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过前世看今生-简评《外商投资法》

2019年 3月 1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从

2015年 1月 19日商务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外国投资法草案（2015 年）》”）至《外商投资法》落地，立法进程历时四年

有余，《外商投资法》的架构与内容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对外商

投资领域立法沿革的梳理评析《外商投资法》的出台与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解读

《外商投资法》。

《外商投资法》的“前世”

1978年 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经济对内改革与对外开

放的帷幕。与此相呼应， 1979年 7月 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 4月 12日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以及 1988 年 4

月 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法》（统称“三资企业法”）。三资企业法的陆续出台标志着中国对外开

放进入有法可依、依法开放的进程，确立了外商投资领域以逐案审批为代表的管

理制度。

2001 年前后，为推动中国加入 WTO，三资企业法进行了一轮修订以适应

WTO规则的要求。此次修订及后续行政领域的立法与改革虽未改变外商投资领

域逐案审批的管理制度，但是逐步将外商投资领域的审批制度与流程予以规范，

删除了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优先采购、经营及建设计划需报主管部门等计划

经济色彩浓厚的条款，满足了中国入世后与WTO规则接轨的需求，进一步加快

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随着改革开放由市场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以上外商投资领域的重监管轻服

务的思路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各行业蓬勃发展和外国投资者对创新管理模式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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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2015年 1月，商务部公布了《外国投资法草案（2015年）》向公众征求意见，

该草案展现了一个统一系统监管外商投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的框架，提出了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领域新型管理制度，力图为外国投资者来华投

资创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法律环境。但是由于《外国投资法草案（2015年）》

的规定过于繁杂，涉及协议控制、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细则等诸多热点问题，公布

之后即引发了各界的热烈讨论，却始终未能落地。

2015年 4月，国务院批准设立自贸区，探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自 2016年开始，三资企业法进行了进一步修订，结合商务部出台与修订的《外

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落实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制度的

改革，逐步确立了以普遍备案制与负面清单下的审批制相结合的外商投资领域管

理制度，以向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领域新型管理制度逐步靠拢。

在前述探索的基础上，2018年 12月 26日，全国人大在其官网公布了《外

商投资法（草案）》（“《外商投资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再次亮相后的

《外商投资法（草案）》相比于《外国投资法草案（2015年）》进行了极速“瘦

身”，条文从 170条缩减至 39条，表述偏向原则化，删除了协议控制、国家安全

审查制度细则等诸多争议议题，明确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的管理制度，注重对外商投资的促进与保护，并对信息报告制度、经营者集中审

查制度、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等外商投资管理制度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自 2018

年 12月至 2019年 3月中旬，《外商投资法（草案）》短时间内数次提交全国人大

常委会及全国人大审议，最终落地的《外商投资法》基本采用了《外商投资法（草

案）》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予以修订完善。

《外商投资法》的“今生”

在了解《外商投资法》的“前世”基础上，我们下面将从外商投资实行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外商投资的促进与保护以及《外商投资法》

与现行法律及制度衔接这三个角度来一窥《外商投资法》的“今生”。

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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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第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前款所称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投资准入阶段给

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所称负面清单，是指

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

的外商投资，给予国民待遇。

前述规定结合2018年 6月开始推行的外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单

一窗口、单一表格”改革来看可能更能体现出特殊意义。该项改革旨在加强商务、

工商部门间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优化外商投资企业申请设立程序，减少办

理时间，降低企业成本。在这一背景下，2018年 6月 30日出台的《外商投资企

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2018修订）》明确了新设及并购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相关主体在向工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时，应一并在线报送外商

投资企业设立备案信息；备案机构自取得工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推送的备案信

息时，开始办理备案手续，并应同时告知投资者。但是前述外商投资企业在办理

后续变更事项时仍需通过商务部门的综合管理系统在线办理变更手续，究其原因

可能是《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2018修订）》规定的变更

事项的范围广于工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事项范围。在《外商投资法》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下，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企业是否仍需在向

工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设立登记及变更登记时向商务部门在线报送备案

信息或单独报送备案信息，亦或是改为报告制度并参考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能够获得的信息不得再行要求报送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就负面清单之内的外商投资领域，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落实方式尚待观察。

举例而言，对于有明确股权、组织形式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要求的行业，在满

足前述要求的基础上是否可以给予内外资一致的国民待遇，亦或是延续逐案审批

管理制度，亦需要通过配套细则以及监管实践来观察。

外商投资的促进与保护

外商投资的促进与保护是《外商投资法》相较于三资企业法而言的重大特色。

本部分将通过外资领域立法、标准制定与政府采购参与权，技术合作原则，地方

政策、征收、征用与地方政府承诺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这四个侧面观



察《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的促进与保护的落实情况。

 外资领域立法、标准制定与政府采购参与权

《外商投资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制定与外商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征求外商投资企业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强化标准制定的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

第十六条规定，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依法对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平等对待。

立法参与、标准制定与政府采购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相较于境内企业、民

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通常都是处于弱势地位。此次将外商投资领域立法征

求意见、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化工作、平等对待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

品和提供的服务以及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明文写入《外商投资

法》，体现了中国政府增加外资领域立法的透明度、加大对外商投资的促进与保

护、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的信心与决心。

 技术合作原则

《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

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国家鼓励在外商投资过程中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

展技术合作。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各方遵循公平原则平等协商确定。行政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

