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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旅游经济加速“去门票化”

重点推荐

22个领域大幅放开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 本报记者 李宏伟

为切实有效防范外债风险

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了

《关于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严格

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提出，要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和对违规发债企业、中介

机构等主体及其主要负责人的

问责力度，实施跨部门联合惩

戒，及时公开通报，并限制相关

责任主体新申请或参与外债备

案登记工作。

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自2015年9月起，国家发

改委启动实施了企业外债备案

登记制管理改革，为企业境外发

债提供了较大便利，受到市场主

体的普遍欢迎。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企业境外发债总计达

2358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企

业境外发债992亿美元，同比基

本持平。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近两

年来部分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企业外债发

行规模有所增加。”该负责人指

出，目前企业境外发债主要存在

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境外发债主

体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比如，

地方城投公司评级整体较低，房

地产企业境外发债规模增长较

快等；二是企业境外发债风险防

控需要加强，部分企业自身资信

情况一般，外债偿还能力受到关

注；三是部门之间外债管理协调

配合机制有待完善。

《通知》从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强化信息披露、加强监管协

作等方面对下一阶段企业发行

中长期外债工作进行了部署。

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健

全本外币全口径外债和资本流

动审慎管理框架体系，合理控制

外债总量规模，优化外债结构，

有效防范外债风险。

着力优化外债结构。重点

支持一批综合经济实力强、国际

化经营水平高、风险防控机制健

全的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赴境

外发债，引导资金投向创新发

展、绿色发展、新兴产业、高端制

造业等重点领域项目，加大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尽快制定《企业发行外债登

记管理办法》。明确发债企业资

质要求和条件标准，完善备案登

记申报方式和办理程序，不搞变

相行政审批，防止自由裁量，为

企业跨境融资提供更多便利。

同时，加强外债信息汇总和事中

事后监管，明确违规约束措施，

规范备案登记管理。

规范企业举债有关资质要

求和资金投向。加强外债风险

预警，出台违规行为惩戒措施，

完善市场约束机制。同时，引导

规范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资金

投向，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主要

用于偿还到期债务，避免产生债

务违约，限制房地产企业外债资

金投资境内外房地产项目、补充

运营资金等，并要求企业提交资

金用途承诺。

督促指导市场主体和中介

机构主动加强国际资本市场分

析研判，合理配置资产负债，优

化币种和久期匹配。引导企业

使用货币互换、掉期、远期外

汇、期权等衍生产品防范汇率

风险，降低债务成本，增强偿付

能力。

完善部门间协同监管机

制。主动加强与国家外汇局等

部门的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强

化监管统筹。

为确保《通知》有效贯彻执

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将加强对

企业外债发行领域信用体系建

设，把外债发行违规主体和相关

责任人纳入信用记录，实施联合

惩戒。据悉，对境外发债违规企

业及相关中介机构将实行“三次

警示制度”，根据企业违规次数

分别采取约谈、通报以及暂停外

债备案登记或参与发行外债资

格等惩戒措施。

控制规模优化结构 有效防范外债风险

七部委联合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据住建部网站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中宣部、公安部等部委，决定于2018年7月初~12月

底，在北京、上海、福州、厦门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

的打击重点包括投机炒房、房地产“黑中介”、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虚假房地产广告等四个方

