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外资入华暖场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

离不开中国。

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

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外开放的核心

内容之一。

1978 年改革开放是外资政策调整的里

程碑，1979 年 7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实施，拉开了中国吸收

外资的序幕。

1982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第 18 条将吸收外资纳入国家根本大

法。

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一个重要举

措就是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瘦下来”，让市

场准入门槛“降下来”。2013 年国务院设立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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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

第一个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0 年来，自贸试

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历经 7 次修订，条目

由 190 条缩减至 27 条， 实现制造业条目清

零，服务业开放度高于全国。

2019 年 3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

新的外商投资法，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开启中国吸收外资工作的新篇章。 外商

投资法正式实施取代了 “外资三法”（《中外

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资企

业法》），成为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投资统

一适用的法律。

目前，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

坚持深化对外开放不动摇，持续优化外商投

资环境。

国务院 2023 年 8 月出台了 《关于进一

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

度的意见》，聚焦外资企业的突出关切，推出

了新一批 24 条针对性政策措施， 为外国投

资者营造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提振外商投

资信心。

总体来看，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

速，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外商投资法律

体系逐步健全， 投资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外

商对华投资从无到有、从东到西，投资规模

不断扩大，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区域布局更加合理。

目前，外资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在推动产业升级、增加税收、促进就

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资企业占比不

到全国企业总数的 3%，创造了全国 2/5 的对

外贸易、1/6 的税收收入和近 1/10 的城镇就

业。

30 年来，《国际金融报》见证国家为持续

优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加快厘清妨碍外资

企业公平发展的各项政策文件所做出的努

力，也在与无数家在华发展的外资“新老朋

友”的对话中，看到越来越多的外资融入中

国， 成为中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感受到中国的机遇与吸引力。 在中国经济向

高质量发展转型、 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外

资还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也将继

续见证、记录、传递与思考。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高水平开放吸

引各类外资金融机构纷至沓来，丰富了经营主体，优化了金融供给，提升了

市场融资功能和资源配置效率。 随着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开放，越来越多

的国际金融机构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各类外资金融机构纷至沓来。 而金融安

全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进道路上，如何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关

系，是我们一直在关注与讨论的问题。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法实施条例》 生效施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

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法》同步废止。

自此，外商投资准入进

一步放宽， 外资企业在准

入、监管方面与内资企业进

一步趋向一致。

对于这一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改变，《国际金融报》

开展了多维度的报道，我们

聆听外企的声音、专家的分

析，对外商投资法为中国带

来的变化进行了深度解读。

优化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健康

发展的需要。就如何优化营商环境这

一话题，《国际金融报》采访了政府部

门、开发园区、企业、智库等各界人

士，汇聚多方智慧，探索优化营商环

境的更优路径。

近年来，《国际金融报》采访调查

了诸多外资企业，从企业的第一视角

来看中国市场成色，传递外资外企信

心不减的鲜明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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