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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投资报告

前　 　 言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同

世界各国开展投资合作，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成

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２０００ 年，

中国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

“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国共产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高度重视对外投资工作，鼓励企业利用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

经济。２０１３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鼓励资本、

技术、产品、服务和文化“走出去”，对外投资进入全新

的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已稳居世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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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善。中国对

外投资的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

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而且与世界各国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了积

极贡献。面向未来，中国对外投资将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

重点，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

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更好地服务于开放创新、包容

互惠的共同发展前景。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现况

本报告所称的对外投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含港澳台地区）各类投资主体通过投入货币、有价

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和权益

或提供担保，获得境外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

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开始

进行对外投资尝试。１９９１ 年以前，中国对外投资以在

对外贸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窗口公司、贸易公司或少

量初级加工业为主，投资规模较小，年度总投资额不超

过 １０ 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截至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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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４４ ５５ 亿美元。该时期

对外投资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总体特点是，单个项目

规模小、投资领域窄、方式相对单一。上世纪 ９０年代，

中国企业第二产业对外投资发展较快，境外装配加工

投资增长迅速，并有几项较大规模的境外能源资源

投资。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投

资规模不断攀升，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区位分布

更为广泛，投资行业领域更加丰富，投资主体日趋多

元，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投资规模不断攀升。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于

２００３年起对外发布中国对外投资数据。十多年来，对

外投资规模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２００５ 年对外投资

流量突破百亿美元，２０１３ 年超越千亿美元，２０１５ 年对

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利用外资额，２０１６ 年达到 １９６１ ５

亿美元，由 ２００２年的全球第 ２６位跃升至 ２０１６年的第

２位，同期占全球比重也由 ０ ５％提升至 １３ ５％，首次

突破两位数。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间，对外投资流量年均增

长率 ３５ ８％。在投资存量方面，２００７ 年首次突破千亿

美元，２０１５ 年突破万亿美元，２０１６ 年攀升至 １３５７３ ９

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由 ２００２ 年的全球第 ２５ 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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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１６年的第 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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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单位：亿美元）

（二）投资区位分布广泛。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 １９０ 个国家（地区），境内投

资者设立对外投资企业 ３ ７２万家，覆盖全球超过 ８０％

的国家（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 ５ 万亿美元。各

大洲分布上，对亚洲投资最多，存量 ９０９４ ５亿美元，占

比 ６７％，其次是拉丁美洲 ２０７１ ５亿美元，占比 １５ ３％；

欧洲 ８７２亿美元，占比 ６ ４％；北美洲 ７５４ ７亿美元，占

比 ５ ６％；非洲 ３９８ ８ 亿美元，占比 ２ ９％；大洋洲

３８２ ４亿美元，占比 ２ ８％。接受中国对外投资较多的

国家（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

岛、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荷兰、英国、俄罗斯和加拿

大等。近年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

资合作成为新的亮点。据统计，２０１４ 年以来，对“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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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已超过 ５００亿美元，与相关国家

