投资者在没有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之前事实上无法签订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协议,因此会导致交易过程的严重拖延。如即便只是需要备案的项目,也需要在项

目实施之前获得备案通知书。  

虽然发改委对监管程序做出了部分简化,但新办法实际上旨在将对投资实施之前的集中

监管扩大为对整个交易过程的全面监管。 

结论  

总体而言，中国投资者为了能够进行境外投资所需要办理的审批流程，尽管因为革新而

值得称道，但仍显得繁复耗时。该程序会对一项并购交易和其规划在时间安排上产生巨

大影响。相关政府机构公务操作具体朝那个方向发展并确定下来，对投资交易实践有着

决定性的影响。由此，这次改革的最终效果只有在政府厘清了规则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

后，才能给予可靠的评价。此前，德国/欧盟企业在计划有中国伙伴或者投资者参与的交

易时，要对所涉中国行政监管规则的特点给予充分考虑，并在此范围内听从建议。有投

资意愿的中国企业也要积极厘清所涉规则，使其不会成为在欧洲交易的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