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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部份附錄部份附錄部份附錄部份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中共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大事紀中共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大事紀中共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大事紀中共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大事紀（（（（1978~2007）））） 

 

1978 年 12 月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的政策，

而引進外資是中共改革開放的重點政策 

1979 年 7 月 
頒佈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是中共首度為了外資而

制定的一項法律。 

1980 年 5 月 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這四個出口特區改稱為經濟特區。 

1983 年 9 月 

中中共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利用外資工作的指示」，指示要

加強引進外資工作。 

公佈「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 

1984 年 4 月 
開放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 

 

1984 年 11 月 
發佈「國務院關於經濟特區和沿海 14 個港口城市減徵、免徵

企業所得稅和工商統一稅的暫行規定」。 

1985 年 1 月 
決定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開闢

為沿海經濟開放區。 

1986 年 3 月 
發出「關於進一步擴大沿海經濟開放區範圍的通知」。 

 

1986 年 4 月 
將海南島升格為省並指定為第五個經濟特區。 

頒布「外資企業法」。 

1986 年 10 月 

頒布施行「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明確規定提出出口型

企業，技術先進行企業、能源、交通等社會基礎設施和基礎

工業為吸引外資的重點。 

1988 年 4 月 
公佈「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 

 

1988 年 7 月 
公布「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規定」。 

 

1988 年 9 月 
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作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

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1989 年 6 月 
中國大陸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美國、日本及西方

各國先後宣佈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 

1990 年 4 月 

決定開放上海浦東新區，並批准實行一系列優惠政策。 

公佈 

對「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修改了第一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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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4 月 
合併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

制定出新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得業所稅法」。 

1992 年 3 月 

中共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進一

步擴大對外開放的範圍，把對外開放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上

海浦東新區是今後十年開放開發的重點。 

1993 年 4 月 
允許外匯調劑市場開放外匯交易，允許外必直接兌換人民幣。 

 

1993 年 6 月  
中共對外經貿部制定一系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新優惠政策。 

 

1994 年３月 
公布「台灣同胞保護法」。 

 

1994 年 4 月 
發出「關於企業所得稅若官優惠的政策通知」，逐步取消優惠措

施。 

1995 年 1 月 
公布「關於以 BOT 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通知」。 

 

1995 年 6 月 

頒布的「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並首度提出「外商投資

產業指導目錄」，將外商投資產業分為五大類，分別是鼓勵類、

限制甲類 、限制乙類、禁止類與允許類。。 

1997 年 4 月 
公佈「外商投資企業投資者股權變更的若干規定」 

 

1997 年 12 月 
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行第一次的修改，為因應亞洲

金融風暴、鼓勵外商多投資 

1998 年 4 月 

公佈「關於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外資利用水平若干意見」

中提出了多管道多方式吸收外商投資，實施利用外資多元化戰

略，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的對外開放。 

1999 年 9 月  

公佈「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

之後，宣佈了一系列的鼓勵措施，鼓勵外商投資企業技術開發

和創新。 

2000 年 1 月 
中共明確了「西部大開發」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主要任務

和政策措施。 

2000 年 6 月 

公佈了「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給予在中西部地

區投資鼓勵項目的外商投資更多的優惠政策。 

 

2000 年 10 月 
對「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進行修改並公佈。 

 

2001 年 3 月 
對「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經營法」進行第二次修改並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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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2 月 
中國大陸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2002 年 3 月 

公佈「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並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進行第三次修改，減少過去屬於限制類和禁止類的服

務行業，擴大服務業的市場進入門檻，放寬了外商投資的持

股比例限制。 

2002 年 11 月 
公布「關於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

通知」和「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 

2003 年 3 月 
發佈了「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 

 

2003 年 7 月 
發布「鼓勵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品目錄 」。 

 

2004 年 7 月 
對 2000 年 6 月公佈的「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

進行修訂。 

2004 年 10 月 
頒布「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 

 

2004 年 11 月 

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行第四次修改，將中國大陸

急需發展的產業和產品增列為鼓勵類條目，放寬了外資准入

範圍，對已經出現盲目投資的熱點行業或產品，從鼓勵外商

投資目錄中刪除。 

2006 年 11 月 

公佈了「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對中國大陸未來幾年的

利用外資與對外開放做了規劃，這也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至

今，首次對外公布利用外資的五年規劃。 

2006 年 12 月 
對「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進行修改。 

 

2007 年 3 月 
中共人大通過「企業所得稅法」，將「兩稅合一」。 

 

2007 年 6 月 
公布「勞動合同法」。 

 

2007 年 8 月 
公佈「反壟斷法」。 

 

2007 年 10 月 

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行第五次修改，不再鼓勵產

品全部直接出口的外商投資項目，更進一步鼓勵外商投資大

陸高新技術產業、裝備製造業、新材料製造等產業，也更加

注重於環境保護和可持續性發展，並更擴大服務業開放。 

資料來源：1、整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商務部、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等相關網站。 

     2、高長，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 (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 年)，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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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統計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統計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統計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統計 

 

 

    表表表表 1 中國大陸外資利用概況中國大陸外資利用概況中國大陸外資利用概況中國大陸外資利用概況 (1979~2007) 

  

  
合同利用外資金額 實際利用外資金額 

對外借款 外商直接投資 對外借款 外商直接投資 

年    份 
項  目 金  額 項  目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個) (億美元) (個) (億美元) (億美元) (億美元) 

