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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２０２２年ꎬ 有关地区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按照

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ꎬ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ꎬ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ꎬ

统筹发展和安全ꎬ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ꎬ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ꎬ 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ꎬ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ꎮ 受地缘政治紧张、 通货膨

胀、 金融不稳定因素增加等下行风险影响ꎬ 世界经济呈现复苏显著放缓态势ꎬ ２０２２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下降 １４ ꎬ 跨境并购规模大幅下降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１６３１ ２亿美元ꎬ 蝉联世界第二位ꎮ

　 　 　 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综述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以下简称流量) 为 １６３１ ２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８ ８ ꎮ 其中:

新增股权投资 ６１１ ３亿美元ꎬ 占 ３７ ５ ꎻ 当期收益再投资 ８０３ ８ 亿美元ꎬ 占 ４９ ３ ꎻ 新增债务工具

投资 ２１６ １亿美元ꎬ 占 １３ ２ ꎮ

３００



　 　 截至 ２０２２年底ꎬ 中国 ２ ９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 (境) 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① (以下简称

境外企业) ４ ６６万家ꎬ 分布在全球 １９０个国家 (地区)②ꎬ 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８ ４ 万亿美元ꎮ 对

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 (以下简称存量) ２７５４８ １ 亿美元ꎬ 其中: 股权投资 １４８４５ ６ 亿美元ꎬ 占

５３ ９ ꎻ 收益再投资 ９６２６ ４亿美元ꎬ 占 ３４ ９ ꎻ 债务工具投资 ３０７６ １亿美元ꎬ 占 １１ ２ ꎮ

表 １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存量分类构成情况

分类
流量 存量

金额 /亿美元 比重 / 金额 /亿美元 比重 / 
合　 计 １ ６３１ ２ １００ ０ ２７ ５４８ １ １００ ０

金融类 ２２１ ２ １３ ６ ３ ０３９ ０ １１ ０

非金融类 １ ４１０ ０ ８６ ４ ２４ ５０９ １ ８９ ０

注: １. 金融类指境内投资者直接投向境外金融企业的投资ꎻ 非金融类指境内投资者直接投向境外非金融企业

的投资ꎮ
２. ２０２２年非金融流量数据与商务部 ２０２２年快报数据 (１１６８ ５亿美元) 差异主要为收益再投资部分ꎮ

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２３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ꎬ ２０２２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１ ５万

亿美元ꎬ 年末存量 ３９ ９ 万亿美元ꎮ 以此为基数计算ꎬ ２０２２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

量、 存量的 １０ ９ 和 ６ ９ ꎬ 流量列全球国家 (地区) 排名的第二位ꎬ 存量列第三位ꎮ

图 １　 ２０２２年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 (地区) 流量对比

４００

①
②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指境内投资者直接拥有或控制 １０ 或以上股权、 投票权或其他等价利益的境外企业ꎮ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 (地区) 按境内投资者投资的首个目的地国家 (地区) 进行统计ꎮ



图 ２　 ２０２２年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 (地区) 存量对比

注: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其他国家 (地区)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

贸发会议 «２０２３世界投资报告»ꎮ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 ２２１ ２ 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１７ ５ ꎬ 其中对外货币金融

服务类 (原银行业) 直接投资 ９１亿美元ꎬ 占 ４１ １ 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３０３９亿美元ꎬ 其中对外货币金融服务类直接投资 １４５１

亿美元ꎬ 占 ４７ ７ ꎻ 保险业 ７５ 亿美元ꎬ 占 ２ ５ ꎻ 资本市场服务 (原证券业) ２０６ 亿美元ꎬ 占

６ ８ ꎻ 其他金融业 １３０７亿美元ꎬ 占 ４３ 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③共在美国、 日本、 英国等 ５１ 个国家 (地区) 开设 １０１ 家分行、

６９家附属机构ꎬ 员工总数达 ５ ３万人ꎬ 其中雇用外方员工 ４ ９ 万人ꎬ 占 ９２ ５ ꎮ ２０２２ 年末ꎬ 中国共

在境外设立保险机构 ２２家ꎮ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 １４１０ 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７ ３ ꎻ 对外投资带动货物

出口 １７４２亿美元ꎬ 占中国货物出口总值的 ４ ８ ꎻ 对外投资带动货物进口 ８２４亿美元ꎬ 占中国货物进

口总值的 ３ ꎻ 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３４７４０亿美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４ ４ 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对外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２４５０９ １亿美元ꎬ 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５ ３万亿美元ꎮ

５００

③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包括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ꎮ



图 ３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投资带动货物出口情况

２０２２年ꎬ 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家 (地区) 缴纳各种税金总额 ７５０ 亿美元ꎬ 增长 ３５ １ ꎻ 年末

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 ４１０ ８万人ꎬ 其中雇用外方员工 ２４９ ３万人ꎬ 增加 ９ ９万人ꎬ 占 ６０ ７ ꎮ

６００



　 　 　 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存量

表 ２　 中国建立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 以来历年统计结果

年份
流量 存量

金额 /亿美元 全球位次 比上年增长 / 金额 /亿美元 全球位次

２００２ ２７ ０ ２６ ２９９ ０ ２５

２００３ ２８ ５ ２１ ５ ６ ３３２ ０ ２５

２００４ ５５ ０ ２０ ９３ ０ ４４８ ０ ２７

２００５ １２２ ６ １７ １２２ ９ ５７２ ０ ２４

２００６ ２１１ ６ １３ ４３ ８ ９０６ ３ ２３

２００７ ２６５ １ １７ ２５ ３ １ １７９ １ ２２

２００８ ５５９ １ １２ １１０ ９ １ ８３９ ７ １８

２００９ ５６５ ３ ５ １ １ ２ ４５７ ５ １６

２０１０ ６８８ １ ５ ２１ ７ ３ １７２ １ １７

２０１１ ７４６ ５ ６ ８ ５ ４ ２４７ ８ １３

２０１２ ８７８ ０ ３ １７ ６ ５ ３１９ ４ １３

２０１３ １ ０７８ ４ ３ ２２ ８ ６ ６０４ ８ １１

２０１４ １ ２３１ ２ ３ １４ ２ ８ ８２６ ４ ８

２０１５ １ ４５６ ７ ２ １８ ３ １０ ９７８ ６ ８

２０１６ １ ９６１ ５ ２ ３４ ７ １３ ５７３ ９ ６

２０１７ １ ５８２ ９ ３ －１９ ３ １８ ０９０ ４ ２

２０１８ １ ４３０ ４ ２ －９ ６ １９ ８２２ ７ ３

２０１９ １ ３６９ １ ２ －４ ３ ２１ ９８８ ８ ３

２０２０ １ ５３７ １ １ １２ ３ ２５ ８０６ ６ ３

２０２１ １ ７８８ ２ ２ １６ ３ ２７ ８５１ ５ ３

２０２２ １ ６３１ ２ ２ －８ ８ ２７ ５４８ １ ３

注: 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数据为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数据ꎬ ２００６—２０２２年为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ꎮ
２. ２００６年同比为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比值ꎮ

７００



(一)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１. 流量蝉联全球第二ꎬ 占全球比重提升 ０ ４个百分点ꎮ

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２３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ꎬ ２０２２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１ ５万

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１４ ꎬ 其中发达经济体④对外直接投资 １ ０３ 万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１７ ２ ꎬ 占

全球流量的 ６９ １ ꎻ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投资 ４５８９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５ ４ ꎬ 占 ３０ ９ ꎮ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１６３１ ２ 亿美元ꎬ 与上年历史次高值相比ꎬ 下降 ８ ８ ꎬ 占全球

份额的 １０ ９ ꎬ 较上年提升 ０ ４个百分点ꎮ

图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份额情况

自 ２００３年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ꎬ 中国已连续 １１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

三ꎬ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凸显ꎮ ２０２２ 年流量是 ２００２ 年的 ６０ 倍ꎬ 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２２ ８ ꎮ 党的

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 １ ５１万亿美元ꎬ 相当于存量规模的 ５４ ９ ꎬ 连续七年占全球

份额超过一成ꎬ 在投资所在国家 (地区) 累计缴纳各种税金 ４４３２亿美元ꎬ 年均解决超过 ２００ 万个就

业岗位ꎬ 中国对外投资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ꎮ

８００

④ 包括欧盟、 欧洲其他国家、 加拿大、 美国、 澳大利亚、 百慕大群岛、 以色列、 日本、 韩国、 新西兰ꎮ



图 ５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注: 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ꎮ

图 ６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的位次

注: 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ꎮ

２. 受多重因素影响ꎬ 对外投资并购数量和规模有所下降ꎮ

２０２２年ꎬ 全球经济复杂多变ꎬ 外部环境不稳定、 不确定、 难预料因素增多ꎮ 中国对外投资并购

９００



实际交易总额 ２００ ６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３７ ꎮ 其中ꎬ 直接投资⑤ １５１ ９ 亿美元ꎬ 占并购总额的

７５ ７ ꎬ 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９ ３ ꎻ 境外融资 ４８ ７ 亿美元ꎬ 占并购总额的 ２４ ３ ꎮ 企

