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对策

产品名称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对策

公司名称 北京快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08号1号楼13层159

联系电话 13810475724 13810475724

产品详情

境外直接投资也就是常规说的ODI，在不考虑敏感行业、地区的时候，很多企业去境外投资，均认为很
简单，只要在政府部门备个案，资金就可以出去。实施过程中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提前看了法律法规
、照着流程就可以操作呢？

境外投资可以想象成玩游戏；进入游戏前，需要知道基本的游戏规则（什么能做，什么做不了）；进入
游戏后，知道有多少关卡（一步一个坎）；游戏结束收尾，维持排名（投后管理）。中间的坎，吃过的
亏，都是真金白银累积的。

易普咨询境外投资流程图

通过两个案例来初步说说我们在帮客户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坑。

1、新的公司（刚刚设立没超过半年的公司）能去境外投资吗？

很多企业因为行业性质的原因或是企业规划的原因，以新设的公司想去境外投资，担心能不能去境外投
资，是不是必须得设立一定时间后才能去投资呢？

其实这个就是外管审核中被密切关注的境外投资业务“快设快出型投资”，这一类基本上是成立不足数
月的企业，在无任何实体经营的情况下即开展境外投资业务。对于这类企业想去境外投资可不可以，是
否一定不行呢。

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对“快设快出型投资”审核解读尺度不一，且各企业的项目情况不同，基本上属于
一事一议。

某国内医药企业A意向收购产业链上游的一家境外企业B，因为公司产业结构调整，想采用新设立国内投
资公司C的形式，以C收购境外企业B，实际签约方为C、B及其他并购方。

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以下问题：



（1）国内投资公司C设立时间短；

（2）投资公司C新设立没经营，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于股东；

（3）因医药行业性质，境外企业B大量的研发投入，虽经营年限长，但一直未盈利，缺少现金流；

（4）境外企业B只有财务尽调，未做估值分析；发改委及商委要求对并购价格作出合理说明。

其余问题不具有共性，暂时不提及。

易普服务方案部分内容展示：

1）对国内投资公司C设立时作出解释申明：虽设立时间短，但股东方在本行业⋯⋯。

2）项目投资资金通过直接注资到国内投资公司C，以国内投资公司C资本金的方式并购境外企业B；

3）通过行业分析和对标企业分析，为境外企业B情况作出佐证；

4）通过现金流估值的方式对境外企业B进行估值。

服务成果：

国内投资公司C实现资金出境，获得境外企业B股份。

2、国内的资产公司想去收购境外的银行。

这个案例颇为典型，也是佐证境外直接投资审核部门平行独立，不是说发改委审核的项目一定在商务部
的审核范畴。也有发改委和商务部都审核通过，外管不予受理的事项，这个案例之后有机会再谈。

国内的某资产公司D，不属于银保监会的管辖，属于商务服务业；预计并购欧洲某家银行E。

（1）资产公司D不属于金融行业，但银行E属于金融行业；

（2）并购金额接近3亿美金；

（3）资金来源采购内保外贷的方式；

1）资金来源通过协同企业与多家银行沟通，获得银行相应的支持文件；

2）并购金额接近3亿美金通过跟发改委沟通项目情况，获得政府部门支持；

3）在获得发改委备案通知书后，商务部审核出现问题；根据商务部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年第3号）（境外投资主体是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通过新设
、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
益的行为。）商务部不受理收购金融企业的事项。问及应该如何办理，商务部审核老师建议咨询金融监
督局。多次沟通后，这个项目在商务部、金融监督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均审批权限。

正是这个案例，我们发现即使是非敏感项目里，有些事项即使企业想投资，也不一定有政府部门审核，
前期所有的尽调，付出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就只能是⋯⋯。

上面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很多案例都是付出了真金白银及时间才得到的经验教训，提前咨询总好过进



行到一半被卡住，后期咨询单位进场，项目情况更复杂，或是不能解决，那样更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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