1979-1984 117 169.78 3,724 97.5 130.41 41.04 

1985 72 35.34 3,073 63.33 25.06 19.56 

1986 53 84.07 1,498 33.3 50.14 22.44 

1987 56 78.17 2,233 37.09 58.05 23.14 

1988 118 98.13 5,945 52.97 64.87 31.94 

1989 130 51.85 5,779 56 62.86 33.93 

1990 98 50.99 7,273 65.96 65.34 34.87 

1991 108 71.61 12,978 119.77 68.88 43.66 

1992 94 107.03 48,764 581.24 79.11 110.08 

1993 158 113.06 83,437 1,114.36 111.89 275.15 

1994 97 106.68 47,549 826.8 92.67 337.67 

1995 173 112.88 37,011 912.82 103.27 375.21 

1996 117 79.62 24,556 732.76 126.69 417.26 

1997 137 58.72 21,001 510.03 120.21 452.57 

1998 51 83.85 19,799 521.02 110 454.63 

1999 104 83.6 16,918 412.23 102.12 403.19 

2000     22347 623.8   407.15 

2001   26,140 691.95  468.78 

2002   34,171 827.68  527.43 

2003   41,081 1,150.69  535.05 

2004   43,664 1,534.79  606.3 

2005   44,001 1,890.65  603.25 

2006   41,473 1,982.16  630.21 

2007   37,871   747.68 

註：2000 年起不含對外借款數。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年鑑 2008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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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與全中國大陸進出口比較進出口與全中國大陸進出口比較進出口與全中國大陸進出口比較進出口與全中國大陸進出口比較(1980-2000)    

 

  進 出 口 進 口 出 口 

  

年 份 全大陸 外商投資

企業 

占比重

(%) 

全大陸

(億美元) 

外商投資

企業 

占比重

(%) 

全大陸

(億美元) 

外商投資

企業 

占比重

(%) 

  (億美元) (億美元) (億美元) (億美元) 

1980 381.4 0.42 0.11 200.2 0.34 0.17 181.2 0.08 0.04 

1981 440.3 1.43 0.32 220.2 1.11 0.5 220.1 0.32 0.15 

1982 416.1 3.39 0.81 192.9 2.76 1.43 223.2 0.63 0.28 

1983 436.2 4.65 1.07 213.9 2.88 1.35 222.3 3.3 1.49 

1984 535.5 4.7 0.88 274.1 4 1.46 261.4 0.7 0.27 

1985 696 23.6 3.39 422.5 20.6 4.88 273.5 3 1.1 

1986 738.5 29.9 4.04 429 24.1 5.6 309.4 5.8 1.88 

1987 826.5 45.8 5.55 432.2 33.7 7.81 394.4 12.1 3.07 

1988 1,027.80 83.4 8.12 552.7 58.8 10.64 475.2 24.6 5.18 

1989 1,116.80 137.1 12.28 591.4 88 14.87 525.4 49.1 9.35 

1990 1,154.40 201.2 17.43 533.5 123 23.06 620.9 78.1 12.58 

1991 1,357.00 289.6 21.34 637.9 169.1 26.51 719.1 120.5 16.75 

1992 1,655.30 437.5 26.43 805.9 263.9 32.74 849.4 173.6 20.44 

1993 1,957.00 670.7 34.27 1,039.60 418.3 40.24 917.4 252.4 27.51 

1994 2,366.20 876.5 37.04 1,156.20 529.3 45.78 1,210.10 347.1 28.69 

1995 2,808.50 1,098.20 39.1 1,320.80 629.4 47.66 1,487.70 468.8 31.51 

1996 2,899.00 1,371.10 47.29 1,388.40 756 54.45 1,510.70 615.1 40.71 

1997 3,250.60 1,526.20 46.95 1,423.60 777.2 54.59 1,827.00 749 41 

1998 3,239.30 1,576.80 48.68 1,401.70 767.2 54.73 1,837.70 809.6 44.06 

1999 3,606.50 1,831.30 50.78 1,657.20 858.8 51.83% 1,949.31 886.3 45.5 

2000 4,742.90 2,367.10 49.91 2,250.90 1,172.70 52.1 2,492.00 1,194.40 47.9 

2001 5,096.50 2,590.60 50.83 2,435.50 1,258.40 51.67 2,661.00 1,332.20 49.94 

2002 6,207.70 3,302.30 53.19 2,951.70 1,602.50 54.29 3,256.00 1,699.80 52.21 

2003 8,509.90 4,721.70 55.48 4,127.60 2,318.60 56.18 4,382.30 2,403.10 54.82 

2004 11,545.50 6,630.40 57.43 5,612.30 3,244.50 56.18 5,933.68 3,385.90 57.06 

2005 14,219.10 8,316.40 58.48 6,599.50 3,874.60 58.7 7,619.50 4,441.80 58.29 

2006 17,604.00 10,362.70 58.87 7,914.60 4,724.90 59.7 9,689.40 5,637.80 58.19 

2007 21,737.30 12,551.60 57.74 9,559.50 5,597.90 58.56 12,177.80 6,953.70 57.1 

資料來源：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貿易外經濟貿易外經濟貿易外經濟貿易外經濟統計年鑑統計年鑑統計年鑑統計年鑑 2007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 年 5 月)；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年鑑

2008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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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3333 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TIFA)的比重的比重的比重的比重(1979~2007)    

  

年份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 FDI 占 TIFA 

(億美元) (億美元) (%) 

