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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投资便利化新规频出，湾区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面对疫情影响，我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金融行业双向对外开放力度持续加大，今

年粤港澳大湾区先后迎来跨境投资政策支持，继今年 1 月 29日深圳前海发布 QFLP（合

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新规后，3 月 30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同意在广东省（不含深圳）

开展 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对外投资试点，试点额度为 50 亿美元。而根据香港

《信报》4 月 26 日消息，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曾表示，期望南向“债

券通”可在今年下半年推出。QFLP、QDLP 试点以及债券通都是对现有跨境投资通道和

方式的升级，在投资主体、投资范围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放开，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对

外开放，探索全球资产配置管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丰富居民投资产品。主要关注点

如下： 

一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需要。降低 QFLP 准入门槛，在更多地区

开展 QDLP 试点，计划开通南向“债券通”，这些都是我国履行双向市场开放承诺的持

续努力。QDLP是境内募集基金投资于境外一级、二级市场，QFLP 是将境外资本兑换为

人民币资金投资于国内的 PE（私募股权投资）以及 VC（风险投资）市场，“债券通”

是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的创新合作机制，包括“北向通”和“南向通”。新

规有助于将湾区打造成金融对外开放的枢纽门户，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完善

区内金融生态环境，吸引更多金融机构落户横琴、前海自贸区。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

化，作为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重要机制之一，扩大 QDLP、QFLP、债券通试点，

都是我国有序推进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重要策略。跨境投资新规拓宽了境内投资者

“走出去”的渠道与投资范围，并与其他市场开放机制相配合，共同促进境内外金融

市场的互联互通，有利于更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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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扩展新渠道、注入新

活力。 

二是提升全球资管服务能力的需要。从国内资管行业现状看，可帮助投资人实现

全球化资产配置的渠道和产品相对稀缺。新规有助于湾区金融机构持续创新人民币金

融产品，满足境内各类投资者的投融资需求。新规允许在更广范围内挑选投资标的，通

过金融业的对外接轨，不仅有力巩固香港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地位，同时也助推深圳、广

州等区域性金融中心提升跨境资管服务水平。此次广东省 QDLP 试点获批后，实施地域

扩展至广东全省，省内投资主体通过 QDLP 投资海外市场，不仅可投资于境外非上市股

权和债权，还可投资于境外证券市场及其他经批准的投资业务，有效拓宽境外投资范

围，提升资产配置效率。同时，境外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试点，在协助全球投资者把握国

内投资机遇的同时，也致力于服务境内居民的海外投资需求，进一步拓展高净值客户

的海外投资领域，尤其是在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协助客户不断优化资产

配置组合，更有效地抵御市场波动风险。 

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新规有助于引入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外资金融

机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水平。以深圳 QFLP 试点为例，截至 2021 年 1 月，已有 155 家

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37 家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基金）取得了试点资格，

合计注册资本多达 54.5亿美元。而且，为进一步推动深圳金融业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

放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升利用外资质量，促进和引导深圳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

规范有序发展，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 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开印发了经再次修订过的

《深圳市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办法》，进一步向外商敞开开展境内股权投资业务

的大门。我国启动 QDLP试点以来，已有数十家全球知名资管机构落户并获得相关试点

资质，包括全球知名的贝莱德、英仕曼、瑞银、橡树资本、保德信、安联、路博迈等，

这些机构具备丰富的全球市场投资经验，其发行的基金产品大多波动率较低、回报率

较好。对企业机构而言，新规可以通过对相关企业股权投资，获得境外先进技术，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对境内金融机构来说，通过与境外优秀的同业以及基金经理合作，可以

学习交流风控经验，同时也可以借助海外通道更快的处理境内的不良资产，及时化解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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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满足居民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财富积累、GDP 占全

球比重提高，居民对资产保值增值需求不断扩大是必然趋势。根据麦肯锡报告，截至

2020 年底，中国个人金融资产已达 205 万亿元人民币，然而对标世界发达经济体，中

国居民的金融资产占比明显偏低，2019 年中国居民的住房资产占总资产的 59%，而金

融资产占比仅为 20%左右，美国的两项数据分别为 24%、71%，预测中国财富管理行业

正迈向全新发展阶段，其中以 QDLP 为代表的跨境投资将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 QDLP还

是 QFLP，其本质是一种创新的跨境投资方式，是资本项下跨境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重

要探索，可以有效拓宽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国际化水平，有助于境内居民及企业资

金合法合规地开展境外股权投资，特别是对境外非上市企业股权和境外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进行投资。对居民个人而言，可以增加资产全球配置比例，分散投资风险，提升投

资收益。对于具有国际化资产配置需求的高净值群体来说，除 QDII基金、跨境理财通

等渠道布局海外市场之外，构建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需要更为广泛的投资方式和范围。

QDLP 投资范围得到扩充，投资方式更加灵活，可覆盖海外市场的证券、股权和另类投

资等多个资产类别，更好满足投资者分散风险和全球资产多元配置的需求。但同时，我

们也需要看到跨境投资产品结构的复杂性，应加大对境内投资者的教育宣传力度，使

之形成正确和健康的投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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