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注 意 

 

报刊、广播电台或电子媒体不得在 2015 年 6月 24 日格林尼

治时间 17时(纽约下午 1时，日内瓦 19时，德里 22 时 30

分，东京 2015 年 6月 25 日 2 时)前引用或摘录本新闻稿和相

关报告的内容。 

 
UNCTAD/PRESS/PR/2015/16* 

Original: English 
 

联合国报告说，2014 年，东亚和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 10% 
 

2015 年 6 月 24 日，日内瓦――根据贸发会议的 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
1
，2014 年，尽管经济增长放

缓，但流入东亚和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量增长了 10%，达到 3810 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从次

区域看，流入东亚的 FDI 上涨了 12%，达 2480 亿美元，流入东南亚的 FDI 则增长了 5%，为 1330 亿

美元。 
 
该报告说，2014 年，流入中国的 FDI 达 1290 亿美元，增长约 4%(图 1)。这主要得力于对服务业的

FDI 的增长，而在制造业，FDI 则有所下跌，尤其是在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敏感的行业。流入香港(中
国)的 FDI 上升了 39%，每年达 1030 亿美元。这种显著的增长是由股权投资的激增所推动的，而股权

投资的激增则是由于一些大规模的跨国并购，如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以 57 亿美元购买了屈臣氏有

限公司 25%的股份。 
 
新加坡是东南亚 FDI 流入量最大的国家，它的 FDI 流入量仅增长了 4%，为 680 亿美元，而东南亚其

他经济体的表现也有显著差异。印度尼西亚的流入量上升了 20%，约为 230 亿美元，是由股权投资显

著增加推动的。越南是外国公司在该次区域低成本生产的重要地点，它在 2014 年流入量增加了 3%，

为 92 亿美元。由于成本优势，追求效益的 FDI 增加了向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的

流量，有时通过大项目的带动，如已公布的泰光和 Huchems 集团(大韩民国)在缅甸达 6 亿美元的投

资。 
 
《报告》说，对基础设施的国际投资一直在上升，区域内 FDI 是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个主要驱动力。

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的连通，在许多参数方面都在提升。特别是，基础设施是区域连通性的主要组成部

分，尤其是在电力，电信，运输和水行业。然而，国家、次地区和部门之间基础设施连通性的发展一

直不平衡。最近，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采取新的举措，增加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整个区域(和跨

区域)的连接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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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说，多国企业是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因而有助于增强区域连通性。该区域一些主要经济体

的 FDI 存量数据表明，在有些经济体，外商基础设施投资的整体规模是非常大的。 
 
例如在东亚，到 2012 年年底，香港(中国)在运输，储存和电信部门的 FDI 存量已达到 330 亿美元。在

东南亚，在同一年同一个部门，新加坡和泰国的 FDI 存量分别为 370 亿美元和 150 亿美元。但是，

《报告》说，多国公司在该区域对基础设施的股权投资已经恢复强劲。2014 年，基础设施行业的跨

国并购值翻了近三倍，达到 170 亿美元。尽管宣布的绿地项目有所减少，但对基础设施的国际投资已

证明过去两年的显著增长。 
 
区域内 FDI 流量的增加，促进了对基础设施开发和连通性的国际投资。一般而言，区域内 FDI 的增

加，推动基础设施连通性的加紧，中国、香港(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投资和经营的最重

要来源之一。亚洲多国公司在基础设施行业的对外投资估计有 45%针对它们自己的区域。区域内项目

在跨国并购中所占的份额比绿地项目高得多(图 2)。 
 
该报告还指出，FDI 的数字一直未能充分反映多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连通的全部情况。更加完整的情

况是，多国公司通过非股权和混合形式，如建造-经营-转让等在该区域作出的贡献非常显著。在许多

情况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得到发展。 
 
基于建造－经营－转让以及其他特许权结构的一些项目已经利用了大量的外资，并推动了电力和运输

等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爱依斯全球电力公司(美国)与浦项电力公司(大韩民国)和中国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主要的主权财富基金)接成伙伴，在越南开发蒙阳二期电厂。由于与越南政府的建造

－经营－转让型协议，该项目将总计投资 14 亿美元，并可能在东道国为基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发

电项目做榜样。 
 
在运输方面，已经在东南亚国家签署了一些大项目或正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特许经营为基础进行计

划。比如在印度尼西亚，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项目，投资总额超过 10 亿美元，例

如包括西海岸高速公路特许经营和苏加诺－哈达铁路项目。 
 

图 1 - 东亚和东南亚前 10 名接收国，2013 年和 2014 年(10 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 
 



UNCTAD/PRESS/PR/2015/16 
Page 3 

 

图 2- 东亚和东南亚投资者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国际投资项目，项目价值和区域内项目的份额，2012-
2014 

(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  **  *** 

区域内项目 其他项目 

跨国并购 公布的绿地投资项目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跨国并购关于并购的数据库和金融时报有限公司，绿地投资项目的 FDI市场 

(www.fDimarkets.com)。 

说明： 百分比数字系指区域内项目份额的总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