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 ４８３起ꎬ 涉及 ５６个国家 (地区)ꎮ

表 ３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情况

年份 并购金额 /亿美元 同比 / 比重 / 

２００４ ３０ ０ — ５４ ４

２００５ ６５ ０ １１６ ７ ５３ ０

２００６ ８２ ５ ２６ ９ ３９ ０

２００７ ６３ ０ －２３ ６ ２３ ８

２００８ ３０２ ０ ３７９ ４ ５４ ０

２００９ １９２ ０ －３６ ４ ３４ ０

２０１０ ２９７ ０ ５４ ７ ４３ ２

２０１１ ２７２ ０ －８ ４ ３６ ４

２０１２ ４３４ ０ ５９ ６ ３１ ４

２０１３ ５２９ ０ ２１ ９ ３１ ３

２０１４ ５６９ ０ ７ ６ ２６ ４

２０１５ ５４４ ４ －４ ３ ２５ ６

２０１６ １ ３５３ ３ １４８ ６ ４４ １

２０１７ １ １９６ ２ －１１ ６ ２１ １

２０１８ ７４２ ３ －３７ ９ ２１ ７

２０１９ ３４２ ８ －５３ ８ １２ ６

２０２０ ２８２ ０ －１７ ７ １０ ７

２０２１ ３１８ ３ １２ ９ １１ ４

２０２２ ２００ ６ －３７ ０ ９ ３

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并购金额包括境外融资部分ꎬ 比重为并购金额中直接投资占当年流量的比重ꎮ

０１０

⑤ 指境内投资者或其境外企业收购项目的款项来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资金、 境内银行贷款 (不包括境内投资者担

保的境外贷款)ꎮ



图 ７　 ２０２２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十大目的地 (按并购金额)

表 ４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投资并购行业构成

行业类别 数量 /起 金额 /亿美元 金额占比 / 

采矿业 ２０ ５４ ３ ２７ １

制造业 １１９ ４２ １ ２１ ０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０４ ２５ ７ １２ ８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１ １９ ４ ９ ７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３ １５ ８ ７ ９

农 /林 /牧 /渔业 ９ １５ １ ７ ５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８ ６ ７ ３ ３

金融业 ４ ５ ７ ２ 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２ ５ ７ ２ 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６ ３ ７ １ ８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３ ０ １ ５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６ １ ３ ０ 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１ １ ０ ０ ５

教育 ２ ０ ６ ０ ３

其他 ７ ０ ５ ０ ３

总计 ４８３ ２００ ６ １００ ０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涉及采矿业、 制造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 １７ 个行业大

类ꎮ 从并购金额上看ꎬ 采矿业 ５４ ３亿美元ꎬ 居首位ꎬ 涉及 ２０个项目ꎮ 制造业 ４２ １亿美元ꎬ 居次席ꎬ

涉及 １１９个项目ꎮ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５ ７亿美元ꎬ 居第三位ꎬ 涉及 １０４个项目ꎮ

１１０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分布在全球 ５６ 个国家 (地区)ꎬ 从并购金额看ꎬ 开曼群岛、 巴

西、 中国香港、 阿根廷、 英国、 新加坡、 英属维尔京群岛、 津巴布韦、 加拿大、 美国位列前十ꎮ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企业对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实施并购项目 １１８起ꎬ 并购金额 ５５ ２亿美元ꎬ 占并

购总额的 ２７ ５ ꎮ 其中ꎬ 阿根廷、 新加坡、 津巴布韦、 韩国、 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吸引中国企

业投资并购规模均超 ３亿美元ꎮ

３. 收益再投资占比近半ꎬ 股权投资较上年增长 １５ ꎮ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构成看ꎬ ２０２２ 年境外企业的经营情况良好ꎬ 七成企业盈利或持平ꎬ 当

年收益再投资 (即新增留存收益) ８０３ ８ 亿美元ꎬ 为历史次高值ꎬ 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的 ４９ ３ ꎮ

２０２２年ꎬ 股权投资较上年活跃ꎬ 当年新增股权 ６１１ ３亿美元ꎬ 增长 １５ ꎬ 占流量总额的 ３７ ５ ꎬ

较上年上升 ７ ８个百分点ꎻ 债务工具投资 (仅涉及对外非金融类企业) 为 ２１６ １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１８ １ ꎬ 占流量总额的 １３ ２ ꎮ

表 ５　 ２００６—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构成

年份 流量 /亿美元
新增股权 当期收益再投资 债务工具投资

金额 /亿美元 比重 / 金额 /亿美元 比重 / 金额 /亿美元 比重 / 

２００６ ２１１ ６ ５１ ７ ２４ ４ ６６ ５ ３１ ４ ９３ ４ ４４ ２

２００７ ２６５ １ ８６ ９ ３２ ８ ９７ ９ ３６ ９ ８０ ３ ３０ ３

２００８ ５５９ １ ２８３ ６ ５０ ７ ９８ ９ １７ ７ １７６ ６ ３１ ６

２００９ ５６５ ３ １７２ ５ ３０ ５ １６１ ３ ２８ ５ ２３１ ５ ４１ ０

２０１０ ６８８ １ ２０６ ４ ３０ ０ ２４０ １ ３４ ９ ２４１ ６ ３５ １

２０１１ ７４６ ５ ３１３ ８ ４２ ０ ２４４ ６ ３２ ８ １８８ １ ２５ ２

２０１２ ８７８ ０ ３１１ ４ ３５ ５ ２２４ ７ ２５ ６ ３４１ ９ ３８ ９

２０１３ １ ０７８ ４ ３０７ ３ ２８ ５ ３８３ ２ ３５ ５ ３８７ ９ ３６ ０

２０１４ １ ２３１ ２ ５５７ ３ ４５ ３ ４４４ ０ ３６ １ ２２９ ９ １８ ６

２０１５ １ ４５６ ７ ９６７ １ ６６ ４ ３７９ １ ２６ ０ １１０ ５ ７ ６

２０１６ １ ９６１ ５ １ １４１ ３ ５８ ２ ３０６ ６ １５ ６ ５１３ ６ ２６ ２

２０１７ １ ５８２ ９ ６７９ ９ ４２ ９ ６９６ ４ ４４ ０ ２０６ ６ １３ １

２０１８ １ ４３０ ４ ７０４ ０ ４９ ２ ４２５ ３ ２９ ７ ３０１ １ ２１ １

２０１９ １ ３６９ ２ ４８３ ５ ３５ ３ ６０６ ３ ４４ ３ ２７９ ４ ２０ ４

２０２０ １ ５３７ １ ６３０ ３ ４１ ０ ７１６ ４ ４６ ６ １９０ ４ １２ ４

２０２１ １ ７８８ ２ ５３１ ５ ２９ ７ ９９３ ０ ５５ ５ ２６３ ７ １４ ８

２０２２ １ ６３１ ２ ６１１ ３ ３７ ５ ８０３ ８ ４９ ３ ２１６ １ １３ ２

２１０



图 ８　 ２００６—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构成情况

４. 投资领域广泛ꎬ 六大领域投资占近九成ꎮ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 １８ 个行业大类ꎬ 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 制

造、 金融、 批发和零售、 采矿、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均超过百亿美元ꎮ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保持首位ꎬ 制造业由上年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ꎮ

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 ４３４ ８ 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１１ ９ ꎬ 占当年流量总额的 ２６ ７ ꎮ

投资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 英属维尔京群岛、 澳大利亚、 开曼群岛等国家 (地区)ꎮ

流向制造业的投资 ２７１ ５亿美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 ꎬ 占 １６ ６ ꎮ 投资主要流向专用设备制造、 汽

车制造、 其他制造、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金属制品、 医药制造、 非金属矿物制品、 橡

胶和塑料制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通用设备制造、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 纺织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等ꎮ 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的

投资 １４６ １亿美元ꎬ 增长 ３ ５ ꎬ 占制造业投资的 ５３ ８ ꎮ

流向金融业的投资 ２２１ ２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１７ ５ ꎬ 占 １３ ６ ꎮ ２０２２ 年ꎬ 中国金融业境内投

资者对境外金融类企业的直接投资 ２２２ ７亿美元ꎬ 中国非金融业境内投资者投向境外金融企业的投资

－１ ５亿美元ꎮ

流向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 ２１１ ７ 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２４ ８ ꎬ 占 １３ ꎮ 主要流向中国香港、 新

３１０



加坡、 英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 荷兰、 英国、 中国澳门、 瑞典、 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家 /地区ꎮ

流向采矿业的投资 １５１亿美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７９ ５ ꎬ 占 ９ ３ ꎮ

流向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 １５０ ４亿美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２３ ꎬ 占 ９ ２ ꎮ

上述六领域合计投资 １４４０ ６亿美元ꎬ 占当年流量的 ８８ ３ ꎮ

此外ꎬ ２０２２年流向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４ ５ 亿美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２４ １ ꎬ

占 ３ ３ ꎮ

流向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投资 ４８ ２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４ ９ ꎬ 占 ３ ꎮ

流向房地产业的投资 ２２ １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４６ １ ꎬ 占 １ ４ ꎮ

流向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 １６ ９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６７ １ ꎬ 占 １ ꎮ

流向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的投资 １５ ３亿美元ꎬ 是上年的 １７倍ꎬ 占 ０ ９ ꎮ

流向建筑业的投资 １４ ５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６８ ６ ꎬ 占 ０ ９ ꎮ

流向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投资 ６ ８亿美元ꎬ 占 ０ ４ ꎮ

流向农 /林 /牧 /渔业的投资 ５ １亿美元ꎬ 占 ０ ３ ꎮ

表 ６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行业分布情况

行业 流量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 比重 / 
合计 １ ６３１ ２ －８ ８ １００ 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３４ ８ －１１ ９ ２６ ７