的企业合作共建项目近 ２０００个。

表 １　 ２０１６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国家（地区）
单位：亿美元

流　 量 存　 量
序号 国家（地区） 金额 占比（％） 国家（地区） 金额 占比（％）

１ 中国香港 １１４２ ３ ５８ ２ 中国香港 ７８０７ ４５ ５７ ５

２ 美国 １６９ ８ ８ ７ 开曼群岛 １０４２ ０９ ７ ７

３ 开曼群岛 １３５ ２ ６ ９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８８７ ６６ ６ ５

４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１２２ ９ ６ ３ 美国 ６０５ ８ ４ ４

５ 澳大利亚 ４１ ９ ２ １ 新加坡 ３３４ ４６ ２ ５

６ 新加坡 ３１ ７ １ ６ 澳大利亚 ３３３ ５１ ２ ５

７ 加拿大 ２８ ７ １ ５ 荷兰 ２０５ ８８ １ ５

８ 德国 ２３ ８ １ ２ 英国 １７６ １２ １ ３

９ 以色列 １８ ４ ０ ９ 俄罗斯联邦 １２９ ８ １

１０ 马来西亚 １８ ３ ０ ９ 加拿大 １２７ ２６ ０ ９

１１ 卢森堡 １６ ０ ０ ８ 印度尼西亚 ９５ ４６ ０ ７

１２ 法国 １５ ０ ０ ８ 卢森堡 ８７ ７７ ０ ６

１３ 英国 １４ ８ ０ ７ 德国 ７８ ４２ ０ ６

１４ 印度尼西亚 １４ ６ ０ ７ 中国澳门 ６７ ８３ ０ ５

１５ 俄罗斯联邦 １２ ９ ０ ７ 南非 ６０ ０１ ０ ４

１６ 越南 １２ ８ ０ ７ 老挝 ５５ ０ ４

１７ 荷兰 １１ ７ ０ ６ 法国 ５１ １６ ０ ４

１８ 韩国 １１ ５ ０ ６ 哈萨克斯坦 ５０ ９５ ０ ４

１９ 泰国 １１ ２ ０ ６ 越南 ４９ ８４ ０ ４

２０ 新西兰 ９ １ ０ ５ 阿联酋 ４８ ８８ ０ ３

合计 １８６２ ６ ９５ ０ 合计 １２２９５ ３５ ９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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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行业领域更加丰富。目前，中国对外投

资已涵盖国民经济 １８ 个行业大类。除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金融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等传统产业以外，近年来

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教育、医疗、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的投资

增长较快，对外投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２０１６ 年，

中国企业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的投资额分别为 ２９０ ５ 亿美元、１８６ ７ 亿美元，占中国

对外投资的份额依次为 １４ ８％、９ ５％，分别比上一年

提高 １ １、４ ８ 个百分点。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

资同比增长了 ４１ ４％，在制造业投资总额中占比近一

半（４９ １％）。

表 ２　 ２０１６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单位：亿美元

流　 量 存　 量
序号 行　 业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排名

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５７ ８ ３３ ５ ４７３９ ９ ３４ ９ １

２ 制造业 ２９０ ５ １４ ８ １０８１ １ ８ ５

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０８ ９ １０ ７ １６９１ ７ １２ ５ ３

４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１８６ ７ ９ ５ ６４８ ０ ４ ８ ６

５ 房地产业 １５２ ５ ７ ８ ４６１ １ ３ ４ ７

６ 金融业 １４９ ２ ７ ６ １７７３ ４ １３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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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流　 量 存　 量
序号 行　 业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排名

７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

５４ ２ ２ ８ １６９ ０ １ ２ １２

８ 建筑业 ４３ ９ ２ ２ ３２４ ２ ２ ４ ９

９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４２ ４ ２ ２ １９７ ２ １ ４ １１

１０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３８ ７ ２ ０ ７９ １ ０ ６ １４

１１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

３５ ４ １ ８ ２２８ ２ １ ７ １０

１２ 农 ／林 ／牧 ／渔业 ３２ ９ １ ７ １４８ ９ １ １ １３

１３ 采矿业 １９ ３ １ ０ １５２３ ７ １１ ２ ４

１４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６ ８ ０ ９ ４１４ ２ ３ １ ８

１５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６ ２ ０ ８ ４１ ９ ０ ３ １５

１６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８ ４ ０ ４ ３５ ８ ０ ２ １６

１７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４ ９ ０ ２ ９ ２ ０ ０７ １７

１８ 教育 ２ ８ ０ １ ７ ３ ０ ０５ １８

（四）投资主体日趋多元。目前，从规模上看，国

有企业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但民营企

业发展势头迅猛。从企业数量上看，对外投资的民营

企业数量已超过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六成以上。

从企业来源地看，２００６ 年中央企业的对外投资占比达

８６ ４％，地方企业仅为 １３ ６％，而在 ２０１６年，中央企业的

对外投资占比为 １２ ６％，地方企业对外投资占比攀升至

８７ ４％。在地方企业中，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的企业对

外投资活跃，占全国对外投资的份额达 ３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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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地方企业在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

（五）国际产能合作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

制造合作（简称国际产能合作）是指围绕生产能力新

建、转移和提升开展的国际投资和经贸合作，以企业为

主体，以共赢为导向，以制造业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

设、资源能源开发为主要领域，以直接投资、工程承包、

装备贸易和技术合作为主要形式。国际产能合作顺应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国与各国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要抓手，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动

力。２０１５年 ５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

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中国政府推进国

际产能合作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导向，在此基础上逐步

建立起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框架。截至目前，中国已

与 ３６个国家建立了产能合作双边机制，与法国、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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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建立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

与东盟、非盟、欧盟等区域组织开展了多边产能合作。

中国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领域广泛，既有公路、铁

路、桥梁和水坝等传统基建领域，以轻工、家电、纺织服

装为主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钢铁、电解铝、水泥、

平板玻璃为主的优势产能富余产业，又有以电力设备、

工程机械、通信设备、核电、高铁和轨道交通为主的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投资设厂推动产

