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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滑中恢复得

最快 
 
2010 年 7 月 22 日，日内瓦――贸发会议《2010 年世界投资报告》

1 指出，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外国

直接投资(外资)受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小，并率先摆脱下滑趋势。该区域外资的恢复情况强

于世界其他地区：早在 2009 年中期就已开始复苏，而且今年年初的回升势头加大。报告称，整个区

域的流入量将在 2010 年出现反弹，并可能在 2011 年继续增长。报告还指出，该区域的外资流出量预

计也会出现反弹。 
 
季度数据表明，外资流入量已经开始回升，预计速度将会加快(表 1)。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仍然是主

要的投资目的地：在流入量的恢复方面，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居于前列。报告

指出，该区域四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香港(中国)、大韩民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的外资复苏较

慢，而且较不明显。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外资流入量相比，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受危机的影响较小：

2009 年只下降了 17%，降至 2,330 亿美元。该区域相对强劲的表现协助改变了全球外资的格局：亚洲

的这一地区现在占全球外资总流量的五分之一。该区域接受外资最多的三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香

港(中国)和印度(图 1)――在外资流入量方面分别居世界第二、第四和第九位。 
 
跨国并购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 2009 年该区域外资流入量的总体下降。2009 年的并购销售总额

为 350 亿美元，比 2008 年减少 34%。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的跨国并购总额则骤降 44%。“绿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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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即跨国公司在外国从零开始创办新企业――的下降虽然不太明显，但也因某些项目被取消或推迟

而放慢了速度。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撤资行为，从而加速了投资的下滑。 
 
2009 年，该区域的投资流出量只减少了 8%，降至 1,530 亿美元。虽然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减少，但在

不断追求矿产资源和全球工业重组所带来的并购机会驱动下，中国的非金融直接投资流出量继续增

加。该地区主要的主权财富基金（特别是中国投资公司）仍在大量买入，尽管它们似已改变了投资重

点，从金融服务业转向了制造业和矿产资源。 
 
由于发达国家的投资减弱，区域内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强(如今已占到该区域外资存量总额的约一

半)。不断增长的区域内投资成为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循环利用”相对优势、转让技术和提高

竞争力的工具，有助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产业的次第升级。近年来，区域一体化加速了这一进

程：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纳入了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并为区域内更多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包括

诸如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等最不发达国家。 
 
2009 年，尽管实行了新的限制（例如禁止从事某些活动或收紧审批程序等），但该区域的大多数投资

政策措施仍以促进外国投资为目标。中国和印度等国往往是有选择地吸引外国投资，侧重于新兴行业

或高附加值行业。有些国家(如斯里兰卡和泰国)通过简化外汇管制，放宽了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条

件。 
 
 

《 世 界 投 资 报 告 》 及 其 数 据 库 可 以 在 以 下 网 址 网 上 查 阅 ： http://www.unctad.org/wir 、

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和 http://www.unctad.org/diae 

 

 

 
表 1 - 2009-2010 年按季度分列的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某些经济体的外资流量 

(百万美元) 
 

Economy 2009:Q1 2009:Q2 2009:Q3 2009:Q4 2010:Q1 2009:Q1 2009:Q2 2009:Q3 2009:Q4 2010:Q1
China a 21777 21232 20757 26266 23443 3700 8700 20470 10430 7520
Hong Kong, China 11842 5783 9395 21430 20398 4577 15204 12251 20240 -
Mongolia 74 44 135 185 151 4 3 3 -100 -3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260 484 1020 1039 1246 972 1294 1664 1938 2196
India 8011 8712 10738 7114 - 4825 2625 4209 3196 -
Pakistan 691 678 477 541 536 3 14 -36 5 16
Indonesia 1904 1447 987 540 2575 1451 1047 515 -64 636
Malaysia 735 223 1028 -605 1503 -93 1784 3747 2600 1142
Philippines 334 936 333 345 396 52 74 139 94 -
Singapore 2028 4561 4313 6066 8059 557 1393 2133 1961 3382
Thailand 1587 1253 1479 1633 1596 719 925 911 1280 507

FDI inflows FDI outlows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10 年世界投资报告》 
a 非金融领域的外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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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2008-2009 年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十大外资接受国和来源国 a 

(10 亿美元) 
流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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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10 年世界投资报告》。 

a 根据 2009 年外资流量的金额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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