制造业 ２７１ ５ １ ０ １６ ６

金融业 ２２１ ２ －１７ ５ １３ 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１１ ７ －２４ ８ １３ ０

采矿业 １５１ ０ ７９ ５ ９ ３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５０ ４ ２３ ０ ９ ２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４ ５ ２４ １ ３ ３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４８ ２ －４ ９ ３ ０

房地产业 ２２ １ －４６ １ １ ４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６ ９ －６７ １ １ ０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５ ３ １ ６００ ０ ０ ９

建筑业 １４ ５ －６８ ６ ０ ９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６ ８ －６２ ４ ０ ４

农 /林 /牧 /渔业 ５ １ －４５ ２ ０ ３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２ ９ －１４ ７ ０ ２

教育 ２ ４ ７００ ０ ０ １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８ －１８ ２ ０ 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０ １ －９６ ３ —

４１０



５. 超七成投资流向亚洲地区ꎬ 对北美洲、 大洋洲投资快速增长ꎮ

２０２２年ꎬ 流向亚洲的投资 １２４２ ８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３ 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７６ ２ ꎬ

较上年提升 ４ ６ 个百分点ꎮ 其中对中国香港的投资 ９７５ ３ 亿美元ꎬ 下降 ３ ６ ꎬ 占对亚洲投资的

７８ ５ ꎻ 对东盟 １０国的投资 １８６ ５亿美元ꎬ 下降 ５ ５ ꎬ 占对亚洲投资的 １５ ꎮ

流向北美洲的投资 ７２ ７亿美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０ ５ 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４ ５ ꎮ 其中

对美国投资 ７２ ９亿美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３０ ６ ꎻ 加拿大 １ ５亿美元ꎬ 增长 ８３ ９ ꎻ 百慕大群岛－１ ７亿

美元ꎮ

流向大洋洲的投资 ３０ ７亿美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４４ ８ 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１ ９ ꎮ 投资

主要流向澳大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新西兰等国ꎮ

流向拉丁美洲的投资 １６３ ５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３７ ５ 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１０ ꎮ 投

资主要流向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墨西哥、 秘鲁、 巴西、 智利、 巴拿马等国家 (地区)ꎮ

流向欧洲的投资 １０３ ４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４ ９ 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６ ３ ꎮ 投资主

要流向卢森堡、 英国、 德国、 瑞典、 意大利、 匈牙利、 俄罗斯联邦、 塞尔维亚、 瑞士、 波兰、 格鲁吉

亚等国ꎮ

流向非洲的投资 １８ １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６３ ７ 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１ １ ꎮ 投资主

要流向南非、 尼日尔、 刚果 (金)、 埃及、 科特迪瓦、 赞比亚、 厄立特里亚、 尼日利亚、 乌干达、 毛

里求斯、 加纳、 津巴布韦等国ꎮ

表 ７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区构成情况

洲别 金额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 比重 / 

亚　 　 洲 １ ２４２ ８ －３ ０ ７６ ２

欧　 　 洲 １０３ ４ －４ ９ ６ ３

非　 　 洲 １８ １ －６３ ７ １ １

北 美 洲 ７２ ７ １０ ５ ４ ５

拉丁美洲 １６３ ５ －３７ ５ １０ ０

大 洋 洲 ３０ ７ ４４ ８ １ ９

合　 　 计 １ ６３１ ２ －８ ８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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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二十位的国家 (地区)

序号 国家 (地区) 流量 /亿美元 占总额比重 / 

１ 中国香港 ９７５ ３ ５９ ８

２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９１ ２ ５ ６

３ 新 加 坡 ８３ ０ ５ １

４ 美　 　 国 ７２ ９ ４ ５

５ 开曼群岛 ５７ ６ ３ ５

６ 印度尼西亚 ４５ ５ ２ ８

７ 卢 森 堡 ３２ ５ ２ ０

８ 英　 　 国 ２８ ２ １ ７

９ 澳大利亚 ２７ ９ １ ７

１０ 中国澳门 ２１ ３ １ ３

１１ 德　 　 国 １９ ８ １ ２

１２ 瑞　 　 典 １８ ５ １ １

１３ 越　 　 南 １７ ０ １ ０

１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１６ １ １ ０

１５ 马来西亚 １６ １ １ ０

１６ 泰　 　 国 １２ ７ ０ ８

１７ 土 耳 其 ７ ５ ０ ５

１８ 南　 　 非 ６ ８ ０ ４

１９ 柬 埔 寨 ６ ３ ０ ４

２０ 尼 日 尔 ５ ７ ０ ３

合　 　 计 １ ５６１ ９ ９５ ７

　
６. 中央企业和单位投资降幅较大ꎬ 地方企业占比提升 ３ ３个百分点ꎮ

２０２２年ꎬ 中央企业和单位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 ５４９ ５ 亿美元ꎬ 占非金融类流量的 ３９ ꎬ

比上年下降 １４ ５ ꎮ 地方企业 ８６０ ５ 亿美元ꎬ 下降 １ ９ ꎬ 占 ６１ ꎬ 较上年提升 ３ ３ 个百分点ꎮ 其

中ꎬ 东部地区 ６６５ ５ 亿美元ꎬ 占地方投资流量的 ７７ ３ ꎬ 下降 ７ ３ ꎻ 中部地区 ９３ ８ 亿美元ꎬ 占

１０ ９ ꎬ 下降 ６ ５ ꎻ 西部地区 ９３ ５ 亿美元ꎬ 占 １０ ９ ꎬ 增长 １０７ ３ ꎻ 东北三省 ７ ７ 亿美元ꎬ 占

０ ９ ꎬ 下降 ４４ １ ꎮ 浙江、 广东、 上海、 山东、 北京、 江苏、 天津、 四川、 江西、 河北列地方对外

直接投资流量前十位ꎬ 合计 ６７８ ６ 亿美元ꎬ 占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７８ ８ ꎮ 深圳市对外直接投

资流量 ５８ ４亿美元ꎬ 列计划单列市之首ꎬ 占广东省的 ５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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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２０２２年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按区域分布情况

地区 流量 /亿美元 比重 / 比上年增长 / 

东部地区 ６６５ ５ ７７ ３ －７ ３

中部地区 ９３ ８ １０ ９ －６ ５

西部地区 ９３ ５ １０ ９ １０７ ３

东北三省 ７ ７ ０ ９ －４４ １

合　 　 计 ８６０ ５ １００ ０ －１ ９

注: １. 东部地区包括: 北京、 天津、 河北、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和海南ꎮ
２.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ꎮ
３.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ꎮ
４. 东北三省包括黑龙江、 吉林、 辽宁ꎮ

表 １０　 ２０２２年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十位的省市

序号 省市名称 流量 /亿美元 占地方比重 / 

１ 浙江省 １５２ ８ １７ ７

２ 广东省 １１６ ７ １３ ６

３ 上海市 １０６ ６ １２ ４

４ 山东省 ６４ ６ ７ ５

５ 北京市 ６０ ０ ７ ０

６ 江苏省 ５７ ６ ６ ７

７ 天津市 ３３ １ ３ ８

８ 四川省 ３１ ６ ３ ７

９ 江西省 ２８ ０ ３ ２

１０ 河北省 ２７ ６ ３ ２

合　 计 ６７８ ６ ７８ ８

７. 非公有经济控股主体对外投资增长 １ ５ ꎬ 占非金融类流量过半ꎮ

２０２２年ꎬ 在中国对外非金融类投资流量中ꎬ 非公有经济控股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 ７０９ ４ 亿美

元ꎬ 增长 １ ５ ꎬ 占 ５０ ３ ꎬ 较上年提升 ４ ３ 个百分点ꎻ 公有经济控股对外投资 ７００ ６ 亿美元ꎬ 占

４９ ７ ꎬ 下降 １４ ７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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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所有制构成占比

(二)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１. 在全球的位置和比重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２７５４８ １ 亿美元ꎬ 较上年末减少 ３０３ ４ 亿美元⑥ꎬ 是 ２００２ 年

末存量的 ９２ １倍ꎬ 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０ ４ 提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６ ９ ꎬ

排名由第 ２５位攀升至第 ３位ꎬ 仅次于美国 (８万亿美元)、 荷兰 (３ ２万亿美元)ꎮ 从存量规模上看ꎬ

中国与美国差距仍然较大ꎬ 仅相当于美国的 ３４ 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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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联合国贸发会议 «２０２３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ꎬ ２０２２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较上年末减少 ２ ８ 万亿美元ꎬ 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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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情况

图 １１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全球的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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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２０２２年末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上万亿美元的国家 (地区)

位次 国家 (地区) ２０２２年末存量 /亿美元 占全球比重 / 

１ 美　 　 国 ８０ ４８１ ２０ ２

２ 荷　 　 兰 ３２ ４９４ ８ ２

３ 中　 　 国 ２７ ５４８ ６ ９

４ 英　 　 国 ２２ ０３１ ５ ５

５ 中国香港 ２０ ５４６ ５ ２

６ 加 拿 大 ２０ ３３０ ５ １

７ 日　 　 本 １９ ４８６ ４ ９

８ 德　 　 国 １９ ２９０ ４ ８

９ 卢 森 堡 １６ ２６５ ４ １

１０ 新 加 坡 １５ ９５４ ４ ０

１１ 法　 　 国 １４ ８９８ ３ ７

１２ 瑞　 　 士 １３ ５１９ ３ ４

１３ 爱 尔 兰 １１ ８４４ ３ ０

合　 　 计 ３１４ ６８６ ７９ ０

注: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其他国家 (地区)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

