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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于 2013 年 9

月 29日正式挂牌成立, 其中外商投资项目准入的创新尤为引人注目,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更是开创了我国行政管理制度的先河。本文结

合现行自贸试验区规章制度, 试从程序、实体及监管层面解读外商

投资项目准入的制度创新。 

 

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程序创新介绍 

 

完整的外商投资流程, 一般涉及外资公司设立与投资项目立项两步, 

采双线监管, 分别由商务主管部门和立项主管部门负责; 涉及行业

特殊监管的外商投资, 还需取得相关监管部门的相应审批。 

 

总体而言, 近年外商投资的准入监管呈现逐步开放态势。在全国范

围内, 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外商投资项目下放核准权限

工作的通知》(发改外资[2010]914 号), 国务院大幅下放了对外商投

资项目的监管权限, 原由其核准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

投资(包括增资)3 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 除《政府核准

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需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之外, 下放至省级

发展改革委核准; 同时, 地方外商投资准入监管亦呈同样情况, 例

如, 依据《广东省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相关规定, 广东省除

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外, 还将除需报国家核准的项目外其余鼓励

类、允许类的总投资 3 亿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

案制; 依据《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并联办理实施意见》相关规定, 同

一审批阶段内一个部门办理多个审批事项的, 审批部门应设立内部

牵头办理处室, 优化内部审批程序, 整合内部业务分工和工作流程, 

强化部门内设机构联动效应, 实现一个窗口对外, 合并办理。 

 

而相比较国家及地方越来越开放的外商投资准入监管, 自贸试验区

的制度设置在开放性方面更显示为一种跳跃, 甚至可称为一种变革: 

除依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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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办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大幅度简化政府流程管理手续外, 自贸试验区将负面清单制度引入区内外商投资准入管理。负

面清单的意义在于清单未规定的领域, 除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外, 投资项目、合同章程

审批均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至此, 商务主管部门及立项主管部门的管理流程中, 自贸试验区区内的外商

投资直接备案成为最主要形式, 外商投资的时间成本、手续较之前规定大幅降低、简化。为进一步实现审

批流程的便利, 自贸试验区还在外商投资准入流程上采取了“一口受理机制”。依《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自贸试验区工商部门会同税务、质监等部门和管委会建立外商投资

项目核准(备案)以及企业设立(变更)‘一表申报、一口受理’工作机制, 工商部门统一接收申请人提交的

申请材料, 统一向申请人送达有关文书。”在审批时限上, 自贸试验区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若外商投资仅

涉及企业设立变更, 外商投资企业在线完成申报后, 备案机构应在 1 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 并将备案证明

在线发送至外商投资企业和相关部门; 若涉及项目立项, 项目备案机构应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 向备案申请人出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项目备案意见。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外商投资项目的核准与备案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的核心创新之一, 是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出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 年)》(以下简称“负面清单”)在说明中明确了所谓的负面

清单管理模式, 即政府规定哪些行业、领域受负面清单规范, 而其他行业、领域均可备案许可。负面清单

制度的确立, 不仅简化了外商投资审批流程、取消了原先对于投资项目四级分类、扩大了外商投资的范围, 

更彰显了政府转变职能定位和监管思维的决心。 

 

 负面清单内容调整 

 

通过对比《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 年修订)》(以下简称“指导目录”)与负面清单之间的差异, 

外国投资者需关注内容包括: 第一, 在禁止类项目的特别管理措施上, 负面清单增加了指导目录原

未包括的部分内容。这一方面表明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初期的谨慎性, 另一方面对拟投资自贸试验区

的外国投资者进行了提示: 不可想当然地认为区内禁止外商投资准入的领域等于或小于指导目录

禁止类内容; 第二, 负面清单删除了部分原属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的内容, 即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

仍属于限制类的项目在自贸试验区可简单通过备案获取准入资格; 第三, 负面清单在限制项特别

管理措施上通过对原有指导目录相应项目的具体化解释, 扩大或缩小了指导目录限制类内容的适

用范围, 例如对公司注册资本的要求、对营业规模的要求以及对外方参股比例的要求等等。 

 

 负面清单模式下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 对负面清单的解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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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的适用意义在于“清单未列举即备案”, 但是如果项目出现于清单之中且有特别

限制, 那么是否意味着该项目在特别限制之外就可以直接履行备案程序？例如, 清单中在特

别管理措施中出现这样的表述: “限制投资出版物印刷(中方控股), 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如此, 是否可以理解投资出版物印刷且注册资本少于 1000 万元人民币的外

商投资项目就不属于负面清单的内容, 仅通过备案程序即可？亦或是需要理解为凡是投资

出版物印刷的外商投资项目均属于负面清单内容且此类项目注册资本不得少于 1000万人民

币？一般观点可能倾向第二种解释, 但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项目备案

管理办法》第二条, 自贸试验区项目备案管理范围包括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之外的外商投资项目, 因此第一种解释似乎也有道理, 毕竟特别管理措施中列举的是注册

