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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投资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要填补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融资的缺口，每年估

计需要5,000亿美元的国际公共资金和5,000亿美元的国际私人资金，其中大部

分将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

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勉强支撑着。全球和区域危机、贸易紧张局势和融资条件

收紧，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了寒蝉效应，2023年连续第二年低迷。全球外国直

接投资流动停滞在1.3万亿美元。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和基础设施新项目

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而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部门的新投资下降了10%
以上。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停滞不前和资金不足，严重阻碍了《2030年议程》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我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消除

障碍，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透明、合理化的投资环境。

本期《世界投资报告》表明，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毫无生气，并不是因为没

有投资政策的努力。投资便利化已成为国家政策和国际协定的一个鲜明特点。

数字政务解决方案在大量产生，帮助了投资者，加强了治理和体制。

但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由于高利率和地缘政治条件，资金并没有以足够的规

模流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倍努力。

我敦促所有决策者将大规模调动可持续资金作为重中之重。我们提出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刺激计划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切实可行的手段。我们呼吁改革并扩大

多边开发银行，目的正是大大增加私人投资的涌入。

我还鼓励政策制定者优先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治理，以确保资金流向可持续

发展目标。贸发会议关于用营商便利化和数字政务方便可持续投资的建议，可

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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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在全力应对全球和区域危机，而外国直接投资的脆弱平衡则悬于一线。

本期《世界投资报告》发出警告：投资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命脉，不仅是一项统计

数字，而且是发展中国家的生命线。它是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动力。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和相互关联的。地缘经济的碎片化正在重塑全球投资

格局。贸易网络正在分裂，监管环境正在分化，国际供应链正在重新配置。这

些转变既造成障碍，也带来孤立的机会，有些国家从全球价值链密集型制造业

的投资中受益，而另一些国家则难以参与全球经济。

然而总的来说，这些趋势正导致发展中世界眼中的国际投资格局进一步恶化。

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10%以上，发展中世界下降了7%。对基础设施

发展至关重要的国际项目融资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下降了26%。2024年的前

景仍然充满挑战，增长前景减弱，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

此外，《世界投资报告》披露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中的一次危机，2023年降幅

达到10%以上。2023年，农业食品系统以及水和卫生设施这两个部门的国际融

资项目少于2015年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时的数量。造成下降的原因是融资条件

收紧和可持续金融市场放缓，这突出表明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引导投资

转向真正有助于可持续未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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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通过可持续金融产品在全球资本市场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调动的

资金，虽然还在增长，但已在放缓。2023年，可持续债券的数量略有增长，而

可持续投资基金的新增流入量下降了60%。对漂绿行为的担忧正日益影响投资

者的需求。广而言之，需要采取政策行动，以减轻对可持续投资战略的抵触情

绪日益扩大的风险。世界需要一个强大而可信的可持续金融业，而且必须不遗

余力地加以巩固，以免晚之不及。

但我们行动的方式必须深思熟虑。政策制定者应注意国际可持续性报告标准的

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溢出效应。这些中小企业是实现包

容性增长、创造就业的引擎，恰恰是最需要可持续资金流的企业。然而，它们

可能难以满足更高的披露要求，从而可能影响其市场准入和对全球供应链的参

与。在提高透明度和避免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创造可

持续、具有包容性的投资环境至关重要。

在这一复杂背景下，《世界投资报告》突出了将投资便利化和数字政务作为吸引

和留住投资的工具的重要性。通过精简程序、提高透明度和利用在线单一窗口

等数字工具，我们可以促进更有利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此外，

报告强调，数字营商和投资便利化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解决办法，也是迈向推广

落实数字政务的垫脚石，可以解决治理和制度中往往阻碍投资、妨碍推进可持

续发展的深层缺陷。

投资便利化虽然至关重要，但并非是解决全球投资流动所面临挑战的灵丹妙药。

然而，它是营造有利于可持续投资的环境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先决条件。本报告

将投资便利化数字解决方案的扩散作为一个重点，表明《世界投资报告》始终决

心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即使在挑战重重的时代也是如此。

在我们应对21世纪的复杂局面时，《世界投资报告》提醒我们，投资不仅仅是资

本的流动；它也关系到人的潜力、环境管理以及持久追求一个更公平和可持续的

世界。让我们以新的决心拥抱这一愿景，同时要认识到今天所作的选择将塑造

留给后代的世界面貌。

贸发会议秘书长

蕾韦卡·格林斯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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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国直
接投资流量