«２０２３世界投资报告»ꎮ 　

图 １２　 ２０２２年末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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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家 (地区) 分布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全球的 １９０个国家 (地区)ꎬ 占全球国家 (地区) 总数

的 ８１ ５ 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在亚洲的投资存量为 １８３１８ ６ 亿美元ꎬ 占 ６６ ５ ꎬ 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 新加

坡、 印度尼西亚、 中国澳门、 马来西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越南、 泰国等国家 (地区)ꎻ 中国香港

占亚洲存量的 ８６ ７ ꎮ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为 ５９６１ ５亿美元ꎬ 占 ２１ ６ ꎬ 主要分布在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巴西、 秘鲁、 阿根廷、 墨西哥、 巴哈马、 智利、 巴拿马、 牙买加、 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等国家 (地区)ꎮ

其中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合计存量 ５７８７ ９亿美元ꎬ 占对拉美地区投资存量的 ９７ １ ꎮ

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存量为 １４１０ ７亿美元ꎬ 占 ５ １ ꎬ 主要分布在荷兰、 卢森堡、 英国、 瑞典、 德

国、 俄罗斯联邦、 瑞士、 法国、 意大利、 爱尔兰、 西班牙、 格鲁吉亚等国家ꎮ ２０２２ 年末ꎬ 在中东欧

１７国的投资存量为 ３４ ９亿美元ꎬ 占对欧投资的 ２ ５ ꎮ

中国在北美洲的投资存量为 １０３４ ９亿美元ꎬ 占 ３ ８ ꎬ 主要分布在美国、 加拿大ꎮ

中国在大洋洲的投资存量为 ４１３ ４亿美元ꎬ 占 １ ５ ꎬ 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 巴布亚新

几内亚、 萨摩亚、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斐济等国家ꎮ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存量为 ４０９ 亿美元ꎬ 占 １ ５ ꎬ 主要分布在南非、 刚果 (金)、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赞比亚、 安哥拉、 尼日尔、 肯尼亚、 阿尔及利亚、 津巴布韦、 毛里求斯、 坦桑尼亚、 埃

及、 莫桑比克、 加纳等国家ꎮ

图 １３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地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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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九成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ꎮ ２０２２ 年末ꎬ 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

存量为 ２４５６５ 亿美元ꎬ 占 ８９ ２ ꎬ 其中中国香港 １５８８６ ７ 亿美元ꎬ 占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存量的

６４ ７ ꎻ 东盟 １５４６ ６亿美元ꎬ 占 ６ ３ 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在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２９８３ １ 亿美元ꎬ 占 １０ ８ ꎮ 其中欧盟 １０１１ ９

亿美元ꎬ 占在发达经济体投资存量的 ３３ ９ ꎻ 美国 ７９１ ７ 亿美元ꎬ 占 ２６ ５ ꎻ 澳大利亚 ３５７ ９ 亿美

元ꎬ 占 １２ ꎻ 英国 １９３ ５亿美元ꎬ 占 ６ ５ ꎻ 加拿大 １３３ １亿美元ꎬ 占 ４ ５ ꎻ 百慕大群岛 １１０ １亿美

元ꎬ 占 ３ ７ ꎻ 俄罗斯联邦 ９９亿美元ꎬ 占 ３ ３ ꎻ 瑞士 ８２ ７ 亿美元ꎬ 占 ２ ８ ꎻ 韩国 ６６ ７ 亿美元ꎬ 占

２ ３ ꎻ 日本 ５０ ８亿美元ꎬ 占 １ ７ ꎻ 以色列 ３３ ９亿美元ꎬ 占 １ １ ꎻ 新西兰 ２６ ９亿美元ꎬ 占 ０ ９ ꎮ

表 １２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在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存量情况

经济体名称 存量 /亿美元 比重 / 

欧　 　 盟 １ ０１１ ９ ３３ ９

美　 　 国 ７９１ ７ ２６ ５

澳大利亚 ３５７ ９ １２ ０

英　 　 国 １９３ ５ ６ ５

加 拿 大 １３３ １ ４ ５

百慕大群岛 １１０ １ ３ ７

俄罗斯联邦 ９９ ０ ３ ３

瑞　 　 士 ８２ ７ ２ ８

韩　 　 国 ６６ ７ ２ ３

日　 　 本 ５０ ８ １ ７

以 色 列 ３３ ９ １ １

新 西 兰 ２６ ９ ０ ９

其他国家 (地区) ２４ ９ ０ ８

合　 　 计 ２ ９８３ １ １００ ０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二十位的国家 (地区) 合计达到 ２５７９０ ９ 亿美元ꎬ 占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９３ ６ ꎮ 分别是: 中国香港、 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美国、 新加坡、 澳

大利亚、 荷兰、 印度尼西亚、 卢森堡、 英国、 瑞典、 德国、 加拿大、 中国澳门、 马来西亚、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越南、 百慕大群岛、 泰国、 俄罗斯联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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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对经济体直接投资存量构成

表 １３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二十位的国家 (地区)

序号 国家 (地区) 存量 /亿美元 比重 / 
１ 中国香港 １５８８６ ７ ５７ ７

２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３６７２ ８ １３ ３

３ 开曼群岛 ２１１５ １ ７ ７

４ 美国 ７９１ ７ ２ ９

５ 新加坡 ７３４ ５ ２ ７

６ 澳大利亚 ３５７ ９ １ ３

７ 荷兰 ２８３ ０ １ ０

８ 印度尼西亚 ２４７ ２ ０ ９

９ 卢森堡 ２０５ ５ ０ ７

１０ 英国 １９３ ５ ０ ７

１１ 瑞典 １８６ ７ ０ ７

１２ 德国 １８５ ５ ０ ７

１３ 加拿大 １３３ １ ０ ５

１４ 中国澳门 １２６ ９ ０ ５

１５ 马来西亚 １２０ ５ ０ ４

１６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１１８ ８ ０ ４

１７ 越南 １１６ ６ ０ ４

１８ 百慕大群岛 １１０ １ ０ ４

１９ 泰国 １０５ ７ ０ ４

２０ 俄罗斯联邦 ９９ ０ ０ ３

合　 　 计 ２５７９０ ９ ９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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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行业分布

(１)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ꎬ 存量规模上千亿美元的行业有

６个ꎮ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 １０７３７ ４亿美元高居榜首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３９ ꎮ 其包括以投

资控股为主的对外投资活动ꎬ 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 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新加坡、 澳大利

亚、 美国、 英国、 卢森堡等国家 (地区)ꎮ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６１５ ９亿美元ꎬ 位列第二ꎬ 占 １３ １ ꎮ

金融业 ３０３９亿美元ꎬ 占 １１ ꎮ

图 １５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对外金融业投资存量构成

制造业 ２６８０亿美元ꎬ 占 ９ ７ ꎬ 主要分布在汽车制造、 计算机 /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专用

设备制造、 其他制造、 医药制造、 非金属矿物制品等领域ꎮ 其中汽车制造业存量 ６３１ ８亿美元ꎬ 占制

造业投资存量的 ２３ ６ ꎮ

采矿业 ２１０１ ３亿美元ꎬ 占 ７ ６ ꎬ 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有色金属矿采选、 黑色金属

矿采选、 煤炭开采和洗选等领域ꎮ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３８４ ９ 亿美元ꎬ 占 ５ ꎬ 是中国自然人对外投资较为集中的

领域ꎮ

以上六个行业存量合计 ２３５５８ ６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８５ ５ ꎮ 其他主要行业分

布情况: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９６８ ４亿美元ꎬ 占 ３ ５ ꎬ 主要分布在水上运输、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

航空运输、 管道运输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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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 ８８０ ３亿美元ꎬ 占 ３ ２ ꎮ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４８ 亿美元ꎬ 占 ２ ꎬ 主要为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

投资ꎮ

图 １６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行业分布

建筑业 ５１２亿美元ꎬ 占 １ ９ ꎬ 主要为土木工程、 房屋建筑、 建筑安装、 建筑装饰 /装修和其他

建筑业的投资ꎮ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４４５ ６ 亿美元ꎬ 占 １ ６ ꎬ 主要为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专业技术服务、

研究和试验发展等ꎮ

农 /林 /牧 /渔业 １８７ １亿美元ꎬ 占 ０ ７ ꎬ 主要为农 /林 /牧 /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农业、 林业的

投资ꎮ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４１ ５ 亿美元ꎬ 占 ０ ５ ꎬ 主要为其他服务业以及居民服务业的

投资ꎮ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１２ １亿美元ꎬ 占 ０ ４ ꎮ

教育 ９３ ８亿美元ꎬ 占 ０ 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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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和餐饮业 ３８ ３亿美元ꎬ 占 ０ ２ ꎮ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３ ４亿美元ꎬ 占 ０ １ ꎮ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９ １亿美元ꎬ 占 ０ １ ꎮ

从不同地区的行业分布情况看ꎬ 中国对各地区直接投资的行业高度集中ꎮ

图 １７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行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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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４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对各洲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