1983 725.88 9 1.24 

1990 944.97 35 3.71 

1991 1001.6 43.66 4.19 

1992 1,65.22 110.08 7.51 

1993 2,268.71 275.15 12.13 

1994 1,977.34 337.67 17.08 

1995 2,397.23 375.21 15.65 

1996 2,763.22 417.26 15.1 

1997 3,059.97 452.57 14.79 

1998 3,437.29 454.62 13.23 

1999 3,608.00 403.18 11.17 

2000 3,944.26 407.15 10.32 

2001 4,458.11 468.46 10.51 

2002 5,223.94 527.43 10.1 

2003 6,664.81 535.05 8.03 

2004 8,466.20 606.3 7.16 

2005 10,816.30 724.06 6.69 

2006 13,782.51 727.15 5.28 

2007 18,048.26 835.15 4.63 

資料來源：麥朝城，大陸及兩岸經濟情勢報告大陸及兩岸經濟情勢報告大陸及兩岸經濟情勢報告大陸及兩岸經濟情勢報告 86/87 (台北，行政院陸委會，1999 年 12 月)；中華人

民共和國商務部外資司 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lntjsj/defaul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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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 2007 年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年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年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年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 

 

產 業 項目數 
比 重 

(%) 

合同外資金額 

(億美元) 

比 重 

(%) 

總 計 632348 100 17323.39 100 

第一產業 17520 2.77 326.05 1.88 

第二產業 457540 72.36 11410.46 65.87 

第三產業 157288 24.87 5586.88 32.25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資司 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lntjsj/default.jsp。 

 

表表表表 5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7 年全國外商直接投資行業結構年全國外商直接投資行業結構年全國外商直接投資行業結構年全國外商直接投資行業結構 

 

行業名稱 
項目數 比重 合同外資金額 比重 

(個) (%) (億美元) (%) 

總 計 632348 100 17323.39 100 

農、林、牧、漁業 17520 2.77 326.05 1.88 

採礦業 1497 0.24 74.21 0.43 

製造業 442249 69.94 10788.68 62.28 

電力、燃氣汲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2226 0.35 208.9 1.21 

建築業 11568 1.83 338.67 1.95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7930 1.25 421.59 2.43 

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 5885 0.93 146.35 0.84 

批發和零售業 38869 6.15 518.85 3 

住宿和餐飲業 4379 0.69 113.85 0.66 

金融業 296 0.05 315.62 1.82 

房地產業 48670 7.7 2853.11 16.47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 27504 4.35 686.33 3.96 

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 7834 1.24 133.62 0.77 

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 589 0.09 42.63 0.25 

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 11419 1.81 219.18 1.27 

教育 1634 0.26 30.8 0.18 

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 1280 0.2 59.18 0.34 

文化、體育和娛樂業 992 0.16 45.41 0.26 

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 6 0 0.35 0 

國際組織 1 0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資司 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lntjsj/defaul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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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 6 6 6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7200720072007 年中國大陸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前年中國大陸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前年中國大陸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前年中國大陸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前 15151515 個國家地區個國家地區個國家地區個國家地區    

 

國  別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億美元) 

比  重 

(%) 

香  港 3085.33 38.02 

維京群島 741.46 9.38 

日  本 617.24 7.81 

美  國 567.24 7.17 

台  灣 457.61 5.79 

韓  國 387.75 4.9 

新加坡 333.91 4.22 

英  國 147.81 1.87 

德  國 141.76 1.79 

開曼群島 133.62 1.69 

薩摩亞 97.65 1.23 

荷  蘭 83.99 1.06 

法  國 82.71 1.05 

澳  門 76.51 0.97 

模里西斯 58.43 0.74 

其他 894.62 11.31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資司 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lntjsj/default.jsp。 

 

 

表表表表 7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7 年東部年東部年東部年東部、、、、中部中部中部中部、、、、西部地區利用外資情況西部地區利用外資情況西部地區利用外資情況西部地區利用外資情況 

 

地方名稱 項目數 比重(%) 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美元) 比重(%) 

總計 632348 100 7907.47 100 

東部地區 525998 83.18 6635.52 83.91 

中部地區 67684 10.7 657.27 8.31 

西部地區 38604 6.1 337.4 4.27 

其他 62 0.01 277.28 3.51 

註：東部地區：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 

     中部地區：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區：內蒙古、廣西、四川、重慶、貴州、雲南、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西藏。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資司 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lntjsj/defaul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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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9999 日公佈的日公佈的日公佈的日公佈的「「「「利用外資利用外資利用外資利用外資『『『『十十十十

一五一五一五一五』』』』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

的重要組成部分。該項規劃在總結「十一五」利用外資的總體情況，分析「十一

五」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的基礎上，提出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利用外資的指導思

想、戰略目標、重點任務及相應的政策措施，是「十一五」期間我國利用外資工

作的重要指南。 

    「十一五」期間，利用外資工作要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推動利

用外資從“量”到“質”的根本轉變，使利用外資的重點從彌補資金、外匯不足

切實 轉到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上，更加注重生態建設、環境

保護、資源能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切實把利用外資同提升國內產業結構、技術水

準結合起來。 

根據國務院同意的專項規劃編制計畫，本規劃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廣泛徵

求外交部、財政部、商務部、人民銀行等國務院 40 個有關部委、直屬機構和 11

家行業協會，地方政府發展改革部門及部分研究機構、企業、專家學者的意見基

礎上編制。  

    「十一五」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隨著我國面臨的國

內外環境變化和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利用外資的主要目的將發生變化，

利用外資的理念、方式以及重點產業、地區結構等都將出現重大變化。積極有效

利用外資，切實把重點轉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上，是「十

一五」時期提高利用外資品質的關鍵和重點。 

 

