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境外投资备案odi登记-出境

产品名称 哈尔滨境外投资备案odi登记-出境

公司名称 深圳一九七八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境外投资备案深圳福田区

联系电话  17748523437

产品详情

哈尔滨境外投资备案odi登记-出境

境外投资备案 刘生 17748523437

新京报讯（记者任娇）据商务部官网25日消息，商务部、央行、国资委等7部委日前印发了《对外投资备
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下称《办法》），提出将对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投资、敏感地区、
敏感行业的对外投资、出现重大经营亏损的对外投资等进行重点督查。

需要向商务部阐明并购企业该国的投资环境，是否有投资可行性，资金来源是否合法，投资公司是否在
工商税务法律方面进行分析阐述等。 

境外投资备案申请好处 

1、开拓境外市场，获得当地政策或税务优惠，加快资本积累速度 

2、方便与境外客户的业务转账，减少转账手续和成本 

3、提高国内企业形象，增加企业附加价值

 4、统筹境内外企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境外投资备案申请资料 

1、境内投资的主体信息。

 2、境内投资主体（深圳公司）较近一个月财务报表 

3、中方投资的构成自有资金金额



 4、中方投资的构成贷款资金金额，需要贷款合同一份

 5、向个人贷款需提供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个人较近一个月银行水单  

一、境外投资需要注意什么？ 

1.依据家严格控制非理性对外投资的管趋势，以下几种情形申请企业境外投资备案比较有难度 

a.投资到敏感家和地区，如和未建交的家，或战乱家。 

b.投资敏感行业，如制造，跨境水资源开发、 新闻传媒等。

 c.敏感行业目录里的行业，包括 房地产、酒店、影城、业、体育俱乐部
以及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2.另外，实际操作表明，以下情形也都比较难以备案成功 

a.小子大，如内投资主体市值几千万，要求 对外投资上亿。 

b.快设快出，如新设立企业申请境外投资。

 c.有限合伙企业，用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境外投资平台。

 公司经常有把钱打到外的需要，这就必须办理境外投资备案了。但是现在随着外汇的流出，相关部门
也是越来越严格。所以包括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都会对此项投资进行核实。  

5月17日今日上午商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发布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数据
显示，2018年1-4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245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累计实现投资355.8亿美元，同比增长34.9%，连续六个月保持增长。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48.3
亿美元，同比增长13.9%；新签合同额613.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
员12.8万人，4月末在外各类劳动人员98.3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6.5万人。
我司专业办理境外投资备案详询商务顾问刘生直接电话联系 

以下非正文

1.对外直接投资者数量

2003年以来，从对外直接投资者数量上看，私营企业投资者占比高于港澳台投资企业，并在2013年超过
国有企业。2008～2016年，私营企业投资者数量的年均增长率是29.6%，国有企业呈现负增长（见表10-1
、表10-2、图10-1、图10-2）。

2.对外直接投资数量

2006年以来，私营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占比持续上升，虽然没有超越国有企业，但高于港澳
台投资企业。2016年私营企业对外投资达到1026.6亿美元，是2011年的17倍，是2006年的137倍。2008～20
16年，私营企业的年均增长率是63.5%，高于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见表10-3、表10-4、图10-3、图10
-4）。

3.对外投资主体

从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来看，之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现在国有与非国有企业旗鼓相当。非国有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从2006年的19%连续10年上升，到2016年占比为45.7%。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海外
投资的绝对量一直在增加，但民营企业投资增速更快（见表10-5、图10-5）。

表10-1 2008～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数量

图10-1 2008～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数量年均增长率

表10-2 2003～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比重和增长率

图10-2 2003～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数量比重

表10-3 2006～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企业注册类型）

表10-4 2007～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占比和增长率（按企业注册类型分）

图10-3 2007～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

图10-4 2007～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比重

表10-5 2006～2016年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存量比重情况

单位：%

年份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2006 81.0 19.0

2007 71.0 29.0

2008 69.6 30.4

2009 69.2 30.8

2010 66.2 33.8

2011 62.7 37.3

2012 59.8 40.2

2013 55.2 44.8

2014 53.6 46.4

2015 50.4 49.6

2016 53.4 45.7

表10-5 2006～2016年中国国有2017年在“走出去”方面，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国内各种要素成
本上升给民营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促使民营企业有向海外转型的动机。民企的优势在于
灵活性强，更有效率，更加注重项目的盈利能力、产业的协同效应以及并购后的融合。在国有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日益谨慎的背景下，民企将发挥自身优势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一）2003～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回顾

2003～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实现了连续14年的增长，平均增长速度
高达35.3%，2016年流量约是2002年的73倍。“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为5390.8亿美元，是“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的2.4倍。

图6-1 2002～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从投资流量看，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926.59亿
美元，首次突破900亿美元，同比增长22.8%，连续两年位居全球前三。其中，83%分布于租赁和商业服务
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五大行业。

2015～2016年是投资强劲增长的两年。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位，达到1456.7亿美
元，同比增长18.3%，占全球的9.9%，超过同期吸收外资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
1180.2亿美元，首次突破1100亿美元，同比增长14.7%。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蝉联全球第二的位
置，高达1961.0亿美元，同比增长34.6%，占全球的比重为13.5%，创历史新高。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
加快，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突破1700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44.1%。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
济的18个行业大类。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第一的位置，制造业首次上升至第二。

图6-2 2002～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情况

表6-1 2007～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类型构成（非金融类存量）

从投资存量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全球排名远低于流量的排名，从2002年的第25位上升到2016年
的第6位。中国对外投资起步于1990年，截至2003年，对外投资存量达到332亿美元，截至2015年底，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中国的对外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但其投资增长率逐年降低；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扮演着日益重要
的角色，其投资增长率持续上升。到2016年底，在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800.50亿美元的存量中，
国有企业占54.3%，非国有企业占45.7%；在非国有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占17.8%，私营企业占8.7%，股
份有限公司占8.6%。由于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多为私营控股公司，民营资本对外投资占比实际
可能达2/5左右。在复杂的投资新形势下，此类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油、铁矿石等矿产资源性和制造业领域
。

从投资者来看，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中国的对外投资具有多元化特征。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
司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其中，国有企业投资者占比逐年下降；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数量占比在2015
年达到峰值，为67.4%；私营企业的投资者数量占比在2013年超过了国有企业。到2016年底，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企业达到2.44万家，其中，有限责任公司数量占比最高，但大幅下降至43.2%；私营企业数量爆发
式增加到6386家，占比26.2%，同比增长了17个百分点；股份有限公司数量占比为10.1%；国有企业数量
占比为5.2%。

中国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和庞大规模对其跨国性质及跨国经营能力提出了颇具挑战性的高
要求。2017年中国最大100家跨国公司中，民营企业有30多家；跨国指数超过30%和50%的公司分别为21家
和6家，其中民营企业分别为16家和3家。

历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较大，但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8
1%降至2016年的54.3%。民间资本通过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存量占比逐年上升。2007年，民间资本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升幅最大，为10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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