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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序言

序言

获取能源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至关重要。但至今仍有数亿人生

活中没有电，去年这一数字几十年来首次出现上升。我们早就应该

为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提供安全、可靠、负担得起的能源。

然而，我们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至少晚了十年。因此，发展中国家

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至关重要，这往往是弥补能源缺口的最经济的方

法。尽管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全球的当务之急，但对能源基础设施

和能源效率的投资仍然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因此，《世界投资报告》可以在我们有生之年最重大的一场战役中 ( 即
将气温升幅控制在 1.5°C 的商定限度以内 ) 发挥重要作用。本报告通

过监测全球、区域和国家投资趋势和发展，分析哪些领域的投资已

步入正轨，哪些领域需要更多投资，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支持。

报告中的建议是促进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和投资的重要指南，而气

候融资和投资是应对气候危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今年的报告着重介绍了一些领域取得的进展，同时指出了跨境投资

流动中的政策空白和瓶颈。报告显示，2022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流量下降了 12%，为 1.3 万亿美元。最需要投资的脆弱国家最有可

能被落下。

最不发达国家近四分之三的能源投资依赖于外部资源。但这些国家

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可能需要支付比发达国家高出七倍的融资成本。

这尤其阻碍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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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呼吁采取可持续发展目标刺激措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

多价格可以承受的长期融资，使它们能够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作出大规模投资。作为刺激措施的一部分，多边开发

银行应转变其业务模式和风险承担方式，更好地利用自有资金，吸

引更多私人资金进入发展中国家。公共开发银行也应鼓励可扩展的

公私伙伴关系，帮助促进可持续转型。

如果私营部门不对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进行大规模投资，我们

就无法满足世界的能源需求，也无法保护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未来。

我推荐这份报告，并敦促政策制定者和手握决策权的人落实报告中

的建议。

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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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际投资前景极为黯淡，一连串的卫生危机、气候变化和经

济冲击接踵而至，给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通胀加剧、

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以及金融市场的动荡使许多投资计划在年初被搁

置。最终，国际投资流动确实受到了影响，但比预期的更具韧性。

虽然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12%，为 1.3 万亿美元，但降幅

有限，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略有增加，投资者在年底宣布了工业

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一些新项目。

然而，一切照常仍然不是件好事。全球投资格局的重大差异依然存在。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新兴经济体。流向

许多较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陷入停滞，而流向最不发达

国家的投资在本就很低的基础上又下降了 16%。同样，在部门层面，

一些部门出现强劲增长，例如为应对芯片短缺，半导体部门出现强

劲增长，而另一些对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建设至关重要的行业却表

现疲软。虽然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部门，特别是可再生能源部门，

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但另一些部门，例如水和卫生、农粮系统以

及卫生和教育部门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农粮系统对未来的粮食安

全至关重要，但如今对该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却低于 2015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通过时的水平。

去年的一大担忧是，随着能源价格上涨，许多国家大力推动能源安全，

从化石燃料投资转向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趋势可能会被逆转。到目前

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2022 年，采掘业的投

资项目数量和金额均保持稳定，而新增可再生能源项目数量创历史

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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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以来，国际社会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加了两倍。但是，

