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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债管理是中国涉外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外债资金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中国外债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外债统计监测逐步健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债管理体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入，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外债形势
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债总规模增长较快，流量急剧增加，且外债资金流动在方向上也波动较大。
为正确认识中国外债形势，科学分析潜在的外债风险，进一步提高外债统计的透明度和外债数据的可
获得性，国家91"~E管理局《中国外债报告》编委会特意编写了本书，以向社会各界详细披露中国外
债数据的全貌。

本书重点汇总、整理了2006--2010年中国外债总体情况、结构、流量、资金投向以及外债与国民经济
对比的有关指标等。
同时，还在附录中收录了中国外债编制方法说明、中英文外债GDDS诠释模板以及1990年以来中国外
债基本数据，并首次公布了~2009年贸易信贷抽样调查方法调整而进行相应调整的2001--2008年中国对
外债务简表。
为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外债形势，本书还简要介绍了2006年以来中国外债管理政策调整有关内容
以及现行外债管理制度框架。
此外，本书还搜集和分析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外债有关数据，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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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中国外债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目前，中国对外债实行“统一领导，分
工负责，加强管理，严格控制”的管理体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规模管理与自主借
款相结合的对外借款制度。
根据偿还能力和国内资金配套能力，对除外商投资企业以外的境内机构外债实行规模管理，借用外债
必须纳入国家长远规划、年度计划，实行全口径外债管理，以保持适当规模和合理结构；外商投资企
业可自行对外借款，但短期对外借款余额和中长期外债的累计发生额不能超过其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
的差额。
 第二，审批、审核管理制度。
运用包括项目审批、结汇核准和还本付息核准等手段，保证外债项下外汇收支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第三，外债登记管理制度。
中国的外债登记制度是实行外债管理的主要政策之一，有利于加强对利用国外贷款项目借、用、还全
过程的信息监测，从而为有效的外债管理奠定了基础。
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居民借款单位必须按规定到当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外债
登记手续，领取外债登记凭证，并提供必要的外债统计监测信息。
 总体上来看，中国外债管理体制最显著的特征是多部委分工协作、共同管理外债。
在共同的外债管理目标和主要管理框架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各
级商务主管部门都直接或间接地承担外债管理职能。
其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依据《外债管理暂行办法》与《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负责编制利用国外贷款的计划，汇总提出包括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政府贷款、商业贷款和债券发
行等中长期及年度利用外资计划，并会同商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制订国家中长期和年度利
用国外贷款的总规模，报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依据《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负责主权债务的借、用、
还，包括代表中国政府对外签约以及债务资金的使用管理等。
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外债统计监测实施细则》和《外债管理暂
行办法》等相关规定，负责核定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余额指标；审核中资企业、中资银行、外商投资企
业借用外债的借款资格；核准外债的签约和提款登记、开户以及还本付息、相关结售汇；负责全国外
债的统计与监测，并定期公布外债数据。
此外，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以核定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二者之间的差额简称“投注差”
）的方式，实际上控制着外商投资企业的对外借债规模。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外债报告2006-2010年>>

编辑推荐

《中国外债报告(2006-2010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外债报告2006-2010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