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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行境外投资、举办境外企业的历史还很短，

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

的，经过短短十多年的努力，境外企业得到了迅速发

展。截至 1994 年 6 月底，经我国各级政府批准在境外

举办的企业累计近 5 000 家（尚不含金融、保险企业），

中方协议投资金额 52 亿美元。这些企业遍布 134 个国

家和地区，其中港澳地区约占 40%。境外企业的不断发

展壮大，为增进国际经济往来、扩大对外贸易、带动国

内经济发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加国民收入发挥了

重要作用，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完善及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尽管我国的境外企业发展迅猛，但仍然处于起步

和发展阶段，并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境外企业的财务

管理严重滞后，使财务管理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导致境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境

外投资收益不能及时回收。境外企业的财务管理包含

三个层次：一是财政主管部门对境内投资单位和境外

企业的财务管理；二是境内投资单位对境外企业的财

务管理；三是境外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目前境外企业

的财务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缺乏规范统一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制度。随着

我国境外投资活动的不断增多，早在几年前，财政部和

部分地方财政部门相继制订了一些有关境外企业的财

务管理办法，这些办法对境外企业的财务管理在一定

程度和范围内发挥了应有的促进作用，可是由于办法

大多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适用范围、管理手段等方

面仍有很多欠缺，并且包括财务管理办法在内的诸多

有关境外投资的管理规定之间政策不统一，从而使财

务管理办法的约束效应受到影响。近两年，国内已推行

了《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分行业的财会

制度普遍施行，财税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现代企业

制度正在建立之中。新的财会制度未能包括境外企业

财务管理的内容，原来的管理办法越发不能适应形势

发展的需要，因此，制定规范统一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

制度已刻不容缓。

2.财政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监督管理薄弱。长期以

来，财政部门对境外投资未能发挥应有的职能作用，不

了解境内投资单位在境外的投资情况和境外企业的经

营状况，对境外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增值不能实施

有效的监督管理，使做为重要财源之一的境外投资收

益处于财政监管之外。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一是

缺乏规范统一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制度；二是未能参

与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前审查；三是对境外投资财务管

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四是有关部门之间的

管理体制不顺、职能分工不明确。

3.境内投资单位对境外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健

全、管理不善。举办境外企业的境内投资单位多种多

样，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事业团体，有的是企业公

司，其财务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举办境外企业的目的不

尽相同，有很多是把境外企业作为涉外窗口补充出国

费用、转移资金的办事机构；而且有不少境内投资单位

未经授权机关批准擅自到境外办企业；再加上有的境

内投资单位未经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对所投资国家或

地区的法律法规不甚了解，盲目投资，使得境内投资单

位对境外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善。

4.境外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手续不

完备。由于缺乏规范统一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制度，境

内投资单位对境外企业约束不严、指导不利、管理不

当，外派境外企业的财会人员少、素质低，致使境外企

业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手续不完备，导致资金

运转不灵、核算不准、资产流失、效益下降。

5.境外资产管理混乱、产权关系不明确。境外企业

分布于众多的国家与地区，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

规五花八门，为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带来很大难度；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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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财政部门和境内投资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

国内产权关系未能完全理顺以及对境外企业的管理措

施实施不力，也是境外资产管理混乱、产权关系不明确

的一个影响因素。

6.外派境外企业人员的工资分配制度不合理、奖

惩机制不完备。长期以来，外派人员的实际工资与按当

地工资水平确定的名义工资有一定差距，即所谓的“工

资差”，“工资差”的存在既使外派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受

到影响，又使企业用于个人生活福利方面的开支加大。

为了改进与加强境外企业的财务管理，提高境外

投资的经济效益，财政主管部门、境内投资单位和境外

企业应该在国家境外投资的宏观管理政策指导下，发

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尽职尽责做好工作。

首先，财政主管部门应该在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职

能的同时，进一步健全境外投资的财务管理制度，做好

境外投资的财政监管与服务工作。（1）抓紧制定并颁发

规范统一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制度，将境外投资的财

务管理纳入财政调控职能范畴。（2）参与境外投资的事

前投资来源审查，建立必要的财政登记与资料统计制

度。（3）建立系统、完整的境外投资财务报告体系，收缴

应上交国家的境外投资收益。（4）加强对外派财会人员

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5）加强对有关的境外投资

的财务活动的监督检查，维护国家和投资者的利益，确

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增值。

其次，境内投资单位应该依据财政部门制定的境

外投资财务管理制度等，建立健全对所属境外企业的

财务管理办法，做好对境外企业财务的指导与管理工

作。（1）建立、健全对所属境外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进

一步改进并不断完善对境外企业的财务管理措施。（2）

加强对境外企业所在国或地区的法律法规的学习，贯

彻执行我国境外投资的财务管理制度。（3）重视并加强

对境外企业重要财务活动的审批与授权管理，增强风

险防范意识。（4）加强对境外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指导

与监督，并对其财务状况进行考核。

第三，境外企业应该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重视

并做好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1）依据国家和境内投资

单位有关境外投资的财务管理制度，结合所在国和地

区的法律法规，制定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办法。（2）境

外企业的资产应该明确法定代表人，涉及产权关系的

重要财务事项，需办理完备的法律手续。（3）设立财会

机构并配备合格的财会人员。（4）自觉接受境内投资单

位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财务监督与检查，向投资单位或

财政主管部门及时上交利润。

（责任编辑  何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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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丰富的农业开发资源和良好气候条件的江西

省赣州地区，由于过去长期处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

环境中，经济基础较差，各级政府虽然想了很多办法，

还是无法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农业投入。因此，利用外资

进行农业开发，已成为全区各级党政领导的共识，并伴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机 遇

赣州地区农业利用外资工作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

的，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现已引进外资项目 5 个计

4 99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有较优惠贷款条件的世界

银行等多边官方资本贷款。这笔巨额资金的投入，给一

直沉睡着的赣南农业带来了加速发展的希望和机遇。

实现资源的互补，有着明显的经济效益。赣州地区

农业开发有充足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有良好的适应

于种植业发展的气候条件，缺少的是资金、设备和技

术。引进外资后，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知识等能直接

用于该地区的农业开发，将发挥出巨大的推动经济的

作用，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据测算，农业利用外资项

目建成后，进入稳产高产期，将年增产粮食 38 741 吨，

年新增脐橙、甜柚等优质水果 108 481 吨，新增茶叶

2 300吨，新增肉猪 45.5万头，新增鸡、鸭、鹅 480 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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