正如本报告所显示的，还需要更多投资。对可再生能源部门的跨境

投资增长在对该部门依赖度最低的经济体中最为强劲。在发展中地

区，这种投资的增速勉强超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总体

增速。自《巴黎协定》通过以来，有 30 多个发展中国家尚无任何大

型电站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国际投资项目。此外，虽然投资者对

可再生能源兴趣浓厚，但对能源转型所需的其他类型投资却关注甚

少。电网、储能和能效方面的投资需求远远超过对可再生能源发电

的投资需求。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源转型是众多争相登场的

政策优先事项之一。正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所

表明的那样，这些国家雄心勃勃。但正如本报告所述，与目标相关

的投资需求也很高，吸引投资的结构性障碍也很多。仅举几例：投

资者的资本成本是一大障碍，这就需要国际社会向各国提供更多的

去风险支持。将目标转化为能源转型投资计划和可盈利项目的能力

往往较差，这就需要在项目筹备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国际投

资协定可能会阻碍气候政策行动，这就需要对协定进行改革，使条

约更有利于促进和便利能源部门的投资。

挑战的规模是巨大的，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能源投资所需采取

的行动也种类繁多。绿色金融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增长 ( 可持续债券

在五年内增长了五倍 ) 表明，私人投资者有兴趣为减缓气候变化提

供资金。现在的任务是将这些资金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以支持转

型并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电力。本报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本报告的建议将在今年 10 月在阿布扎比举行的贸发会议世界投资论

坛上加以讨论。2023年世界投资论坛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之前举行，举办地点相同，它将为最高

层政策制定者和尽可能广泛的投资促进发展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平

台，将这些建议转化为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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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本报告提供的数据和见解，利益攸关方必须以战略思维对待投

资。前方的道路充满了挑战，鉴于报告所凸显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我们必须做出明智的决策。我们必须本着决心和智慧共同驾驭这一

局面，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世界。

贸发会议秘书长

蕾韦卡·格林斯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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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回落，但宣布的新项目呈现亮点

2022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12%，为 1.3 万亿美元。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资金流动和交易量减少。实际投资趋势更

为积极，大多数地区和部门宣布的新投资项目均有所增长。发展中

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略有增长，但增长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新

兴经济体。流向许多较小的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陷入停滞，流向最不

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下降。

行业趋势显示，基础设施和面临供应链重组压力的行业 ( 包括电子、

汽车和机械行业 ) 的投资项目数量不断增加。为应对全球芯片短缺，

宣布的五个最大的投资项目中，有三个是在半导体领域。数字经济

部门的投资在经历了 2020 年和 2021 年的热潮后有所放缓。

能源领域的投资项目数量保持稳定，暂时缓解了人们对能源危机导

致化石燃料投资下降趋势出现逆转的担忧。石油巨头正逐步将化石

燃料资产出售给对信息披露要求较低的私募股权公司和小型运营商，

这就需要新的交易模式来确保负责任的资产管理。

尽管可持续金融有所增长，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缺口

仍在扩大

2022 年，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部门的投资有

所增长。基础设施、能源、水卫 (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农粮

系统、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投资项目数量均有所增加。然而，与 2015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时相比，进展不大。

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时限已经过半，此时此刻对投资

需求的审查表明，发展中国家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部门的投资

缺口已从 2015 年的每年 2.5 万亿美元增至目前的每年 4 万多亿美元。

能源、水和运输基础设施部门的缺口最大。缺口扩大的原因是投资

不足和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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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缺口不断扩大，与全球资本市场

积极的可持续性趋势形成鲜明对比。2022 年，可持续金融市场的价

值达到 5.8 万亿美元。可持续基金实现净流入，而传统基金则出现净

流出。可持续债券的发行工作也在继续；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五倍。

市场的主要优先事项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并解决漂绿方面的

担忧。

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支持来吸引能源投资

自 2015 年《巴黎协定》通过以来，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国际投资增长

了近两倍。然而，这一增长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有 30 多个发展中

国家尚无任何大型电站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国际投资项目。资本成本

是发展中国家能源投资的一大障碍。引入国际投资者，与公共部门

和多边金融机构缔结合作关系，可大大降低资本成本。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设定了能源转型目标。其中

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国家将这些目标转化为了投资需求，只有少数几

个国家制定了所需的资产规格，以设计有针对性的促进机制并将可

盈利项目推向市场。为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了一般性的财政和

金融激励机制，但这些机制对促进能源转型投资的效果不佳。

必须大力扩大去风险支持，以降低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投资的资本

成本。应为投资规划和项目筹备工作提供更多技术援助。需要加快

改革国际投资协定，以扩大气候行动的政策空间，并加强关于促进

和便利化的规定。在本报告中，贸发会议提出了《为人人享有可持

续能源投资的全球行动契约》，并就国家和国际投资政策、全球和

区域伙伴关系、融资机制和资本市场参与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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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趋势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下行压力仍将持续

