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境直贷是指境内借款人从

非居民融入本、外币资金的

行为。随着我国外债宏观审慎政

策的推广以及跨境结算便利度的

逐步提升，境内客户利用境内外离

在岸市场拓宽融资渠道，解决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的便利度也不断提

高。可以说，跨境直贷业务既能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也为金融机构持

久发展跨境业务创造了良好机遇。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对2025年宏观政策做出更加

积极的定调，明确“要实施适度宽

松的货币政策”“创新金融工具，维

护金融市场稳定”。本文基于跨境

直贷的政策背景和业务特点，针对

当前开展跨境直贷所面临的问题

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服务海

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全口径跨境融

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基础上，陆

续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稳妥有序推

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通过适时调

整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开展外债便

利化试点、简化审核要求等措施，

为企业提供跨境投融资便利，切实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顺应了国家

“扩流入”的宏观政策。外债总规

模稳步增长（见图 1），外债结构不

断优化。截至2024年2季度，我国

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

25453 亿美元，较 2023 年末增加

978亿美元，增幅4%，体现了我国

不断提高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

化水平的政策效果。

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体系，

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逐步加快，为

实现跨境融资水平与宏观经济环

境、企业偿债能力等相适应的目

标，监管部门逐步探索管理资本流

动的宏观审慎工具，不断深化对外

债的管理政策，进一步加大企业从

境外获取融资的支持力度。

跨境直贷主要基于境内外银

行直接合作及资源相互整合，将境

外资金引入境内，解决境内企业需

求。该业务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资金进出渠道较通畅。前几

年由于国内融资渠道收窄、融资成

本相对较高，企业可在自身两倍净

资产限额内从境外融入本外币外

债资金，有效填补境内融资的缺

口，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二是

资金用途灵活。跨境直贷业务采

用“负面清单”模式，能够最大限度

保证资金使用的灵活性。企业可

将该笔资金用以归还银行贷款、委

托贷款、到期债券以及为子公司注

资、参与股权投资等业务，有效解

决企业股权投资资金以及项目资

本金不足问题。三是外汇衍生品

业务办理便利化。2018年起，外

汇管理局允许远期购汇差额交割，

由“先审后付”变为“先付后抽查”，

该政策为企业办理远期购汇提供

了便利，间接降低了企业购汇成

本。虽各地区情况有差异，但总体

跨境直贷业务的政策背景及主
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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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11：：我国我国20152015年以来外债余额情况表年以来外债余额情况表（（按季度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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