一一一一、「、「、「、「十五十五十五十五」」」」時期我國利用外資的基本情況時期我國利用外資的基本情況時期我國利用外資的基本情況時期我國利用外資的基本情況    

   「十五」期間，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我國對外開放進入全面參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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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嶄新階段，利用外資也邁上了新臺階。「十五」期間，我國

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共計約 3830 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約 2860 億美元，境外

發行股票籌資約 380 億美元，借用國外貸款約 460 億美元，大大超過了「九五」

的實際完成額。主要特點是： 

（一）外商投資規模進一步擴大，投資方式更為多元化。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

「十五」期間，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比「九五」增長超過 34%。我國已成為

國際資本和跨國公司投資的主要目地國之一。以境外股票融資為主的外商

其他投資取得較大進展。截至 2005 年底，內地到香港以及其他境外證券

交易所掛牌的公司有 122 家，累計籌資 555.44 億美元（不包括紅籌企業）。

共有 34 家境外機構獲得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 

（二）承接新一輪國際製造業轉移取得顯著成效。「十五」期間，我國成功抓住

全球製造業結構調整和轉移的機遇，吸收大量製造業外商直接投資，使我

國初步成為世界重要生產基地之一。資金技術密集型行業吸收外資明顯增

加，許多醞釀多年的大型外商投資項目在「十五」期間實施。外商投資企

業在技術、管理以及經營理念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範效應，推動了我國

經濟和企業的市場化和國際化，促進了電子資訊、積體電路、輕工紡織、

家用電器及普通機電產品等一批初具國際競爭力產業的形成。 

（三）服務業全面履行入世承諾，對外開放取得明顯進展。截至 2005 年底，共

有 20 個國家和地區的 71 家外國銀行在中國設立了 238 家營業性機構。建

行、中行、工行等十幾家中資商業銀行引入境外戰略投資，建行、交行成

功實現了境外上市。共有 4 家合資證券公司和 20 家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獲

准設立。保險業已按入世承諾對外資保險公司放開了全部地域和除有關法

定保險以外的全部業務，2005 年底外資保險公司數量已增加到 40 家公司

93 家總分支公司。外商投資企業已成為物流、商貿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5 年，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超過當年外商投資總額的五分之一。 

（四）借用國外貸款平穩增長，有力地支持了國家重點專案的建設。「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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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全國實際使用國外優惠貸款約 207 億美元，支持了 150 多個重大項目，

包括長江、黃河的幹堤加固專案，四川等省幹線公路，湖北至重慶等一些

幹線鐵路，山西省煤層氣項目，淮河等流域污染治理，中西部地區農業綜

合開發專案等。國外優惠貸款安排堅持以中西部地區為主，70%以上優惠

貸款投向中西部地區。借用國際商業貸款的融資管道及方式呈現多樣化特

徵，「十五」期間我國實際借用國際商業貸款（外商投資企業除外）約 258

億美元，重點支援了一些國民經濟發展急需的能源、交通專案以及部分建

設週期短、經濟效益好、有出口創匯能力的工業項目，如三峽水電站、廣

東嶺澳、田灣、秦山等核電站、航空公司購置飛機等，引進了國內不能生

產的重大先進技術裝備和關鍵設備，緩解了國內金融機構外匯資金來源結

構不匹配的情況，提高了國內機構優化配置資金的能力。 

（五）外債管理能力進一步增強，外債規模與國民經濟發展水準和國際收支狀況

相適應。針對近年來我國外債呈現流量成倍增加、總規模迅速增長、短期

外債所占比例較高的趨勢，外債管理部門陸續出臺了有關規定，及時有效

控制外債增長並調整外債結構，我國外債償債率、負債率、債務率均保持

在國際公認的安全線以內。 

（六）利用外資的法規政策不斷完善，管理水準逐步提高。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要求和我國的入世承諾，對利用外資的有關法律、法規和各部

門、各地方的規章、規範性檔進行了全面清理修訂。兩次修訂了《外商投

資產業指導目錄》，修訂了《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發佈了

關於促進東北老工業基地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實施意見。按照國務院投

資體制改革精神，利用外資的管理體制進行了配套改革，規範了國外貸款

專案的審批程式，對外商投資專案由審批制改為核准制，減少了審核環

節，提高了工作效率。 

 

  「十五」期間我國利用外資仍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長期存在的引



 

 153

進外資“重數量輕品質”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不計成本盲

目招商引資，片面追求引進外資的數量，違反國家產業政策的現象時有發生。二

是部分行業龍頭企業被外資並購情況增加，個別領域出現外資壟斷或壟斷迅速擴

大的苗頭，可能對國家經濟安全特別是產業安全形成威脅。三是中西部地區吸引

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和水準總體比較低，與東部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差距進一步

擴大。四是外商投資企業帶來的技術外溢作用不夠突出，部分外商投資企業濫用

知識產權保護，不利於我國企業自主創新。五是現有的利用外資管理體制亟待完

善，部分現行政策不利於創造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六是少數利用國外貸

款項目管理不嚴、資金利用效率低、償債困難。七是短期外債比例增長較快，潛

在的外債風險增加。   

  