地区 行业名称 存量 /亿美元 占比 / 

亚洲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 ７８６ １ ４２ 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２ ７２８ ４ １４ ９
金融业 ２ ０９５ ７ １１ ４
制造业 １ ３６１ ３ ７ ４
采矿业 １ １９９ ２ ６ ６
小计 １５ １７０ ７ ８２ ８

非洲

建筑业 １３６ ２ ３３ ３
采矿业 ９７ ２ ２３ ８
制造业 ５０ ６ １２ ４
金融业 ４４ ０ １０ 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１ ６ ５ ３
小计 ３４９ ６ ８５ ５

欧洲

制造业 ４７９ １ ３４ ０
金融业 ２１８ ２ １５ ５
采矿业 ２１０ １ １４ 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３７ ８ ９ ７
房地产业 ７４ ８ ５ ３
小计 １ １２０ ０ ７９ ４

拉丁美洲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 ６３７ １ ４４ ２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３６ ９ １４ 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２１ ８ １２ １
制造业 ４７７ ４ ８ ０
金融业 ４４３ ４ ７ ５
小计 ５ １１６ ６ ８５ ８

北美洲

制造业 ２８６ ６ ２７ ７
采矿业 １９６ ７ １９ ０
金融业 １９６ ６ １９ 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８０ ６ ７ 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２ ６ ７ ０
小计 ８３３ １ ８０ ５

大洋洲

采矿业 １７４ ４ ４２ ２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４ １ １７ ９
金融业 ４１ ２ １０ ０
房地产业 ２８ ４ ６ ８
制造业 ２５ ０ ６ １
小计 ３４３ １ ８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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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按三次产业分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八成集中在第三产业 (即服务业)ꎬ 金额为 ２１６３６ ９亿美

元ꎬ 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 批发和零售、 金融、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交通运输 /仓

储和邮政、 房地产等领域ꎮ 第二产业 ５７９３ ５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２１ ꎬ 其中制造业

(不含金属制品 /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２６７８ ２亿美元ꎬ 占第二产业的 ４６ ２ ꎻ 采矿业 (不含开采辅助

活动) ２０５５ ２亿美元ꎬ 占 ３５ ５ 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４８亿美元ꎬ 占 ９ ５ ꎻ 建筑

业 ５１２亿美元ꎬ 占 ８ ８ ꎮ 第一产业 (农 /林 /牧 /渔业ꎬ 但不含农 /林 /牧 /渔服务业) １１７ ７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０ ４ ꎮ

图 １８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按三次产业分类构成

４. 按境内投资者工商行政管理注册类型分类

２０２２年末ꎬ 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２４５０９ １ 亿美元存量中ꎬ 国有企业占 ５２ ４ ꎻ 非国有企业

占 ４７ ６ ꎬ 其中股份有限公司占 １１ ꎬ 有限责任公司占 １０ ２ ꎬ 私营企业占 ６ ８ ꎬ 个体经营占

４ ７ ꎬ 外商投资企业占 ３ ꎬ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１ ７ ꎬ 股份合作企业占 ０ ４ ꎬ 集体企业占

０ ４ ꎬ 其他占 ９ 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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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按境内投资者注册类型分布情况

图 ２０　 ２００６—２０２２年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存量占比情况

５. 省市分布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９３２８ ８ 亿美元ꎬ 占全国非金融类存量的

３８ １ ꎮ 其中ꎬ 东部地区 ７６１６ ４ 亿美元ꎬ 占 ８１ ６ ꎻ 西部地区 ７７８ ９ 亿美元ꎬ 占 ８ ４ ꎻ 中部地区

７４１亿美元ꎬ 占 ７ ９ ꎻ 东北三省 １９２ ５亿美元ꎬ 占 ２ １ ꎮ 广东省以 １７９９ ９ 亿美元的存量位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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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之首ꎬ 其次为上海市 １６２７ ４亿美元ꎬ 其后依次为浙江、 北京、 山东、 江苏、 天津、

福建、 安徽、 河南等ꎮ 在 ５个计划单列市中ꎬ 深圳市以 １０４２ ２ 亿美元位列第一ꎬ 占广东省对外直接

投资存量的 ５７ ９ ꎻ 宁波市以 ２９４ ６亿美元位列第二ꎬ 占浙江省存量的 ２８ ７ ꎮ

表 １５　 ２０２２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十位的省市

序号 省市 存量 /亿美元

１ 广东省 １ ７９９ ９

２ 上海市 １ ６２７ ４

３ 浙江省 １ ０２８ １

４ 北京市 １ ０１５ ４

５ 山东省 ６９９ ２

６ 江苏省 ６３６ ２

７ 天津市 ２６１ ０

８ 福建省 ２５８ １

９ 安徽省 １９８ ６

１０ 河南省 １８４ ２

合计 (占地方存量的 ８２ ６ ) ７ ７０８ １

图 ２１　 ２０２２年末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地区比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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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直接投资

表 １６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主要经济体投资情况表

经济体名称
流量 存量

金额 /亿美元 比上年 / 比重 / 金额 /亿美元 比重 

中国香港 ９７５ ３ －３ ６ ５９ ８ １５ ８８６ ７ ５７ ６

东　 　 盟 １８６ ５ －５ ５ １１ ４ １ ５４６ ６ ５ ６

欧　 　 盟 ６９ ０ －１２ ２ ４ ２ １ ０１１ ９ ３ ７

美　 　 国 ７２ ９ ３０ ６ ４ ５ ７９１ ７ ２ ９

澳大利亚 ２７ ９ ４４ ９ １ ７ ３５７ ９ １ ３

合　 　 计 １ ３３１ ６ －２ ３ ８１ ６ １９ ５９４ ８ ７１ １

(一) 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的投资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的投资流量 ９７５ ３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３ ６ ꎬ 占当年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总额的 ５９ ８ ꎬ 占对亚洲投资流量近八成ꎮ

从流量行业构成情况看ꎬ 投资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５４ ８ 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５ １ ꎬ 占

３６ ４ ꎬ 排名第一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３５ ８亿美元ꎬ 下降 ３７ ８ ꎬ 占 １３ ９ ꎬ 位居次席ꎻ 交通运输 /仓

储和邮政业 １２１ ８ 亿美元ꎬ 增长 ３７ ５ ꎬ 占 １２ ５ ꎻ 采矿业 １１９ ５ 亿美元ꎬ 增长 １９１ ６ ꎬ 占

１２ ３ ꎻ 制造业 ７８ ４亿美元ꎬ 增长 ２５ ８ ꎬ 占 ８ ꎻ 金融业 ７３ ４ 亿美元ꎬ 下降 ４４ ４ ꎬ 占 ７ ５ ꎻ

房地产业 １９ ２亿美元ꎬ 下降 ５３ ８ ꎬ 占 ２ 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内地共在中国香港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 １ ５万家ꎬ 年末投资存量为 １５８８６ ７亿美

元ꎬ 占中国内地对境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一半以上ꎬ 占对亚洲投资存量的 ８６ ７ ꎮ 从存量的主要行业

构成看ꎬ 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５３２ ６亿美元ꎬ 占 ４７ ４ 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４１９ １亿美元ꎬ 占

１５ ２ ꎻ 金融业 １８０５ ７亿美元ꎬ 占 １１ ４ ꎻ 采矿业 ９９５亿美元ꎬ 占 ６ ３ ꎻ 制造业 ７３７ １亿美元ꎬ 占

４ ６ ꎻ 房地产业 ６７８ ２亿美元ꎬ 占 ４ ３ 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６１２ ９亿美元ꎬ 占 ３ ９ ꎻ 信息传

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００ ５亿美元ꎬ 占 ２ ５ 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４７ ４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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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ꎬ 占 １ ６ 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０９ ３亿美元ꎬ 占 ０ ７ ꎻ 建筑业 １０２ １亿美元ꎬ 占 ０ ６ ꎻ 居

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８５ ４ 亿美元ꎬ 占 ０ ５ ꎻ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占 ０ ５ ꎻ 农 /林 /牧 /渔业占

０ ２ ꎻ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 ０ １ ꎻ 其他行业占 ０ ２ ꎮ

表 １７　 ２０２２年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行业 流量 /万美元 比重 / 存量 /万美元 比重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 ５４８ ３７１ ３６ ４ ７５ ３２６ ４７９ ４７ 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１ ３５７ ７２７ １３ ９ ２４ １９０ ９８２ １５ ２

金融业 ７３３ ５８１ ７ ５ １８ ０５７ ３２９ １１ ４

采矿业 １ １９４ ７１０ １２ ３ ９ ９５０ １６０ ６ ３

制造业 ７８４ ３９５ ８ ０ ７ ３７１ ４１０ ４ ６

房地产业 １９１ ５８８ ２ ０ ６ ７８１ ７８４ ４ ３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１ ２１８ ２５８ １２ ５ ６ １２９ ０７６ ３ ９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６３ １５７ １ ７ ４ ００４ ８４６ ２ ５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２９ ４６１ １ ３ ２ ４７３ ７４８ １ ６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３０ ８９３ １ ３ １ ０９３ ４９９ ０ ７

建筑业 １２７ ８４１ １ ３ １ ０２１ ２４３ ０ ６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９ ６２６ ０ １ ８５３ ６１７ ０ ５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５１ ６１６ １ ６ ８２１ ７４７ ０ ５