制造业是
投资亮点

国际投资趋势

202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小幅下降2%，降至1.3万亿美元。通过少

数欧洲管道经济体的资金流动大幅波动，影响到了这一头条数字；排除

这些管道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比2022年下降10%以上。

2024年，全球国际投资环境依然充满挑战。疲软的增长前景、经济的

分裂趋势、贸易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产业政策和供应链的多样化，这

一切都在重塑外国直接投资的模式，导致一些多国企业对海外扩张采

取谨慎态度。然而，多国公司的利润水平仍然较高，融资条件正在放松，

2023年绿地项目公告增多将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全年似乎

可以实现适度增长。

2023年，国际项目融资和跨国并购尤其疲软。并购主要影响发达国家

的外国直接投资，其价值下降了46%。对基础设施投资较为重要的项目

融资下降了26%。融资条件收紧、投资者不确定性、金融市场波动以及

(就并购而言 )更严格的监管审查是下跌的主要原因。

绿地投资项目公告是一个亮点。项目数量增加了2%，增长集中在制造

业，打破了该部门长达十年的逐步下降趋势。此外，增长集中在发展

中国家，这些国家的项目数量增加了15%。发达国家的新项目公告数量

下降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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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键矿产
的外国直接
投资

发达国家2023年的趋势受到多国公司金融交易的强烈影响，部分原因

是对最大的多国公司实行最低税率。由于一些管道经济体的波动，欧

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从2022年的负1,060亿美元猛增至正160亿美

元。流向欧洲其他地区的资金下降了14%。流向其他发达国家的资金也

停滞不前，北美下降了5%，其他地区则大幅下降。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7%，为8,670亿美元，主要原

因是发展中亚洲下降了8%。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3%，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下降了1%。国际项目融资交易数量下降了四分之

一。发展中国家的绿地项目公告增加了1,000多个，但这些项目高度集

中；东南亚几乎占一半，西亚占四分之一，非洲略有增加，而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项目较少。

• 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23年下降了3%，降至530亿美元。

绿地项目公告包括几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公

告——毛里塔尼亚的绿氢项目。国际项目融资交易数量减少了四分

之一，价值减少了一半，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 发展中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8%，降至6,210亿美元。作为世

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中国的流入量出现了罕见的下降。

印度以及西亚和中亚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只有东南亚保持稳定。如

绿地公告所示，亚洲的工业投资仍然活跃，但全球项目融资下滑也

影响到该区域。

• 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流动下降了1%，为1,930亿美元。国际

项目融资和绿地投资公告的数量减少，但后者的价值有所增加，因

为在大宗商品部门和关键矿产以及可再生能源、绿氢和绿氨等领域

吸引到了大型项目。

• 流向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流向

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至310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

资流量的2.4%。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

资也有所增加。在所有这三类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仍然集中在少

数几个国家。国际项目融资对于最贫穷国家相对更为重要，这些国

家因而受到这种投资形式的全球衰退的影响更为严重。

产业趋势显示，对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部门的投资减少，但全球价值

链密集型制造业和关键矿产部门增长强劲。项目融资市场疲软对基础

设施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数字经济部门在2022年繁荣结束后继续放

缓。包括汽车、电子和机械等在内的全球价值链密集型行业增长强劲，

显示出供应链重组压力的影响。在关键矿产开采和加工领域，投资项

目数量和价值几乎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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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融资
衰退
抑制

