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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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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ꎬ 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ꎬ 世界经济萎缩 ３ ３％ꎬ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首次负

增长ꎬ 全球货物贸易萎缩 ５ ３％ꎬ 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减少近四成ꎮ ２０２０ 年是新中国

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ꎬ 及时作出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ꎬ 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ꎮ

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ꎬ 统筹推进境外企业项目人员疫情防控

和对外投资发展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１５３７ １ 亿美元ꎬ 首次位居全球

第一ꎮ

　 　 　 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综述

(１)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以下简称流量) 为 １５３７ １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２ ３％ꎮ 其

中: 新增股权投资 ６３０ ３ 亿美元ꎬ 占 ４１％ꎻ 当期收益再投资 ７１６ ４ 亿美元ꎬ 占 ４６ ６％ꎻ 债务工具投资

３００



１９０ ４ 亿美元ꎬ 占 １２ ４％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 中国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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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万家ꎬ 分布在全球 １８９ 个国家 (地区)②ꎬ 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７ ９ 万亿美元ꎮ 对

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 (以下简称存量) ２５８０６ ６ 亿美元ꎬ 其中: 股权投资 １４７７７ ３ 亿美元ꎬ 占

５７ ３％ꎻ 收益再投资 ７８６０ ４ 亿美元ꎬ 占 ３０ ４％ꎻ 债务工具投资 ３１６８ ９ 亿美元ꎬ 占 １２ ３％ꎮ

表 １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存量分类构成情况

单位: 亿美元

　 　 　 　 　 　 指标

分类　 　 　 　 　 　

流量 存量

金额 同比 (％) 比重 (％) 金额 比重 (％)

合　 计 １ ５３７ １ １２ ３ １００ ０ ２５ ８０６ ６ １００ ０

金融类 １９６ ６ －１ ５ １２ ８ ２ ７００ ６ １０ ５

非金融类 １ ３４０ ５ １４ ６ ８７ ２ ２３ １０６ ０ ８９ ５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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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非金融流量数据与商务部 ２０２０ 年快报数据 (１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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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ꎬ ２０２０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０ ７４

万亿美元ꎬ 年末存量 ３９ ２５ 万亿美元ꎮ 以此为基数计算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

流量、 存量的 ２０ ２％和 ６ ６％ꎬ 流量位列按全球国家 (地区) 排名的第一位ꎬ 存量列第三位ꎮ

图 １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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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 (地区) 存量对比

注: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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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世界投资报告»ꎮ

(２)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 １９６ ６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１ ５％ꎬ 其中对外货币金融

服务类 (原银行业) 直接投资 １２１ 亿美元ꎬ 占 ６１ ５％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２７００ ６ 亿美元ꎬ 其中对外货币金融服务类直接投资

１３９０ ３ 亿美元ꎬ 占 ５１ ５％ꎻ 保险业 ８１ ３ 亿美元ꎬ 占 ３％ꎻ 资本市场服务 (原证券业) １４５ １ 亿美元ꎬ

占 ５ ４％ꎻ 其他金融业 １０８３ ９ 亿美元ꎬ 占 ４０ １％ꎮ

截至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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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 家分

行、 ６２ 家附属机构ꎬ 员工总数达 ５ ２ 万人ꎬ 其中雇用外方员工 ４ ９ 万人ꎬ 占 ９４ ２％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

国共在境外设立保险机构 １８ 家ꎮ

(３) ２０２０ 年ꎬ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 １３４０ ５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４ ６％ꎻ 对外投资带动出口

１７３７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４８ ８％ꎬ 占中国货物出口总值的 ６ ７％ꎻ 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２４０２８ 亿美

元ꎬ 同比下降 ４ ３％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２３１０６ 亿美元ꎬ 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５ 万亿美元ꎮ

(４) ２０２０ 年ꎬ 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家 (地区) 缴纳各种税金总额 ４４５ 亿美元ꎻ 年末境外企业

从业员工总数达 ３６１ ３ 万人ꎬ 其中雇用外方员工 ２１８ ８ 万人ꎬ 占 ６０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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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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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流量 存量

金额 全球位次 同比 (％)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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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数据为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数据ꎬ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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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１. 首次位居全球第一ꎬ 占比达到两成ꎮ

联合国贸发会议 (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２１ 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ꎬ ２０２０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７３９９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３９ ４％ꎬ 其中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 ３４７１ ６ 亿美元ꎬ 下降 ５５ ５％ꎬ

占全球流量的 ４６ ９％ꎻ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投资 ３８７１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７ １％ꎬ 占 ５２ ３％ꎻ 转型

