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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洲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韧 性 凸 显
本报日内瓦讯（记者杨海泉）联

合 国 贸 发 会 议（UNCTAD）6 月 9 日

发 布《2022 年 世 界 投 资 报 告》指 出 ，

2021 年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国

直接投资增长 19%，达到 6190 亿美元

的历史新高。

报告指出，2021 年，尽管新冠肺

炎疫情仍持续，但流入亚洲发展中经

济 体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连 续 3 年 增

长。中国是主要接受国，其次是中国

香港、新加坡、印度、阿联酋和印尼。

除南亚以外，亚洲其他大多数次区域

2021 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均呈现

上升趋势。

东 亚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增 长 了

16%，达到 3290 亿美元。在东亚发展

中经济体中，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表 现 突 出 ，在 2020 年 增 长 6% 之 后 ，

2021 年增长 21%，达到 1810 亿美元。

受到对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强劲投资

的推动，中国 2022 年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前景仍然乐观。中国国际项目融资

交易创下纪录，其中最大的项目是在

上 海 建 设 一 个 10 亿 美 元 的 数 据 中

心。流入中国香港的外国直接投资增

长 4%，达到 141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

为企业收益再投资。

东 南 亚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增 长

44%，达到 1750 亿美元。东南亚恢复

了其作为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及全球外

国直接投资增长重要引擎的作用，该

次区域大多数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都

有所增加。这一增长得益于对制造

业 、数 字 经 济 和 基 础 设 施 的 强 劲 投

资。受益于跨境并购和新建项目数量

激增，新加坡成为该次区域最大的外

国直接投资接受国。

西 亚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增 长 了

59%，达到 550 亿美元。西亚外国直接

投资的强劲增长主要是由跨境并购的

大幅增长推动的。阿联酋仍然是该次

区域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接受国，流

量稳定在 200 亿美元。沙特的流入量

增加了两倍多，达到 190 亿美元。得

益于石油和天然气资产项目债务再融

资 推 动 ，土 耳 其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增 加

60%，达到 130 亿美元。

南亚是唯一一个在 2021 年外国

直 接 投 资 流 入 量 下 降 的 亚 洲 次 区

域，其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26%至 520

亿美元。流入印度的资金在 2020 年

创纪录水平基础上下降了 30%，2021

年 降 至 450 亿 美 元 。 目 前 ，该 国 已

宣 布 了 108 项 新 的 国 际 项 目 融 资 交

易 ，其 中 项 目 数 量 最 多 的 是 可 再 生

能源。

中 亚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增 长 了

12%，达到 70 亿美元。哈萨克斯坦虽

然仍是中亚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

国 ，但 其 2021 年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下 降

14%至 32 亿美元，其中采掘业和运输

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均有所下降。乌兹

别 克 斯 坦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增 长 了

18%，达到 20 亿美元。土库曼斯坦的

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24%，达到 15 亿

美元。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目

标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增长。这

些行业的国际项目融资价值增长了

74%，达到 1210 亿美元。这主要得益

于可再生能源的吸引力增强，该领域

的项目价值增长了 123%。

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

长詹晓宁对经济日报记者说：“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

外国直接投资逆势而上，凸显出亚洲

发展中经济体的韧性。展望未来，大

型区域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推动跨境投

资，但地缘政治紧张等不利因素或增

加长期投资的不确定性。”

图为建设中的印尼日惹国际机场图为建设中的印尼日惹国际机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非 洲 绿 色 投 资 潜 力 巨 大
本报日内瓦讯（记者杨海泉）联

