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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重现增长

发展中经济体保持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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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 6 月 24 日发布的《2014

年 世 界 投 资 报 告》显 示 ，

2013 年 全 球 外 国 直 接 投

资(FDI)重现增长，流入量

增长 9%。但一些新兴市

场的经济脆弱性以及政策

不确定、区域不稳定带来

的风险可能会对这一增长

势头产生不利影响

发展中经济体优势明显

尽管 2013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 重现增长，主要是受发达经济
体增长驱动，但发展中经济体仍然保
持了领先地位。2013 年，流向发达国
家 的 FDI 增 长 9% ， 达 到 5660 亿 美
元，占全球总流量的 39%，而流向发
展中经济体的 FDI 再创历史新高，达
到 7780 亿美元，占总流量的 54%。此
外，1080 亿美元流向了转型经济体。
在全球吸引 FDI 最多的 20 个经济体
中，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占到
了一半。

从地区看，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
体的 FDI 保持全球第一的位置，远远
超过了欧盟 （传统上全球第一大的
FDI 流入地） 的水平。流入其他主要
发展中地区的 FDI 均出现增长，如非
洲增长 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增长
6% （不包括该地区离岸金融中心）。

同期，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 FDI
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来自发展中
经济体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收购发达
国家设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子公司。发展
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对外投资达
5530 亿 美 元 ， 占 全 球 FDI 流 出 量 的
39%，而这一比例在本世纪初只有12%。

投资自由化成国际主流

2013 年，世界各国政府出台的外
资政策大多数支持投资自由化和鼓励
外国投资，同时在国际投资规则的制
定上出现不同的趋势。有些国家对于
撤资显示出关切，有的则试图推动本
国跨国公司将海外投资重新转回国内。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监测显
示，2013 年，国家制定投资政策的导
向依然是投资促进和自由化，有 73%
的政策是鼓励外国投资的。同时，监
管或限制性投资政策的比重从上年的
25%上升到 27%。倡导投资自由化的
主要是亚洲国家和地区，而且大多数

与电信产业和能源部门有关。调查显
示，2013 年新出台投资规定中有一半
以上涉及投资鼓励措施。

在国际层面上，投资条约的制订
在 2013 年呈现两极分化。在连续几年
下降之后，国际投资协定的缔结速度
有所加快。随着 30 份新的双边投资条
约和 14 份“其他国际投资协定”的加
入，全球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在 2013
年底接近 3240 份。2013 年，缔结双
边投资条约尤为活跃的国家包括科威
特(7 份)、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各为 4 份)、日本、毛里求斯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各为 3 份)。同时，越来
越多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
中国家在脱离国际投资协定体系。

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要实现联合国确立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
巨大的投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预
计每年的投资需求将在 3.3 万亿美元到
4.5万亿美元之间。

按照目前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部
门的投资水平，发展中国家面临每年
2.5 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公共资金不
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部需求，
私营部门投资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目前，私营部门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相关部门投资的水平相对较低。全球
的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基金
会及跨国公司的资金，只有一小部分
投向可持续发展目标部门。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认为，使最不发达国家
的私营投资增长率从每年 8%增加到
15%，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为此，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了一
整套政策建议，并强调应包括以下 4
个方面的平衡：一是在改善投资环
境、消除投资障碍的同时通过监管保
护公共利益的平衡；二是在保障私营
投资者获得有足够吸引力的回报与为
全体民众提供可以负担得起的服务之
间取得平衡；三是在扩大私营投资与

扩大公共投资之间取得平衡，并确保
私营投资和公共投资实现互补；四是
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为最
不发达国家实现有关目标作出更大努
力之间取得平衡。

激发私营部门投资活力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建议，国
际社会应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案，
激发私营部门的投资活力，助推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是新一代投资促进和便利化。
这要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投
资发展机构，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
行业提出、推销具备商业可行性的项
目，进行招商引资并推动项目落地。

二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
鼓励机制。重建投资鼓励机制，特别
是从“基于投资数量”的鼓励政策转
向“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鼓励政
策，这有助于推动对可持续发展项目
的投资。

三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性投资
合作。区域性和南南合作将有助于促
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特别是通过
跨国基础设施和区域产业集群的开发
和建设。

四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新型伙
伴关系。如由母国的对外投资机构与
东道国的投资促进机构结成伙伴关
系，或成立多边机构间技术援助合作
机制，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

五是创新融资机制和金融市场的
重新定位。建立新型可交易融资工具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专门基金，金融市
场的重新定位要求建立涵盖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更全面的审评报告制度。