农 /林 /牧 /渔业 －９ ９７０ －０ １ ２８８ ８３９ ０ ２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８ ４７７ ０ １ ２０４ ５３８ ０ １

其他行业 １３ ６９２ ０ １ ２９８ ０８８ ０ ２

合计 ９ ７５３ ４２３ １００ ０ １５８ ８６７ ３８４ １００ ０

(二)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为 １８６ ５ 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５ ５ ꎬ 占当年流量总额的

１１ ４ ꎬ 占对亚洲投资流量的 １５ ꎻ 年末存量为 １５４６ ６ 亿美元ꎬ 占存量总额的 ５ ６ ꎬ 对亚洲投资

存量的 ８ ４ 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共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过 ６５００家ꎬ 雇用外方员工超 ６６万人ꎮ

从流量行业构成情况看ꎬ 投资的第一目标行业是制造业 ８２ １ 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４ ７ ꎬ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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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ꎬ 主要流向印度尼西亚、 越南、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ꎻ 第二是批发和零售业 ４２ 亿美元ꎬ 增长

３２ ４ ꎬ 占 ２２ ５ ꎬ 主要流向新加坡ꎻ 采矿业位列第三ꎬ １８ １亿美元ꎬ 增长 ２３５ ５ ꎬ 占 ９ ７ ꎬ 主

要流向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５ ８ 亿美元ꎬ 增长 ８ ６ ꎬ 占

８ ５ ꎬ 主要流向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ꎻ 金融业 ９ ４ 亿美元ꎬ 增长 ４４ ꎬ 占比 ５ ꎬ 主要

流向新加坡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亿美元ꎬ 下降 ７２ ꎬ 占 ３ ２ ꎬ 主要流向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ꎻ 信

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 １亿美元ꎬ 增长 ２ ７ ꎬ 占 ２ ２ ꎬ 主要流向新加坡ꎻ 教育 ２ ２亿美

元ꎬ 上年同期为负流量ꎬ 占 １ ２ ꎬ 主要流向新加坡ꎻ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２ 亿美元ꎬ 下降

６６ ９ ꎬ 占 １ １ ꎬ 主要流向新加坡ꎻ 建筑业 １ ６亿美元ꎬ 下降 ７２ ９ ꎬ 占 ０ ９ ꎬ 主要流向新加坡、

越南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１ ５亿美元ꎬ 下降 ８５ ４ ꎬ 占 ０ ８ ꎬ 主要流向新加坡、 菲律宾ꎮ

从流向的主要国家看ꎬ 新加坡位居首位ꎬ 流量达 ８３ 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１ ３ ꎬ 占对东盟投资

流量的 ４４ ５ ꎬ 主要投向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等ꎻ 其次为印度尼西亚 ４５ ５ 亿美元ꎬ 增长 ４ ꎬ 占

２４ ４ 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采矿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ꎻ 越南位列第三ꎬ １７ 亿

美元ꎬ 下降 ２２ ９ ꎬ 占 ９ １ 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等ꎮ

从存量的主要行业构成看ꎬ 投向制造业 ４９２ ８ 亿美元ꎬ 占 ３１ ９ ꎬ 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 新

加坡、 越南、 泰国和马来西亚等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４７ ７ 亿美元ꎬ 占 １６ ꎬ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 马来

西亚、 泰国等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２４ ９亿美元ꎬ 占 １４ ５ ꎬ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老挝

等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４ ８ 亿美元ꎬ 占 ９ ４ ꎬ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 印度尼西

亚、 马来西亚、 缅甸和越南等ꎻ 建筑业 ９５ １ 亿美元ꎬ 占 ６ １ ꎬ 主要分布在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老挝、 马来西亚等ꎻ 金融业 ８０ ８ 亿美元ꎬ 占 ５ ２ ꎬ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 泰国、 印度尼西

亚、 马来西亚等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６０亿美元ꎬ 占 ３ ９ ꎬ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 老挝等ꎻ 采矿

业 ５７ ３亿美元ꎬ 占 ３ ７ ꎬ 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和缅甸等ꎻ 农 /林 /牧 /渔业 ５２ ８ 亿美元ꎬ

占 ３ ４ ꎬ 主要分布在老挝、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等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４ １亿美元ꎬ 占 ２ ２ ꎬ 主要集中在新加坡ꎻ 房地产业 １５ ５亿美元ꎬ 占 １ ꎬ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 印

度尼西亚、 老挝等ꎮ

从存量的国别构成看ꎬ 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额位居首位ꎬ 达 ７３４ ５亿美元ꎬ 占对东盟投资存量

的 ４７ ５ ꎬ 主要投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金融业等ꎻ 其次为印度尼西亚

２４７ ２亿美元ꎬ 占 １６ 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采矿业等ꎻ 马来西

亚位列第三ꎬ １２０ ５亿美元ꎬ 占 ７ ８ 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

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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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８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行业 流量 /万美元 比重 / 存量 /万美元 比重 / 

制造业 ８２１ ４７２ ４４ ０ ４ ９２８ ３６９ ３１ 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１９ ９８４ ２２ ５ ２ ４７６ ７６７ １６ 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０ １００ ３ ２ ２ ２４８ ５２１ １４ ５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５７ ８１２ ８ ５ １ ４４８ ２６６ ９ ４

建筑业 １５ ８５９ ０ ９ ９５０ ８９９ ６ １

金融业 ９３ ５８６ ５ ０ ８０８ ０８８ ５ ２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４ ９４９ ０ ８ ６００ ２９７ ３ ９

采矿业 １８１ ４５５ ９ ７ ５７３ ３１４ ３ ７

农 /林 /牧 /渔业 ７ ６５７ ０ ４ ５２８ １７７ ３ ４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１ ２６８ ２ ２ ３４１ １５１ ２ ２

房地产业 ７ ８６６ ０ ４ １５４ ５９５ １ ０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９ ９２７ １ １ １４１ ９０６ ０ ９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２ ８４３ －０ ７ １３１ ５２５ ０ ９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 ８３２ ０ ４ ４１ ６５７ ０ ３

教育 ２１ ６１７ １ ２ ３８ １４０ ０ ２

其他行业 ７ ３４０ ０ ４ ５４ ５９１ ０ ４

合计 １ ８６４ ８８１ １００ ０ １５ ４６６ ２６３ １００ ０

图 ２２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对东盟 １０国直接投资存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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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对欧盟的投资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对欧盟的投资流量 ６９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１２ ２ ꎬ 占流量总额的 ４ ２ ꎮ ２０２２ 年

末ꎬ 中国共在欧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 ２８００ 家ꎬ 覆盖欧盟的全部 ２７ 个成员国ꎬ 雇用外方员工超 ２７

万人ꎮ

从流向的主要国家看ꎬ 卢森堡位居首位ꎬ 流量达 ３２ ５亿美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１６ ８ ꎬ 占 ４７ １ ꎬ

主要投向金融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制造业等ꎻ 其次为德国

１９ ８亿美元ꎬ 下降 ２７ ꎬ 占对欧盟投资流量的 ２８ ７ 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等ꎻ 瑞典 １８ ５亿美元位列第三ꎬ 增长 ４４ ５ ꎬ 占 ２６ ８ 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

业等ꎮ

从整体行业分布看ꎬ ２０２２年中国企业投资欧盟的第一大行业是制造业 ３８ ６亿美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４ ６ ꎬ 占 ５６ ꎬ 主要流向瑞典、 德国、 卢森堡等ꎻ 第二是金融业 １９ ７ 亿美元ꎬ 增长 ７６ ６ ꎬ 占

２８ ６ ꎬ 主要集中在卢森堡、 德国和爱尔兰ꎻ 批发和零售业排在第三ꎬ ６ ５ 亿美元ꎬ 增长 １０ 倍ꎬ 占

９ ４ ꎬ 主要流向荷兰、 瑞典等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６ ３亿美元ꎬ 增长 ２ ７倍ꎬ 占 ９ ２ ꎬ 主要流

向卢森堡、 荷兰、 德国等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 ６ 亿美元ꎬ 增长 ４２ ꎬ 占 ８ １ ꎬ

主要流向德国、 卢森堡等ꎻ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４亿美元ꎬ 下降 ９ ７ ꎬ 占 ５ ８ ꎬ 主要流向

卢森堡等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２ ２ 亿美元ꎬ 增长 ６７ ７ ꎬ 占 ３ ２ ꎬ 主要集中在德国等ꎻ 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 １ ８亿美元ꎬ 下降 ６１ ２ ꎬ 占 ２ ６ ꎬ 主要流向德国、 比利时、 卢森堡等ꎻ 建筑业 ０ ６

亿美元ꎬ 占 ０ ９ ꎻ 农 /林 /牧 /渔业 ０ ５亿美元ꎬ 占 ０ ７ 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为 １０１１ ９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３ ７ ꎮ 存

量上百亿美元的国家为荷兰、 卢森堡、 瑞典、 德国ꎮ 其中ꎬ 对荷兰直接投资存量居首位ꎬ 达 ２８３亿美

元ꎬ 占对欧盟投资存量的 ２８ ꎬ 主要投向采矿业、 制造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

和零售业等ꎻ 其次为卢森堡 ２０５ ５亿美元ꎬ 占 ２０ ３ ꎬ 主要投向金融业、 制造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等ꎻ 瑞典位列第三ꎬ １８６ ７亿美元ꎬ 占 １８ ５ 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房地产业、 住宿和餐饮业等ꎮ

