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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吉林境外投资备案-odi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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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边关系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权重问题，始终存在着争议。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曾与
贸促会合作进行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问卷调查”，其中一项内容是请企业评价五年来中越、中美、中
日、中印关系可能给企业海外经营带来的间接影响。结论是，企业认为“中日关系、中越关系和中印关
系虽然近年来偶有摩擦，但对企业具体业务的影响却相对较小”[17]。近年来中国与印度、越南之间的
双边贸易和投资均增长迅猛，这说明尽管越南不时爆发反华游行，中印之间针对争议领土、达赖问题等
在外交上你来我往，但这些确实对企业的经营实务影响有限。如果以中国—巴基斯坦、中国—印度之间
的贸易和投资数据进行比较，会看得更加明显。2017年中巴贸易规模为200.9亿美元，而中印贸易规模则
为844.1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4倍还多。截至2017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存量达57.1亿美元[18]，
而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80亿美元[19]。这说明影响中国企业在印巴两国的贸易和投资活动
的因素，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两国各自的经济体量、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考虑，而非对华关系：以GDP衡量
经济规模，印度是巴基斯坦的10倍，且经济增速已超过中国，增长前景普遍被世界看好，而巴基斯坦不
但经济增速刚刚超过5%，同时作为反恐前线，其安全形势与印度也有着显著的差距。

三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现状

（一）国际层面上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海外投资过度警惕甚至出现“全球遏制”的趋势



在和平环境下，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力得以全面提升。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
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对中国企业越来越活跃的
海外营商活动提高了警惕甚至出现排斥。对中国以并购为主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发达国家通常以国内
安全审查的手段加以阻挠。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遭否决的案例达30起，涉及金额约740亿美元
，其中中国在美10起投资并购案遭否决；在欧20起投资并购案遭否决。[20]2018年3月，美国依据“301条
款”调查结果，不仅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加高关税，而且将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同年10月，美国财政部发布了暂行法规，将包括高科技行业在内的27个行业作为试点，加大了对中国在
美投资的审查力度。

对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以援建或PPP等多种方式参与的大规模基建项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
过歪曲性报道甚至背后的“政治小动作”试图破坏项目的推进。最近有关中国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以
及一些非洲国家布下“债务陷阱”的指责甚嚣尘上。虽然针对的是中国在境外的贷款，但也包括相当一
部分有当地财政担保的中方BOT建设项目。[21]例如，巴基斯坦因为新一轮支付危机不得不请求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救援，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表示，美国作为IMF的最大股东，不支持IMF用美国纳
税人的钱去解救中国债券持有人或中国本身。[22]而近期IMF总裁拉加德在访问巴基斯坦之后也表示，巴
基斯坦若想从IMF借贷，须首先向该组织说明其从中国的借贷状况。无论债务是否公开以及公开的结果
如何，此条件本身就已使公众先入为主地认定，中国就是巴基斯坦债务危机之源。这无疑将对未来两国
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另外，西方国家还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给予大量资金支持，利用它们以
环境保护为由，抵制中国项目，这也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上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23]

（二）来自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挑战——在企业家精神与必要的谨慎之间保持平衡

中国商务部在2015年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中列举了四类中国企业
在东道国可能遭遇的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自然风险。其中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属于
广义的营商环境，EIU、GI、ICRG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公布的国家风险报告都更偏重对此类风险
做出判断。而经济政策风险则以世界银行定义的营商环境指标来衡量更为可靠。世界银行每年发布《世
界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19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行排名，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可获得性”
，即企业在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获得必要政府公共服务、司法服务的可能性，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
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
”等，这更接近于狭义的“营商环境”。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无不经历来自东道国的上述风险，甚至还因此遭受过重大损失。按照
商务部相关文件的定义，政治风险指的是驻在国的政局变化、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或绑架、社会
动乱、民族宗教冲突、治安犯罪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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