六是转变商务理念，培养投资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专长。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为全球商学院设置了
一套课程，着眼于提高学生对不发
达国家投资机会的认识。同时，这
些课程将为学生提供在发展中国家
成功经营所需的技能和工具。

亚洲，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中国，亚

洲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经济体。根据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最新发布的《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亚洲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推动了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

快速增长，中国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以自由贸易区为

主要形式的区域贸易安排不断涌现。亚洲是全球最具活

力的地区之一，经济规模占全球三分之一，人口有 40 多

亿，劳动力供给充足，后发优势明显。区域经济一体化已

成为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共同利益所在，亚洲各国和地区

正在通过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提升区域

和次区域合作水平。过去 10 多年，亚洲区域内贸易规模

已从 1 万亿美元扩大到 3 万亿美元，占区域内各国和地区

贸易总量的比例从 30%上升到 50%。

在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基础设

施薄弱一直是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推动产业发展的主

要障碍。如今，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带动下，再加上建立

次区域间走廊带来的次区域内互联互通的加强，基础设

施领域的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明显增加，进而有望大幅

加快当地的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亚洲地区参与成员最多、规

模最大的贸易协定谈判，是对既有成熟自贸区的整合。

根据最新的《世界投资报告》，2013 年，参加“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 16 个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

入量已增长到 3430 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

量的 24%。

中国一贯主张在世贸规则基础上，秉持开放、包容、透

明原则，积极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中国与

相关国家一起，规划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

廊，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动“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重要项目。中国还

与域内外相关方抓紧磋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备事

宜，争取早日正式成立。这一系列切实措施，都对区域内

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报告

所言，鉴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及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举

措的推出，亚洲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将持续增长。

中国有句谚语，“单丝难成线，独木不成林。”在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发展，不可能独善其

身，也不应该是“零和博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互利合作，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应，甚至是

“二乘二大于四”的乘数效应。因此，实现亚洲共同发展，

根本出路在于经济融合。创造亚洲的美好未来，要靠各

国和地区的自身发展，更要靠整个地区的共同进步。

一体化加速

外资滚滚流
陈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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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 发 布 的
《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 揭示了国际
投资格局中的 4 个趋势，值得全球金
融界和投资界关注。

一 、 不 发 达 国 家 不 再 依 赖 采 掘
业。最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方面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趋
于减少。许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过去
严重依赖采掘业吸引直接外资，但如
今采掘业的份额在快速减少。统计显
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已占非洲和最不
发达国家“绿地投资”项目总价值的
90%。

二、私 募 股 权 蓄 势 待 发 。 2013
年，私募股权公司的未支付余额进
一步上升，达创纪录的 1.07 万亿美
元。但通过并购实现的跨境投资仅
为 1710 亿美元，下降了 11%。私募
股 权 占 2013 年 跨 境 并 购 总 额 的

21%，与 2007 年其高峰时相比降低
了 10 个百分点。大多数私募股权收
购仍集中在欧洲和美国，但亚洲的
这类交易有所增加。发展中国家开
始出现私募股权公司，在发展中国
家和成熟市场交易。

三、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仍
然较少，国有跨国公司成重量级选手。
主权财富基金继续扩张，资产规模接近
6.4 万亿美元，投资遍布世界各地。但
主权财富基金的直接外资水平仍然很
低，仅限于一些主要的主权财富基金。
2013 年，主权财富基金的直接外资流
价值67亿美元，累计存量达到1300亿
美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至少有 550 家国
有跨国公司，其在海外有 15000 多个
分公司，估计其海外资产超过 2 万亿

美元。据估算，国有跨国公司的直接
外资 2013 年超过 1600 亿美元，占全
球直接外资流量 11%以上。

四、国际生产继续稳步增长。发
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跨国公司扩张海
外业务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跨国公
司 。 5000 家 规 模 最 大 的 跨 国 公 司
2013 年保持高额现金储备，现金储备
份额超过其总资产的 11%。据估算，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现金储备为 3.5 万
亿美元，而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的
现金储备为 1 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
跨国公司现金与资产比率在过去 5 年
中相对稳定，约为 12%，而发达国家
跨国公司现金与资产比率近年来有所
提高，从国际金融危机前平均 9%提
高至 2013 年 11%以上。高水平的现
金储备体现出其成为发展融资来源的
巨大潜力。

世界投资四趋势值得关注
本报记者 徐惠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