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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指引 
2023版》（征求意见稿）发布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 
外汇登记管理新变化 
 
 
 
为进一步提升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办理效率，精简业务流程，优化针对实体经济的
相关服务，国家外汇管理局修订完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年版）》
（简称“2020年版业务指引”），形成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3年
版）（征求意见稿）》（简称“2023年版业务指引”）。该文件已于 11月 16
日发布，并于当月进行了公众意见的公开征集。除了精简篇章，与最新法规、机
构改革等要求保持一致进行有效衔接外，2023年版业务指引从优化管理和细化
要求等方面着手对 2020年版业务指引加以完善，以增强相关外汇业务办理的可
操作性和便利度。其中，针对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的外汇登记管理要求也
得到了相应的细化，相关的境内投资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年发布的《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
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号，简称“37号
文”）的规定，境内居民个人通过以投融资为目的，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企业资
产或权益，或者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在境外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
境外企业（即“特殊目的公司”）对境内开展直接投资活动，应由外汇管理部门
实行登记管理；因此，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向特殊目的公司出
资的，应办理相应的外汇登记手续。 
 
对于 37 号文涉及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此次发布的 2023 年版业务指引对 2020
年版业务指引作出适当调整，突出了特殊目的公司登记的真实性审核和信息披露
要求，另就补登记程序设置单独章节。本期评论将简要梳理相关变化，并分享我
们的解读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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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变化要点 
 
明确真实性审核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年版业务指引相关修订条款 
 
8.3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及变更、注销登记 
 
审核材料 
…… 
二、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变更登记  
1.书面申请，并附新《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一式两份）。  
2.原《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和业务登记凭证。  
3.境内居民个人身份证明文件。 
4.变更事项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 
 
审核原则 
一、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 
…… 
4.……境内居民个人只为直接设立或控制的（第一层）特殊目的公司办理登记。 
…… 
7.银行办理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的，应在《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
资外汇登记表》上加盖银行业务专用章，留存一份备查，另一份返还给登记申请
人。登记时，银行需在备注中注明融资层及返程层公司的名称、所在地等相关情
况，如尚未确定可以注明预估情况，后续确定后再进行修改。 
 
二、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变更登记 
…… 
5.如变更登记时，特殊目的公司架构中融资层及返程层公司发生变化，银行应修
改备注中的融资层及返程层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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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 2020年版业务指引，2023年版业务指引在“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
公司外汇变更登记”的审核材料中增加了变更事项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 
 
遵循 37号文的规定，2023年版业务指引继续明确，境内居民个人仅需就其
直接设立或控制的（第一层）特殊目的公司办理外汇登记。但在 2023年版业
务指引中，新增了银行在办理新设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时的信息披露要求，即
银行需要在《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的备注中注明融资层及返
程层公司的相关情况。从上述修订可以看出，外汇管理部门对于返程投资真
实性情况愈发关注，并相应增加了信息披露要求。若上述业务指引得以最后
实施，则在实务处理中，“返程投资”相关信息披露的口径究竟如何把握
（如是否境外每一层特殊目的公司的信息都需要披露，以及如何披露等），
还需要在实操中进一步观察和了解相关部门的执行思路和具体要求。 

解读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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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双重身份境内个人视同境外个人的规定 
 
2023年版业务指引相关修订条款 
 
8.3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及变更、注销登记 
 
审核原则 
一、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 
…… 
2.境内居民个人除持有中国境内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证件、武装警察身份证件的中国公民外，还包括虽无中国境内合法
身份证件、但因经济利益关系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境外个人。其中，无中国境内合法身份证件、但因经济利益关系在
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境外个人，是指持护照的外国公民（包括无国籍人） 以及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的港澳台同胞，具体包括： 
（1）在境内拥有永久性居所，因境外旅游、就学、就医、工作、境外居留要求等原因而暂时离开永久居所，在上述原因消
失后仍回到永久性居所的自然人。  
（2）持有境内企业内资权益的自然人。  
（3）持有境内企业原内资权益，后该权益虽变更为外资权益但仍为本人所最终持有的自然人。  
 
境内居民个人在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业务时，须凭合法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件或护照等）办理，境外永久居留证明等
不能作为业务办理依据。  
 
对于持护照的外国公民（包括无国籍人）以及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港澳台同胞等境外
个人，在境内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业务时，需审核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如境内购买的房产、内资权益等相关财产权利
证明文件等）。 
 
 
 
 
 
 
 
 
 
 
 
 
 
 
 
新增“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章节 
 
2023年版业务指引相关修订条款 
 
2.3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 
 
授权范围  
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内资产或权益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的，应向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办理境内居民个人特
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如有多个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且其所属外汇局不一致时，境内居民应选择其中一个主要资产或权
益所在地外汇局集中办理补登记。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出资的，应向户籍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办理补登记。 
 
 
 
 
 
 

 
 
2020年版业务指引中，具有双重身份的境内个人，视同境外个人管理。前述双重身份的境内个人，是指同时拥有境内
合法身份证件和境外（含港澳台）合法身份证件的个人，其中的“境外（含港澳台）合法身份证件”通常理解为证明具
备境外永久居留权利的相关证件。2023年版业务指引则删除了上述将双重身份境内个人视同境外个人管理的规定。 

解读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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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调整外汇补登记相关审核资料和审核原则要求 
 
