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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号文登记,返程投资，外汇登记，odi登记证书办理



背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前往海外投资，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企业在前往海外投资前，需要按照商
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实行对外投资备案和核准管理。 那么，核准管理和备案管理有什
么区别?哪些情况下必须要经过核准，方可投资，哪些情况下需要备案呢?下面刘生进行了详细梳理。

我们首先来看，核准管理和备案管理有什么区别? 企业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的，需要实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需要实行备案管理。接着
，我们来看，企业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通过核准，方可投资?具体应该如何申报
??

企业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需要核准，具体包括: 1.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和地区;2.
发生战争、内乱的国家和地区;3.根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等，需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
家和地区;4.其他敏感国家和地区。 企业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涉及敏感行业需要核准，具体包括: 1.
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2. 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3. 新闻传媒4. 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和有关调控政策，
需要限制企业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的行业包括以下: 1)房地产 2)酒店 3)影城 4)娱乐业 5)体育俱乐
6)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实行核准管理的项目，投资主体应当通过网络系统向发改委提交项目申请报告，申请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1.投资主体情况;?

2.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投资目的地、主要内容和规模、中方投资额等;

3.项目对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

4.投资主体关于项目真实性的声明。

注:投资主体是中央管理企业的，由其集团公司或总公司向发改委提交;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的，由其直接
向发改委提交。?

在16年2月，刘生协助广东一家企业办理向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注资汇款的业务中，我们详细了解了
企业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进行备案的流程。 刘生首先到国内某中资银行，咨询关于如何打投资款前
往境外，银行给出的回复是投资款必须通过境内企业对公帐户汇出，不能以股东的个人银行汇款;其次，
境内企业如需向境外汇投资款，境内企业必须先取得对外投资备案证书;此外，境内企业向境外汇投资款
，需满足外汇管理局规定的对外投资的要求。

接着刘生咨询了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必须满足哪些条件，给出回复如下: 1.
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其境内企业必须成立满一年; 2.
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的款项不能大于境内企业注册资本; 3.
境外设立的企业，必须与境内企业的行业有关联; 4.
对外设立机构成立后，从第2年起，每年的6月30日前，必须向外汇管理局提交年检报告; 5.
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必须前往企业所在地的商务部对外合作处，办理投资备案证书;

接着刘生又到市商务部及发改委咨询了办理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备案证书的流程及细节最终协助该
公司拿下了商务部发改委的两个对外投资的批文 在刘生整个咨询过程中，没有一个部门可以统一全面详
细的解答全部流程，每个部门只负责自己的那部分环节，无论从精力还是时间来说都给企业增加了不少
的负担。对于整个环节而言，办理对外投资备案证书是最前置的环节，特别是投资项目情况说明，是批
准备案项目的关键。?

刘生? 37号文登记,返程投资，外汇登记，odi登记证书?



公司介绍?

我司是一家专业的跨境商务咨询公司，主要从事跨境投资（ODI）设计及落地、红筹和VIE设计及落地、
返程投资设计及落地、进出囗咨询等方面的专业团队。经过多年在这一领域的深耕，我们已为上百家企
业的海外投资和并购、红筹和VIE设计的政府审批环节提供了咨询方案，为众多的企业架设起从境内到
境外，从境外到境内的合法的资金通道。我们这部分客户中的15%是上市企业。让资金的进出境合法、
合规，为企业的“走出去”保驾护航，是我们的理念。在咨询项目中，我们往往能提供独到观点及真知
灼见，这也是我们为客户服务的过人之处。这些真知灼见的背后，是企业每年数亿美元的跨境投盗项目
。? ? 业务范围：1、公司构架规划，境外公司设立、跨境税收筹划、离岸豁免2、ODI（企业个人37号文,
返程投资备案）备案办理3、FDI（境外融资及返程投资个人odi备案直接投资）备案办理4、37号文境外
融资VIE架构搭建5 、QDII通道搭建6、法律服务法律咨询、国际公证、法务顾问、尽职调查? ? ? 我们郑重
承诺：凡我公司经办的公司注册、开户、律师公证、⋯等业务项目真实可靠，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 用心服务客户，同客户一道赢取商业利润。

拓展阅读

2017年1～11月，俄罗斯居民货币收入总规模达到48.84万亿卢布，同比增长3.1%。居民在购买商品和支付
服务方面所花费的资金为37.40万亿卢布，同比增长5.1%。这一时期居民储蓄为5.80万亿卢布，比上年同
期减少8330亿卢布，下降12.6%。

1～11月，居民人均货币收入同比增长2.9%，实际可支配收入则下降1.4%；月平均名义工资收入为3.8033
万卢布，同比增长7.1%，月平均实际可支配工资收入增长3.2%；平均退休金为1.3336万卢布，同比增长7.
7%，实际退休金同比增长3.7%。其中，11月，居民人均货币收入为3.1536万卢布，同比增长2.9%，实际
可支配货币收入减少0.3%；名义月平均工资收入为3.872万卢布，同比增长8%，实际月工资收入同比增长
5.4%；平均退休金1.2956万卢布，同比增长4.2%，实际退休金同比增长1.7%（见表4）。