能“走出去”，积极与行业领先企业开展生产和技术合

作，构建国际营销网络，实现跨越式发展。

（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重要进展。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是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式。近

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境外铁路、港口等重大项目建

设，并带动相关基建能力和装备出口。中老铁路、中泰

铁路、匈塞铁路、印尼雅万高铁、俄罗斯莫喀高铁、亚吉

铁路、肯尼亚蒙内铁路、中欧“三海港区”合作等一批

境外铁路、港口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对改善合作国

基础设施，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增加就业和税

收，推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互利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总体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反映

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显著提

９



高，展现出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良好

前景。同时，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地位相比，中

国对外投资规模仍然相对较低。中国的对外投资存量

与 ＧＤＰ 比率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２０１６ 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 ＧＤＰ 的比率为 １１ ４％，而世界、

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的比率分别为

３４ ６％、４４ ８％、１９ ８％、２２ ６％。这表明，中国对外投

资仍然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不少风险

和挑战。一方面，国际投资环境变化影响着中国对外

投资的稳定发展。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发展中国

家经济体系脆弱，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不

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持续发展。近年来，部分国家

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有所增强，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包括

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实行严苛审查，影响了中国

企业的正常商业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国际竞争

力和抗风险能力仍有待提高。与在国际投资市场经营

多年的外国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是后来者，在技

术、品牌、跨国经营和风险应对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

距，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较弱，对外投

资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中国企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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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资经营行为还有待规范，如缺乏投资风险评估，投

资项目屡屡受挫；对外投资盲目乐观，一哄而上，引发

东道国政府和舆论的误解等。

二、中国对外投资的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经历了一

个逐步放松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中国外汇资金短缺严重，企业缺乏国际经营经验，

对外投资实行审批制。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开始，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

长，对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管理不断简化。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

中国开始正式实施以核准制为主的对外投资管理体

制，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境外投资项目的管理，商务部门

负责对境外设立企业的管理。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国务院发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由强制结售汇转

为实行自愿结售汇的外汇管理新体制。２０１４ 年，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

管理办法》和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标

志着中国对外投资管理由“核准为主”转变为“备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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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核准为辅”，大幅简化了审核手续，并将更多的权

限下放。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将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是其中的重点任务

之一。

目前，对外投资管理主要涉及三个部门，即发展改

革部门（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省级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以下分别简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省级

发展改革委”），商务主管部门（包括商务部和省级商

务主管机关，以下简称“商务部”和“省级商务委或商

务厅”）以及国家外汇主管部门（包括国家外汇管理局

和省级外汇主管部门，以下分别简称“国家外汇局”和

“省级外汇局”）。

（一）发展改革部门境外投资项目备案核准。根

据国家发展改革 ２０１４年颁布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

备案管理办法》和《关于修改〈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有关条款的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于境外投资项

目实施以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方式。除涉及敏

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投资项目需核准外，其他境

外投资项目均实行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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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简政放权历程

时间 方式 管理权限

２００４年以前 审批制
中方投资额在 １００万美元以上项目需报国家发展改
革委审批。

２００４年 ７月 核准制

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非资源开发类项目、３０００万美元
以上资源开发类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报

国务院核准。

２０１１年 ２月 核准制

１亿美元以上的非资源开发类项目、３ 亿美元以上
资源开发类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报国务

院核准。

２０１４年 ４月 备案＋核准 １０亿美元以上项目和敏感类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核准或报国务院核准，其他项目实行备案制。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备案＋核准 除敏感类项目需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外，其他项目

一律实行备案制。

（二）商务部门境外投资企业设立备案核准。商

务部最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自 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６日起实施后，商务主管部门对境内企业境外设立企

业的管理转变为“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模式，即除

境内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或敏感行业的

企业设立实行核准管理外，其他境内企业境外设立企

业均实施备案管理，相关办理程序也较之前得到了较

大的简化。

（三）外汇部门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根据国家外

汇管理局 ２０１５年 ２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

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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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取消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登记核准，改为

“银行办理、外管监督”的模式，具体包括：第一，取消

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境外投资主体可直接到

银行办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相关外汇登记。第二，取

消境外再投资外汇备案。境内投资主体设立或控制的

境外企业在境外再投资设立或控制新的境外企业时，

无须办理外汇备案手续。第三，取消直接投资外汇年

检，改为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权益登记，放宽登记时间，

允许企业通过多种渠道报送相关数据。第四，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改革后，主要由银行通过外汇局资本项

目信息系统办理和完成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外汇

登记手续，而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职能逐步转变为事

后监管。

２０１３年以来，各相关管理部门通过大力推进“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对外投资便利化