在经历了 2020 年的急剧下降和 2021 年的强劲反弹之后，全球外国

直接投资在 2022 年下降了 12%，为 1.3 万亿美元。投资放缓是由

乌克兰战争、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债务压力等全球多重危机造

成的。国际项目融资和跨境并购尤其受到融资条件收紧、利率上升

和资本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2022 年，国际项目融资交易额下降了

25%，跨境并购交易额下降了 4%。

2023 年，国际商业和跨境投资的全球环境依然充满挑战。尽管影响

2022 年投资趋势的经济阻力有所减弱，却并未消失。地缘政治局势

依然高度紧张。近期金融部门的动荡加剧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贸

发会议预计，2023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继续面临下行压力。2023
年第一季度的早期指标显示，国际项目融资和并购趋势疲软。

投资项目发展趋势呈现亮点

绿地投资趋势部分抵消了下行趋势。2022 年宣布的新项目数量增长

了 15%，2023 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也显示出韧性。因此，实际生产性

资产的国际投资趋势比总体数据所显示的更为积极。

事实上，2022 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发达经济体跨

国企业的金融交易减少，其中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37%，为 3,780
亿美元。新宣布的绿地项目数量和项目融资量增长了 5%。

在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4%，达到 9,160 亿美元，占全

球流量的 70% 以上，创历史新高。发展中国家新宣布的绿地项目数

量增长了 37%，国际项目融资交易量增长了 5%。这对工业和基础设

施的投资前景而言是一个积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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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并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几个

大型新兴经济体。许多较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陷入停滞。

• 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在 2021 年达到异常高的水平后，回落至

2019 年 450 亿美元的水平，但新宣布的绿地项目和国际项目融资

有所增加。

•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持平，为 6,620 亿美元，

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

• 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51%，达到

2,08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 流向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下降。

流向 46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16%，为 220 亿

美元，不到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 2%。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略有增长。

美利坚合众国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已宣布的绿地项目和国际项目

融资交易的最大资本输入国。对于绿地项目而言，其次是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英国 )、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德国，对

于项目融资交易而言，其次是印度、英国、西班牙和巴西 (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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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和2022年排名前20的资本输入经济体的外国
直接投资流入量(十亿美元)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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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大额交易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下降

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减少了 17%，为 1万亿美元。

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份额保持稳定，占全球流出量

的三分之二。

欧洲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总额从 2021 年的 5,730 亿美元降至 2,240
亿美元。德国跨国企业的投资额下降了 13%，但仍以 1,430 亿美元

的规模位居欧洲最大投资国和世界第四大投资国 ( 图 2)。

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增长了 7%，达到 3,730 亿美元。美国的跨

境并购交易增长了 21%，达到 2,73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在金额

超过 50 亿美元的 40 多笔全球交易中，有 15 笔源自美国。

从日本流出的资金增长了 10%，达到 1,610 亿美元，使日本成为世

界第二大投资国。主要是由于一笔交易，从澳大利亚流出的资金从

34 亿美元增至 1,170 亿美元。大韩民国的跨国企业继续以与 2021 年

类似的速度进行海外投资，金额达到 660 亿美元，已宣布的绿地项

目数量大幅增加。

发展中经济体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金额下降了 5%，为 4,590 亿

美元。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下降了 11%，但该地区仍然是重

要的投资来源地，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一。来自中国的外

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18%，为 1,470 亿美元。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

世界第三大投资国。中国跨国企业宣布的最大绿地项目涉及电池供

应链。

基础设施、全球价值链和芯片领域的投资活动增加

行业趋势显示，基础设施和全球价值链密集型行业的投资项目数量

不断增加，能源行业投资项目数量保持稳定，而数字经济部门的投

资项目数量有所减少。电子、汽车和机械等面临供应链重组压力的

全球价值链密集型行业的投资项目数量和金额都在增长。为应对全

球芯片短缺，在已宣布的五个最大的投资项目中，有三个是在半导

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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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和2022年排名前20的资本输出经济体的外国
直接投资流出量(十亿美元)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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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 外资占总资产、销售额和就业人数的