面。图为福州一处建设中的房地产楼盘。（资料图片） 张 斌 摄

□ 安 蓓 陈炜伟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6月28

日对外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

版）》，大幅放开22个领域的外商

投资市场准入。

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有哪些重大开放举措？以更大力

度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意义何

在？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22项重大举措推动
全方位开放

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在一、二、三产业全面放

宽市场准入，涉及金融、交通运

输、商贸流通、专业服务、制造、基

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等各领

域，共推出22项重大开放措施。

“修订负面清单，总的原则

是以更大力度推进对外开放，不

仅是清单长度要缩短，更重要的

是推动重点领域开放，推出有标

志意义的举措。”国家发改委有

关负责人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

形成和完善了自贸试验区的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并在2017年

首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近年来，

外资限制措施已从180项左右减

少至60多项，减少近2/3。2018

年版负面清单比2017年版的63

条减少了15条，进一步缩小了外

商投资审批范围。

“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

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

国际投资规则变化的制度变

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8

日发表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

织》白皮书这样评价。

愈加广阔开放的市场、不断

优化的营商环境让中国成为富

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今年1月~

5月，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增长显

著。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英

国等对华实际投入金额同比分别

增长33.9%、66.9%、5.1%、16.3%

和56.9%。中国美国商会《2018

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约

60%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三

大投资目的地之一，74%的会员

企业计划于2018年扩大在华投

资，比例为近年来最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

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大伟说，

此次修订负面清单，再次大幅放

宽外资市场准入，不仅取消了汽

车、飞机、船舶等制造业领域外

资准入限制，还在金融、运输等

服务业及种业等领域进一步开

放，充分体现了我国外资管理体

制更加开放、灵活、高效的改革

方向，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具有重大意义。

对汽车、金融领域
开放作出整体安排

近期，瑞银证券、野村证券、

摩根大通等外资机构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控股合资券商的申请，抢

抓中国新一轮开放的重大机遇。

与上版负面清单相比，2018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

汽车、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路线

图和时间表作出明确安排——

在汽车领域，2018年取消专

用车、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外资

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

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

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

超过两家的限制。

在金融领域，2018年取消对

中资银行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

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

持股比例限制；2018年将证券公

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由中

方控股改为外资股比不超过

51%，2021 年取消外资股比限

制；2018年将期货公司由中方控

股改为外资股比不超过 51%，

2021 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

2018年将寿险公司外资股比由

50%放宽至51%，2021年取消外

资股比限制。

“逐步加大开放力度，给予

相关行业一定过渡期，进一步增

强开放的可预期性。”国家发改

委有关负责人说。

改革开放40年来，正是在与

世界的深度互动中，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国企

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加快成

长，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不

断加快。

“进入新时代，外商投资呈

现出涌向高技术服务业、高端制

造业等高端产业的趋势，顺应新

趋势加快市场准入改革和优化

营商环境，是中国政府按照自身

发展逻辑和基于历史经验的主

动选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

高水平开放促高质量
发展

大幅扩大服务业开放、基本

放开制造业、放宽农业和能源资

源领域准入……新版负面清单，

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

的多个领域，推出一系列重磅开

放举措。

我国经济发展是主动融入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随着产业

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更加

完善，我国已具备高水平发展的

基础。”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说，通过新的开放措施，将进一

步深化我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

间的投资合作，开展更广泛的资

本、技术、管理、人才交流，在更

大范围实现互利共赢。

大幅放宽汽车等高附加值

产品制造业的市场准入，既能直

接增加高档汽车等高质量产品

的供给，更有利于推动上下游本

土企业在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和

合作中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经

营理念，有效提升产品和服务的

质量与技术水平。

大幅放宽物流、专业服务等

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

有利于将外资企业在服务环节

的优势和本土企业在加工制造

环节的优势有机融合，有效促进

我国整体制造业转型升级。

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

对于优化资本配置效率，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刺激企业投入更多

资源进行创新和改进生产工艺，

有效提高供给质量意义重大……

“积极引进高质量外资是提

升供给质量的必然要求。”李大伟

说，不仅能直接扩大消费选择，

也将产生一定的“鲶鱼效应”，激

励本土企业生产更高品质的产

品，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从1992

年起连续26年居发展中国家首

位；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商直接

投资规模从2001年的 468.8 亿

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63.2亿

美元，年均增长 6.9%……过去

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

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

条件下进行。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面

临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特别是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将以更大力度

推进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促创新，加快向高质量发展，也将

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
风险的通知》。房地产企业外债资金投资境内外房地产项目将受限制

与上版负面清单相比，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汽车、

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作出明确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