６００



经济体④ ５６ ４ 亿美元ꎬ 占 ０ ８％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ꎬ 流量达 １５３７ １ 亿美元ꎬ 首次跃居世界第一ꎬ 占全球份额

的 ２０ ２％⑤ꎮ

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份额情况

图 ４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７００

④

⑤

转型经济体包括东南欧、 独联体和格鲁吉亚ꎮ 东南欧包括阿尔巴尼亚、 波黑、 塞尔维亚、 黑山、 北马其顿ꎻ 独联

体包括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 摩尔多瓦、 俄罗斯联邦、 乌克兰、 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土

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ꎮ
«２０２１ 世界投资报告» 涉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的是 ２０２０ 年统计快报数据 (１３２９ ４ 亿美元)ꎬ 公报数据

为最终年度数据ꎬ 此处流量占全球比重按调整后总量计算得出ꎮ



自 ２００３ 年中国有关部门权威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ꎬ 中国已连续九年位列全球对

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ꎬ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凸显ꎮ ２０２０ 年流量是 ２００２ 年的 ５７ 倍ꎬ 年均增长速度

高达 ２５ ２％ꎮ “十三五” 时期ꎬ 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 ７８８１ 亿美元ꎬ 较 “十二五” 增长 ４６ ２％ꎬ 占

全球比重连续五年超过一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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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双向投资

情况看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略高于吸引外资 (１４９３ ４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累计流量达 １１６４７ ４ 亿美元ꎬ 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的 ４５ １％ꎮ

图 ５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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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６　 “十三五” 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８００



图 ７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对比

注: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 «２０２１ 世界投资报告»ꎮ

２. 对外投资并购数量增、 规模减ꎬ 结构持续优化ꎮ

受疫情影响ꎬ 中国对外投资并购总体规模下降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 ５１３ 起

(较上年增加 ４６ 起)ꎬ 涉及 ６１ 个国家 (地区)ꎬ 实际交易总额 ２８２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１７ ７％ꎮ 其中ꎬ

直接投资⑥ １６４ ８ 亿美元ꎬ 占并购总额的 ５８ ４％ꎬ 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１０ ７％ꎻ 境外融资

１１７ ２ 亿美元ꎬ 占并购总额的 ４１ ６％ꎮ

９００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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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情况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并购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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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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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８　 ２０２０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十大目的地 (按并购金额)

０１０



表 ４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投资并购行业构成

单位: 亿美元

行业类别 数量 (起) 金额 金额占比 (％)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７ ９７ ５ ３４ ６

制造业 １５２ ６９ ７ ２４ ７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７ ３３ １ １１ ７

采矿业 １２ ２７ ５ ９ ８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７ ２０ ０ ７ １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８１ １４ ３ ５ 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４ ７ ４ ２ ６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９ ４ １ １ 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２ ３ ８ １ ４

建筑业 ５ ２ ８ １ ０

教育 ３ ０ ６ ０ ２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６ ０ ４ ０ １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３ ０ ４ ０ １

其他 ５ ０ ４ ０ １

总计 ５１３ ２８２ ０ １００ ０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涉及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制造业、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等 １６ 个行业大类ꎮ 从并购金额上看ꎬ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９７ ５ 亿美

元ꎬ 居首位ꎬ 涉及 ２７ 个项目ꎮ 制造业 ６９ ７ 亿美元ꎬ 位居次席ꎬ 涉及 １５２ 个项目ꎮ 交通运输 /仓储和

邮政业 ３３ １ 亿美元ꎬ 居第三位ꎬ 涉及 １７ 个项目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分布在全球 ６１ 个国家 (地区)ꎬ 从并购金额看ꎬ 秘鲁、 美国、

智利、 中国香港、 开曼群岛、 加拿大、 法国、 巴西、 尼日利亚和阿曼位列前十ꎮ

２０２０年ꎬ 中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实施并购项目 ８４ 起ꎬ 并购金额 ３１ ５ 亿美元ꎬ 占并购总额

的 １１ １％ꎮ 其中ꎬ 阿曼、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和菲律宾吸引中国企业并购投资均超 １亿美元ꎮ

３. 新增股权投资增长三成ꎬ 收益再投资创历史新高ꎮ

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构成看ꎬ ２０２０ 年新增股权投资 ６３０ 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０ ４％ꎬ 占流量总