比例 ) 总体保持稳定。2022 年仍然延续了历年《世界投资报告》中

记录的海外销售额增速快于资产和就业增速的趋势。然而，前几年

这一趋势是由数字经济中的轻资产跨国企业推动的，而 2022 年这一

趋势是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能源价格上涨增加了石油和天然气、

大宗商品贸易和公用事业公司的收入。百强跨国企业的海外销售额

增长超过 10%，而海外资产价值略有下降。

2022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增加，但中期审查显示投资

缺口日益扩大

2022 年，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部门的国际投资活动大幅

增加。基础设施、能源、水卫、农粮系统、卫生和教育领域宣布的

新项目数量均有所增加。然而，增长并不平衡，部分可持续发展目

标部门进展缓慢；增长也极不均衡，最不发达国家出现了负增长趋

势；而且，由于 2023 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量预计将面临下行压力，增

长前景依然脆弱。

此外，在 2015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后的初期阶段，发展中国家可

持续发展目标部门的国际投资活动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目前

仍在追赶之中。从绿地项目数量和国际项目融资交易量来看，大多

数部门的投资活动自 2015 年以来增长有限；其中一个部门 ( 农粮系

统 )2022 年的投资活动甚至低于 2015 年 ( 表 1)。落实《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时限已经过半，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扩大可

持续发展目标部门的国际投资活动方面缺乏进展。

2022 年，发展中国家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绿地投资和国际

项目融资总额达到 4,710 亿美元，高于 2015 年的 2,900 亿美元。基

础设施 ( 包括运输基础设施、发电和配电 ) 和电信领域的国际投资项

目数量增长最快 ( 增长 26%)，其次是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 水卫 )
部门 ( 增长 20%)。

最不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趋势与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

对比。在最不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部门的跨境投资尚未从

COVID-19 疫情的冲击中恢复过来。自 2020 年以来，投资项目数量

和金额都在下降。2022 年，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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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投资项目数量占发展中国家组的份额从 2021 年的 6.4% 降至

2022 年的 5.1%，为历年最低。按金额计算，最不发达国家的份额下

降幅度甚至更大，从 2021 年的占比 12% 降至 2022 年的 5%。过去

两年，除可再生能源和水卫部门外，大多数部门的项目数量均显著

低于 2015 年。

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时限已经过半，此时此刻对发展

中国家投资需求的审查表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部门的投资

缺口已从《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前夕预估

的每年 2.5 万亿美元增至 2023 年的每年 4 万多亿美元。能源、水和

运输基础设施部门的缺口最大。缺口扩大的原因是投资不足和需求

增加。

表 1.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私人投资：2021-2022 年和
2015-2022 年项目数量变化 ( 百分比 )

2021–2022年 2015–2022年

运输基础设施、发电
和配电 ( 可再生能源
除外 )、电信

+26% +16%

所有来源的可再生能
源发电设施

+8% +21%

提供工业和家庭用水
和卫生设施

+20% +13%

农业生产和加工；化
肥、农药和其他化学
品；研发；技术

+6% -19%

医院设施、学校建筑
和其他提供服务的基
础设施

+8% +11%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注：包括已宣布的绿地投资和国际项目融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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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投资需要更广泛的增长

2022 年，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长放缓。已宣布的绿地投资增长了一倍，

但通常规模更大的国际项目融资交易却有所减少。自 2015 年以来，

可再生能源的国际投资活动增长了近两倍。然而，这一快速增长主

要局限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因为欧洲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在发展中地区，国际项目融资和绿地项目的增长要缓慢得多。其增

速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在能源投资需求特别高的最不发达

国家，可再生能源国际投资的增长始终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自2015年以来，最不发达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数量每年仅增长1%，

