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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 

郭宏 

 

提升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是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

要任务。“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境外投资规模迅速

增长，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但由于体制机制的

原因，对外投资活动仍面临不少障碍和约束，亟须提升对外

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上海、天津、

广东、福建四个自贸试验区结合自身战略定位，充分发挥先

行先试优势，在促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可

复制、可推广的举措。河南需要充分借鉴这些创新经验，加

快复制拓展和创新步伐，推进我省自贸试验区的建设。 

 

建立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对外投资便利化是为了促进对外投资，政府采取的一系

列使其效率和管理有效性达到最大化的做法或行动，涉及降

低对外投资门槛、简化手续、便利的金融服务、指导性的投

资咨询服务等范围广泛的内容。促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本质上

要求政府为经济主体的对外投资活动提供高效的政府服务。

由此，建立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切实提高政府服务水平，

成为我国自贸试验区的重要改革试验任务。 

建立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需要把简政放权作为关键环

节，加快放开、放手、放活，打破行政条块分割，积极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按照国际化、法治

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

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政府应依法公开管理权限和流程，

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境

外投资事后管理和服务，形成多部门共享的信息检测平台；

建立“一口受理”、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实现不同部门的

协同管理机制；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多部门并联办事，

实现对外投资审批事项最少化、审批环节最简化、审批服务

便利化。 

 

构建完善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 

 

依靠制度创新，构建对外投资促进体系是提升对外投资



便利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从各自贸试验区的推进情况看，都

把积极推进对外投资制度创新作为重要的试验改革任务。主

要的改革举措包括：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支

持企业及个人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改革境外投资

管理方式，对境外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实行以备案

制为主的管理方式，对境外投资一般项目实行备案制，缩短

审批程序和时间；下放管理权限，企业跨境投资直接向银行

办理所涉及的跨境收付、兑换业务；完善境外资产和人员安

全风险预警和应急保障体系；鼓励设立从事境外投资的股权

投资企业和项目公司，支持有条件的投资者设立从事境外投

资的股权投资母基金等。 

金融制度创新是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的重要环节。在

风险可控前提下，自贸实验区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完善

金融服务功能、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政策创新，具体举措包括支持经济主体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开

展涉外贸易投资活动，减少对个人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简

化境内外融资程序，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允许区内企业

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允许开展跨境资产管理，支持设

立境外股权投资基金，设立自贸区双向跨境资金池，支持开

展跨境人民币再保险和为我国海外企业提供风险保障，支持

法人金融机构推展海外市场，为境外机构办理人民币与外汇

衍生产品交易，简化外汇管理项下的登记及变更手续，企业



外汇资本金及外债实行意愿结汇，放宽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

中运营管理准入条件等。 

 

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自贸实验区通过完善企业“走出去”服务联盟和“一站

式”服务平台建设，致力于境外投资一揽子服务。在打造综

合服务平台方面，各自贸试验区充分体现了地方特色。上海

浦东新区商务会牵头成立“浦东境外投资服务联盟”。该联

盟集融资、保险、咨询等功能于一体，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

综合性服务，涵盖综合咨询、境外投资备案、投资项目推荐、

投资地介绍，行业分析、境外投资专业服务等功能。同时，

吸引一些海外协会和驻外机构，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环境、

项目等方面的最新信息。天津自贸区搭建了跨境投融资服务

平台，集投资目的地国家与地区投资项目推介、对外投资中

介服务、海外金融服务三大功能于一体，为自贸区内外企业

开展境外投资提供项目推介、离岸融资、法律、会计以及后

期境外融资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广东自贸区通过设立中

国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中心，致力于帮助解决企业在

“走出去”过程中的法律不适应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潜在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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