额的 ４１％ꎻ 债务工具投资 (仅涉及对外非金融类企业) 为 １９０ ４ 亿美元ꎬ 占 １２ ４％ꎻ ２０２０ 年中国境

外企业的经营情况良好ꎬ 超七成企业盈利或持平ꎬ 当年收益再投资 (即新增留存收益) ７１６ ４ 亿美

１１０



元ꎬ 创历史最高值ꎬ 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４６ ６％ꎮ

表 ５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构成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流量
新增股权 当期收益再投资 债务工具投资

金额 比重 (％) 金额 比重 (％)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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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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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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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构成情况

４. 涉及领域广泛ꎬ 近七成投资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 制造、 批发和零售、 金融领域ꎮ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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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

制造、 批发和零售、 金融业的投资均超过百亿美元ꎮ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第一位ꎬ 制造业位列

第二ꎮ

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 ３８７ ２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７ ５％ꎬ 占当年流量总额的 ２５ ２％ꎮ 投

资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 开曼群岛、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新加坡、 澳大利亚、 德国、 卢森堡等国家

(地区)ꎮ

制造业 ２５８ ４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７ ７％ꎬ 占 １６ ８％ꎮ 主要流向汽车制造、 医药制造、 计算机 /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其他制造、 橡胶和塑料制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通用设备制造、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纺织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非金属矿

物制品、 食品制造、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纺织服装 /服饰制造等ꎮ 其中ꎬ 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

资 １１９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８９ ８％ꎬ 占制造业投资的 ４６ １％ꎮ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３０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８ ３％ꎬ 占 １５％ꎮ 主要流向中国香港、 新加坡、 美国、 英属

维尔京群岛、 荷兰、 开曼群岛、 英国、 中国澳门、 法国、 德国等ꎮ

３１０



图 １０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流向的主要二级类别

金融业 １９６ ６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１ ５％ꎬ 占 １２ ８％ꎮ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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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３ ５ 亿美元ꎬ 占 ８３ ２％ꎻ 中国非金融业境内投资者投向境外金融企业的投资

３３ １ 亿美元ꎬ 占 １６ ８％ꎮ

上述四领域合计投资 １０７２ ２ 亿美元ꎬ 占流量总额的 ６９ ８％ꎮ

此外ꎬ ２０２０ 年流向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 ９１ ９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６７ ７％ꎬ 占

流量总额的 ６％ꎮ

建筑业 ８０ ９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１４％ꎬ 占 ５ ３％ꎮ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６２ 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６０ ６％ꎬ 占 ４％ꎮ

采矿业 ６１ 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９ ５％ꎬ 占 ４％ꎮ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７ ７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４９ １％ꎬ 占 ３ ７％ꎮ

房地产业 ５１ ９ 亿美元ꎬ 占 ３ ４％ꎮ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７ 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８ ７％ꎬ 占 ２ ４％ꎮ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２１ ６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９ ３％ꎬ 占 １ ４％ꎮ

４１０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 流向农 /林 /牧 /渔、 住宿和餐饮、 文化 /体育和娱乐、 教育等领域的投资降

幅较大ꎮ

表 ６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 亿美元

行业 流量 同比 (％) 比重 (％)

合计 １ ５３７ １ １２ ３ １００ 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８７ ２ －７ ５ ２５ ２

制造业 ２５８ ４ ２７ ７ １６ 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３０ ０ １８ ３ １５ ０

金融业 １９６ ６ －１ ５ １２ ８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９１ ９ ６７ ７ ６ ０

建筑业 ８０ ９ １１４ ０ ５ ３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６２ ３ ６０ ６ ４ ０

采矿业 ６１ ３ １９ ５ ４ ０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７ ７ ４９ １ ３ ７

房地产业 ５１ ９ ５１ ８ ３ 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７ ３ ８ ７ ２ ４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２１ ６ ２９ ３ １ ４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０ ８ －５５ ７ ０ ７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６ ４ １７８ ３ ０ ４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６ －４０ ７ ０ １

教育 １ ３ －８０ ０ ０ 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１ ２ －８０ ０ ０ １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２１ ３ ０ ０ －１ ４

　
５. 除流向大洋洲的投资减少三成外ꎬ 对其他地区的投资均呈不同程度增长ꎮ

２０２０ 年ꎬ 流向亚洲的投资 １１２３ ４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 ４％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７３ １％ꎮ

其中ꎬ 对中国香港的投资 ８９１ ５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 ５％ꎬ 占对亚洲投资的 ７９ ４％ꎻ 对东盟 １０ 国的投

资 １６０ ６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３ ３％ꎬ 占对亚洲投资的 １４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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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拉丁美洲的投资 １６６ ６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６０ ７％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１０ ８％ꎮ 主