取得实质进展。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管理总体上已实现

从核准制向备案制的转变，投资便利化程度大幅提高。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明确企业主体地位。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发布的《国

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规定要真正落

实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要求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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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备案范围。为充分体现“谁投资、谁决策、谁收

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现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规

定，除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等特殊情况外，

企业境外投资一律实行备案制。政府只进行真实性、

合规性审核，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这对于鼓励企

业“走出去”，促进对外投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简化审核管理程序。现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对于备案、核准的时间和流程都做了明确规定，体现出

了时间短、流程少的特点。例如，大幅度简化了境外投

资备案内容，企业仅需填报备案申请表；地方企业可直

接向省级相应主管部门申请备案，无须层层上报；相关

主管部门在规定工作时限内予以备案，并提供书面证

书，对于被否决的申请，要说明理由，而投资主体享有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全面实现网上备案。发展改革部门和商务部

门均通过电子政务系统进行备案管理，显著提升了对

外投资备案的工作效率。目前 ９８％以上的境外投资

项目均已实现网上备案，企业可直接登录项目备案网

络系统填报项目备案电子表格，并可实时查询备案办

理进度，对外投资管理透明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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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对外投资的政策导向

中国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国际社会广泛响应，

成为国际合作新模板、新典范。四年来，中国政府以

“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积极稳妥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的政策和措施，不断

完善“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构建对外投资合作

机制，释放了企业对外投资活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

加快完善对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引导和规范企业对

外投资方向，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积极应

对跨国投资面临的政治、安全、经济、金融和社会等风

险，促进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一）对外投资的政策导向。对外投资服务于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国对外投资将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

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奉行互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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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进一步

引导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方向，促进企业合理有序开

展对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对外投资风险，推动对外

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与东道国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按照“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商

业原则、国际惯例、互利共赢、防范风险”的原则，支持

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

———企业主体。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体，应明确

自身定位、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和客观条

件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企业对于其对外投资项目自主

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市场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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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

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实行

资本项下有管理的市场化运行机制。

———商业原则。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中要注重商

业可持续性，做好国际化经营规划和投资项目价值评

估，在科学分析项目经济技术可行性的基础上，稳妥有

序开展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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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惯例。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中要遵守国

际惯例和通行投资规则，遵守合作国法律法规和监管

制度，尊重国别文化差异和宗教习俗，提高境外经营

水平。

———互利共赢。引导企业充分考虑东道国国情和

实际需求，注重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开展互利合作，注重

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互

惠互利、合作共赢。

———防范风险。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依法合规，合理把握境外投资重点和节奏，积极做好对

外投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切实防范各类风险。

（二）对外投资的政策体系。中国政府相关部门

致力于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建设，通过加强规划引导、政

策支持、综合服务等手段，鼓励有条件的各类企业积极

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目前，中国已形成较完善、多层次

的对外投资政策体系。

———宏观政策引导体系。为促进国内企业协调、

有序和高效“走出去”，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推

动出台了多项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规划和政策。２０１５

年 ３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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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与行动》，明确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内涵，支

持有条件的企业按商业原则开展对外投资。２０１７年 ８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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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引导和规

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明确了鼓励、限制、禁止三类境

外投资活动。一是支持境内有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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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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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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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层次对外投资促进体系。经过多年发展，

中国已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国范围的多层次对外投资促

进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政府间签署的双边或多边产

能与投资合作机制；二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海

外产业发展协会等全国性综合性的对外投资促进机

构；三是从省级到基层的相关地方对外投资促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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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各行业协会成立的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各层

次间互为补充，共同服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金融财税支持体系。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中国设

立了中非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非产能合作

基金、中阿（联酋）投资合作基金等十余个对外投资合

作基金，支持企业降低对外投融资成本。为支持企业

获取境外低成本资金，优化债务结构，为“走出去”开

辟稳定的境外融资渠道，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实行了外债备案

登记制改革，２０１６ 年全年备案登记企业境外发债规模

超过 １９００亿美元。此外，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

银行以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开发性、政策性金

融机构，以及各商业性金融机构均通过多种方式加强

对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中国

与 ５４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着力为企业创

造良好税务环境。

———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境外投资合作

信息平台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

智库定期发布对外投资领域的年度报告，如《对外投

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

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国别投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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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状况报告》等。机制化地举办各类对外投资和