合 国 贸 发 会 议（UNCTAD）6 月 9 日

发布《2022 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

2021 年流入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

资达到创纪录的 830 亿美元。

报告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

了非洲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经历了 2020 年的下降之后，2021 年

非洲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反弹，

流量达到 2020 年的两倍多。尽管增

长强劲，但流向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

仅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 5.2%，但高

于 2020 年的 4.1%。

就次区域而言，南部非洲、东非

和西非的投资流量增加，中部非洲的

投资流量保持不变，北非的投资流量

下降。

2021 年，南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

资增长了近 10 倍，达到 420 亿美元。

这一强劲增长主要是由于南非的大型

企业重组。流向莫桑比克的投资增长

了 68%，达到 51 亿美元。对赞比亚的

投资在下降，减少了 4.57 亿美元。

西 非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增 长 48% ，

达到 140 亿美元。尼日利亚是西非

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其流

量 翻 了 一 番 ，达 到 48 亿 美 元 ，这 主

要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投资

复苏。该国的国际项目融资交易跃

升 至 70 亿 美 元 。 塞 内 加 尔 的 外 国

直接投资显著增长 21%，达到 22 亿

美元，其中该国宣布的绿地项目增

加了 27%。

东 非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增 加 了

35%，达 到 82 亿 美 元 。 埃 塞 俄 比 亚

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心枢纽

之 一 ，到 2021 年 ，其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流量增长 79%，达到 43 亿美元，该国

五分之四的国际项目融资涉及可再

生能源。乌干达的外国直接投资增

长 31%至 11 亿美元，坦桑尼亚的外

国 直 接 投 资 增 长 35% 至 9.22 亿 美

元，这两个国家宣布的新建项目增

加了两倍。

中非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去年基

本持平，为 94 亿美元。虽然流入中部

非洲的投资持平，但对刚果（金）的投

资保持积极趋势，外国直接投资增长

了 14%，达到 19 亿美元。刚果（布）的

投资流量下降 8%至 37 亿美元。

北 非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下 降 了

5%至 93 亿美元。埃及的外国直接投

资下降了 12%至 51 亿美元。尽管外

国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但埃及仍是非

洲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海

湾国家承诺在埃及的各个经济部门

投资约 220 亿美元，可能会促进流入

埃及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此外，去

年埃及宣布的新建项目增加了两倍

多，达到 56 亿美元。

非 洲 的 新 建 项 目 投 资 仍 然 较

低，但可再生能源项目增长。尽管

非洲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总体呈积

极趋势，但新建项目总额为 390 亿美

元，仅比 2020 年的 320 亿美元略有回

升，远低于 2019 年的 770 亿美元。同

时，非洲可再生能源的国际项目数

量攀升至 71 个，几乎是 2011 年 36 个

的两倍。

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

长詹晓宁对经济日报记者说：“从长远

看，非洲大陆在绿色和蓝色经济以及

基础设施方面拥有吸引国际投资的巨

大潜力。目前，其面临的重要挑战之

一是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加强非洲

吸收可持续发展项目投资的能力。”

图为莫桑比克工人在进行铁路轨道施工图为莫桑比克工人在进行铁路轨道施工。。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拉 美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显 著 反 弹
本报日内瓦讯（记者杨海泉）联合