可持续
发展投资

全球经济分裂趋势正在影响制造业多国企业的投资策略。100家最大的

非金融多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表明，2019年以来，制造业项目特别是战

略部门的制造业项目的地理分布已转向更靠近主要多国公司欧美母国

市场的地点。西亚、北非和中美洲正在成为制造业多国企业的战略要地。

2023年，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部门的国际投资有所下降。

绿地项目公告的增长，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电力和交通等领域的增长

推高了相关数量。就价值而言，由于用于基础设施部门较大项目的国

际项目融资下滑，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减少。农业食

品系统以及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项目数量低于2015年通过可持续发展

目标时的项目数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也分配不均。非洲以及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项目的占比低于

它们在所有项目中的占比。只有发展中亚洲才能吸引到高于平均水平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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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
投资便利化

投资政策趋势

2023年采取的投资政策措施数量比2022年减少了25%，但仍然符合五

年期平均水平。大多数措施 (72%)对投资者有利。有利措施 (自由化、

投资促进、便利化 )和不利措施 (对准入和经营的限制 )之间的总体平衡

没有变化。

发展中国家大多旨在促进和便利投资，而发达国家倾向于采取限制性

更强的措施。发展中国家86%的措施对投资者有利。发达国家57%的

措施不利于投资者。其中大多数是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实行的限

制。

投资便利化和激励措施是有利于投资者的主要措施类型，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便利化措施几乎达到有利措施的40%，占所有措

施的30%——创下了一个记录。就激励措施而言，服务部门和可再生能

源是2023年的主要重点。

2023年，各国对关键部门的外国投资仍然高度谨慎。实施或扩大外国

直接投资筛选机制占投资者不利措施的近一半。2023年又有4个国家实

施了外国直接投资筛选，预计2024年还会有数个国家实施。实施外国

直接投资筛选的国家现在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一半以上，占外

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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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国际投资协定涵盖
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未覆盖

新一代

老一代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 71%

65%

46%

131377

主要趋势：便利化和准入限制抬头

各类更不利措施

更有利于投资者的措施占比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43%

86%

68%

32%待遇和经营

准入限制

各类更有利措施 实施外国直接投资筛选的国家

39%

33%激励措施

14%

12%

2%

投资促进

自由化

其他

便利化

2014 2023

+141%

17

41

2023年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承诺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国际投资协定的覆盖面

2023年案件中的当事方 2023年案件：最多的行业

16

15保护

14

9

便利化

自由化

合作
75%
30%30%

25%
70%70%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被申请人 申请人

建筑业

油气、煤炭、采矿业

制造业

12

10

10

60602299

49%

16%16%

35%

发展中国家继续注重吸引投资

2023年的协定解决了新的投资治理问题，但老一代的问题依然存在，
增加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的风险

老一代协定覆盖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一半：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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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协定
改革进度：

的外资存量

外国直接投资限制也日益影响对外投资。过去十年来，对外投资政策

发生了变化，反映出可持续性和地缘政治考量在制定投资政策方面日

益重要。

2023年，各国和各区域缔结了29项新的国际投资协定。传统的双边投

资条约占新条约的不到一半；大多数是带有投资条款的广泛经济协定。

改革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努力仍在继续。新条约往往包含旨在保障监

管权的内容，而且越来越多地涵盖更广泛的问题，包括投资便利化。

世界贸易组织参与成员最近敲定的《投资便利化促进发展协定》可能进

一步推动这一趋势。

老一代国际投资协定存量的改革仍然缓慢。尚未改革的国际投资协定

仍然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约一半，使得各国面临更高的投资者

与国家争端解决案件的风险。发展中国家的占比约为三分之二，最不

发达国家接近四分之三。如今，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只占全球外国直

接投资存量的16%；迄今为止，改革努力对减轻投资者与国家争端的风

险影响有限，最贫穷国家尤其如此。

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案件总数达到1,332起，2023年启动了60项新

仲裁。大约70%的新增案件针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三个最不发达国家。

2023年案件中，建筑业、制造业和采掘业的国际投资者占一半以上。

贸发会议继续在促进国际投资协定改革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它在贸发

会议世界投资论坛期间启动了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多方利益攸关方平台，

以规划前行之路，实现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的投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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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排名