二二二二、「、「、「、「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我國利用外資的指導思想和總體戰略目標我國利用外資的指導思想和總體戰略目標我國利用外資的指導思想和總體戰略目標我國利用外資的指導思想和總體戰略目標    

  「十一五」時期，我國利用外資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總體上仍然趨好，為我國

提高利用外資品質和水準、繼續保持利用外資較大規模創造了條件。同時「十一

五」時期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制約、內部風險較為集中的時期。一方面，

世界經濟增長仍存在不確定因素，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國際金融市場發生劇烈

動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明顯，各國對國際資本的爭奪日趨激

烈。另一方面，我國能源和重要礦產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比較脆弱，經濟增

長方式轉變緩慢，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有所減弱等問題比較突出。 

    綜合國內外形勢初步判斷，「十一五」時期，我國利用外資將出現新的變化：

從區域結構看，隨著東部地區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中西部地區將迎來利用外資

的良好機遇，順利實現外商投資的梯次轉移將成為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面臨的重

要任務。從產業結構看，「十一五」時期將是中國服務業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時期，

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將成為外資加速進入的行業。從投資規模看，由於國內

傳統製造業投資已出現飽和趨勢，國內要素成本的上升和能源資源的制約，將加

大外商投資的成本並對「十一五」時期外商投資的增速產生較大影響。從利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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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方式看，國家和企業信用水準不斷提高，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以及其他相關體

制的改革不斷推進，較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和國內投資銀行業的日益發展，為我國

以多種方式利用外資、降低金融風險提供了條件。國內傳統產業佈局已基本完

成，新建投資與企業並購均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方式。 

    「十一五」期間，我國利用外資的指導思想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統籌國內發展

和對外開放，妥善處理好利用外資與國際收支平衡、利用外資與用好國內資金之

間的關係，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切實提高利用外資的

品質；推動建立更加開放的自主創新體系，增強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

創新能力；在擴大開放中積極主動抵禦和化解各類風險，切實保障國家經濟安

全；進一步鞏固、發揮和創造我國的比較優勢，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更

大範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科技合作與競爭。 

    「十一五」期間，我國利用外資的總體戰略目標是：進一步推動利用外資從

“量”到“質”的根本轉變，使利用外資的重點從彌補資金、外匯不足切實轉到

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上，更加注重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資源

能源節約與綜合利用。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發揮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

的引導、輻射作用，促進我國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的提高；

努力實現外商投資從簡單的加工、裝配和低水準生產製造層次進一步向研究開

發、高端設計、現代流通等新領域拓展，推動我國成為世界高附加值產品的製造

基地之一；較大程度提高服務業對外開放水準；顯著提高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

等老工業基地利用外資的規模、品質和水準，進一步增強東部地區經濟國際化程

度和國際競爭力；積極、合理、高效地使用國外優惠貸款，更加注重貸款使用的

品質與效益；加強對外債結構和使用方向的調控，嚴格防範外債風險；利用外資

總規模要在「十五」基礎上保持平穩增長；到 2010 年，利用外資的管理體制更

加合理有效，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協調。 

三三三三、「、「、「、「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期間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任務期間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任務期間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任務期間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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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導外商投資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 

    鼓勵外商投資發展現代農業，重點發展生態農業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

種植業、養殖業及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生物質能開發、現代農機裝備開發與製

造和農產品深加工，引進現代化農業技術和經營管理方式。 

    鼓勵外商繼續投資電子資訊、石化、化工、汽車等行業。根據我國重化工業

產業升級的要求，適當增加大型石化、化工等產業利用外資的項目，特別鼓勵能

實現資源自我平衡的專案，通過合資合作等多種方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汽車製

造業在繼續做好合資企業產品升級換代、提高市場競爭力的同時，鼓勵外資重點

投向汽車設計、研發中心建設，繼續鼓勵外資發展專業化、高技術含量的汽車零

部件生產。 

    鼓勵外資繼續參與機械、輕工、紡織、原材料、建築業、建材等傳統產業的

改組改造，提高企業技術水準和產品檔次，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通過引進先

進適用技術、設備和管理改造國內傳統產業，引進外資發展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

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加工業和促進“專、精、特、新、優”中小企業發展。引

導外資在能源領域投資，加快國內石油天然氣的勘探、開發、利用及輸送管道建

設，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 

    繼續鼓勵外商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利用外資加快公路、港口和鐵路等交

通專案和軌道交通、供水、供氣、供熱、污水和垃圾處理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特別鼓勵外商投資于中西部地區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資

源枯竭型城市接續產業的發展。 

（二）促進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強化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利用外資政策導向，嚴格限制低水準、高消耗、

高污染的外資專案；鼓勵利用外資節約用水、節約土地、節約材料和加強資源綜

合利用，鼓勵通過利用外資引入先進適用的、有效節能降耗的工藝、技術和設備。 

積極推進環保領域利用外資，推動重點環保工程項目的實施。加強對外商投資企

業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物污染等綜合防治，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鼓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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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投資廢舊金屬、廢舊輪胎、廢棄電子產品等工業廢棄物的回收利用和生活垃