国际产能合作论坛和展会，如中国—东盟博览会国际

产能合作专题论坛、中部国际产能合作论坛、西部国际

产能合作论坛、国际产能合作论坛暨企业对外投资洽

谈会等，帮助“走出去”企业搭建合作平台，积极促成

与各国企业开展投资合作。

———对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中国政府正在不断

改进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在国家安全体系

建设总体框架下，完善统计监测，加强监督管理，健全

法律保护，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研究制定企业海外经

营行为规范。鼓励企业设立海外投资风险评估部门，

加强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东道国企业和中介组织的

合作，对投资地区或国家的政治动向、监管政策、安全

形势、各利益相关方诉求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科学评

估投资项目收益和风险。加强政府各部门、驻外机构

和使领馆的沟通协调，在中国海外投资利益受到损害

时，协同运作，互相配合，支持中国企业维护海外权益。

四、中国对外投资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习近平主席多次代表中国向世界申明了中国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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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意志。对外投资是中国

参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实现中

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对于中国企业

自身来说，通过对外投资进一步实现企业发展战略和

目标，带动产能、装备、技术、品牌和标准“走出去”，在

投资合作中提升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拓展

市场网络。对于东道国来说，中国企业投资带来了资

本、技术、就业和税收，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

进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一）中国对外投资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稳定器。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跨国企业大多倾向于

消化过剩产能，巩固资产负债表，而不是进行扩张性投

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滑，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同比降幅分别达到 ９ ３％和 ３３％。中国政府在危机后

及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期对外投资增速不减，

２００８年达到 ５５９ １亿美元，比 ２００７年的 ２６５ １亿美元

增长了 １１１％。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帮助许多受危机

冲击的国家相关企业免于破产倒闭，保留了数以万计

将被削减的工作岗位，刺激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需求，

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国对外投资为投资伙伴进入中国市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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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潜在机会。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生

产制造国，中国市场是世界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

之一，对于国际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通过与

国际投资规则的互学互鉴，中国政府正在不断完善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全面实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了制造业和服

务业的对外开放。中国对外投资在帮助东道国扩大资

源、设备、技术、消费品等出口的同时，帮助东道国投资

伙伴建立了与中国市场的联系，使得当地企业进入中

国市场更为便利。

（三）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了东道国产业升级和自

主发展。中国投资不仅给东道国带来了资金和技术，

还增加了当地就业和税收。２０１６ 年，中国境外企业向

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缴纳各种税金总额近 ３００ 亿美

元，年末境外企业雇佣外方员工 １３４ ３万人，较上年末

增加 １１ ８万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国帮助东

道国建设交通网线、通信设施，拓展了东道国经济发展

新空间，有效发挥了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对经济增长、民

生改善的关键作用。通过开展属地化经营，中国企业

在当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分享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共

建境外产业集聚区，推动建立当地产业体系，帮助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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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还通过资源能源方面的

合作，帮助东道国提高资源产品附加值，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动力。

（四）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了东道国社会发展。中

国政府历来倡导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与东道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投资合作

中促进社会发展。中国企业帮助东道国建设道路、城

市轨道交通、给排水管道、电网、通信、学校、医院等民

生设施，改善了大量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了当地医疗教育水平。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

社会公益事业，帮助东道国应对洪水、地震、飓风、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获得东道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誉。

（五）中国对外投资带动了中外人文交流。交流

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中国的对外投

资不仅为东道国带去了资金、技术、市场、就业、税收，

还带去了东方经营理念，以及中国的文化和习俗。中

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带动了人员和社会交往，为不同文

明、民族之间汲取丰富养分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中

华文化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互学互鉴，对于增进相

互理解信任、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六）以投资政策协调合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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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国际投资领域，尚未形成一个多边的、全面的、

有约束力的投资协定。在全球经济低迷、投资保护主

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作为 ２０１６年二十国集团（Ｇ２０）

峰会主席国，推动发布了《Ｇ２０ 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

则》，明确提出反对投资保护主义，外资政策应开放、

公平、透明、稳定和内外协调，各国政府应引导外国投

资者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为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提供

了新方案。中国倡议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与金砖国家共同组建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出资设

立了丝路基金等国际投融资平台，为各类投资项目提

供融资支持，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了公共产品。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步伐仍然缓慢，贸易投资保护

主义明显回潮，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一定阻力，但时代

潮流浩浩荡荡，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全球经济必须在互

利共赢中实现发展。中国作为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主

要开放型经济体，正在努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

外投资已从规模扩张型进入质量效益型发展新阶段。

展望未来，中国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进一步提升

开放型经济水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企业

将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参与国际投资合作，与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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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合作创新、包容互惠、共同发展。中国政府有关

部门将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优化政府职能，做好对外

投资引导、支持和综合服务，推动对外投资健康、包容、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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