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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无论是境外上市还是其他境外投融资，境内企业若想开展境外投资活动首先必须办理境外投资核准/备案
（实践中简称“ODI备案”），获得相应证书。故本文将主要通过对ODI备案流程的介绍并结合备案中
的审查要点，以期为有相关需求的企业提供参考。一、ODI备案简介境外投资（ODI，英文全称为Overse
as Direct Investment），指境内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取得境外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
权及其他权益的投资行为。境内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应当履行境外投资项目备案手续，若涉及敏感国家和
地区、敏感行业的，则实行核准管理；该手续由发改委、商务主管部门、外汇主管部门三个部门牵头审
核，并颁发相应核准/备案文件，实践中将上述手续流程称为ODI备案。二、办理ODI备案的必要性（一
）需办理ODI备案的情形如前所述，境内企业实施境外投资行为需进行ODI申报，其中赴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投资参照境外投资管理规定执行。故实践中包括设立海外子公司开展业务、收购境外企业/固定
资产、通过协议控制境外企业或资产等常见的境外投资活动均涉及该项备案。宽泛地说，在完成ODI备
案后，境内企业即打通了境内外资产流通的合法渠道，利于境内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为后续实现包括境
外上市等目标奠定了基础。（二）不办理ODI备案的后果1、资金进出受限完成备案后，企业能够以合法
合规的方式实现资金出/入境，否则资金将无法通过银行合法汇出，未来境外主体的利润红利返程亦会受
限。2、无法完成返程投资若境内企业的境外子公司拟返程投资大陆企业，如果没有办理ODI备案手续，
则无法完成返程投资，这对于未来有海外上市规划的企业而言需要特别关注。3、无法享受政府补贴和奖
励若未办理ODI备案手续，境内企业无法享受我国政府相关补贴和奖励，包括境外知识产权纠纷和“两
反一保”应诉补贴等。4、惩戒措施未办理ODI备案即进行境外投资的，境内主体将在一定时限内被禁止
任何境外投资行为。相关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境内主体中止或停止实施该项目并限期改正，对境内主体及
有关责任人处以警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ODI备案流程在目前法律法规体系下，OD
I备案通常涉及三个部门，即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主管部门以及国家外汇主管部门。（一）ODI备案
流程概述在ODI备案实践中，商务主管部门与发改委的境外投资审查原则上相互独立，可以同时启动、
分别报送。在取得发改委出具的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后
，境内主体可至银行办理外汇登记。投资规定金额以上的，需向外管部门汇报。外管部门审核后，向境
内企业发放《境外直接投资业务登记证》。整个ODI备案周期通常在三个月左右。图1：ODI备案流程图
（二）三部门审批权限1、发改委根据投资项目是否涉及敏感国家/地区或敏感行业及中方投资金额，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核类别分为核准及备案：2、商务主管部门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
年第3号），商务部门对境内企业境外投资采用“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方式：目前，在深化“放管服
”的背景下，ODI备案流程整体趋向简化、高效。如北京发改委和商务部门联合搭建境外投资网上备案
平台，实行境外投资备案“一口受理”。部分省级商务厅则根据当地境外投资的实际情况下放审批权限



，如广东省规定非省属国有企业及其控股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且中方协议投资额在1亿美元以下的，由省商
务厅委托地级以上市或自贸片区商务主管部门办理。另外，对于“敏感项目”的认定，发改委和商务主
管部门有一定区别：3、外汇管理局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15年2月28日发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
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境内企业可自行选择注册地银行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
汇登记及账户开立、资金汇兑等业务，银行代替国家外汇主管部门完成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外汇登
记手续，外汇管理局通过银行进行间接监管。对于投资规定金额以上的，需向外管部门汇报。外管部门
审核后，向境内企业发放《境外直接投资业务登记证》。四、ODI备案审查关注的重点ODI备案是一项
重要的制度安排，旨在规范境外投资行为、保护投资方权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践中，监管部门主
要围绕境内主体运营情况、投资资金来源、境外投资项目三方面进行审查。（一）境内企业运营情况审
查境内资金将通过境内公司向外汇出，故首先需核查的是申请实施境外投资的境内公司运营情况。通常
，监管机构会从企业成立时间（需成立满一年以上），经营范围（与拟投的境外项目是否匹配或具有相
关性）、经营状况（是否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境内股东/合伙人情况（各股东/合伙人均需资信良好
）、投资领域等多个维度考量境内企业，核心是确认该主体具备与其申报投资资金、境外投资项目相匹
配的真实投资能力。（二）投资资金来源审查在投资资金来源方面，监管部门主要关注其是否真实合规
。目前，境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1）企业自有资金，如生产经营所得、实收注册资本等；
（2）企业借款，如银行贷款等；（3）募集资金，如私募和公募基金等；（4）权益性资产出资，如公司
出售房地产等资产获取的资金。监管部门针对不同的资金来源在核查方式和关注点上各有侧重：（1）对
于企业自有资金，主要关注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银行账户流水，特别是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等科目
；同时关注大额资金入账是否确为源自自身日常经营，通过账户附言、原始合同、发票等材料交叉复核
；（2）对于银行贷款，主要关注金融机构贷款合同中是否对资金用途有相关约束性条款等；（3）对于
权益性出资，则重点关注资产交易的原始凭证，如证券公司出具的股票买卖证明及证券账户交易流水等
；（4）对于募集资金，则会关注基金管理人及产品本身的合法合规性，包括是否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出具的相关登记证明等，同时审核公司章程/合伙企业协议等。（三）境外投资项目审查监管部门
会进一步关注境外投资项目的真实性及资金出境后的去向，要求境内企业提供资金出境的具体使用计划
，确保资金流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境外投资活动，不存在抽逃资金、涉嫌洗钱、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等
情形：1、对于在境外投资新设主体，由于在提交ODI备案申报时，境外子公司还未注册或者已注册但尚
未开始运营，监管部门通常要求境内主体提供详实可信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说明实际运营需求。2、对于
并购或增资存续中的境外主体，监管部门则主要关注该现存境外企业的尽职调查报告，并核实境内主体
与境外企业之间的业务关联性，是否具备合理性并符合基本的商业逻辑。3、无论是新设主体还是存续主
体，监管部门对境外投资项目审核的最终落脚点仍是项目本身是否符合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利益及产业
政策导向。对于敏感性行业及领域，如房地产和酒店、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因其标的价值评估困难
或存在较大的套利风险，监管部门持谨慎态度；而对于非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监管部门则会关注
投资项目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的意义，如能否促进出口、获取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
带动优势产能、创造就业等。小结完成ODI备案，获得相应证书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境内企业“走出去
”的通行证，最终是为了顺利完成境外投资，乃至实现境外上市等。因此，企业在办理备案之前应通盘
考虑对外投资的情况，事先确定对外投资金额、投资比例，并对投资路径、投资退出安排、风险管控等
做好架构设计。若后期变更投资情况，如对投资额、投资标的等进行调整，则需要变更备案甚至二次备
案，影响整体对外投资项目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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