前 位
的公共
养恤基
金和主权财富
基金报告了可
持续性业绩

可持续融资趋势

可持续金融市场继续增长，但有明显的放缓迹象。2023年，包括债券

和基金在内的可持续投资产品的价值增长了20%，超过7万亿美元。不

过，这一涨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累计发行量和不断上升的估值推动的，

而且市场的某些板块步履维艰。

可持续债券表现出小幅增长。发行规模攀升3%，至8,720亿美元，市值

超过4万亿美元。绿色债券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其他领域的发行量，

尤其是社会债券，则有所下降。

可持续基金经历了强劲的逆风。尽管基金数量和资产价值持续增长，

但净流入量从2022年的1,610亿美元降至2023年的630亿美元。在主要

市场上，欧洲基金失去增长势头，美国基金出现了大量净流出，超过

整个基金市场的净流出。

“漂绿”对可持续发展基金市场构成最严峻的挑战。绿色基金对气候有

利型资产 (低碳资产减去化石燃料 )的平均净风险敞口仅为20%左右，

这些基金中不到5%没有石油和天然气资产。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系统

性努力来解决“漂绿”问题，包括明确界定产品标准，执行强有力的可

持续性披露，实施外部审计和第三方评级。

机构投资者在可持续性报告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存在重大差距。2023
年，在贸发会议监测的排名前100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共养恤基金中，

有58个报告了可持续性业绩，多于2022年的55个。只有四分之一的报

告基金使用了第三方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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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和标准正在激增；漂绿仍是一个挑战

证券交易所有助于推动
可持续性披露

可持续金融市场有所增长，但经济放缓的迹象持续存在

更多机构投资者2023年
报告可持续性业绩

可持续债券市场 可持续基金市场

可持续金融监管 可持续性披露

2023年全球发行量：8,720亿美元

2018 年以来累计发行量：4万亿美元

2022 2023

63

94

绿色债券社会

债券

可持续性债券

可持续性相关
债券

587

154

109

22

2023年市值：3万亿美元
+7%

净流入
(万亿美元)

-89%

2018 2019 2020

557

2021

161

2022

63

2023

58只公共养恤基金和主
权财富基金报告⋯⋯

 2023年可持续金融措施
增长50% 

发展中经济体：
采取了60%的新政策

59% 提供书面指导

31% 执行强制性规则

⋯⋯但只有17只瞄准减
少化石燃料投资和投资可再生能源

最大的
    只100 58

4242

17 个国家采取新的
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标准

漂绿：仅          的“绿色基金”20%
投资组合有气候有利型资产
风险敞口

66%

3%

12%
提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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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调整投资组合的速度不够快。大多数报告的基金都制定了

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不过，只有三分之一的基金设定了减少化石燃

料投资和投资可再生能源的目标。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都在加快可持续金融决策。2023年，

贸发会议追踪的35个经济体 (涵盖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 )推出了94项
新措施和举措，2022年为63项。政策措施主要涉及披露规则、新的国

家战略、框架和准则以及 (金融 )部门和特定产品要求。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可持续金融决策。2023年，它们约占新

政策措施的60%。这些措施大多集中在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或金融中

心。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利用可持续融资方面继续面临挑战，

表现为可持续投资流量持续低迷。

国际标准将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和欧洲

联盟发布的新披露标准以主要金融市场为目标，但将影响这些金融市

场以外的公司。参与这些市场中企业供应链的发展中国家公司将面临

更大的压力，必须达到更高的可持续性标准，合规可能成为市场准入

的先决条件。

一个关键的政策挑战是避免金融市场扩大对可持续投资战略的抵制，以

及广而言之对可持续性和披露要求的抵制。美国有17个州通过了立法，

禁止基金管理人在作出投资决定时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或禁

止各州与资产管理人订立合同将化石燃料等某些行业排除在投资组合

之外。对世界各地的公司而言，与可持续性报告相关的复杂性和合规

成本是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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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
营商便利化