圾、污泥資源化利用。加快發展中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建設，鼓勵外商投資生物

質能源轉化和清潔能源等項目。 

（三）積極穩妥推進服務業對外開放  

    銀行業對外開放要堅持有序推進、審慎監管和控制風險的原則，保持境內中

資銀行和外資銀行的合理結構和佈局。允許國內商業銀行在堅持中方控股的前提

下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積極支援外資銀行和中資銀行之間建立股權合作等戰略

夥伴關係，完善法人治理結構。鼓勵中外資銀行在金融產品、業務技術、資訊交

流、資源分享和人員培訓等方面的合作，引進現代銀行業的先進經營理念、經營

方法和高級管理人才，促進國內商業銀行機制的轉變。 

    保險業要認真履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重點引進在養老、醫療、責

任和農業保險等方面有專長的境外保險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鼓勵外資保險公司

到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設立經營機構開展業務。允許國有保險公司在堅持中方控股

的前提下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允許有條件的國內股份制保險公司引入外資。要

通過利用外資，加快引進國外先進的保險產品、經營方式和高級管理人才，提高

我國保險業的競爭力。 

    循序漸進推進證券業對外開放。按照審慎監管的原則，繼續引入國外投資者,

促進證券經營機構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內部風險控制和管理，提高經營管理

水準；加快行業整合、產品和服務創新。上市企業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後，允許境

外戰略投資者對其進行戰略投資。 

    穩妥、有序地向外資開放電信行業。嚴格按照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向

外資開放電信業，允許外商在法定範圍內以合資方式開展國內電信業務，擴大外

資在電信增值服務市場的投資，審慎推進基礎服務市場的開放。完善電信業對外

開放的政策體系。 

    商業領域吸引外資重在提高水準。要以引進現代商業經營理念和國外先進的

分銷手段、行銷網路和服務手段為目標，保持外商投資商業零售企業數量的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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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有序發展外商投資的商業批發企業、大型連鎖商店和配送中心。支援國內

大型商業企業通過引入外資優化結構，提高管理水準。密切關注外商投資對我國

商業發展的影響，切實做好反壟斷和公平交易的監管工作，保持內外資商業企業

在大中城市合理的佈局、市場份額和結構。 

    鼓勵國外大型物流企業根據我國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到國內設立物流企

業。鼓勵利用國外的資金、設備和技術，參與國內物流設施的建設或經營。 

積極推進旅遊業利用外資。利用外資完善旅遊設施，保護、開發旅遊資源，吸引

境外客源，改進經營管理。鼓勵採取中外合資、合作等多種方式，擴大運輸、建

築、律師、會計、諮詢等行業的對外開放。積極穩妥地推進文化領域引進外資，

包括音像製品分銷、演藝場所和文化產品經營、經紀等。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四）促進建立更加開放的自主創新體系 

    鼓勵外商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把更高技術水準、更高附加值含量的加工製造

環節和研發機構轉移到我國，鼓勵和吸引跨國公司來華設立生產製造基地、配套

基地、服務外包基地、培訓基地，發揮技術溢出效應，促進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

力的增強。 

    發揮政府的戰略導向、綜合協調作用，鼓勵國外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通過組

建合資企業、合作生產、聯合製造等方式向我國轉移先進技術。促進外資企業和

國內企業的技術交流。鼓勵國外公司與國內高新技術企業在科研和技術開發方面

合作，積極推進重大高技術領域的中外合資合作。 

鼓勵和引導外商在我國進行風險創業投資，利用外資加快我國創業投資服務體系

發展，促進形成一批自主創新能力強、機制靈活、國際化程度高的國內創業投資

企業。鼓勵海外留學人員、海外僑胞專業人才回國創辦高技術企業。 

（五）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東部沿海地區作為我國利用外資最主要的地區，要繼續發揮經濟外向程度高

和資金、人才、技術、區位、配套能力等多方面優勢，率先實現利用外資由“量”

到“質”的轉變，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實現結構優化升級和增長方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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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增強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要充分發揮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

環渤海地區等沿海地區外資對其他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在注重集約利用土地

的前提下，大力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提高外

商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加強區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實現各有特色、分工協作和

優勢互補；沿海地區大城市在銀行、保險、商業、電信等服務領域對外開放要取

得重要進展。 

    積極利用外資是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崛起戰

略的重要內容。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發展優勢和發展潛力，明確不同的區

域定位，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輻射作用。抓住國際製造業轉移和東部沿海地

區外資轉移的機遇，大力促進外資向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梯度

轉移，努力擴大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利用外資規模，加快發展中

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具有較好產業基礎、資源優勢和競爭優勢的特

色企業。鼓勵外商擴大對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服務業的投資，在

市場准入資格、准入程式、業務範圍方面依法給予適當傾斜的政策。 

（六）實現利用外資方式多樣化 

    繼續把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利用外資工作的重點，保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較大

規模。繼續積極吸引外商在我國新建企業，鼓勵現有外商投資企業以利潤再投

資。發揮外商新建投資企業在促進就業、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對國內

經濟的帶動作用。 

    根據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改革的需要，在保持國家對若干重點行業、重

點領域控制能力和發展主導權的基礎上，引導外資以並購、參股、再投資等多種

形式參與國內企業改組改造，積極探索盤活國有資產的有效形式。除關係國家安

全的重要領域和重點企業外，逐步放鬆對外方控股其他企業和領域的限制。推動

民營企業與外資開展投資合作，促進提高我國民營經濟總體水準和國際競爭力。 

繼續鼓勵跨國公司在華投資，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採購中心、培訓中心等 

各類營運中心和生產基地；鼓勵跨國公司加強與我國本地企業的戰略性合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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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跨國公司本地化程度，更好地融入我國經濟；鼓勵跨國公司增加對我國本土企