资本不得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那么低于此数额的是否也应不在负面清单之列？因此, 负

面清单在未来的适用过程中的解释问题需格外关注。 

 

－ 负面清单类别划分与指导目录类别的差异问题 

 

该问题的产生源于负面清单的类别划分与指导目录不完全相同。例如负面清单在采矿业 B09

项中列举“限制贵金属(金、银、铂族)开采”, 而指导目录中采矿业类中限制“贵金属(金、

银、铂族)勘查、开采”, 若仅看采矿业的类别划分, 则会轻易得出贵金属(金、银、铂族)勘

查不属于负面清单范畴的结论。但是, 在负面清单中M747地质勘查类别中, 限制贵金属(金、

银、铂族)勘查的规定赫然在列; 再比如负面清单 F511 和 F521 区分了批发和零售, 因此针

对棉花的配送问题限制条件也不一致: F521 零售类别要求“设立超过 30 家分店、销售来自

多个供应商的不同种类和品牌商品的连锁店由中方控股”, 而 F511 批发类别则无此需要; 

指导目录中本身将批发和零售放在一起并做了上述限制的统一要求。从这个角度看, 外国投

资者不能沿用之前对指导目录类别划分的惯性理解, 而应在可行性论证时全面了解负面清

单的分类以及该分类与指导目录的区别, 否则容易造成片面解读负面清单进而造成应当履

行相关核准程序但未履行的情形。 

 

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监管与风险防范 

 

无论是外商投资审批程序的简化, 亦或是负面清单制度对外商投资范围的扩容, 均意味着外商投资自由

度地大幅提高。但是, 自贸试验区的 “自由” 并不意味着管理的弱化, 而是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探索自贸试验区建立的目的, 不仅仅是更大程度的开放, 更体现了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积极探

索。然而, 在降低外商投资准入门槛、扩大外商投资范围的同时, 如何确保监管有效、风险可控也是监管

者不得不考量的问题。 

 

自贸试验区的风险控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着手: 宏观层面, 自贸试验区坚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的政策方针, 将改革试点严格限缩在 28.78 平方公里的自贸试验区内, 任何新政策的适用, 都只在自贸试

验区有效 这在空间领域使政策风险可控; 而在微观层面, 自贸试验区也做了以下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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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公开、透明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的透明、公开是自贸试验区监管和风险控制的基础, 自贸试验区着力营造管理者与管理

者、管理者与企业以及企业与公众间的信息畅通。自贸试验区要求各项政策制度、法律法规能够公

开、透明地被公众查阅, 涉及企业的监管信息能够及时、真实地予以发布, 工商、海关、税务、金

融等部门的信息资源能够高效、全面地共享, 以此为管理流程地优化、便捷服务地提供、事中事后

监管地加强提供有力支撑。除一般信息的常规披露外, 依《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自贸试验区执法检查情况, 应当依法及时公开; 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

生、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 还应当公开处理进展情况, 并发布必要的警示、预防建议等信息。”

对于企业, 自贸区赋予其极大的自由度, 在信息披露上, 只要符合备案条件, 外商投资企业仅需确

保备案信息与注册登记机关提供的信息一致, 及时公开公司备案变更、年度报告即可。 

 

 政府由审批者向监管者转变 

 

自贸试验区在监管思路上的转变, 是自贸试验区监管和风险控制的保障。无论是负面清单制度的确

立、备案制替代核准制这样的制度突破,亦或是自贸试验区内企业取消年检制度, 以年度报告公示

制度替代这样的细节变更, 均体现了行政部门监管思维的调整, 行政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逐步

由审批者与被审批者向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转变。角色定位的转变, 提高了企业自我管理的积极性, 

也对行政部门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进而言之, 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改变是以点带

面的有益尝试。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联动机制 

 

合理的激励与惩戒机制是自贸试验区监管和风险控制的动力, 依《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

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备案机构应定期对投资者(或外商投资企业)的承诺事

项进行检查。发现投资者(或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 备案机构应以书面通知形

式令其改正, 并限期整改; 情节严重的, 应取消备案, 将该信息记入外国投资者诚信档案, 将该企

业列入虚假陈述企业名录, 并告知相关部门, 公示处理结果。”目前, 关于激励和惩戒的规定仍过于

宽泛, 具体如何认定、操作尚不清晰, 仍有待对条文的进一步细化规定。 

 

相较于传统的外放型监管,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联动机制属于内源型监管, 其非通过设立严格的

准入门槛, 将不达标的企业剔除, 依靠强力的行政监管限制企业的行为, 而是通过提高违规成本和

合理的激励措施, 引导企业自发地遵守自贸试验区相关制度规范。期待该项监管方式能为自贸试验

区进一步创新制度的落实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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