要流向开曼群岛 (８５ ６ 亿美元)、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６９ ６ 亿美元)、 阿根廷 (４ 亿美元)、 秘鲁 (３ ２

亿美元)、 巴西 (３ １ 亿美元)、 墨西哥 (２ ６ 亿美元) 等ꎬ 对委内瑞拉的投资呈负流量 ( －４ ５ 亿

美元)ꎮ

流向欧洲的投资 １２６ ９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０ ６％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８ ３％ꎮ 主要流向

荷兰 (４９ ４ 亿美元)、 瑞典 (１９ ３ 亿美元)、 德国 (１３ ８ 亿美元)、 瑞士 (１０ ７ 亿美元)、 英国

(９ ２ 亿美元)、 卢森堡 (７ 亿美元)、 俄罗斯联邦 (５ ７ 亿美元) 等国家ꎮ

流向北美洲的投资 ６３ ４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４５ １％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４ １％ꎮ 其中ꎬ 对

美国投资 ６０ 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５８％ꎻ 加拿大 ２ １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５５ ３％ꎮ

流向非洲的投资 ４２ 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５６ １％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２ ８％ꎮ 主要流向肯

尼亚、 刚果 (金)、 南非、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刚果 (布)、 尼日尔、 赞比亚、 塞内加尔等国家ꎮ

流向大洋洲 １４ ５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３０ ３％ꎬ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０ ９％ꎮ 主要流向澳大利

亚、 新西兰、 马绍尔群岛、 斐济等国家ꎮ

表 ７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区构成情况

单位: 亿美元

洲别 金额 同比 (％) 比重 (％)

亚　 　 洲 １ １２３ ４ １ ４ ７３ １

欧　 　 洲 １２６ ９ ２０ ６ ８ ３

非　 　 洲 ４２ ３ ５６ １ ２ ８

北 美 洲 ６３ ４ ４５ １ ４ １

拉丁美洲 １６６ ６ １６０ ７ １０ ８

大 洋 洲 １４ ５ －３０ ３ ０ ９

合　 　 计 １ ５３７ １ １２ ３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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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 ２０ 位的国家 (地区)

单位: 亿美元

序号 国家 (地区) 流量 占总额比重 (％)

１ 中国香港 ８９１ ５ ５８ ０

２ 开曼群岛 ８５ ６ ５ ６

３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６９ ８ ４ ５

４ 美　 　 国 ６０ ２ ３ ９

５ 新 加 坡 ５９ ２ ３ ９

６ 荷　 　 兰 ４９ ４ ３ ２

７ 印度尼西亚 ２２ ０ １ ４

８ 瑞　 　 典 １９ ３ １ ３

９ 泰　 　 国 １８ ８ １ ２

１０ 越　 　 南 １８ ８ １ ２

１１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１５ ５ １ ０

１２ 老　 　 挝 １４ ５ ０ ９

１３ 德　 　 国 １３ ８ ０ ９

１４ 马来西亚 １３ ７ ０ ９

１５ 澳大利亚 １２ ０ ０ ８

１６ 瑞　 　 士 １０ ７ ０ ７

１７ 柬 埔 寨 ９ ６ ０ ６

１８ 巴基斯坦 ９ ５ ０ ６

１９ 英　 　 国 ９ ２ ０ ６

２０ 中国澳门 ８ ３ ０ ５

合　 　 计 １ ４１１ ４ ９１ ７

　
６.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增长两成ꎬ 占比提升一个百分点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境内投资者在 “一带一路” 沿线的 ６３ 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 １ １ 万家ꎬ 涉及

国民经济 １８ 个行业大类ꎬ 当年实现直接投资 ２２５ ４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０ ６％ꎬ 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的 １４ ７％ꎬ 较上年提升一个百分点ꎮ 从行业构成看ꎬ 流向制造业的投资 ７６ ８ 亿美元ꎬ 同比

增长 １３ １％ꎬ 占 ３４ １％ꎻ 建筑业 ３７ ６ 亿美元ꎬ 占 １６ ７％ꎻ 电力生产和供应业 ２４ ８ 亿美元ꎬ 占 １１％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９ ４ 亿美元ꎬ 占 ８ ６％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６ １ 亿美元ꎬ 占 ７ １％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７１０



务业 ８ ７ 亿美元ꎬ 占 ３ ８％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 ２ 亿美元ꎬ 占 ３ ６％ꎻ 金融业 ８ 亿美

元ꎬ 占 ３ ５％ꎮ 从国别构成看ꎬ 主要流向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越南、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老

挝、 马来西亚、 柬埔寨、 巴基斯坦、 俄罗斯联邦等国家ꎮ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