此次《外商投资法》的亮点之一是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

手段强制转让技术”明文写入。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之一就是引进境外先进技术，

而外国投资者的重要筹码之一也是先进的技术，围绕着技术转让、许可与限制的

谈判通常是外商投资过程中的重中之重。此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

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是针对这一各方关注的重点问题做出的底线承诺，也是

对一些国家指责中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有力回应。

 地方政策、征收、征用与地方政府承诺

《外商投资法》第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政策措施。

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国家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征收、征用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及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第二十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向外国投资者、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因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需要改变政策承诺、合同约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依

法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

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对外商投资的需求及服务能力亦不同。明确“在

法定权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政策措施”既给予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

方面的政策灵活性，亦通过“法定权限”限制了地方政府超出权限的招商引资行

为。未来各地政府应需要转变招商引资一味靠土地、税收优惠、地方补贴的思路，

着重通过提供因地制宜的地方政策和提升服务水平来吸引外资。

主动或者被动与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交易与合作是外商投资过程中经常遇

到的情况。相比于三资企业法，《外商投资法》强调征收、征用应给予“公平、

合理”的补偿以及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改变政策承诺、合同约定

的应依法进行并对损失予以补偿，限定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改变政策承诺与合

同约定的事由，明文保障了外国投资者在前述情况下获得补偿的权利。需要注意

的是，《外商投资法》强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履行的政策承诺及合同需要

是依法作出的。未来在与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交易与合作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及

外商投资企业需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法定权限与范围进行基本判断，以免出现

各级政府或有关部门违法越权作出承诺或订立合同无法落实的情况。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

《外商投资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及

时处理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其投资者反映的问题，协调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外商投

资企业或者其投资者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申请协调解决。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其投资者

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除依照前款规定通过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申请协调解决外，还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

这一机制是对外商投资的促进与保护的保障。虽然现行行政与司法程序并没

有排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参与，但是考虑到现行行政与司法程序的承

载量，专门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将有助于落实外商投资的促进与保护。

相较于《外商投资法（草案）》，最终落地的《外商投资法》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

工作机制定位为协调解决，亦与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进行了衔接，明确了外商

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并非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外商投资法》与现行法律及制度衔接

 与国际条约、协定的衔接

《外商投资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

约、协定对外国投资者准入待遇有更优惠规定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这一规定协调了《外商投资法》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国民待遇和国际条约、协

定中可能给予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外国投资者的超国民待遇，解决了国内立法和国

际条约、协定的潜在冲突，亦给我国对外开放与外交政策保留了足够的灵活性。

 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衔接

《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

活动准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

律的规定。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施行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本法施行后五年内可以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等。具

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不同于三资企业法通过组织形式区分监管的思路，《外商投资法》将“组织

形式、组织机构”统一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进行规定，一方面落实了外

国投资者的国民待遇，一方面也避免了与《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律及

其后续修订的冲突。



《外商投资法》给了五年的过渡期以供三资企业法下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调

整组织形式等，成立时间较早的外商投资企业应注意按照《公司法》或《合伙企

业法》的规定依照其自身的情形及时调整自身的组织形式，例如以董事会为最高

权力机构的中外合资企业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置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我们注意到最终出台的《外商投资法》相比于《外商投资法（草案）》增加了五

年过渡期“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内容。我们期待在国务院制定的实

施办法中将进一步明确以下内容：（1）三资企业法下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

形式、组织机构及活动准则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进行调整的具

体方式，例如三资企业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有特别规定的三会设置、股权转让、利

润分配方式、三项基金的提取等如何处理，以及（2）五年过渡期满后未及时调

整的处理方式。

 与《反垄断法》的衔接

《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

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规定接受经营

者集中审查。

上述规定明确了外商投资领域亦要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但将审查范围与流

程等交由更为专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予以规定。

 与现行信息报告制度的衔接

《外商投资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外国投

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应当通过企业登记系统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商

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的内容和范围按照确有必要的原则

确定；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能够获得的投资信息，不得再行要求报送。

上述规定明确了信息报送途径与范围，“通过企业登记系统以及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报送的途径应是外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单一窗口、单

一表格”的延续，“有必要”的原则以及“共享信息除外”的原则则切实减轻了

外国投资者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信息报送的负担。

 与国家安全审查的衔接

《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



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

终决定。

不同于《外国投资法草案（2015年）》试图通过一个章节 27条内容建立外商

投资领域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最终落地的《外商投资法》仅对“外商投资安全审

查制度”进行原则性地规定，具体审查范围与流程等在细则出台前应主要适用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以

及《关于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的通知》构建

起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结合《外商投资法》第二条规定的外商投资的各类

情形及前述法条的行文结构，可以合理推断未来外商投资领域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可能参考自贸区模式适用于外商投资的各类情形而不仅限于外资并购，这样的审

查模式也更加符合新形势下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需要注意的是，“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是否即是《外国投

资法草案（2015年）》提出的“对于依据本章作出的国家安全审查决定，不得提

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有待进一步观察。国家安全审查虽然属于较为特殊的政

府行政职能，而且可能涉及较多关乎国家战略的保密信息，但是如果按照《外国

投资法草案（2015年）》的思路完全豁免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则可能使得国

家安全审查成为外商投资领域的“黑洞”。如何将国家安全审查与行政复议和行

政诉讼有条件地衔接将是未来构建外商投资领域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一个重要

议题。

结语

最终落地的《外商投资法》相比于立法过程中的草案更为全面也更具原则性，

从法律角度明确了外商投资领域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亦明确

了外商投资的促进与保护的理念与制度，并顺利与现行法律及制度衔接。但是，

《外商投资法》相对原则性的规定也使得具体制度与流程等细节有待细则落地以

及后续实践执行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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