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 

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7〕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

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7年 8月 4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 

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人民银行 外交部 

 

近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规模和效益显著提升，为带动

相关产品、技术、服务“走出去”，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与相关国家

互利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

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既存在较好机遇，也

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为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

投资方向，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合理有序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各类风险，更好地

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定奉行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深化境外投资体制机制

改革，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促进企业合理有序开展境外投资

活动，防范和应对境外投资风险，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与投资目

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企业主体。在境外投资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

惯例开展境外投资，企业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深入推进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坚持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

在资本项下实行有管理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按“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引导

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 

——坚持互利共赢。引导企业充分考虑投资目的国国情和实际需求，注重

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开展互利合作，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 

——坚持防范风险。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家经济外交整体战

略，坚持依法合规，合理把握境外投资重点和节奏，积极做好境外投资事前、

事中、事后监管，切实防范各类风险。 

三、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 

支持境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境外投资活动，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国内优势产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输

出，提升我国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弥补我国能源资源短缺，推动我国相

关产业提质升级。 

（一）重点推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

设施境外投资。 

（二）稳步开展带动优势产能、优质装备和技术标准输出的境外投资。 

（三）加强与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合作，鼓励在境外设

立研发中心。 

（四）在审慎评估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稳妥参与境外油气、矿产等能源资源

勘探和开发。 



（五）着力扩大农业对外合作，开展农林牧副渔等领域互利共赢的投资合

作。 

（六）有序推进商贸、文化、物流等服务领域境外投资，支持符合条件的

金融机构在境外建立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络，依法合规开展业务。 

四、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 

限制境内企业开展与国家和平发展外交方针、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及宏观

调控政策不符的境外投资，包括： 

（一）赴与我国未建交、发生战乱或者我国缔结的双多边条约或协议规定

需要限制的敏感国家和地区开展境外投资。 

（二）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 

（三）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四）使用不符合投资目的国技术标准要求的落后生产设备开展境外投资。 

（五）不符合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标准的境外投资。 

其中，前三类须经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五、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 

禁止境内企业参与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等的境外投资，包

括： 

（一）涉及未经国家批准的军事工业核心技术和产品输出的境外投资。 

（二）运用我国禁止出口的技术、工艺、产品的境外投资。 

（三）赌博业、色情业等境外投资。 

（四）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禁止的境外投资。 

（五）其他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 

六、保障措施 

（一）实施分类指导。对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要在税收、外汇、保险、

海关、信息等方面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为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便利化条件。

对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要引导企业审慎参与，并结合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指

导和提示。对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严格管控。 

（二）完善管理机制。加强境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防范虚假投资

行为。建立境外投资黑名单制度，对违规投资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建立部门间

信息共享机制。指导境内企业加强对其控制的境外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

全境外投资决策、财务管理和违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资本

金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审计制度，维护境外国有资产安全。 



（三）提高服务水平。制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境

外合规经营风险审查、管控和决策体系，深入了解境外投资合作政策法规和国

际惯例，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经营。加强与有关国家在投资保护、金融、

人员往来等方面机制化合作，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支持境

内资产评估、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税务服务、投资顾问、设计咨询、风险评

估、认证、仲裁等相关中介机构发展，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市场化、社会化、

国际化的商业咨询服务，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经营风险。 

（四）强化安全保障。定期发布《国别投资经营便利化状况报告》，加强

对企业赴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投资的指导和监督，及时警示和通报有关国家政治、

经济和社会重大风险，提出应对预案和防范措施，切实维护我国企业境外合法

权益。督促企业开展境外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做好项目安全风险预测应对，建

立完善安保制度，加强安保培训，提升企业境外投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合理把握境外投资的方向和重点，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落实工作责任，抓紧制定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扎

实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