投资便利化
和数字政务

投资便利化和数字政务

投资便利化已成为全世界投资政策制定者的头等大事。2016年出版贸

发会议《投资便利化全球行动菜单》以来，各国一直在谈判一项关于投

资便利化促进发展的国际协定，便利化已成为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和

投资协定的支柱，国家执行努力大幅增加。

营商和投资便利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发展和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的核心。使设立和经营企业更容易不仅吸引外国投资者，还改善本

地企业的商业环境，有助于中小微企业的正规化和增长。

便利化工作的核心是提供信息、保证规则和监管透明以及精简行政程

序。由于这些要素围绕着信息和程序展开，因此数字化对其有效实施

至关重要。

因此，营商和投资便利化带来了一波数字政务举措，包括信息门户和

在线单一窗口等。这些举措现在占贸发会议监测的国家投资政策措施

的很大一部分；现代国际投资协定也日益鼓励利用数字化落实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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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投资协定鼓励数字化 投资便利化政策措施日益数字化

2015–2016 2021–2023

36%

60%
+67%

2012–2015 2016–2019

64

3 89
2222

2020–2023

121

3434

非数字措施 数字措施

2016
发达经济体

2024

43 48

2016
发展中经济体

2024

82

124

数量 质量 (1–10)

4.6

6.5

4.8

5.8

2016
发达经济体

2024

12
28

2016
发展中经济体

2024

13

67

数量 质量 (1–10)

6.4

8.2

5.3

6.8

投资便利化门户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提升

信息门户 单一窗口

数字化具有广泛好处在线提供的三大企业服务

数字政务方案
较好的国家⋯⋯

外国直接
投资流入
量较大

+8%

企业登记

获得许可

机构质量
较高

业务创新率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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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
程序

其他营
商程序

拓宽数
字政务

近年来，数字便利化工具的数量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贸发会

议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用于企业和投资者注册的国家政府信息门

户的数量从2016年的82个增加到124个；发达国家从43个增加到48个。

在发展中国家，同期在线单一窗口的数量从13个增加到67个，这些窗

口允许网上办理多种手续；发达国家从12个增加到28个。门户网站的

质量也有所提高，最不发达国家的一些门户网站可与发达国家的门户

网站相媲美，这表明存在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数字平台的建设、维护和加强仍然存在挑战。尽管取得了进步，但信

息过时、门户关闭和“单一窗口包装”等问题依然存在。持续更新、所

有权明确和资源充足对于数字便利平台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技术支

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格外重要；最不发达国家评级最高的门户往往是通

过发展援助建立的。

数字政务工具可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平均而言，数字

营商和投资便利化门户网站的质量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按照贸发会议全

球企业注册倡议的评级方法 )，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就会增

加8%左右。这种影响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更广泛的投资环境改善的

部分结果。

数字营商和投资便利化也促进正规化和包容性。实施数字单一窗口的

国家的小企业注册显著增加。许多新企业由女性、年轻企业家和城市

中心之外的人口创立，这表明这些平台改善了获得服务的机会，即使

数字鸿沟巨大的国家也是如此。

各国政府应通盘考虑数字投资便利化，避免投资程序出现专门流程。

逐步统筹企业设立的所有强制程序，如企业登记、税务和社会保障以

及营业执照等，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确保国内外所有企

业无论大小都能受益。

数字营商和投资便利化可以成为拓宽实施数字政务的垫脚石。由于数

字政务解决方案的基本体系结构在诸多类型的服务中基本相同，因此

平台可以逐渐扩展到投资者进入和企业设立等核心强制程序之外。影

响企业经营的其他行政程序可能是针对具体部门的，或者涵盖从环境

到健康安全、劳工和社会问题等政策领域。

营商和投资便利化为发展数字政务提供了一条自下而上的途径。这种

方法从为企业提供基本服务 (通常是第一批实现数字化的政府服务 )开
始，逐步扩展到相邻的政策领域，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公共部门实体开始，

