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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国际投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朱 琦

2014年，各经济体的FDI流入量参差
不齐，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 FDI 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达 6810 亿美元，上升 2%。发
展中经济体在全球 FDI 流动格局中的地
位进一步增强，占全球 FDI 流量的 55%。
流入发达国家的 FDI持续低迷，全年下降
28%，为 4990 亿美元。其中，美国威瑞森
公司以 1300亿美元向其英国股东沃达丰
回购股份，使流入美国的外资净值大幅度
减少，其全球排名也从前年的第一位下降
到去年的第三位。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
为全球最大的 FDI 流入国，去年吸引外资
增加4%，达1290亿美元，而美国同期大幅
减少六成，仅为924亿美元。在全球10大
外资流入地中，发展中经济体占据5席，包
括：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巴西和印度。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亚洲发展中经济
体的表现更为瞩目。2014 年，亚洲发展
中经济体 FDI流入量再创新高，增长 9%，
接近 5000 亿美元，作为全球 FDI 最大流
入地区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其中，流入东
亚及东南亚的 FDI 上升 10%，达 3810 亿
美元；流入南亚的 FDI 大幅增长 16%，达
410 亿美元，流入该地区制造业的外资增
长强劲。由于地区安全形势不稳，西亚吸
收的 FDI 连续第 6 年下降。新加坡是东
南亚 FDI 流入量最大的国家，去年增加

4%，达 680 亿美元，而印尼的 FDI 流入量
则飙升 20%，增至 230亿美元。

东亚和东南亚基础设施以及商业活动
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区内、区外商品、
服务、信息及人员流动更加便利，交易成本
继续降低，促进了该地区 FDI的流入。一
些区域合作倡议，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
合作倡议加强了有关国家在高速公路、铁
路、电力等基础设施上的联通。东盟内部
的经济走廊，如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经
济增长大三角促进了地区互联互通。区内
国家提出的一些新的倡议，如中国的“一带
一路”构想及其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韩国提出的亚欧倡议，将进一步
强化亚洲的互联互通及经济一体化。

在上述背景下，亚洲基础设施领域吸
引的外国投资不断上升。2014 年，东亚、
东南亚基础设施领域的跨境并购较上年增
长近 3 倍，达 170 亿美元；绿地投资高达
190亿美元。此外，截至2014年，以非股权
方式（如管理、租赁合同等）对东亚、东南亚
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累计达 500亿美元。
中国企业在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日益活
跃，成为区域基础设施最大投资方之一。

不仅如此，亚洲还成为全球最大对外
投资来源地。2014 年，发展中国家跨国
企业对外投资劲升 23%，达到 4680 亿美

元，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发展中国家占
全球对外投资总量的比重从 2007年国际
金融危机前的 13%上升到目前的三分之
一以上。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超过北美和
欧洲，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方。在全
球 20 大对外投资来源地中，9 个为发展
中及转型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中国、
俄罗斯、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科威特、
智利、中国台湾。南南 FDI，即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增长迅速，从 2009 年
的 1.7 万亿美元上升到 2013 年的 2.9 万
亿美元，增幅近 70%。这些投资多数流
向投资国邻近地区。

报告还显示，全球外资政策总体上走
向开放和便利化。在国别层面，各国出台
的外资政策继续朝着投资开放、投资促进
及便利化方向发展。2014年，超过80%的
外资政策涉及放宽外资准入条件或减少对
外资的限制。新出台的对外资的限制及监
管措施主要涉及国家安全考虑或交通、能
源等战略性产业。在国际层面，国际社会
制订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努力持续进
行。2014年，至少有50个国家或地区在重
审或修订其国际投资协定范本。

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国际投资协
定尽管总量仍相对较少，但继续保持增长

势头。目前，约有 228 个国际投资协定对
外资“并购”及“设立”给予国民待遇。其
中，多数涉及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欧
盟，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这一做
法，如智利、哥斯达黎加、韩国、秘鲁及新
加坡等。

虽然 2014 年全球 FDI 出现下降，但
整体流动前景仍谨慎乐观，2015 年就将
回到增长轨道。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
2015 年全球 FDI 流量预计上升 11%，达
1.4 万亿美元；2016 年、2017 年，全球 FDI
有望达到 1.5 万亿美元和 1.7 万亿美元。
数据显示，全球跨国企业生产活动继续扩
大，盈利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截至去年
底，全球最大的 5000 家跨国企业共持有
4.4 万亿美元现金，比 2008 年至 2009 年
危机期间的平均水平高 40%。调查显
示，未来 3 年有 32%的跨国公司有增资计
划，明显高于前些年的 24%。另外，美国
经济增长有所恢复，有关地区区域一体化
进程加快以及跨国企业继续在全球调整
生产及经营布局，都有助于推动外国直接
投资的增长。不过，仍应看到，一些经济
及政治风险，包括欧元区的不确定性、一
些地缘政治风险的扩散以及一些新兴经
济体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全球
FDI的增长带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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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表的世界投
资报告呼吁，各国应尽快对国际投资协
定制度进行系统性改革，使现在的国际
投资体系的诸多协定连贯一致，避免出
现更大程度的碎片化。

