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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允许外国投资者来中国进行各种方式
的投资。
关于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和腾飞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各界基本形成了共识。
基于中国作为资本输入国的立场，中国法学界对外国来华投资所涉及的国内法体制进行了广泛研究，
为中国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外资法体系作出了贡献；于此同时，中国法学界自身也形成了一系列
颇具价值理论的研究成果。
就此意义上，无论是关于一般国际投资法还是中国外资法的研究，都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
规律。
当历史跨入了21世纪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伴随着出口持续增长和外国资本持续流人，
至2009年年底中国已积聚了超过了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记录，更何况
是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所拥有。
然而，有效地运用这笔财富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发展海外投资既是有效运用中国的外汇资本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解决中国资源日渐短缺、国内环境
日益恶化与主要进口国贸易纠纷频发等棘手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步鼓励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的金
融危机后，更是将海外投资为国家的重要战略。
在短短的十年内，中国迅速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资本输出国之一。
可以预见的是，在下一个十年里，中国肯定可以发展成为世界前列的投资来源国。
当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国、中国公司企业成为国际投资的投资者时，当初外商来华投资所遭遇的法律问
题，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同样必须思考和解决：投资市场准人、外资保护、投资待遇、避免双重征税、
外汇管制、劳资纠纷、国有化和征收、投资争端解决，等等。
近些年来，尽管中国的国际法学者对国际投资协定、投资待遇标准、利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ICSID）机制等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大多数研究的基本立场仍然是将中国视为资本输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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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中国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所涉及的法律保障与风险防范问题。
随着中国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利益显著增加。
为了更好地保障中国投资者乃至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利益，亟待就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制度进
行深入研究并适时予以完善。
本书将中国投资者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本书由四编十五章构成。
第一编是总论，对海外投资、中国投资者、法律保障制度和海外投资中的基本法律关系等基本概念作
了界定；并对中国投资者海外投资活动的现状、特点、理论和法律风险等作了介绍和分析。
第二编是关于中国投资者视角下的海外投资法律保障与风险防范的内容，分别选取了公司治理结构、
劳工法、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环境保护法和跨境清算法律制度等若干关键的法律问题，为中国投
资者防范海外投资风险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第三编是关于中国政府视角下的海外投资法律保障与风险防范的内容。
先从多边协定、双边协定和国内法三个层面对海外投资法律保障制度的法律渊源进行评述。
在评述法律渊源的基础上，再分别针对法律保障制度中所保障的投资、所保障的中国投资者、所保障
的范围和所保障的救济机制等关键性问题，通过研读文本规定、分析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等多种方式，
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进行分析和思考。
第四编是结语，将视野从具体问题扩展到全局，强调中国应更多从投资者母国的立场来考虑海外投资
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从而更好地防范海外投资中的非商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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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咏，女，汉族，1979年7月生，江苏苏州人。
1997年进入复旦大学法律学系学习，先后获得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
法学博士学位（2009年）。
2004年7月起在复旦大学法学院工作，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和国际贸易法的教学和研究。
2003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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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在国内法上明确自然人的投资者主体资格中国加入的多边协定和签署的中外BIT中，均承认自
然人具有投资者的法律资格，而国内法中，主管海外投资的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的相关境外投资管理
规定中均未承认境内自然人具有投资者的主体资格。
而2008年《外汇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
、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该条规定明确允许境内个
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
国内法对自然人是否具有海外投资的投资者主体资格规定不一，反映了国内法在制度设计中未对自然
人投资者进行合理的定位，可能因此产生海外投资管理的盲区。
国内法禁止境内自然人作为投资者，但境内自然人可以通过先设立公司，再由这个公司进行海外投资
的方式规避现行国内法中对自然人的投资者主体资格限制。
这种规避没有实质性的商业价值，只是增加了自然人投资者的一种负担。
目前国内自然人财富增长比较迅速，寻求多种形式的投资渠道成为这种财富的实际需要，因此，接纳
自然人投资者有着实际的需求。
《宪法》第13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物权法》第4条中也有“私人的物权
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均在法律上承认了个人的财产权；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外汇管理条例》
第17条的规定已经表明国务院不禁止境内自然人作为投资者。
因此，不论从法律上还是从实践需要的角度看，应将投资者的范围加以统一规范，尤其是要及时修改
有关国内法规定，将自然人纳入投资者的范围，这也能与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直接投资的需求保持一
致。
但是，2009年《管理办法》中仍未将自然人纳入投资者的范围。
（四）关注非法人经济组织的海外投资建议在国内法层面上充分完善对非法人的经济组织投资的保障
机制。
中国加入的《华盛顿公约》和《汉城公约》所涉及的投资者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形式，而中
外BIT、所允许的投资者组织形态除自然人和法人外，还允许非法人的经济组织进行海外投资，国内
法规定与中外BIT的规定比较一致。
中外BIT和国内法中允许非法人的经济组织参与海外投资并没有法律问题，但是这些投资主体由于不
符合《华盛顿公约》和《汉城公约》对投资者的自然人或法人要求，难以寻求多边协定中所规定的救
济。
因此，建议在中外BIT和国内法规定中完善对非法人经济组织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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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止笔之际，感慨良多，笔下似有千言，却又无从落笔。
自1997年进入复旦法律系学习，不经意间，我已经在这所人文气息浓厚的江南学府里度过了十三载春
秋。
法律伴随着我的成长，在菁菁复旦园中，我完成了本科、硕士和在职博士阶段的学习；也让我完成了
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
学，然后知不足；写，然后才知困。
我匆匆上阵，希望与时代的发展同步。
读了、想了、写了一点东西，曾经以为自己已经懂得了一些什么，然而，直到拙作定稿，却发觉更多
的东西值得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虽已尽力而不敢有任何懈怠，但还是觉得拙作离诸位师长的教诲和期待还有一定距离，想来不禁汗颜
。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博士论文能够最终成文，离不开恩师陈治东先生多年来的教诲和鼓励。
2001年起，我师从陈治东教授，先生广博的知识、宽容的心态，更兼平易近人，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
研究生，是恩师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使浮躁的我开始沉静下来对待学术。
从选题、开题到写作的各个阶段，无处不凝结着先生的教导。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同样得到了先生的悉心指点和教导。
董世忠教授尽管不是我的授课恩师，但他对我的成长及论文一直给予殷切关怀。
他不仅在我的博士论文和本书写作过程中多次提出建议和努力的方向，还教给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这一切都让我难忘。
对于先生们的言传身教，感激已是言语所不能尽，只能奋发自勉，以求不辱师门。
此外，法学院的多位名师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
张乃根教授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包容开放的知识体系和敏锐的学术探索能力，引导初涉研究的我少
走了很多弯路；孙南申教授独树善言、缜密睿智、与时俱进；何力教授精通外法、学识颇丰、严谨细
致；龚柏华教授聪敏多思、擅长案例研究；陈力教授循循善诱、更兼和蔼可亲⋯⋯从这些教授们的身
上，我学到的不仅是学业上的知识，而且还有很多人生的道理，这一切将成为我终身受益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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