投资 １３９８ ５ 亿美元ꎮ

图 １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情况

７. 超六成投资来自地方企业ꎬ 中央企业对外投资增长较快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央企业和单位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 ４９２ 亿美元ꎬ 占非金融类流量的 ３６ ７％ꎬ

其中ꎬ 中央企业对外投资 ４７０ ５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６ ３％ꎮ 地方企业 ８４８ ５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５ ４％ꎬ

占 ６３ ３％ꎮ 其中ꎬ 东部地区 ７１３ ９ 亿美元ꎬ 占地方投资流量的 ８４ １％ꎬ 同比下降 ０ ２％ꎻ 西部地区

５９ ２ 亿美元ꎬ 占 ７％ꎬ 同比下降 ２４ ２％ꎻ 中部地区 ６９ ３ 亿美元ꎬ 占 ８ ２％ꎬ 同比下降 ２３ ９％ꎻ 东

北三省 ６ １ 亿美元ꎬ 占 ０ ７％ꎬ 同比下降 ５１ ６％ꎮ 广东、 上海、 浙江、 江苏、 山东、 北京、 福建、

湖南、 四川、 天津列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 １０ 位ꎬ 合计 ７４０ 亿美元ꎬ 占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的 ８７ ２％ꎮ

８１０



表 ９　 ２０２０ 年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按区域分布情况

单位: 亿美元

地区 流量 比重 (％) 同比 (％)

东部地区 ７１３ ９ ８４ １ －０ ２

中部地区 ６９ ３ ８ ２ －２３ ９

西部地区 ５９ ２ ７ ０ －２４ ２

东北三省 ６ １ ０ ７ －５１ ６

合　 　 计 ８４８ ５ １００ ０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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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ꎮ
４. 东北三省包括辽宁、 吉林、 黑龙江ꎮ

表 １０　 ２０２０ 年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 １０ 位的省 (市)
单位: 亿美元

序号 省、 市 流量 占地方比重 (％)

１ 广东省 ２３５ ３ ２７ ７

２ 上海市 １２５ ５ １４ ８

３ 浙江省 １０７ ４ １２ ７

４ 江苏省 ６１ ４ ７ ２

５ 山东省 ６１ ０ ７ ２

６ 北京市 ５９ ９ ７ １

７ 福建省 ３３ ４ ３ ９

８ 湖南省 ２１ ９ ２ ６

９ 四川省 １８ ８ ２ ２

１０ 天津市 １５ ４ １ ８

合计 ７４０ ０ ８７ ２

８. 非公经济控股主体投资规模与公有经济大体相当ꎮ

２０２０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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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１ ６ 亿美元ꎬ

占 ５０ １％ꎬ 同比增长 １４ １％ꎻ 公有经济控股对外投资 ６６８ ９ 亿美元ꎬ 占 ４９ ９％ꎬ 同比增长 １５ １％ꎮ

(二)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１. 在全球的位置和比重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２５８０６ ６ 亿美元ꎬ 较上年末增加 ３８１７ ８ 亿美元⑦ꎬ 是 ２００２ 年

９１０

⑦ ２０２０ 年存量中充实了部分中国自然人对外投资数据ꎮ



末存量的 ８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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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６％ꎬ 排名由第 ２５

位攀升至第 ３ 位ꎬ 仅次于美国 (８ １ 万亿美元)、 荷兰 (３ ８ 万亿美元)ꎮ 从存量规模上看ꎬ 中国与美

国差距较大ꎬ 仅相当于美国的 ３１ ７％ꎮ

图 １２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情况

图 １３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全球的位次

０２０



表 １１　 ２０２０ 年末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上万亿美元的国家 (地区)

单位: 亿美元

位次 国家 (地区) 存量 占全球比重 (％)

１ 美　 　 国 ８１ ２８５ ２０ ７

２ 荷　 　 兰 ３７ ９７６ ９ ７

３ 中　 　 国 ２５ ８０７ ６ ６

４ 英　 　 国 ２０ ５５４ ５ ２

５ 日　 　 本 １９ ８２１ ５ １

６ 德　 　 国 １９ ７７２ ５ ０

７ 加 拿 大 １９ ６４４ ５ ０

８ 中国香港 １９ ５３９ ５ ０

９ 法　 　 国 １７ ２１８ ４ ４

１０ 瑞　 　 士 １６ ２８９ ４ ２

１１ 新 加 坡 １２ ２０７ ３ １

１２ 爱 尔 兰 １２ ０６７ ３ １

合　 　 计 ３０２ １７９ ７７ １

注: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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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世界投资报告»ꎮ 　