業的技術轉移和擴散，防止跨國公司對我國重點行業和領域形成控制和壟斷。 

加大利用證券投資、投資基金等方式吸收外資的力度，繼續支持國內企業境外上

市。按照國際規範完善企業運營機制，根據企業發展需要，通過配股、增資等方

式擴大利用外資規模。支持符合條件的國內大型企業，把握國際資本市場的有利

時機，在香港和其他境外股票債券市場發行證券融資。繼續加強和規範對國內企

業到境外發行股票、上市、資金使用等方面的管理，樹立我國企業在國際資本市

場上的良好形象。 

    優化外資來源地結構，積極擴大歐盟、北美、日本等具有先進技術和管理經

驗的發達經濟體對華投資規模，力爭使發達經濟體在華投資比重有較大提高。 

重視吸引臺灣地區投資，對台商來大陸投資繼續執行“同等優先，適當放寬”的

政策。積極推進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實施，鼓勵

港澳地區加大對內地的投資，進一步加強和深化內地與香港、澳門的經濟聯繫。

繼續鼓勵海外華商來內地投資。 

（七）提高利用國外貸款的品質和效益 

    積極、合理、高效地借用國外優惠貸款。保持借用國外優惠貸款的一定規模，

兼顧使用國外貸款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注重吸收國際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

和知識理念，發揮貸款專案的示範和帶動作用，提高貸款使用的品質和效益。 

優化國外優惠貸款投向，更加突出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生態建設、新農村建設

和城鄉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重點支援交通設施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和環境

保護建設、資源保護、生態建設，在降低貸款成本的前提下，適當增加對教育、

公共衛生建設、農村和城市飲水安全、社區服務等社會發展領域的支援。堅持向

中西部地區傾斜，改善投資環境。用於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貸款占國外優惠

貸款的比重提高到 80%以上。 

    利用國外優惠貸款方式要有創新和突破。在堅持以項目貸款為主的前提下，

進一步探索國外優惠貸款與國內有關資金相結合的有效途徑，研究利用中央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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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資金和國債資金與利用國外優惠貸款結合的方式。 

適度擴大借用國際商業貸款規模。充分考慮國內人民幣和外匯資金的供給情況、

匯率變動趨勢和國際資本市場籌資的綜合成本和風險，支援符合條件的國內企業

和金融機構採取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在境內發行外幣債券及融資租賃等方式籌措

資金、加快發展。根據國內產業政策和結構調整優化的要求，國際商業貸款重點

支援金融、民航、石化、化工、電子資訊、先進製造業等行業發展；貸款應用於

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探索利用國外資金完善國內信用體制建設，提高擔保公司

的擔保能力，改善民營企業融資環境。對國際金融公司、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開

發機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要在“十五”試點的基礎上，總結經驗，穩步發展。 

（八）加強對外債的宏觀監測和全口徑管理  

    針對外債管理口徑調整、人民幣外債出現，以及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分類

管理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逐步建立的新形勢，研究制定相關政策，有效控制國家

外債總規模，使我國外債的償債率、債務率等各項主要指標控制在國際公認的安

全線內。注意保持外債合理的期限結構和幣種結構。合理控制短期外債規模。完

善外債監測預警體系，切實加強對外債的全口徑管理，加強對匯率風險和其他外

債風險的分析，提高防範外債風險的能力。 

 

四四四四、「、「、「、「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我國利用外資的政策措施我國利用外資的政策措施我國利用外資的政策措施我國利用外資的政策措施    

（一）建立更加公平、完善的外商投資環境 

    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研究制定外商投資促進

方面的法律和政策，統一各類企業稅收制度，修改完善加強外匯管理的法律制

度，進一步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涉外法律體系。 

減少政府行政審批事項，切實依法規範和簡化辦事程式，為企業發展創造公平、

可預見的政策環境。積極推進海關大通關建設，大力提高通關效率。加大知識產

權保護的立法和執法力度，嚴厲打擊侵權行為，切實保障中外知識產權擁有者的

合法權益。加強社會信用基礎體系建設，健全失信懲戒制度，建立誠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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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立包括外商投資（含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商其他投資）和借用國外貸款在內

的全口徑的外資統計體系，全面監測、準確反映外資動態，及時、完整地向社會

公佈外資統計資料，為更好地進行決策提供基礎。繼續關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

對利用外資的影響，及時提出相應的措施。進一步改善對資本和金融專案的管

理，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帳戶可兌換進程。密切關注國際資本流動的動態和重點

國家利用外資政策變化，及時出臺應對政策，保持我國對高品質、高水準外資的

吸引力。  

（二）加強對外商投資產業和區域投向的政策引導 

    根據經濟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動態調整《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

擴大對外開放、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節約資源、保護環境、遏制部分行業盲

目投資和產能過剩。制定有關規範加工貿易發展的規定，健全加工貿易投資准入

機制，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修訂《外商投資專案不予免稅的進口商品目錄》，

進一步縮小內外資企業進口設備免稅待遇差距，最終實行統一的進口設備稅收政

策。 

    嚴格遵守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承諾，制定並發佈促進服務業利用外

資的有關規定，擴大服務業利用外資的領域。研究逐步放寬服務領域對外商投資

在地域、股權、業務範圍等方面限制的政策。積極、穩妥推進壟斷性行業和領域

對內外資統一、有序開放。制定進一步規範境外機構到境內從事房地產開發和投

資房地產的管理辦法，防止短期國際資本通過房地產對我國經濟、金融形成大的

衝擊。 

    修改完善《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有效引導中西部地區外商

投資方向。制定加快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和中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相關政策和