从存量的行业分布看ꎬ 制造业 ３４３ ４亿美元ꎬ 占 ３４ ꎬ 主要分布在瑞典、 德国、 荷兰、 卢森堡、

意大利等ꎻ 采矿业 １８１ ３亿美元ꎬ 占 １７ ９ ꎬ 主要分布在荷兰、 卢森堡等ꎻ 金融业 １３８ ２亿美元ꎬ 占

１３ ７ ꎬ 主要分布在卢森堡、 德国、 法国、 意大利等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８８ １美元ꎬ 占 ８ ７ ꎬ 主要

分布在卢森堡、 德国、 法国、 荷兰、 爱尔兰等ꎻ 房地产业 ６３ ２亿美元ꎬ 占 ６ ３ ꎬ 主要集中在瑞典、

德国等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８ 亿美元ꎬ 占 ４ ７ ꎬ 主要分布在法国、 德国、 荷兰、 卢森堡、 意大利等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５ ９亿美元ꎬ 占 ４ ５ ꎬ 主要集中在荷兰、 德国等ꎻ 电力 /热力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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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１ ８ 亿美元ꎬ 占 ３ １ ꎬ 主要分布在卢森堡、 德国、 西班牙等ꎻ 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２３ ８亿美元ꎬ 占 ２ ４ ꎬ 主要分布在卢森堡、 德国、 荷兰、 意大利等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

邮政业 １４ ８亿美元ꎬ 占 １ ５ ꎬ 主要分布在德国等ꎻ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４ ２ 亿美元ꎬ 占

１ ４ ꎬ 主要分布在卢森堡、 德国等ꎮ

表 １９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行业 流量 /万美元 比重 / 存量 /万美元 比重 / 

制造业 ３８６ ４４１ ５６ ０ ３ ４３４ ４８８ ３４ ０

采矿业 －３０ ６９６ －４ ４ １ ８１３ ４３６ １７ ９

金融业 １９７ ４８６ ２８ ６ １ ３８１ ８８９ １３ 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８ ０３７ ２ ６ ８８１ １３０ ８ ７

房地产业 －１ ０ ０ ６３２ ４６８ ６ 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４ ６５７ ９ ４ ４７９ ５７５ ４ ７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３７ ４０８ －１９ ９ ４５９ ３５９ ４ ５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６ １１５ ８ １ ３１７ ９２７ ３ １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６３ ４３１ ９ ２ ２３８ １１９ ２ ４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２２ ４１４ ３ ２ １４８ ４６２ １ ５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３９ ７９４ ５ ８ １４１ ６３０ １ 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２ ８７６ －０ ４ ７５ ５８８ ０ ７

农 /林 /牧 /渔业 ４ ９９５ ０ ７ ６２ ５４５ ０ ６

建筑业 ６ １８３ ０ ９ ２１ ９９０ ０ ２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０１ ０ ０ １６ ３１１ ０ ２

其他行业 １ ３８４ ０ ２ １４ ３３４ ０ １

合计 ６９０ ０５８ １００ ０ １０ １１９ ２５０ １００ ０

(四)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流量 ７２ ９亿美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３０ ６ ꎬ 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的 ４ ５ ꎻ 存量为 ７９１ ７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２ ９ ꎬ 占对北美洲投资存量的

７６ ５ 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共在美国设立境外企业近 ５３００家ꎬ 雇用外方员工超过 ７ ６万人ꎮ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对美投资覆盖国民经济 １８个行业大类ꎮ 从构成情况看ꎬ 流向金融业 ３２ ９ 亿美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１０ ４ ꎬ 占 ４５ １ ꎻ 制造业 １５ ４亿美元ꎬ 下降 １３ ６ ꎬ 占 ２１ １ ꎬ 位居次席ꎻ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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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服务业 ６ ５ 亿美元ꎬ 增长 ９ ７ ꎬ 占 ８ ９ 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５ ９ 亿美元ꎬ 下降 ４４ ６ ꎬ 占

８ １ ꎻ 采矿业 ３ ６亿美元ꎬ 增长 ４ ７ 倍ꎬ 占 ４ ９ 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 １ 亿美元ꎬ

上年为－１８ ３亿美元ꎬ 占 ４ ３ ꎮ

从存量的行业构成看ꎬ 主要分布在制造业 ２４７ ８ 亿美元ꎬ 占 ３１ ３ ꎻ 金融业 １６８ ２ 亿美元ꎬ 占

２１ ３ 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０ ３ 亿美元ꎬ 占 ８ ９ 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０ 亿美元ꎬ 占 ８ ８ ꎻ 采矿业

６３ ７亿美元ꎬ 占 ８ 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９ ８ 亿美元ꎬ 占 ５ ꎻ 房地产业 ３３ ４ 亿美元ꎬ 占

４ ２ 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８ ３ 亿美元ꎬ 占 ３ ６ ꎻ 建筑业 １７ 亿美元ꎬ 占 ２ ２ ꎻ 文

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６亿美元ꎬ 占 ２ 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占 １ ３ 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占 ０ ８ ꎮ

表 ２０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行业 流量 /万美元 比重 / 存量 /万美元 比重 

制造业 １５４ ０５５ ２１ １ ２ ４７８ ２１７ ３１ ３

金融业 ３２９ ０６１ ４５ １ １ ６８１ ５３５ ２１ 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８ ７７０ ８ １ ７０２ ５７７ ８ 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２ １７２ １ ７ ７００ ２６３ ８ ８

采矿业 ３５ ８４１ ４ ９ ６３６ ８７２ ８ ０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６４ ７７０ ８ ９ ３９８ １４４ ５ ０

房地产业 ５ ４３２ ０ ７ ３３４ ４７７ ４ ２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１ ３１２ ４ ３ ２８３ １５１ ３ ６

建筑业 １３ ２２０ １ ８ １７０ ０６２ ２ ２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１ １９４ ０ ２ １５９ ７００ ２ ０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２７ ０１９ ３ ７ １００ ６０２ １ ３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 ２２３ ０ ２ ６５ ２７０ ０ ８

农 /林 /牧 /渔业 ５ ２２７ ０ ７ ５２ ２４９ ０ 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６ ５８０ －２ ３ ４６ ９２１ ０ ６

教育 ４５６ ０ １ ４３ ２９９ ０ ５

其他行业 ６ ０３６ ０ ８ ６３ ８５３ ０ ８

合计 ７２９ ２０８ １００ ０ ７ ９１７ １９０ １００ ０

７３０



(五)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

２０２２年ꎬ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流量 ２７ ９ 亿美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４４ ９ ꎬ 占流量总额的 １ ７ ꎬ

占对大洋洲投资流量的超九成ꎮ 从行业分布情况看ꎬ 投资主要流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９ １亿美元ꎬ

占 ６８ ７ ꎻ 采矿业 ５ ９ 亿美元ꎬ 占 ２１ ２ ꎻ 金融业 ４ ５ 亿美元ꎬ 占 １６ ２ ꎻ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２ 亿美

元ꎬ 占 ７ １ 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０ ９亿美元ꎬ 占 ３ ２ ꎮ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存量为 ３５７ ９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１ ３ ꎬ 占

对大洋洲投资存量的 ８６ ６ ꎻ 共在澳大利亚设立近 ９００家境外企业ꎬ 雇用外方员工超 ２ ５万人ꎮ 从存

量的主要行业分布情况看ꎬ 投向采矿业 １６１ ５亿美元ꎬ 占 ４５ １ 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０ ４亿美元ꎬ 占

１９ ７ ꎻ 金融业 ３４ ７亿美元ꎬ 占 ９ ７ ꎻ 房地产业 ２６亿美元ꎬ 占 ７ ２ ꎻ 制造业 ２１ ６亿美元ꎬ 占 ６ ꎻ

农 /林 /牧 /渔业 １０ ４亿美元ꎬ 占 ２ ９ 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８ ２亿美元ꎬ 占 ２ ３ ꎮ

表 ２１　 ２０２２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行业 流量 /万美元 比重 / 存量 /万美元 比重 / 

采矿业 ５９ ０５３ ２１ ２ １ ６１５ ２４９ ４５ 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９１ ３００ ６８ ７ ７０３ ５８３ １９ ７

金融业 ４５ １６４ １６ ２ ３４７ ３７５ ９ ７

房地产业 －１ ７６４ －０ ６ ２５９ ５２５ ７ ２

制造业 －５２ ９４１ －１９ ０ ２１６ ３７２ ６ ０

农 /林 /牧 /渔业 １ ９１９ ０ ７ １０３ ７７０ ２ ９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 ４８０ １ ２ ８１ ８６２ ２ 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２ ３２３ －０ ８ ８１ ７６７ ２ ３

建筑业 ２ ３７９ ０ ９ ４８ ７８７ １ ４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８ ９６０ ３ ２ ４７ ０９５ １ ３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５４９ ０ ２ ２２ ５６１ ０ ６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９ ７９２ ７ １ ２０ ２０２ ０ ６

住宿和餐饮业 ９３０ ０ ３ １０ ８５９ ０ ３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４ ０ ０ １０ ２１４ ０ ３

其他行业 ２ ０７６ ０ ７ ９ ６０８ ０ ３

合计 ２７８ ５８８ １００ ０ ３ ５７８ ８２９ １００ ０

８３０



　 　 　 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构成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 (以下简称境内投资者) 超 ２ ９ 万家ꎬ 从其在中国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登记注册情况看ꎬ 私营企业占 ３３ ６ ꎬ 是中国对外投资占比最大、 最为活跃的群体ꎻ 有限责