图 １４　 ２０２０ 年末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

１２０



２. 国家 (地区) 分布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全球的 １８９ 个国家 (地区)ꎬ 占全球国家 (地区) 总数

的 ８１ １％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在亚洲的投资存量为 １６４４８ ９ 亿美元ꎬ 占 ６３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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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挝、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泰国、 越南、 韩国、 柬埔寨、 巴

基斯坦等ꎻ 中国香港占亚洲存量的 ８７ ５％ꎮ

拉丁美洲 ６２９８ １ 亿美元ꎬ 占 ２４ ４％ꎬ 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 英属维尔京群岛、 巴西、 委内瑞拉、

阿根廷、 秘鲁、 智利、 墨西哥、 牙买加、 巴拿马、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厄瓜多尔等ꎮ 其中ꎬ 开曼群岛

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合计存量 ３８９７ ２ 亿美元ꎬ 占对拉美地区投资存量的 ９７ ３％ꎮ

欧洲 １２２４ ３ 亿美元ꎬ 占 ４ ７％ꎬ 主要分布在荷兰、 英国、 卢森堡、 德国、 俄罗斯联邦、 瑞典、 瑞

士、 法国、 意大利、 爱尔兰、 捷克、 西班牙等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在中东欧 １７ 国的投资存量为 ３７ ４ 亿美

元ꎬ 占对欧投资的 ３ １％ꎮ

北美洲 １０００ ２ 亿美元ꎬ 占 ３ ９％ꎬ 主要分布在美国、 加拿大ꎮ

非洲 ４３４ 亿美元ꎬ 占 １ ７％ꎬ 主要分布在南非、 刚果 (金)、 赞比亚、 埃塞俄比亚、 安哥拉、 尼

日利亚、 肯尼亚、 津巴布韦、 阿尔及利亚、 加纳、 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 埃及、 尼日尔、 刚果

(布) 等ꎮ

大洋洲 ４０１ １ 亿美元ꎬ 占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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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等ꎮ

图 １５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地区分布情况

２２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九成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

存量为 ２２９９８ ３ 亿美元ꎬ 占 ８９ １％ꎬ 其中ꎬ 中国香港 １４３８５ ３ 亿美元ꎬ 占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存量的

６２ ５％ꎻ 东盟 １２７６ １ 亿美元ꎬ 占 ５ ５％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在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存量 ２５３９ 亿美元ꎬ 占 ９ ８％ꎮ 其中ꎬ 欧盟 ８３０ ２ 亿美

元ꎬ 占在发达经济体投资存量的 ３２ ７％ꎻ 美国 ８００ ５ 亿美元ꎬ 占 ３１ ５％ꎻ 澳大利亚 ３４４ ４ 亿美元ꎬ 占

１３ ６％ꎻ 英国 １７６ ５ 亿美元ꎬ 占 ６ ９％ꎻ 加拿大 １２４ ９ 亿美元ꎬ 占 ４ ９％ꎻ 瑞士 ６７ ６ 亿美元ꎬ 占 ２ ７％ꎻ

日本 ４２ 亿美元ꎬ 占 １ ７％ꎻ 以色列 ３８ ７ 亿美元ꎬ 占 １ ５％ꎻ 新西兰 ２８ ７ 亿美元ꎬ 占 １ １％ꎻ 挪威 １０ ４

亿美元ꎬ 占 ０ ４％ꎮ

表 １２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在发达国家 (地区) 直接投资存量情况

单位: 亿美元

国家、 经济体 存量 比重 (％)

欧　 　 盟 ８３０ ２ ３２ ７

美　 　 国 ８００ ５ ３１ ５

澳大利亚 ３４４ ４ １３ ６

英　 　 国 １７６ ５ ７ ０

加 拿 大 １２４ ９ ４ ９

百 慕 大 ７４ ８ ２ ９

瑞　 　 士 ６７ ６ ２ ７

日　 　 本 ４２ ０ １ ７

以 色 列 ３８ ７ １ ５

新 西 兰 ２８ ７ １ １

挪　 　 威 １０ ４ ０ ４

其他国家 (地区) ０ ３ ０ ０

合　 　 计 ２ ５３９ ０ １００ ０

　

３２０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在转型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存量 ２６９ ３ 亿美元ꎬ 占存量总额的 １ １％ꎮ 其中ꎬ 俄罗