国贸发会议（UNCTAD）6 月 9 日发布

《2022 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呈现

反弹，2021 年增长 56%，达到 1340 亿

美元。

报告说，2021 年流入该地区的外

国 直 接 投 资 达 到 1340 亿 美 元 ，高 于

2020 年的 880 亿美元。该地区只有少

数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疫情

暴发后进一步下降。2020 年，流入该

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45%，这

是当年发展中地区记录的外国直接投

资流量的最大降幅。2021 年的反弹

主要是由该地区公布的 317 个信息和

通信技术新建项目的创纪录数目推

动的，其项目数量与 2020 年相比增长

了 61%。

虽然该地区的 3 个次区域的外国

直接投资都有所增加，但由于疫情的

持续影响以及某种程度的政治不稳

定，少数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

下降。

2021 年，南美的外国直接投资增

长 74%，达到 880 亿美元。全球对大

宗商品和矿产的需求增加，有助于推

动南美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的强劲

增长。随着投资开始回流采矿和能

源部门，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

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在增加。南美最

大经济体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增长了 78%，达到 500 亿美元，受益行

业包括农业综合企业、汽车制造、电

子、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流入智利

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32%，达到 130

亿美元，这得益于投资者对大型收购

和对采矿项目重新燃起的兴趣。智利

的 国 际 项 目 融 资 交 易 数 量 增 长 了

80%。哥伦比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

了 26%，达到 90 亿美元，这得益于制

造业、运输、物流和通信服务的资金流

入。流向阿根廷和秘鲁的资金已恢复

到疫情前的水平。

中 美 洲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反 弹

30%至 420 亿美元。中美洲最大的经

济体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13%，达到 320 亿美元，使其成为仅次

于巴西的该地区次区域外国直接投资

第二大接受国。哥斯达黎加的外国直

接投资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危地马

拉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35

亿美元。

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

39%，达到 38 亿美元。加勒比经济体

外国直接投资反弹主要是由于流向多

米尼加的投资增加，该国是该次区域

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得益于

采矿、金融服务和经济特区外资流量

的 增 加 ，该 国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增 长 了

21%，达到 31 亿美元。

从部门和行业看，拉丁美洲和加

勒 比 地 区 的 跨 境 并 购 数 量 增 加 了

49%，达到 244 笔交易，但净销售额的

总 价 值 与 2020 年 相 比 几 乎 没 有 变

化。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和能源供应行

业的净销售额增幅最大，达到 12%。

新建投资项目增加了 16%，其中大部

分涉及汽车、信息通信技术以及采掘

业。已公布的国际项目融资交易的价

值翻了一番，超过疫情前水平，这些增

长主要是由交通基础设施、采矿和可

再生能源活动等大型项目推动的。

图为玻利维亚波托西的矿工图为玻利维亚波托西的矿工。。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联合国贸发会议 6 月 9 日发布的

《2022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等地的

外国直接投资在 2021 年均出现强劲

反弹，显示出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 后 ，发 展 中 国 家 普 遍 迎 来 经 济 复

苏。但是须看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复

苏前景存在显著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国际社会应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局

面，深化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实

现可持续复苏。

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利益交融，

人类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近

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平等现

象加剧，南北差距显著加大，导致大量

矛盾、冲突和治理失范问题，对包括发

达国家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负

面影响。同时，发展中国家具有庞大

的市场潜力，蕴含广阔的市场机遇，若

能更充分予以挖掘，将给投资者带来

丰厚回报，也将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

提供强大动能。因此，推动发展中国

家经济实现可持续复苏，促进世界经

济均衡发展，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有

很强的必要性。

为此，国际社会需从多方面协同

努力。

第一，进一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

的投资力度。例如，虽然非洲的外国

直接投资增长很快，但是仅占全球外

国直接投资的 5.2%，相比非洲丰富的

资源、庞大的人口和市场潜力，投资比

例仍需提升。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22 年世

界投资报告》显示，绿色能源在许多发

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投资热点。此类项

目不但市场潜力大，投资回报率高，还

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真正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能源转型方兴未艾，发展中国家

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市场潜力有待挖

掘。全球投资者应进一步强化绿色投

资，与发展中国家实现互惠共赢。

第 二 ，进 一 步 加 强 疫 情 防 控 合

作。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国际社

会应在防疫物资等方面强化对发展中

国家的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创造更

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第三，努力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

环境。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

剧，给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

大破坏，并严重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

性，波及了几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

了巨大影响。世界各国应劝和促谈，

帮助各方早日结束对抗，为发展中国

家营造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

第四，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尤其是

发达国家，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应充分

考虑对发展中国家的外溢效应。长期

以来，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经济结构

不合理、抗冲击能力弱、负债率偏高等

问题，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尤为敏感。

近段时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通胀水

平持续攀升，货币政策收紧力度显著

加大，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带来很

大不确定性。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水平再

度超出预期，市场预计美联储加息步

伐或将更加激进，由此导致全球流动

性收紧，可能引发融资成本上升、金融

环境紧缩、国际资本外流等问题，发展

中国家债务成本将大幅上升，获得新

信贷的难度也明显增加，经济复苏前

景或将遭遇巨大挑战。对此，国际社

会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推动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复苏
袁 勇

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前

景存在显著脆弱性和不确定

性，国际社会应通过进一步加

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

继续加强疫情防控合作、努力

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加

强宏观政策协调等方式深化

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实

现可持续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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