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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在亚洲投资的前景转好 
 

跨国合并和盘购正在增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今天出版的 2000 年世界投资报告 跨界

合并和盘购及发展 1 认为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外资)2 内在的经济决定因

                                                 
1   2000 年世界投资报告 跨界合并和盘购及发展 出售品编号 E.00.II.D.20, 

ISBN92-1-112490-5)可按 49 美元的价格 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按 19 美元的特价从下列
地址获得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Sales Section, Palais des Nations,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 
传真 +41 22 917 0027, 电子函件 unpubli@un.org. 因特网 http://www.in.org/publications ; 或者,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Two UN Plaza, Room DC2-853, Dept. PRES, New York, N.Y. 10017, U.S.A. ,电话
+1 212 963 83 02 或+1 800 253 96 46 传真 +1 212 963 34 89 电子函件 publications@un.org. 预期
将到 2000年 12月发行一张该报告的光盘版  

2  外国直接投资 的定义是由一个居住在一个经济体的企业涉及对居住在另一个经济体的

实体进行管理控制的投资 直接外资涉及一种反映一个投资者在某个外国的持久利益的长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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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质量 该地区从经济危机复苏 以及目前正在广泛进行的自由化和重构的努

力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资前景是光明的  

 去年 跨国公司3  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亚 西亚和太平洋国家)的全

部直接外资流动(从上一年的 970 亿美元)显著增加到将近 1,060 亿美元 这种情

况与经过 1997-199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普遍预期的衰退相反  

 中国尽管去年下跌 8% 到 404 亿美元 但是它吸引直接外资的未来前景看

好 2000 年世界投资报告 说 鉴于中国预计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可以预期

它仍然是一个对直接外资有吸引力的地方 从长期来看尤其如此 1999 年的下跌

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放慢 以及由于在过去十年中投资过度 造成某些制造业

的生产能力过剩 周边国家的竞争力也有提高  

 去年 大韩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飙升以及对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的流入的

恢复不止补偿了中国直接外资的减少 在受到 1997-199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最严

重的五个国家里  菲律宾和泰国的流入减少了  而在马来西亚有增长 大韩民

国则翻了一倍 印度尼西亚继 1998 年撤销 3.5 亿美元的投资之后 又撤销了 33

亿美元的投资 平衡下来 全部五个国家/地区增长了 4%  达到 170 亿美元  

 大韩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采用了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政策 这项政

策造成由合并和盘购所驱动的外国直接投资更大的增长 韩国政府的公共部门的

改革和它在危机时刻急需资金的提供引起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而私有化成了吸引

外国投资者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去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达到 103 亿美元  (几乎

是 1998 年 52 亿美元总数的一倍 是 1997 年刚超过 30 亿美元的以前最高水平的

三倍以上)  

 对中国香港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在 1999 年从 150 亿美元增加到 230 亿美元

以上 在此同时 对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流入分别增加到 70 亿美元(1998 年是 55

亿美元)和 29 亿美元(1998 年是 2.22 亿美元)  

                                                 
3  跨国公司包括母公司及其国外子公司 母公司的定义是个控制在其所在国之外的一个或数

个国家的另一个实体或数个实体的资产的公司 控制的方法通常是拥有资本投机股本 在这方面

通常认为至少 10%的权益资本投机股本是资产控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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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合并和盘购在增加 

 跨界合并和盘购成了进入南亚 东亚和东南亚越来越重要的模式 在

1997-1999 年期间达到 200 亿美元的年平均额(与此相比 危机前的 1994-1996 年

期间平均为 70 亿美元) 最显著的增长发生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五个国家里

1998 年 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全部跨界合并和盘购中的份额跃升到 68%(与此相比

1996 年为 19%) 全部五个国家的跨界合并和盘购在 1999 年达到 150 亿美元的创

记录水平 单单大韩民国就占 90 亿美元 今年有可能达到高得多的总数  

 

1998 年和 1999 年向南亚 东亚和东南亚  

最前面 10 个收受投资的发展中经济体的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百万美元) 

经  济  体  1998 1999 

南亚 东亚和东南亚总额 87 158 96 148 

中  国 43 751 40 400 

中国香港 14 776 23 068 

大韩民国 5 215 10 340 

新加坡 5 493 6 984 

泰  国 7 449 6 078 

马来西亚 2 700 3 532 

中国台湾省 222 2 926 

印  度 2 635 2 168 

越  南 1 972 1 609 

菲律宾 1 752 737 
 

 以来源国分的跨界合并和盘购的分布有了重大的转变 按顺序排下来 美国

荷兰 新加坡和联合王国是金融危机期间最大的购买国 它们一起占 1998-1999

年期间五个受到金融危机的跨界合并和盘购交易总额的将近一半 它们超过了在

危机发生前的 1995-1996 年期间一马当先的马来西亚和德国 瑞士和法国的跨国

公司也加快了它们盘购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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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13% 到 32 亿美元 向印度这个唯一最大的