而经济增速几乎是这一数字的七倍 ( 图 3)。

可再生能源：2011-2022年发展中区域的国际投资
(项目数量)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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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金融时报fDi Markets(www.fdimarkets.com)和路孚特提供的项目

数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注： 增长率按2015-2022年的复合年增长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

计算。数据集包含国际推广的大型电站规模的发电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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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地区除了可再生能源国际投资增长相对缓慢外，国际项目融

资和跨境绿地项目也表现出相对较高的集中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

家。较大、较发达的经济体吸引了过多的项目。

在部门层面，除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外的投资项目数量也显著减少。

对电网和储能容量的国际投资在 2020 年后才开始加速，尽管此类投

资是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重要补充。

对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国际投资正在增长。2021 年和 2022 年新宣布

的关键矿产项目数量是过去十年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尽管起点较低，

太阳能和风能组件制造领域的投资项目也在增加。2022 年宣布的电

池制造项目的金额增加了两倍，超过 1,000 亿美元。大多数项目位于

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中心，但也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投资。

剥离化石燃料资产需要新的交易模式

尽管人们担心，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推动能源安全的努力会导致化石

燃料资产国际投资的下降趋势出现逆转，但化石燃料发电厂和采掘

业的投资项目数量仍保持稳定。( 在采掘业，石油和天然气巨头的绿

地投资有所增加，但项目融资有所减少 )。2020 年，对可再生能源

的投资金额超过了化石燃料，这一逐步转变的趋势预计将持续下去。

百强跨国公司中的能源公司正在以每年约 150 亿美元的速度剥离化

石燃料资产。剥离并不意味着油田、天然气厂和其他上游资产停止

运营。买方通常会争取使购买的化石燃料资产产生尽可能高的回报。

这通常意味着提高资产的整体生产力，包括推动增加产量或延长使

用寿命。买方主要有私募股权基金、业内规模较小的运营商和大宗

商品贸易商。一大担忧是，这些 ( 非上市 ) 私人买家往往没有减排目

标或减排目标较低，气候报告标准也比较薄弱。这就需要制定与气

候目标相一致的新交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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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趋势

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但投资活动呈上升趋势

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44%，为 450 亿美元，此前由于南

非的一笔公司内部金融交易，2021 年的数值奇高。如果不考虑这笔

交易的影响，则 2022 年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7%。北非

和东非的资金流入量有所上升；中部非洲、西非和南部非洲的流入

量有所下降 ( 图 4)。

非洲宣布的绿地项目金额几乎翻了两番，达到 1,950 亿美元，创历史

新高 (2021 年为 520 亿美元 )。项目数量也增加了 39%，达到 766 个。

金额增幅最大的行业是能源和天然气供应 ( 达到 1,200 亿美元 )、建

2021-2022年按次区域分列的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十亿美元)

图 4.

2021     2022

百分比

南部非洲 7
42

东非 9
8

+ 3

中非 6
6

西非 8
13

- 35

北非 15
10

非洲
45

80

 - 7

 + 58

 - 44

 - 84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数据库(https://unctad.org/fdi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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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业 (240 亿美元 ) 和采掘业 (210 亿美元 )。2022 年宣布的前 15 大

绿地项目中有 6 个在非洲。

相比之下，非洲的国际项目融资交易额下降了 47%(从 2021年的 1,400
亿美元降至 740 亿美元 )，尽管项目数量增加了 15%，达到 157 个。

可再生能源、采矿业和电力行业的交易额均有所下降。

迄今为止，欧洲投资者仍然是非洲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最大持有者，

英国 (600 亿美元 )、法国 (540 亿美元 ) 和荷兰 (540 亿美元 ) 排名前三。

流入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稳定；项目公告显示未来将

进一步增长

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前一年持平，为 6,620 亿美元

(图 5)。该地区是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占全球流入量的一半。

2021-2022年按次区域分列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
投资流入量(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图 5.