斯联邦 １２０ １ 亿美元ꎬ 占转型经济体投资存量的 ４４ ８％ꎻ 哈萨克斯坦 ５８ ７ 亿美元ꎬ 占 ２１ ８％ꎻ 乌兹

别克斯坦 ３２ ６ 亿美元ꎬ 占 １２ １％ꎻ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７ ７ 亿美元ꎬ 占 ６ ６％ꎻ 塔吉克斯坦 １５ ７ 亿美元ꎬ

占 ５ ８％ꎻ 格鲁吉亚 ７ 亿美元ꎬ 占 ２ ６％ꎻ 白俄罗斯 ６ １ 亿美元ꎬ 占 ２ ３％ꎻ 土库曼斯坦 ３ ４ 亿美元ꎬ

占 １ ２％ꎮ

图 １６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对各类经济体直接投资存量构成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 ２０ 位的国家 (地区) 合计达到 ２４１０５ １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９３ ４％ꎮ 其分别是: 中国香港、 开曼群岛、 英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 新加坡、 澳大

利亚、 荷兰、 印度尼西亚、 英国、 卢森堡、 德国、 加拿大、 俄罗斯联邦、 瑞典、 中国澳门、 马来西

亚、 老挝、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泰国、 越南ꎮ

４２０



表 １３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 ２０ 位的国家 (地区)

单位: 亿美元

序号 国家 (地区) 存量 比重 (％)

１ 中国香港 １４ ３８５ ３ ５５ ７

２ 开曼群岛 ４ ５７０ ３ １７ ７

３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１ ５５６ ４ ６ ０

４ 美　 　 国 ８００ ５ ３ １

５ 新 加 坡 ５９８ ６ ２ ３

６ 澳大利亚 ３４４ ４ １ ３

７ 荷　 　 兰 ２６０ ４ １ ０

８ 印度尼西亚 １７９ ４ ０ ７

９ 英　 　 国 １７６ ５ ０ ７

１０ 卢 森 堡 １６０ ０ ０ ６

１１ 德　 　 国 １４５ ５ ０ ６

１２ 加 拿 大 １２４ ９ ０ ５

１３ 俄罗斯联邦 １２０ ７ ０ ５

１４ 瑞　 　 典 １０６ ０ ０ ４

１５ 中国澳门 １０５ ３ ０ ４

１６ 马来西亚 １０２ １ ０ ４

１７ 老　 　 挝 １０２ ０ ０ ４

１８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９２ ８ ０ ４

１９ 泰　 　 国 ８８ ３ ０ ３

２０ 越　 　 南 ８５ ７ ０ ３

合　 　 计 ２４ １０５ １ ９３ ４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２００７ ９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存量的 ７ ８％ꎮ 存量位列前 １０ 的国家是: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联邦、 马来西亚、 老挝、 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巴基斯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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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行业分布ꎮ

(１)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ꎮ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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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ꎮ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 ８３１６ ４ 亿美元高居榜首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３２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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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开曼群岛、 新加坡、 德

国、 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家 (地区)ꎮ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４５３ ２ 亿美元ꎬ 位列第二ꎬ 占 １３ ４％ꎮ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９７９ １ 亿美元ꎬ 占 １１ ５％ꎬ 是中国自然人对外投资较为集中的

领域ꎮ

制造业 ２７７８ ７ 亿美元ꎬ 占 １０ ８％ꎬ 主要分布在计算机 /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汽车制造、 专

用设备制造、 食品制造、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其他制造等领域ꎮ 其中ꎬ 计算机 /通信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存量 ５９８ ９ 亿美元ꎬ 占制造业投资存量的 ２１ ６％ꎮ

金融业 ２７００ ６ 亿美元ꎬ 占 １０ ５％ꎮ

图 １７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对外金融业投资存量构成

采矿业 １７５８ ８ 亿美元ꎬ 占 ６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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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开采等领域ꎮ

以上六个行业存量合计 ２１９８６ ８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８５ ２％ꎮ 其他主要行业分布

情况:

房地产业 ８１４ １ 亿美元ꎬ 占 ３ ２％ꎮ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８０７ ８ 亿美元ꎬ 占 ３ １％ꎬ 主要分布在水上运输、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

６２０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 航空运输等ꎮ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６０５ ８ 亿美元ꎬ 占 ２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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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业 ５０８ 亿美元ꎬ 占 ２％ꎬ 主要是土木工程、 房屋建筑、 建筑安装、 建筑装饰 /装修和其他建筑

业的投资ꎮ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２３ ８ 亿美元ꎬ 占 １ ６％ꎬ 主要为电力生产和供应业的投资ꎮ