任公司占 ２８ ７ ꎬ 位列次席ꎻ 股份有限公司占 １３ ５ ꎻ 外商投资企业占 ５ ７ ꎻ 国有企业占 ５ ６ ꎻ

港 /澳 /台商投资企业占 ４ １ ꎻ 个体经营占 ２ ２ ꎻ 股份合作企业占 １ ꎬ 集体企业占 ０ ３ ꎬ 联营企

业占 ０ １ ꎬ 其他占 ５ ２ ꎮ

图 ２３　 ２０２２年末境内投资者按登记注册类型构成

９３０



表 ２２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类情况

工商登记注册类型 数量 /家 比重 / 

私营企业 ９ ８３５ ３３ ６

有限责任公司 ８ ４１２ ２８ ７

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９５１ １３ ５

外商投资企业 １ ６６０ ５ ７

国有企业 １ ６４１ ５ ６

港 /澳 /台商投资企业 １ １９０ ４ １

个体经营 ６４３ ２ ２

股份合作企业 ３０１ １ ０

集体企业 １０４ ０ ３

联营企业 ４０ ０ １

其他 １ ５１５ ５ ２

合计 ２９ ２９２ １００ ０

在境内投资者中ꎬ 中央企业及单位 １７２ 家ꎬ 仅占 ０ ６ ꎮ 各省市区的地方企业投资者占 ９９ ４ ꎮ

境内投资者数量前十位的省市区依次为: 广东、 上海、 浙江、 北京、 江苏、 山东、 福建、 天津、 辽宁

和四川ꎬ 共占境内投资者总数的 ８１ ７ ꎮ 广东省境内投资者数量最多ꎬ 近 ７０００家ꎬ 占 ２３ ６ ꎻ 其次

为上海市ꎬ 超过 ３６００家ꎬ 占 １２ ４ ꎻ 浙江省位列第三ꎬ 超 ３３００家ꎬ 占 １１ ３ ꎮ

从境内投资者的行业分布看ꎬ 制造业是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主体ꎬ 占境内投资者的三成以上ꎬ

主要分布在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 /服饰业以及汽车制造业等ꎻ 批发和零售业紧随其后ꎬ 占 ２２ ３ ꎮ 此外ꎬ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占 １４ １ 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 ９ ４ 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 ４ ８ ꎻ 农 /林 /牧 /

渔业占 ３ ７ ꎻ 建筑业占 ３ ꎮ

０４０



图 ２４　 ２０２２年末境内投资者行业构成情况

表 ２３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行业构成情况

行业 数量 /家 比重 / 
制造业 ９ ２０１ ３１ 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６ ５２５ ２２ 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 １１３ １４ １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 ７５１ ９ 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 ４１５ ４ ８
农 /林 /牧 /渔业 １ ０８１ ３ ７
建筑业 ８６９ ３ ０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７０９ ２ ４
房地产业 ５６０ １ ９
采矿业 ５１０ １ ７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４６８ １ ６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３７４ １ ３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０６ ０ 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０４ ０ ７
其他 ３０６ １ ０
合计 ２９ ２９２ １００ ０

１４０



　 　 　 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构成

(一) 国家 (地区) 分布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 １９０个国家 (地区) 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简称境外企

业) ４ ７万家ꎬ 较上年末增加近 １０００ 家ꎬ 遍布全球超过 ８０ 的国家 (地区)ꎮ 其中ꎬ 亚洲的境外企

业覆盖率为 ９５ ７ ꎬ 欧洲为 ８７ ８ ꎬ 非洲为 ８６ ７ ꎬ 北美洲为 ７５ ꎬ 拉丁美洲为 ６７ ３ ꎬ 大洋洲

为 ５８ ３ ꎮ

表 ２４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各洲分布情况

洲别 ２０２２年末国家 (地区) 总数 /个 境外企业覆盖的国家 (地区) 数量 /个 覆盖率 / 

亚　 　 洲 ４８ ４５ ９５ ７

欧　 　 洲 ４９ ４３ ８７ ８

非　 　 洲 ６０ ５２ ８６ ７

北 美 洲 ４ ３ ７５ ０

拉丁美洲 ４９ ３３ ６７ ３

大 洋 洲 ２４ １４ ５８ ３

合　 　 计 ２３４ １９０ ８１ ５

注: １. 覆盖率为中国境外企业覆盖国家数量与国家 (地区) 总数的比率ꎮ
２. 亚洲国家 (地区) 数量包括中国ꎬ 覆盖率计算基数未包括ꎮ

从境外企业的国家 (地区) 分布情况看ꎬ 中国在亚洲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超 ２ ７ 万家ꎬ 占

５９ ２ ꎬ 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 新加坡、 日本、 越南、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韩国、 泰国、 柬埔

寨、 老挝、 印度、 缅甸、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ꎮ 在中国香港设立的境外企业超 １ ５万家ꎬ 占中国境外

企业总数的超三成ꎬ 是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最多、 投资最活跃的地区ꎮ

在北美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超 ６０００家ꎬ 占 １３ ꎬ 主要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ꎮ 中国企业在美国设立

的境外企业数量仅次于中国香港ꎮ

２４０



图 ２５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在各洲覆盖比率

在欧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超 ４７００家ꎬ 占 １０ ２ ꎬ 主要分布在德国、 俄罗斯联邦、 英国、 荷兰、 法

国、 意大利、 卢森堡、 西班牙等ꎮ

在拉丁美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近 ３７００ 家ꎬ 占 ７ ９ ꎬ 主要分布在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巴

西、 墨西哥、 秘鲁、 智利、 阿根廷、 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等ꎮ

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 ３３００ 家ꎬ 占 ７ １ ꎬ 主要分布在埃塞俄比亚、 赞比亚、 尼日利亚、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南非、 加纳、 安哥拉、 乌干达等ꎮ

在大洋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超 １２００ 家ꎬ 占 ２ ６ ꎬ 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 巴布亚新几内

亚、 萨摩亚、 斐济等ꎮ

表 ２５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各洲构成情况

洲别 境外企业数量 /家 比重 / 

亚　 　 洲 ２７ ５４８ ５９ ２

北 美 洲 ６ ０６４ １３ ０

欧　 　 洲 ４ ７３６ １０ ２

拉丁美洲 ３ ６７３ ７ ９

非　 　 洲 ３ ３２３ ７ １

大 洋 洲 １ ２１９ ２ ６

合　 　 计 ４６ ５６３ １００ ０

３４０



　 　 ２０２２年末ꎬ 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前二十位的国家 (地区) 依次为: 中国香港、 美国、 新加坡、

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德国、 日本、 越南、 俄罗斯联邦、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韩国、 泰国、 加拿大、 柬埔寨、 老挝、 英国、 印度、 缅甸ꎬ 合计近 ３ ６万家ꎬ 占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

总数的 ７６ ８ ꎮ

图 ２６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各洲分布情况

(二) 行业分布

从中国境外企业分布的主要行业情况看ꎬ 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依然是境

外企业最为集中的行业ꎬ 合计数量超过 ２ ７万家ꎬ 占境外企业总数 ５９ ２ ꎮ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超 １ ２

万家ꎬ 占中国境外企业总数的 ２７ ꎻ 制造业 ８７００余家ꎬ 占 １８ ７ 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超过 ６０００家ꎬ

占 １３ ５ ꎮ 此外ꎬ 建筑业占 ８ ３ 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 ７ ４ 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占 ５ ８ ꎻ 农 /林 /牧 /渔业占 ３ ８ 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占 ３ １ ꎻ 采矿业占 ２ ８ ꎻ 居民服

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 １ ８ 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 １ ７ ꎻ 金融业占 １ ７ ꎮ

４４０



表 ２６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

行业 境外企业数量 /家 比重 /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２ ５５９ ２７ ０

制造业 ８ ７３４ １８ 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 ２７３ １３ ５

建筑业 ３ ８６０ ８ ３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 ４５１ ７ 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 ７２５ ５ ８

农 /林 /牧 /渔业 １ ７６２ ３ ８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１ ４６７ ３ １

采矿业 １ ２９６ ２ ８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８２３ １ ８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７８８ １ ７

金融业 ８０１ １ ７

房地产业 ７２７ １ ６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５１３ １ 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１５ ０ ７

教育 ２１２ ０ ５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４８ ０ ３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０９ ０ ２

合计 ４６ ５６３ １００ ０

(三) 省市分布

２０２２年末ꎬ 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非金融类企业近 ４ ６ 万家ꎬ 从境外非金融类企业的隶属情况

看ꎬ 地方企业占 ８６ ８ ꎬ 中央企业和单位占 １３ ２ ꎮ 广东、 浙江、 上海、 北京、 江苏、 山东、 福建、

天津、 辽宁、 云南位列地方境外企业数量前十ꎬ 合计占境外企业总数的 ７０ ８ ꎮ 广东是拥有境外企

业数量最多的省份ꎬ 占境外企业总数的 １８ ５ ꎻ 其次为浙江ꎬ 占 １０ ５ ꎻ 上海位列第三ꎬ 占 １０ ４ ꎮ

５４０



图 ２７　 ２０２２年末中国主要省市区设立境外企业数量

６４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