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
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

当前我国正处于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为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0]13 号），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中的重要作用，引导民

营企业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推进形成我国民间资本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推动民营企业境

外投资又好又快发展，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大力加强一、大力加强一、大力加强一、大力加强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

（一）加强规划指导和统筹协调。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

中的重要作用，结合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

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指导意见，引导

民营企业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境外投资。加强跨部门的沟通协调，

对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进行专题研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开展境外

投资的重大问题。

（二）做好境外投资的投向引导。完善境外投资产业和国别导向

政策，支持国内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到具备条件的国家和

地区开展境外能源资源开发，加强民营企业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

业投资，促进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结

构调整。支持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基础设施、农业和服务

业投资合作。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走出去”建立海外分销中心、

展示中心等营销网络和物流服务网络，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利用国际



营销网络、使用自有品牌加快开拓国际市场。

（三）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决策水平。引导民营企业根据国家经济

发展需要和自身发展战略，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开展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的境外投资活动。指导民营企业认真做好境外投资风险

防范工作，积极稳妥开展境外投资。

（四）指导民营企业规范境外经营行为。加强民营企业境外投资

企业文化建设，引导境外投资企业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注重环境资源

保护，尊重当地社会习俗，保障当地员工的合法权益，履行必要的社

会责任。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加强对外沟通交流，

树立中国企业依法经营、重信守诺、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引导企业

加强境外投资的协调合作，避免无序竞争和恶意竞争。

二、切实完善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二、切实完善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二、切实完善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二、切实完善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

（五）落实和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充分发挥现行专项政策的作用，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落实好企业境外缴纳所得税税额抵

免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

（六）加大金融保险支持力度。鼓励国内银行为民营企业境外投

资提供流动资金贷款、银团贷款、出口信贷、并购贷款等多种方式信

贷支持，积极探索以境外股权、资产等为抵（质）押提供项目融资。

推动保险机构积极为民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提供保险服务，创新业务

品种，提高服务水平。拓展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融资渠道，支持重点

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和外币债券，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境内外资

本市场上市融资，指导和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和机构成立涉外股权投资

基金，发挥股权投资基金对促进企业境外投资的积极作用。



（七）深化海关通关制度改革。推动建立以企业分类管理和风险

处置为基础的通关作业新模式，对符合条件的高资信民营企业的货物

办理快速验放手续。深入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建设，研究扩大“属地

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适用范围。调整海关相关作业制度和作业

流程，推动监管证件联网核查，逐步建立起口岸部门间信息共享、联

合监管的合作机制，启动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试点工作。

三、简化和规范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三、简化和规范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三、简化和规范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三、简化和规范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

（八）健全境外投资法规制度。根据境外投资形势需要，抓紧研

究制定境外投资领域专门法规，完善现行有关境外投资管理的部门规

章，加强部门规章的统筹与协调，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

继续扩大人民币在企业境外投资中的使用。

（九）简化和改善境外投资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

的精神，结合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发展新情况、新形势，简化审核程序，

进一步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

（十）改进和完善外汇管理政策。采取综合措施提升境外投资外

汇汇出便利化水平。取消境外放款购付汇核准，企业办理相关登记手

续后直接在银行办理资金购付汇。实行境外直接投资中债权投资与股

权投资分类登记，为民营企业债权投资资金回流提供方便。为便于民

营企业的境外关联公司获得融资，在境内机构提供对外担保时，允许

与担保当事人存在直接利益关系的境内个人为该笔担保项下债务提供

共同担保。

四、全面做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保障四、全面做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保障四、全面做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保障四、全面做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保障

（十一）提升经济外交服务水平。加强外交工作为民营企业境外

投资的服务和保障，积极利用多双边高层交往和对话磋商机制，创造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有利的政治环境。驻外机构要加强与国内主管部门

的沟通与配合，加强对当地中资企业的信息服务、风险预警和领事保

护，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境外投资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继续推进与有

关国家的领事磋商和领事条约谈判，进一步商签便利企业人员往来的

签证协定，促进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相关人员出入境便利化。

（十二）健全多双边投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好目前我国与有关

国家和地区已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及其他

投资促进和保障协定作用，进一步扩大商签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

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范围，为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合作营造稳定、透明

的外部环境。加强与有关重点国家的投资合作和对话机制建设，积极

为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创造有利条件和解决实际问题。指导民营企业应

对海外反垄断审查和诉讼。

（十三）提高境外投资通关服务水平。研究引入专业担保公司、

机构参与提供海关税费担保，减轻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积极推广和优

化全国海关税费电子支付系统，为民营企业提供准确、快捷、方便的

税费网上缴纳和纳税期限内 14 天的银行担保服务。继续加大出口绿色

通道和直通放行制度推广力度，使更多的民营企业享受绿色通道和直

通放行制度带来的便利。全面推进检验检疫信息化建设和检验检疫窗

口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十四）全面提升信息和中介等服务。有关部门定期发布对外投

资合作国别（地区）投资环境和产业指引，帮助民营企业了解投资目

标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人文环境及相关政策。以现有各类

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和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为依托，充

分发挥现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强化为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合作



的综合服务。支持行业商（协）会积极发挥境外投资服务和促进作用。

积极发挥境外中介机构作用，大力培育和支持国内中介机构。鼓励国

内各类勘测、设计、施工、装备企业和认证认可机构为民营企业境外

投资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持。

（十五）引导民营企业实施商标国际化战略。引导民营企业通过

品牌培育争创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切实加强对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加强对民营企业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的指导、宣传和培训，引导民营

企业增强商标国际注册和保护意识，开展国际认证。建立健全海外商

标维权机制，畅通海外维权投诉和救助渠道。加强商标国际注册统计

工作，建立商标国际注册和维权数据库。

五、加强风险防范，保障境外人员和资产安全五、加强风险防范，保障境外人员和资产安全五、加强风险防范，保障境外人员和资产安全五、加强风险防范，保障境外人员和资产安全

（十六）健全境外企业管理机制。境内投资主体要加强对境外投

资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健全内部风险防控制度，加强对境外企业在资

金调拨、融资、股权和其他权益转让、再投资及担保等方面的约束和

监督，加强对境外员工的安全教育和所在国法律法规、文化风俗等知

识培训，防范境外经营和安全风险。

（十七）完善重大风险防范机制。有关部门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别

重大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加强动态信息收集和反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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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措

施化解风险。在境外民营企业遭受重大损失时，通过法律、经济、外

交等手段切实维护合法权益。

（十八）强化境外人员和财产安全保障。发挥境外中国公民和机

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的作用，完善境外安全风险预警机

制和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及时妥善解决和处置各类安全问题。



提高民营企业安全意识和保障能力。加强境外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以上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