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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预计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将逆转  
 
日内瓦，2009 年 9 月 17 日――贸发会议《2009 年世界投资报告》1 显示，南亚、东亚和东南
亚未能避免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自 2008 年第四季度起，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减少。  
 
虽然如此，2008 年早先的势头使得该区域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17%，全年达到 2,980 亿美元
的最高记录。  
 
该报告副标题为《跨国公司、农业与发展》，已于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09 年第一季度该
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流入量比 2008 年同期下降了三分之一(如表所示)。  
 
该地区主要经济体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表现方面也有巨大差异：2008 年，中国的投资流入
达到历史最高点 (1,080 亿美元 )，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 (仅次于美国和法
国)。印度 2008 年的投资流入量为 420 亿美元，领军跨国公司对该国范围广泛的制造和服务
业的投资驱动了这类资金的流动。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强劲表现，甚至是在当前危机环

境下，促成了对该区域乃至整个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格局的重塑：这两个经济体占该区域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一半，以及全球投资流入量的十分之一。四个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有显著差异。大韩民国投资流入量高涨，香港 (中国 )的投资流入持续上
升，与此同时，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投资流入量却急剧减少。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外国直接投

资流入量略降。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内的其他几个东南亚国家则在危机局势下保持了外

国直接投资的增长。  
 

                                                
∗联系人：新闻办公室，+41 22 917 5828, unctadpress@unctad.org, http://www.unctad.org/press。 

1  《2009 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农业生产与发展》（WIR09）（出售品编号：E.09.II.D.15, ISBN: 978-

92-1-112775-1）可通过下列地址所列的联合国销售单位或许多国家的联合国销售代理获取。售价为 95美元（发展中国家的
居民有 50%的价格优惠，最不发达国家的居民有 75%的价格优惠）。上述价格包括书和光盘。欲单独购书或光盘，或咨询
批量购价的顾客，请与代销点联系。对欧洲、非洲和西亚国家的顾客，订购或查询地址为：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ales Section, 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传真： +41 22 917 0027，  电子邮件： 

unpubli@un.org；对美洲和东亚国家的顾客，订购或查询地址为：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Two UN Plaza, DC2-853, 

New York, N.Y. 10017, U.S.A，电话：1 212 963 8302 或 1 800 253 9646，传真： 1 212 963 3489，电子邮件： 

publications@un.org。互联网址： http://www.un.org/publications 。 

注    意  

报刊、广播电台或电子媒体不得在 2009 年 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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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 日晨 2 时 )

前引用或摘录本新闻稿和相关报告的内容。  

mailto:unctadpress@unctad.org
http://www.unctad.org/press
mailto:unpubli@un.org
mailto:publications@un.org
http://www.un.org/publications


UNCTAD/PRESS/PR/2009/047 
page 2 

2008 年，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 7%，达到 1,860 亿美元。亚洲公司争获海
外战略资产部分地促成了该区域流向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但是，由于全球危机

对亚洲跨国公司的不利影响，2009 年该区域对外直接投资输出放缓将不可避免的，尽管与世
界其他地区相比程度较轻。  
 
中国和印度已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来源：它们在该区域对外投资总量中的比重从 2007 年的
23%增长到 2008 年的 37%。特别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 2008 年飙升至 520 亿美元，比
2007 年上涨 132%。2009 年初，中国的投资输出还在继续增长。随着中国矿业和金属公司愈
发积极地获取海外资产，中国的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继续扩大。此外，在某些国家由危

机导致的汇率大幅波动以及股价下跌为这些公司提供了更多机会进行跨国兼并和收购。四个

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投资输出均有所减少：香港 (中国 )减少 2%，中国台湾减少 7%，大
韩民国减少 18%，新加坡则剧减 63%。2008 年，上述经济体的投资输出分别为 600 亿美元、
100 亿美元、130 亿美元和 90 亿美元。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受到危机重创，在该区域对外
直接投资中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不断降低。  
 
由于该地区经济严重依赖外部需求，因此，当全球经济出现好转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

将会回升。此外，亚洲国家正在制订更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政策和法律，这一总体趋

势将为外国公司在当地开展业务开辟更多的机会。中国、马来西亚、大韩民国和泰国等国家

在解决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后果方面的政府应对政策对于为经济增长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恢

复创造有利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国为保持经济增长而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中

包括 5,800 亿美元的整套刺激方案）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将有助于保持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并使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世界投资报告》及其数据库可登陆 http://www.unctad.org/wir 和 http://www.unctad. 
org/fdistatistics。 

 
表 1.  2008-2009 年按季度列出的南亚、东亚、东南亚  

和大洋洲选定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情况  
(百万美元) 

2008:Q1 2008:Q2 2008:Q3 2008:Q4 2009:Q1 2008:Q1 2008:Q2 2008:Q3 2008:Q4 2009:Q1
Cambodia  224  272  186  133  87  6  6  6  6  -
China a 27 414 24 974 21 986 18 022 21 777 .. .. .. .. ..
Hong Kong, China 19 588 14 806 11 097 17 513 11 792 12 381 25 084 6 938 15 518 4 558
India 14 197 11 891 8 782 6 684 6 256 .. .. .. .. ..
Indonesia 1 460 2 040 1 921 2 498 3 511 1 730 1 436 1 517 1 217  814
Korea, Republic of - 674 - 212 1 633 1 454 - 63 4 116 2 702 3 916 2 061 1 132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72  37  55  64  58 .. .. .. .. ..
Malaysia 1 045 5 342  256 1 410  828 1 973 4 448 5 774 1 864 - 130
Pakistan  983 2 104 1 117 1 234  691  5  36  5 - 11 - 6
Papua New Guinea  13 - 51  6  2  359  -  -  -  -  1
Philippines  266  434  555  265  44 - 6  77  102  64  52
Singapore 8 268 3 649 3 561 7 246 3 220 2 656  751 4 012 1 509 1 478
Solomon Islands  15  19  18  23  17  3  3  3  3  3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597 1 107  989 2 739  263 3 165 2 623 2 174 2 331  980
Thailand 2 959 2 230 2 545 2 357 2 324  541 1 215  186  893  573
Vanuatu  7  9  3  14  5  -  - - 1  -  -
Total 76 433 68 651 54 709 61 658 51 169 26 570 38 381 24 633 25 454 9 456

Country FDI inflows FDI outflows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农业与发展》，表二.8。 

a  数据不包括金融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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