收受国的流入是 22 亿美元(1998 年是 26 亿美元) 向孟加拉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

入 在以前两年增长之后 (从 3.08 亿美元)下降到 1.5 亿美元 向巴基斯坦的流

入保持稳定 为 5 亿美元 2000 年世界投资报告 指出 从长远来看 这个

次区域有很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力 要实现这一点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

内和区域的稳定 以及自由化和经济改革的速度  

 向西亚(包括以色列)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继续上升的趋势 去年达到 90 亿美

元(1998 年是 80 亿美元) 1999 年单是沙特阿拉伯就占 48 亿美元(1998 年是 43

亿美元) 以色列居第二位 流入额为 23 亿美元(1998 年是 18.5 亿美元) 旅游

电气和电子工厂以及各种高科技政策产业尤其有吸引力  

 贸发会议报告说 这个区域最近在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方面的改善 加上向

外国投资者开放石油工业(特别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很可能意味着向这个地区

更多的流动  

 沙特阿拉伯与 12 个最大的石油公司谈判 在今后 20 年里发展价值达 1,000

亿美元的基础结构和气燃料项目 同样 科威特正在设法吸引国际石油公司投资

达 70 亿美元 在邻近与伊拉克的边界的地区开发油田  

 2000 年世界投资报告 指出 中亚失去了它在自由化和改革最初阶段所享

有的外国直接投资势头 对这个次区域的流入在 1997 年和 1998 年都略为超过 30

亿美元 去年则跌回 28 亿美元 石油投资在两个主要收受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

占主要地位 1999 年哈萨克斯坦占 16 亿美元(1998 年是 11.5 亿美元) 对阿塞拜

疆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去年下降到 6.9 亿美元(1998 年是 10 亿美元) 这些国家的

其他部门以及这个区域的其他 (非石油 )经济由于转型的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

库曼斯坦)以及经济前景萧条 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  

 经过 1996年和 1997年向太平洋岛屿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减少 最近两年的

数额有所增加(1999 年是 2.48 亿美元 1998 年是 2.31 亿美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由

于大规模开发矿藏和石油 占这个次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大部分(1999 年超

过 70%) 1999年 4月开放大型公司交易的证券市场可能吸引一些外国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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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流出 

 1999 年 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有了重大的复苏 总

数达到 370 亿美元 相比之下 上一年是 228 亿美元 但是 即便最近的数额也

大大低于 1997 年和 1998 年的创记录数字(分别为 474 亿美元和 519 亿美元) 中

国香港仍然是主要的外向投资者 它在对中国的投资中依旧位居第一 不过近几

年来的数额一直在下降 亚洲的跨国公司继续撤销投资 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

2000 年世界投资报告 指出 这种撤销投资不一定表示国外子公司的情况不佳

更可能是在公司改组和短期金融困难中发挥作用 甚至在这个区域的内部 大多

数亚洲的跨国公司都没有能够利用现有的资产 唯一是例外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

跨国公司 1999 年 这些公司的跨界合并和盘购数额达到 40 亿美元  

 贸发会议最近的(以外国拥有的资产计算)发展中国家 5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

名单中 占压倒多数的著名公司再一次都是亚洲的 排在最前面的 10 家公司中

有 7 家的总部设在亚洲 根据 1998 年的数据 大宇公司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

跨国公司中名列第二 在亚洲则是最大的 亚洲著名的公司中 在最大的 50 家

公司名单中进步最快的是马来西亚的 PETRONAS 公司 去年从第 18 位进到第  5

位 占据最大的亚洲跨国公司的行列的 大多是总部设在大韩民国 中国香港和

新加坡的公司  

 贸发会议最大的 50 家跨国公司的名单中 有 30 家是亚洲的公司 最大的 10

家公司中 有 7 家是这个区域的  

 



TAD/INF/xxxx 
Page 6 

1998 年以国外资产排列总部设在发展中  

国家的最大的 10 家跨国公司  

资产和销售额十亿美元  

 

名次  公    司  经济体  产   业  国外资产  国外销售额  国外雇员人数  

1 委内瑞拉石油  委内瑞拉  石油  7.9 11.0 6 026 

2 大宇  大韩民国  多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Jardine Matheson 中 国 香 港

和百慕大  
多种  6.0 7.9 不适用  

4 Cemex S.A. 墨西哥  建筑  5.6 2.3 9 745 

5 PETRONAS 马来西亚  石油  5.6 3.8 2 700 

6 Sappi Limited 南非  造纸  4.6 3.2 10 725 

7 和记黄埔  中国香港  多种  不适用  2.2 20 845 

8 第一太平洋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其他  4.0 2.5 15 063 

9 鲜京集团  大韩民国  多种  3.9 12.0 2 400 

10 Petrobras 巴西  石油  3.7 1.3 41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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