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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发展中国家获得超过 5,000 亿美元的投资 

该地区获得全球投资流量最大的份额，占到 39% 

该地区拥有 4,000 多个经济特区－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三 

2019年 6月 12日，日内瓦－贸发会议《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18 年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

外国直接投资 (FDI)增长了 3.9%，达到 5,120 亿美元。 

增长主要发生在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以及印度和土耳

其。 

该地区继续获得全世界最多的 FDI，2018 年占全球总流入量的 39%，高于 2017 年 33%的水平。 

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这一地区经济前景良好，并且几个主要的经济体都在努力

改善投资环境，因此 2019 年该区域的 FDI 流入前景较为乐观。”。 

东亚 

2018 年，流入东亚的 FDI 增长了 4%，达到 2,800 亿美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接收国，流

入的 FDI 增长了 4%，达到 1,390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占世界总量的 10%以上。2018 年，外国投

资者在中国建立了 6 万多家新公司。 

流入(中国)香港的 FDI 增长了 4%，达到 1,160 亿美元，主要是在服务业。 

由于公司内部贷款大幅减少，对大韩民国的 FDI 下降了 19%，降至 140 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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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 

东南亚获得创纪录的投资水平，增长 3%，达到 1,490 亿美元。 

来自亚洲经济体的稳健投资和东盟内部的强劲投资支持了该次区域的 FDI 增长。 

增长主要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的强劲投资趋动。 

制造业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零售和批发贸易，包括数字经济，继续支撑该次区域的 FDI 流入。 

流向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一些国家的 FDI 下降。 

南亚 

流入南亚的 FDI 增长了 3.5%，达到 540 亿美元。 

作为该次区域最大的 FDI 接受国，印度的投资增长了 6%，达到 420 亿美元，其中制造业、通信、金

融服务和跨境并购活动获得强劲的 FDI 流入。 

流向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 FDI 达到创纪录水平，分别为 36 亿美元和 16 亿美元。巴基斯坦的投资下

降了 27%，减至 24 亿美元。 

西亚 

西亚的投资增长了 3%，达到 290 亿美元，扭转了几乎连续 10 年下降的趋势，其中土耳其和沙特阿拉

伯的投资增幅最大。 

但流入总量仍仅占 2008 年高峰时期 850 亿美元的三分之一，而且仍然不均衡。 

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这四个国家吸收了该次区域约 90%的 FDI。 

流出量下降 

亚洲对外投资下降 2.5%，减至 4,010 亿美元。 

该地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占 2018 年全球 FDI 流出量的 40%。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投资下降，中国对外投资已是连续第二年下降。 

东亚对外投资下降到 2,710 亿美元，东南亚(700 亿美元)和南亚(110 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基本不变。 

西亚对外直接投资从 2017 年的 390 亿美元增长到 2018 年 490 亿美元的最高值，主要是由于沙特阿拉

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土耳其的对外投资增长。 

大韩民国和泰国等一些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有所增加。 

2019 年前景适度乐观 

亚洲发展中地区的所有次区域预计都将获得更多的资金流入。该区域已宣布的绿地项目价值增长了一

倍，显示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潜力，从而支持这一前景。 

但是全球贸易紧张引发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投资者情绪。 

对外投资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双边合作预计将继续鼓励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

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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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全世界经济特区的最大份额 

在全世界 5,400 个经济特区中，有 4,000 多个位于亚洲发展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特区最多，超过 2,500 个。东南亚国家共有 700 多个。南亚拥有超过 450 个经济特区，西

亚的特区总数超过 200 个。 

中国在特区持续进行的政策试验，采取的投资便利化举措，以及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对金融和医疗保健

等行业外资所有权限制的放松，预计都将在今后吸引更多的投资。今后还会吸引投资进入。 

该地区其他经济体继续建立更多的经济特区。东南亚国家计划新增 200 个经济特区。 

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总共有 200 多个经济特区正在建设中。 

作为支持结构转型的工具，这些特区旨在吸引特定产业，如制造业、自然资源加工或技术密集型产业

和服务业，以支持各国的结构转型。 

印度、大韩民国、菲律宾和土耳其的重点是信息和技术特区，西亚则青睐服务业，东南亚大部分地区

在努力吸引各种类型的制造业。 

新经济特区的发展也推动了绿地投资活动，特别是在工业设施建设和发电方面，如印度尼西亚、泰国

和越南建设的特区。 

 

图 1 - 亚洲发展中地区：2017 和 2018 年各次区域 FDI 流入量 

(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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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亚洲发展中地区：2017 和 2018 年各次区域 FDI 流出量 

(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 

图 3 - 亚洲发展中地区：2019 年拥有经济特区数目最多的经济体 

(经济特区数目)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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