不一定依赖于重大的立法干预，成本相对较低，为用户增加即时价值，

也为政府增加创收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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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务应对
可持续发展投
资低迷的某些
症结

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宝贵的补充途径。当前

关于实施数字政务的指导意见倾向于自上而下，立足国家战略并依托

数字政务机关。虽然中央指导对于推动立法、提供预算支持以及发动

利益攸关方参与十分必要，但可能导致计划冗长复杂，对发展中国家

而言往往成本过高，难以推行。面向企业和投资者的在线单一窗口可

以快速增加价值且成本低廉，逐步扩大服务和机构的覆盖面。

拓宽实施数字政务是对投资政策的自然补充。仅仅依靠在线信息和简

化流程无法使众多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投资潜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投资者和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始终表明，治理和制度方面的缺陷是

吸引外国投资的一大挑战。数字政务可以提高透明度、增加效率并减

少腐败，有助于克服这些缺陷并支持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

贸发会议数字政务平台中的营商和投资便利化数字工具已在60多个国

家投入使用。展望未来，贸发会议将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并与其他国

际组织合作寻找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政务的效益，促进对可持

续和包容性发展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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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十亿美元)

区域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外国直接投资流出

2021 2022 2023 2021 2022 2023

全球  1 622  1 356  1 332  1 882 1 575  1 551

发达经济体   732   426   464  1 376  1 023  1 059

欧洲  179 -106   16   706   217   328

欧洲联盟   267 -85   59   620   170   183

欧洲其他地区 -88 -21 -42   86   47   145

北美   450   379   361   383   449   494

其他发达经济体   103   154   87   287   357   238

发展中经济体   890   930   867   506   552   491

非洲   82   54   53   5   9 0.1

亚洲   667   678   621   458   471   440

中亚   7   10   7   2 -2   1

东亚   334   315   286   290   286   279

南亚   53   58   36   18   16   14

东南亚   208   223   226   91   83   89

西亚   64   72   65   58   87   5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40   196   193   41   69   50

大洋洲 1.3 1.4 0.5 1.8 2.6 0.7 

最不发达国家   29   27   31 -0.4 1.4 1.2

内陆发达国家   20   24   24 2.0 -1.8 3.5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6   7   8 1.1 1.7 1.8

备忘录：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的占比

发达经济体   45.1   31.4   34.9   73.1   65.0   68.3

欧洲 11.0 -7.8   1.2   37.5   13.8   21.1

欧洲联盟   16.4 -6.3   4.4   32.9   10.8   11.8

欧洲其他地区 -5.4 -1.6 -3.2   4.6   3.0   9.4

北美   27.7   27.9   27.1  20.4   28.5   31.9

其他发达经济体   6.4   11.3   6.5   15.2   22.7   15.3

发展中经济体   54.9   68.6   65.1   26.9   35.0 31.7

非洲   5.1   4.0   4.0   0.3   0.6 0.004

亚洲   41.1   50.0   46.6   24.3   29.9   28.4

中亚   0.4   0.8   0.6   0.1 -0.1   0.1

东亚   20.6   23.2   21.5   15.4   18.2   18.0

南亚   3.2   4.2   2.7   0.9   1.0   0.9

东南亚   12.9   16.4   17.0   4.8   5.3   5.7

西亚   4.0   5.3   4.9   3.1   5.5   3.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8.6   14.4   14.5   2.2   4.4   3.2

大洋洲   0.1   0.1   0.03   0.1   0.2   0.05

最不发达国家   1.8   2.0   2.4 -0.02 0.1 0.1

内陆发达国家   1.2   1.7   1.8 0.1 -0.1 0.2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0.4   0.5   0.6 0.1 0.1 0.1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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