2021     2022

百分比

中亚 10
7

西亚 48
56

- 14

南亚 57
53

东南亚 223
213

+ 5

东亚 324
334

亚洲
发展中国家

662
662

 + 9

- 3

 0

 + 39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数据库(https://unctad.org/fdi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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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入仍然高度集中。2022 年，五个经济体 ( 依次为中国、新加坡、

中国香港、印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占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量的近 80%。

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 ( 东盟 ) 是最活跃的接受国，流入量分别增长

了 10% 和 5%，宣布的项目数量也有强劲增长。印度是绿地项目的

第三大资本输入国，也是国际项目融资交易的第二大资本输入国。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资本输入国，流入量也增长了 5%。

海湾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但宣布的项目数量增加了三分

之二。

该地区宣布的绿地项目数量和国际项目融资交易量分别增长了 45%
和 20%，表明国际投资活动十分活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激增，部分原因是

大宗商品价格高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51%，达到 2,080 亿

美元，创历史新高 ( 图 6)。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推高了采掘业

2021-2022年按次区域分列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图 6.

2021     2022

百分比

加勒比 4
3

中美 44
43

+ 5

南美 160
93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208
138

 + 53

 + 51

 + 73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数据库(https://unctad.org/fdi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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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子公司的再投资收益。该地区的项目增长较为温和，新宣布的

绿地项目增长了 14%，国际项目融资交易量有所减少。

南美洲大多数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均有所增加。巴西的外国直

接投资流量增加了三分之二，达到 860 亿美元，是有记录以来的第

二高值。再投资收益增加了一倍，新的投资活动也有所增加；已宣

布的绿地项目数量和国际项目融资交易量增长了近 30%。

流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资金也有所增加，新股本和再投资收益

均有所增长。在最大的接受国墨西哥，制造业的并购和绿地投资项

目数量均大幅增加。

流入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

下降

2022 年，流入 84 个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型经济体的资金下降了

4%，为 410 亿美元 ( 图 7)。流入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合计占全球总量的 3.2%，高于 2021 年的

2.9%。

2021-2022年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型经济体的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图 7.

2021     2022

百分比

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

8
6

内陆发展中国家 20
19

+ 6

最不发达国家 22
26

结构薄弱、
易受冲击的
小型经济体

41
43

 + 39

 - 4

 - 16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数据库(https://unctad.org/fdi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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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下降。资金流量仍然集中，

前五大接受国约占总量的 70%。虽然 2022 年最不发达国家宣布的绿

地项目数量和金额均有所增加，但仍低于十年平均水平，数量和金

额分别约为十年平均水平的一半和四分之一。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

项目融资交易量下降了 9%，金额下降了 68%，为 200 亿美元。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最不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速始

终落后于其他外部资金来源的增速。官方发展援助和汇款的增速要

高得多。尽管如此，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最不发达国家重要的外部

资金来源，对其可持续发展和毕业前景至关重要。

32 个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整体有所增长。已宣布的绿地

项目数量增长了 15%( 金额增加了两倍，达到 310 亿美元 )。采掘业

的增长尤为明显。国际项目融资交易量比 2021 年减少 19%。大多数

项目属于可再生能源项目，但也有其他行业的项目，包括电力、采

矿和工业房地产项目。

流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正

在复苏的旅游业的项目数量有所增加。



17概述

投资政策发展

投资政策制定活动激增

2022 年，66 个国家共出台了 146 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较

2021 年增加三分之一以上。有利于投资的措施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从 55 项增至 102 项，不利于投资的政策数量保持稳定。有利政策的

相对比例由此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 图 8)。

在有利于投资的措施中，有四分之三是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措施。其

中大部分是投资便利化举措，其次是投资激励措施以及向外国直接

投资开放新部门和新活动。自疫情以来，发达国家采取的有利于投

资的措施比例也首次显著增加 ( 增加 21%)。这些措施主要有投资便

利化举措以及对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气候相关投资的激励措施。

2013-2022年国家投资政策的变化(百分比)图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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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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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8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投资政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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