實施細則。 進一步規範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購買境內股票、債券，規範境外機

構對我國上市公司進行戰略投資，完善相關管理辦法，在加快資本市場對內、對

外開放的同時，引導證券投資資金有序、可控流動。 

（三）強化落實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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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完善外商投資項目的能耗、水耗、佔用土地等准入標準，依法對包括外

商投資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實行強制淘汰高耗能、高耗水落後工藝、技術和設備

的制度。加強對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環境保護監管，加大執法力

度，實行清潔生產審核、環境標識和環境認證制度。研究制定支持外商投資環保

產業的綜合性鼓勵政策，加快污染治理市場化進程。研究制定規範的外商投資礦

產資源勘探開發的准入政策，嚴格外商投資礦產資源勘探開發的准入條件。制定

和完善鼓勵外資投資節水、節能、節材和加強資源綜合利用項目以及轉讓先進技

術的相關政策。 

（四）引導多種形式的內外資技術合作與聯合創新 

    制定並發佈引導外商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把高端加工製造環節、研發機構轉

移到我國的綜合性鼓勵政策，鼓勵跨國公司來華設立生產製造、配套、服務和培

訓基地，制定鼓勵外商投資企業聯合國內企業進行研發合作的配套政策，更好地

發揮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 

    完善外商投資專案進口設備免稅政策，鼓勵外商投資項目更多地採購國內先

進設備和技術，為國內成套裝備、先進適用技術創造更好的市場環境，促進我國

裝備製造業發展。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充分借鑒國際經驗，制定防止跨

國公司濫用知識產權制約我國自主創新的規範政策，增強我主動參與知識產權規

則制定的能力。 

    完善鼓勵和規範外商在我國進行風險創業投資的管理規定，加快出臺有關配

套政策，借鑒國際風險投資的成功經驗，健全外商進行風險創業投資的進入和退

出機制。建立健全鼓勵海外留學人員、海外僑胞專業人才回國創辦高技術企業的

政策體系。制定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來我國投資和工作的稅收、出入境、工作許

可等相關配套政策。 

（五）進一步加強借用國外貸款管理 

    繼續完善對國外優惠貸款的管理，規範貸款的審批和使用程式，完善貸款的

轉貸機制，提高工作效率和資金的使用效率。要按照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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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拓展新的貸款領域，開拓新的貸款方式，以適應我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需要。

加強與多邊和雙邊國外貸款機構的協調與合作，在不斷吸收其經驗和技術的基礎

上，提倡積極互動。 

   落實促進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利用國外優惠貸款的具體措施，在貸款比

例、配套資金、配套政策方面提供支援，在貸款規劃方面給予傾斜。充分發揮國

外貸款在次區域經濟合作中的積極作用，推動邊境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建設，

為加強與周邊國家區域經濟合作創造條件。 

    修訂完善國際開發機構在境內發行債券和使用發債籌集資金在境內進行股

權和債權投資的有關規定，制定和完善我國企業在境內發行外幣債券的管理辦

法，規範和支援國內債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進一步完善規範外資參與不良資產

處理的管理辦法，提高不良資產處置效率，促進我國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健康有序

發展。 

（六）提高外債風險監控和管理水準 

    進一步完善外債風險的預警體系，充實完善外債監控指標。有效調控合理的

外債結構和使用方向，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外債、我國企業在境外設立機構的外

債以及我國或有外債的管理和監測，加大對短期外債的調控力度，使外債管理與

外匯管理有機結合，確保國際收支安全。 

    加強對國內企業外債風險管理的宏觀指導，規範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加強對衍生產品交易產生的或有外債的管理，促進國內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健康

發展。進一步改革外債管理模式，對不同的融資實體實行分類管理。推進內、外

資企業外債管理的國民待遇，有效監控境外企業外債風險。研究提出對國際商業

貸款總量控制、全口徑管理的新方式。 

（七）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公共利益 

    加快出臺《反壟斷法》，加大反壟斷工作力度，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進一步細化關係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敏感性行業的政策，完善外資產業准入制

度；加強對外資並購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行業重點企業的審查和監管，確保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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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戰略行業、重點企業的控制力和發展主導權。重視外商

獨資企業對我國經濟安全、特別是產業安全的影響，建立合理的評估和預警體

系。加強稅收監管，遏制外資企業通過轉移定價、關聯交易等手段轉移利潤。 

建立合理的、符合國際慣例要求的企業資產價格評價機制，防止外資並購過程中

國內資產和權益受到損失；在合資企業增資過程中依法維護中方的合理權益，保

障被並購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堅決制止土地低價格轉讓等損害我國利益的招商

引資行為，繼續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行政執法監督制度。 

    採取有效措施嚴格規範各地區、各部門利用外資政策，保持地方、部門法規

政策與國家法律法規的一致性和嚴肅性。各地方主要依靠本地優勢和良好的投資

環境吸引外資，不得擅自減免稅收或擅自出臺其他違反國家政策法規的優惠措

施。繼續改革完善招商引資方式，充分發揮企業的市場主體作用，更多地採用公

開招標、網路招商等招商引資新形式，避免招商引資的盲目性和過度行政幹預，

提高招商引資的實際效果。 

（八）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和協調 

    認真應對新一輪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積極穩妥地推進雙邊及區域經貿合作，

加快發展多、雙邊投資合作關係，建立與重點國家投資合作促進機制，營造有利

於我國吸收外資的外部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