2023年版业务指引相关修订条款 
 
2.3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 
 
审核材料 
1.书面申请，并附《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一式两份）。 
2.境内居民个人身份证明文件。 
3.特殊目的公司登记注册文件及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证明文件（如股东名册、 认缴人名册等）。  
4.境内外企业权力机构同意境外投融资的决议书。  
5.境内居民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境外投融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或者合法持有境外资产或权益的证明文件。  
6.特殊目的公司存在合法返程投资架构或潜在返程投资架构的相关证明材料。  
7.融资资金来源的证明材料（包含融资合同、银行流水等）。  
8.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含直接或间接装入境内资产或权益、境外出资）的证明材料。  
9.特殊目的公司及返程投资企业跨境收支相关证明材料（如有）。  
10.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委托代理协议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审核原则 
1.境内居民个人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在登记完成之前，除支付（含境外支付）特殊目的公司注册费用外，已对该特
殊目的公司进行其他出资（含直接或间接装入境内资产或权益、境外出资）行为的，且存在合法返程投资构架或潜在返程
投资构架的，应向外汇局申请办理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补登记手续，并在书面申请中详细说明出资情况及理由。 
…… 
4.对于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已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但未按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如相关主体涉
嫌违反外汇管理规定，应依法进行处理。 
…… 
 
8.3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及变更、注销登记 
 
审核原则 
一、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 
…… 
4.境内居民个人办理登记之前，可在境外先行设立特殊目的公司，但在登记完成之前，除支付（含境外支付）特殊目的公
司注册费用外，境内居民个人对该特殊目的公司不得发生其他出资（含直接或间接装入境内资产或权益、境外出资） 行
为，否则按本指引“2.3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在外汇局办理。 
…… 
 
 
 
 
 

 
 
37号文明确，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简称“外汇局”）根据合法性、合理性等原则办理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
的公司外汇补登记。相较于 2020年版业务指引将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合并在一个章节的形式，2023年版业务指引将
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的内容分拆形成独立章节（即“2.3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集中为实践
问题反映较多的补登记操作提供指引。 
 
此项调整再次明确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的外汇补登记业务需要由对应的外汇局处理，新设、变更以及注销登记由
银行处理，有关业务授权范围的表述较 2020年版业务指引更为清晰明确。 
 

解读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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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境内投资者的跨境资本流动，根据项目性质及规模，可能涉及来自多个政府监管部门（如发展与改革部门、商务部门、外
汇管理部门等）的审核以及相关的合规义务。对于境内个人而言，其针对性的跨境资本流动规范体系仍处在持续演进和择
机完善过程中，相关制度的探索因此也会显得较为谨慎。37号文及配套业务指引所确立的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
登记制度，是针对境内个人从事境外投融资在外汇管理领域较为有限的具体规则之一，故亦有观点将其视为使境内个人合
法开展境外直接投融资“有路可循”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此背景下，如何妥善履行 37号文所规定的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
义务，是相关境内个人投资者值得关注的议题。 
 
从此次面向公众征求意见的 2023年版业务指引修订来看，新版指引明显强化了对返程投资的真实性审核和信息披露要求。
我们预期上述政策理念会随着新版业务指引相关规则的细化和实施，进一步在未来的实际操作中得到体现。尽管最终版的
业务指引尚未发布，但我们建议有相关的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规划的境内个人投资者，现阶段可以在参考此次征求意见
版业务指引的基础上，分析研判未来政策变化可能对相关登记程序和投融资计划带来的影响，同时持续关注外汇管理等相
关政策动态，以做好因应准备。另外，如果对 2023年版业务指引有相关意见或者建议的，也可以考虑寻求适当途径（如与
我们专业机构或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予以反馈。 
 
 
 
 
 
 
 
 
 
 
 
 
 
 

 
 
如前文所述， 37号文要求外汇局根据合法性、合理性等原则办理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2020年版业
务指引亦提及，对于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已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但未按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
的，在境内居民个人向相关外汇局出具说明函详细说明理由后，相关外汇局按照个案业务集体审议制度审核办理补登
记，对涉嫌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依法进行行政处罚。结合过往实践来看，由于缺乏对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详细解
释，相关规则的操作性和清晰度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不少主体在办理补登记时可能面临操作层面障碍，能否顺利完成
补登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 
 
此次修订后的 2023年版业务指引将“除支付（含境外支付）特殊目的公司注册费用外，已对该特殊目的公司进行其他
出资（含直接或间接装入境内资产或权益、境外出资）行为的，且存在合法返程投资构架或潜在返程投资构架的”明确
列入应申请办理补登记情形。相较于 2020年版业务指引，2023年版业务指引强化了对返程投资架构的关注，对于适用
补登记情形的表述也似乎更为明确，或将有助于在今后的实操中推动更多返程架构外汇补登记的处理。 
 
在补登记的审核材料方面，相对于 2020年版业务指引，2023年版业务指引重点增加了返程投资相关资料的要求，如
“特殊目的公司存在合法返程投资架构或潜在返程投资架构的相关证明材料”、“特殊目的公司及返程投资企业跨境收
支相关证明材料”等。上述修订同样体现了外汇管理部门对于返程投资真实性的高度关注。 
 

解读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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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区 
张博 
中国税务技术中心领导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511 
传真：+86 10 6508 8781 
电子邮件：juliezhang@deloitte.com.cn 

 

华东区 
朱正萃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262 
传真：+86 21 6335 0003 
电子邮件：kzhu@deloitte.com.cn 

华西区 
张书 
合伙人 
电话：+86 28 6789 8008 
传真：+86 28 6317 3500 
电子邮件：tonzhang@deloitte.com.cn 

 
华南区 (内地) 
张文杰 
总监 
电话：+86 20 2831 1369 
传真：+86 20 3888 0115 
电子邮件：gercheung@deloitte.com.cn 

 

华南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戚維之 
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6608 
传真：+852 2543 4647 
电子邮件：dchik@deloitte.com.hk 

 

 
 
 
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德勤中国全国市场部 (cimchina@deloitt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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