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國投資法草案對臺商影響之應注意事項 

為瞭解《外國投資法草案》之准入管理之特別管理措施、國家安全審查制

度與此二者之銜接，以下臺商對於特別管理措施目錄應注意事項： 

 

關於特別管理措施目錄應注意事項 

一、  
限制實施目錄與

禁止實施目錄之

區別 

  參照《外國投資法草案》第 24 條規定，特

別管理措施目錄分為禁止實施目錄和限制實施

目錄。禁止實施目錄中所領域的是絕對禁止、不

得投資。《外國投資法草案》第 25條規定，外國

投資者不得投資禁止實施目錄列明的領域。外國

投資者直接或者間接持有境內企業的股份、股

權、財產份額或者其他權益、表決權，該境內企

業不得投資禁止實施目錄中列明的領域，國務院

另有規定的除外。 

  限制實施目錄中所列明者，除了包括領域

外，還包括外國投資的限制條件。根據《外國投

資法草案》第 26條規定，可分為金額限制與領

域限制，至於國務院如何拿捏各領域金額限制，

則須瞭解各領域運行狀況，誠屬困難。 

至於對同一投資事項多次實施投資，其投資

金額累積達到限制實施目錄中規定的標準，《外

國投資法草案》第 28條規定，外國投資者在 2

年內針對同一投資事項多次實施投資，其投資金

額累積達到限制實施目錄中規定的標準的，應當

依照本法申請准入許可。《外國投資法草案》第

29條規定，外國投資者向其持有權益的境內企業

直接或間接提供 1年以上融資的，應將融資數額

納入投資數額加以計算。 

違反或規避限制實施目錄與禁止實施目錄

者，依《外國投資法草案》，須負一定的行政責

任與刑事責任。 



二、 非特別管理措施

目錄可逕行投

資，但須負資訊報

告義務 

未列在特別管理措施目錄的領域，外國投資

可以逕行投資，依相關法律辦理企業組織設立登

記、不動產登記、稅務等程式，無須申請准入許

可，但須依照《外國投資法草案》第 85 條規定，

外國投資者或外國投資企業應於投資實施前或

投資實施之日起 30 日內提交資訊報告。法律法

規對實施外國投資有登記要求的，以完成相應登

記之日為投資實施之日；沒有登記要求的，以投

資交易完成之日為投資實施之日。此不同於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採行備案制1，且須取得專案備案

意見，方得辦理後續投資程式。 

三、 為確保特別管理

措施目錄得實施

監督檢查 

《外國投資法草案》第九章為監督檢查規

範，主要規範外國投資是否符合《外國投資法草

案》的規定，是為了確保特別管理措施目錄的施

行，非取代大陸地區所有法律對於企業之監督檢

查規範。至於監督檢查的啟動，可能是定期抽樣

檢查、因舉報進行檢查、根據有關機關的建議和

反映進行檢查或依職權啟動的檢查。 

四、 特別管理措施目

錄與外商投資產

業指導目錄有所

差異 

  《外國投資法草案》所規定的特別管理措施

目錄與《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所規範之外商

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有以下不同之處：(一)前者

屬負面清單模式；後者正面清單加上負面清單模

式。(二)前者僅對限制實施目錄實行准入管理；

後者對於鼓勵類與限制類均須審批備案。(三)前

者限制實施目錄列出領域與限制條件；後者僅列

出產業領域，而未列出限制條件。 

五、 特別管理措施目   比較《外國投資法草案》所規定的特別管理

措施目錄與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有以下不同之

                                                      

1
 備案制主要依據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暫時調

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的決定》、《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中國（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管理辦法》、《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企業備案管理辦法》、《中國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項目備案管理辦法》、《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境外投資

項目備案管理辦法》、《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境外投資開辦企業備案管理辦法》。 



錄與自貿試驗區

負面清單有所差

異 

處：(一)前者適用於大陸地區；後者適用於上海、

廣東、天津、福建四個自貿試驗區。(二)前者外

國投資於特別管理措施目錄以外領域，無須經准

入許可，僅有資訊報告義務；後者則採備案制。 

六、 善用審查指南與

諮詢申請 

為了讓外國投資清楚了解外國投資法准入

程序，《外國投資法草案》第 46條與第 47條分

別規定，國務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應編制和公佈

外國投資准入審查指南。外國投資者及其利害關

係人可就外國投資准入許可的範圍和程式向本

法第 27條外資准入許可申請規定的外國投資主

管部門提出諮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應在接到諮

詢申請後 10 個工作日內作出答覆。臺商宜善用

審查指南與諮詢申請，以了解外國投資法准入程

序。 

 