表4 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基本指标（2017年1～11月）

拖欠工资行为依然不乏个案，截至2017年12月1日，逾期拖欠工资总额为3.12万亿卢布，较同年11月1日减
少0.38万亿卢布。

（四）劳动力人口就业状况略好于上年

从2017年1月开始，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5岁及以上年龄段劳动力人口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当年11月，全俄劳动力人口总量为762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2%，同比减少0.6%。其中，7230万
人在岗就业，同比减少0.4%，就业率为94.9%；390万人处于无工作状态，同比减少5.5%，失业率为5.1%
；在居民就业服务机构注册登记的失业人口为70万，同比减少13.7%。上年同期，全俄劳动力人口为7670
万，其中就业人口为7260万，就业率为94.7%；失业人口为410万，失业率为5.4%；正式登记失业人口为80
万。由此可见，劳动力人口就业状况略有改善。

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其独立执政已进入第26个年头。26年来，俄罗斯经济发展经历了十分复杂与
艰难的过程。叶利钦时期（1992～1999年）的8年中，俄罗斯经济除了1997年和1999年分别增长0.9%和5.4
%外，其他6年都是负增长。在叶利钦8年经济转型期间，俄罗斯GDP累计下降40%。在普京前两届总统任
期8年间，俄GDP增长了70%，年均增长率为6.9%。在后来的“梅普组合”与“普梅组合”时期，俄经济
又出现复杂的局面。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俄GDP下降7.8%，2010年俄经济开始回升，20
10年与2011年经济增长率均为4.3%，但2012年降为3.4%，而2013年又降为1.3%。2014年俄经济出现了严重
的局面，经济增长率仅为0.6%。经济衰退始于2015年一季度，之后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
该年GDP下降3.7%，2016年GDP下降0.2%。

从以上俄罗斯经济发展简要过程来看，总的来说，其经济发展过程是十分复杂与艰难的，经济增长既不
稳定也不持续，而近几年来其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与危机。2015年12月3日，普京总统向俄罗斯联邦会议



发表国情咨文。他谈到2015年俄罗斯经济时说：“情况非常复杂。”2016年1月13日梅德韦杰夫总理在盖
达尔论坛上说：“俄罗斯经济正遭遇十年来最严峻挑战，经济形势复杂。”俄经济在2016年四季度转入
正增长，俄估计这种经济向好的趋势，有可能在2017年得到延续。因此，俄学者认为，对目前与今后两
三年的俄经济最为恰当的描述应该是“停滞”。对俄经济出现的衰退、危机还是停滞的原因，基本看法
较为一致，主要是结构性问题，经济危机是结构性危机。

一 阻遏苏联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性问题

不论是苏联时期还是当今的俄罗斯时期，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其主要经济问题。但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
也不尽相同。

人所共知，在苏联时期经济结构的突出问题体现在农、轻、重三者关系方面，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
，农业长期落后。斯大林时期形成了严重的畸形经济结构。赫鲁晓夫上台后，尽管在执政初期出于政治
需要，曾一度反对马林科夫1953年8月8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提出的以加强消费资料生产为中心的广泛的
国民经济调整计划，但执政不久，不得不实行全力以赴的加强农业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因为当时苏联
不少人认识到，如果不抓农业，再有两三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与全国性的饥荒。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与赫鲁晓夫一样，首先他也是抓农业，力图推行以发展农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
调整政策，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此同时，也调整了工业内部结构。他一再强调，制订五年计
划要有“充分科学依据”，要选择“最优比例”，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与平衡发展。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阻碍经济结构调整的原因甚多。一个直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坚持扩充争霸实
力，争夺军事优势的战略方针。当时苏联一再强调：“国防问题处于一切工作的首位”，“为保障军队
具有现代化技术和武器，需要有高度发展的工业水平，首先是重工业的先进部门，即冶金工业、机器和
机床制造业、造船工业、原子能工业、无线电电子工业、航空火箭工业、化学工业和专门的军事工业”
。[1]苏联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把最好的原料、设备，最优秀的科技人员和熟练劳动力用于发展军事科研
和军工生产，来建立庞大的战争机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实行打破美国军事优势并夺取全面军
事优势的方针条件下，要调整经济结构是不可能的。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农业虽有进展，但并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投资大、效益低，生产稳定性差、波动幅度大，仍是苏联农业的基本特点。勃列
日涅夫时期对农业的投资是十分巨大的，比美国多4倍。但巨额的农业投资，并没有保证苏联农业稳定的
发展。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农业有10年减产。有些年份减产幅度很大，如1975年比1974年减产5560万吨
，1979年比1978年减少5790万吨。农业连续多年的不景气，给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它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1979年粮食产量与农业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26.4
%和3.1%，这使当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3.4%。粮食连年减产，导致苏联不得不靠进口来满足其国内
的需求。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7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1904万吨
。后来，粮食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2]“1981～1982年，由于购买小麦太多，
震惊了世界市场，各国纷纷表示愤怒：俄罗斯简直是在吃穷人的粮食。但是，事已至此，粮价虽然贵两
倍，还是进口大量粮食。”[3]进口食品和食品原料所花的钱，约等于每年外贸进口总额的20%，成了苏
联仅次于机器设备进口的第二项大宗商品。这种情况，使得苏联外汇更加拮据，亦难以保证对国内经济
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技术设备的进口，从而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一些关键部门的发展。农业不
景气，还限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苏联一直在设法加速“乙类”工业的发展，但苏联轻工业原料的2/3和
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自农业，这样，甲、乙两类的比例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很难得到改善，农
业的连续多年歉收，直接影响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一部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能得到
满足，从而使储蓄迅速增长。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零售商品流转额与储蓄的增长速度很不协调，如1970
～1981年期间，零售商品流转额增长了82.7%，其中食品商品零售流转额增长了56%，而同期居民的储蓄
存款则增长了2.56倍。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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