贸发会议发出的呼吁，可谓戳到国际
投资体制的痛处。作为组织国际化生产、
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国际投资促进
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促进世界
经济的发展。但长期以来，国际投资的协
调机制发展滞后，广受诟病。尽管所有国
家都签署了数量不等的投资协定，但几乎
没有哪个国家对现行国际投资体制感到
完全满意。贸易、投资、金融号称当今国
际经济体系的 3大支柱，但与以世界贸易
组织（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制和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国际
金融体制相比，国际投资至今没有一个全
球性的协调机构，也缺少全面的“游戏规
则”和制度安排。

据权威统计，目前生效的双边、区域
以及多边投资协定接近 3300 项，这构成
了庞大而复杂的国际投资体系。但如此
众多的协定之间却缺乏一致性、连续性，

存在着许多重叠、缺陷和冲突，国际投资
争端也随之逐日增多。联合国的数据显
示，去年的国际投资争端案总数多达 608
起，涉及 99 个国家，而同期 WTO 贸易纠
纷案约为 500 起。在投资争端案中，绝
大部分的被诉对象为发展中经济体，争
端案的大量增多使其背上沉重的负担。
统计显示，投资争端裁决的平均赔偿金
每件高达 11亿美元。

国际社会正在反思和重新评估当前
的国际投资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
长基图伊近日指出，国际投资体制“改革
的理由十分明确，老式的国际投资协定
日益走入死胡同”。专家认为，国际投资
协定改革进程需要在国家、双边、区域和
多边层面保持同步，确保该制度能够促
进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办法是对其进行
集体改革，从而避免更大的碎片化，使全
球国际投资协定体制更加适合当今和未
来的需要”。

作为专门研究贸易、投资和发展问
题的专业机构，联合国贸发会议已确定
了国际投资体制改革的优先领域及其改
革路线图。如，在加强国际投资协定制

度的系统一致性方面，要改善国际投资
协定制度的连贯性，合并和精简国际投
资协定网络，利用区域协定方式等对国
际投资协定体系进行整合，并将国际投
资协定改革与国内政策议程挂钩。再
如，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要改革现
有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特设仲裁机
制，使用第三方调解等替代性的纠纷解
决方式，可考虑建立常设国际投资法庭，
增强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同时，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扩大投资便利
化，确保出现更多负责任的投资。

令人欣慰的是，今后几年，大量双边
投资协定将陆续到期，这为国际投资体
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期。上世
纪 90 年代是国际投资协定签订的高峰
期，期间签订的协定大多规定了 10 年或
15 年有效期，其中许多协定已经或即将
到期。据测算，未来 3 年，全球有近 1600
个国际投资到期。国际投资体制改革可
谓正当其时。应当看到，国际投资体制
的改革和重塑，事关全球经济治理结构
改革，这也将成为有关各方新一轮角力
的重点。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亚洲国家成为国际投资主角亚洲国家成为国际投资主角
本报记者 徐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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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魅力十足
徐惠喜

2014 年，在全球及国内经济调整压力较大的情况

下，中国吸引外资及对外投资继续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在

国际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数据显示，

2014 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 1290 亿美元，较上年

增长 4%。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

国。这反映出中国仍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

的地之一。

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吸引外资在稳步增长的同时，结

构继续改善，质量不断提高。去年服务业外资流入增长较

快，占比达56%，其中分销、运输及金融服务业外资流入规

模较大。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一些劳动密集的出口

导向型产业吸收外资有所下降，制造业吸收外资也因此略

有下滑。但流入高端制造业的外资比重有增无减，这有效

带动了更多的内外资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对国内

产业升级的拉动效果逐步显现。此外，外资的地区分布更

加合理，中西部承接了部分外向型产业的转移，外资增长

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中国外资行业结构的变化

折射了中国产业升级的大趋势，地区结构的变化则体现了

外资对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推动作用。

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对全球主要跨国企业的调查显

示，中国继续在全球十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中排名

首位，28%的跨国企业将中国作为首选投资目的地。中国

巨大的市场潜力、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良好的基础设

施将继续带动市场及战略资源导向型外资流向中国。此

外，中国逐步推进的外资体制改革将进一步完善投资环

境、扩大外资准入，中国吸引外资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与吸引外资相比，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更加引人注

目。统计显示，去年中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 15%，达 116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居全球第三位。同时也

应看到，中国对外投资起步较晚，投资存量与美国、日本

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截至 2014

年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仅相当于 GDP 的 7%，远低于

美国的 36%，也低于东亚国家的平均水平（21.4%）。因

此，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投资仍大有潜力。

世界投资报告主编、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

司长詹晓宁认为，目前中国企业资产负债表总体状况相

对较好，加上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不断增强、人民币汇

率稳中有升，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中国对外投

资在今后几年有望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并逐步成为中国

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詹晓宁认为，“一

带一路”建设一方面将带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另一

方面将开拓全球产业转移的新途径。当前，全球范围内

正掀起基建热，二十国集团和全球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均

将基建视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需

要更新老化、落后的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需要新建大量

的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面对全球急切改善基建的

需求，国际社会现有的投融资体系还显得跟不上步伐。

“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

望在这方面走出一条新路，从而为亚欧地区的互联互通

建设注入新活力，形成国际基础设施合作的新模式，带动

和提升国际投资的新一波浪潮。

专家认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新一轮产业调整，但

产业转移模式大势未定。“一带一路”建设有望加强沿线

国家的互联互通，提高沿线国家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

能力，提升其传统制造业、资源开发利用、服务业等各领

域的实力，促使全球产业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同时进一步

增强中国在国际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