關於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應注意事項 

  本節根據上述分析，逐項提出臺商對於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應注意事項： 

一、 
准入審查亦可能

產生國家安全審

查 

外國投資主管部門依《外國投資法草案》

第 32條規定，對外國投資進行准入審查，除了

審查是否符合特別管理措施目錄規定的條件

外，還必須審查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以及對能源

資源、技術創新、就業、環境保護、安全生產、

區域發展、資本專案管理、競爭、社會公共利益

等的影響。 

另外《外國投資法草案》第 34 條規定，外

國投資主管部門在進行准入審查時，發現外國投

資事項危害或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應暫停准入

審查程式，並書面告知申請人提交國家安全審查

申請；進行准入審查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

政府外國投資主管部門應將有關情況報告國務

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除非申請人撤回准入許可

申請，外國投資者應當按照本法第四章國家安全



審查提交國家安全審查申請。 

二、 
外國投資國家安

全審查對象有所

改變 

 

 過去《關於建立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

審查制度的通知》之審查對象為外資併購大陸地

區境內企業行為，而《外國投資法草案》之審查

對象包括新設投資、提供一年期以上融資、取得

基礎設施建設的特許權或通過合同、信託等方式

控制境內企業或者持有境內企業權益等。簡言

之，是否進行外國投資安全審查，首依《外國投

資法草案》第 15條定義。 

三、 善用提前溝通了解有

無安全審查之可能 

  《外國投資法草案》國家安全審查之啟動有

職權啟動與申請啟動，職權啟動的原因「危害或

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無法預測，況且政府可採取

審查措施，外國投資可能遭受損失。 

  為讓外國投資者得與外國投資主管部門事

前溝通，避免無實益申請之提出，《外國投資法

草案》第 52 條規定，外國投資者向國務院外國

投資主管部門提出安全審查申請之前，外國投資

者可就有關程式性問題提出預約商談的請求，提

前溝通有關情況，臺商宜善用此規定，提前溝

通。 

四、 審查機關組成不明 

 

  《外國投資法草案》第 49條規定，聯席會

議承擔外國投資國家安全審查的職責。國務院發

展改革部門和國務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共同擔

任聯席會議的召集單位，會同外國投資所涉及的

相關部門具體實施外國投資國家安全審查。但

是，《外國投資法草案》雖然規定聯席會議，但

未明確規定組成成員，即便提到外國投資所涉及

的「相關部門」，而何謂「相關部門」仍未明瞭。 

五、 國家安全審查程序的

不透明和不確定性 

 

  雖然《外國投資法草案》第 57 條規定對外

國投資進行國家安全審查應當考慮的因素，但何

謂對國防安全、國家經濟、社會秩序等層面之影

響，其意義難以理解，且非受規範者所可預見，

明顯欠缺具體審查操作基準。在這樣規範下，任

何一個外國投資項目都有可能進入國家安全審

查程序，產生國家安全審查程序的不透明和不確

定性。還是建議善用提前溝通了解有無安全審查



之可能。 

六、 審查決定有三種類型

及決定不可爭訟 

   

 

  根據國家安全審查結果，國務院或者聯席會

議可作出如下決定：（一）外國投資不危害國家

安全的，予以通過；（二）外國投資危害或者可

能危害國家安全、但可通過附加限制性條件消除

的，予以附條件通過；（三）外國投資危害或者

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且無法消除的，不予通過。但

須注意到，《外國投資法草案》第 73 條規定，對

於依據本章作出的國家安全審查決定，不得提起

行政覆議和行政訴訟。 

七、 金融領域另特別發布

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雖然《外國投資法草案》規定建立統一的外

國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對任何危害或可能危

害國家安全的外國投資進行審查。但鑒於金融制

度之重要與金融產業高度管制，《外國投資法草

案》第 74條規定，外國投資者投資金融領域的

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由國務院另行規定。因此，

金融業臺商宜密切注意國務院就投資金融領域

特別發布之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八、 精讀善用國家安全審

查指南與年報告 

  

  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的規範重點大致上可分

為審查對象、審查程序、審查機構、審查因素與

審查決定，本研究整理如前。為了提高國家安全

審查制度的透明度與可預見性，《外國投資法草

案》第 68條與第 69規定，國務院外國投資主管

部門應編制和公佈外國投資國家安全審查指

南。國務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應編制和公佈外國

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年度報告，臺商應密切注意，

精讀善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