农 /林 /牧 /渔业 １９４ ３ 亿美元ꎬ 占 ０ ８％ꎬ 其中ꎬ 农业占 ２３ ２％ꎻ 林业占 １９ ９％ꎻ 渔业占 ８ ９％ꎻ

畜牧业占 ４ ３％ꎻ 农 /林 /牧 /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占 ３７ ５％ꎮ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３５ ４ 亿美元ꎬ 占 ０ ５％ꎬ 主要是其他服务业以及居民服务业的

投资ꎮ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２７ 亿美元ꎬ 占 ０ ５％ꎮ

教育 ７９ 亿美元ꎬ 占 ０ ３％ꎮ

住宿和餐饮业 ４９ ３ 亿美元ꎬ 占 ０ ２％ꎮ

图 １８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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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９ ７ 亿美元ꎬ 占 ０ ２％ꎮ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５ ７ 亿美元ꎬ 占 ０ １％ꎮ

图 １９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行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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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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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４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对各洲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

单位: 亿美元

地区 行业 存量 占比 (％)

亚洲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 ６９４ ８ ４０ 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２ ５００ １ １５ ２
金融业 １ ９２９ ４ １１ ７
制造业 １ ６１９ ９ ９ ８
采矿业 ８６５ ２ ５ ３
小计 １３ ６０９ ４ ８２ ７

非洲

建筑业 １５１ ５ ３４ ９
采矿业 ８９ ４ ２０ ６
制造业 ６１ ３ １４ １
金融业 ４１ ４ ９ 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３ ５ ５ ４
小计 ３６７ １ ８４ ６

欧洲

制造业 ４０５ ６ ３３ １
采矿业 ２１４ ３ １７ ５
金融业 １８１ ２ １４ 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２１ ９ １０ 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７ ９ ５ ５
小计 ９９０ ９ ８０ ９

拉丁美洲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 ３７１ ２ ３７ 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 ３３９ ０ ２１ 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８６ ３ １２ ５
制造业 ４０２ ５ ６ 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７１ ７ ５ ９
小计 ５ ２７０ ７ ８３ ７

北美洲

制造业 ２６５ ８ ２６ ６
采矿业 １４９ ９ １５ ０
金融业 １３９ ７ １４ ０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９５ ７ ９ 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８６ ６ ８ ６
小计 ７３７ ７ ７３ ８

大洋洲

采矿业 １７５ １ ４３ 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０ ７ １２ ６
金融业 ４１ ２ １０ ３
房地产业 ３４ １ ８ ５
制造业 ２３ ６ ５ ９
小计 ３２４ ７ ８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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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按三次产业分ꎮ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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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８７ １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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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运输 /仓储等领域ꎮ 第二产业 ５３９８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２０ ９％ꎬ 其中ꎬ 制造业 (不

含金属制品 /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２７７５ ２ 亿美元ꎬ 占第二产业的 ５１ ４％ꎻ 采矿业 (不含开采辅助活

动) １６９１ 亿美元ꎬ 占 ３１ ３％ꎻ 建筑业 ５０８ 亿美元ꎬ 占 ９ ４％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２３ ８ 亿美元ꎬ 占 ７ ９％ꎮ 第一产业 (农 /林 /牧 /渔业ꎬ 但不含农 /林 /牧 /渔服务业) １２１ ５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０ ５％ꎮ

图 ２０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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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２３１０６ 亿美元存量中ꎬ 国有企业占 ４６ ３％ꎻ 非国有企业占

５３ ７％ꎬ 较上年增加 ３ ８ 个百分点ꎬ 其中ꎬ 有限责任公司占 １３％ꎬ 个体经营占 １１ ２％ꎬ 股份有限公司

占 ９ ９％ꎬ 私营企业占 ６ ３％ꎬ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４ ５％ꎬ 外商投资企业占 ３ １％ꎬ 股份合作企业占

０ ４％ꎬ 集体企业占 ０ ４％ꎬ 其他占 ４ 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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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１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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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存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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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省市分布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８７９７ ３ 亿美元ꎬ 占全国非金融类存量的

３８ １％ꎮ 其中ꎬ 东部地区 ７２８７ ６ 亿美元ꎬ 占 ８２ ８％ꎻ 西部地区 ６８０ ７ 亿美元ꎬ 占 ７ ７％ꎻ 中部地区

６１２ ４ 亿美元ꎬ 占 ７％ꎻ 东北三省 ２１６ ６ 亿美元ꎬ 占 ２ ５％ꎮ 广东省以 ２２７８ ２ 亿美元的存量位列地方对

外直接投资存量之首ꎬ 其次为上海市 １３６４ ４ 亿美元ꎬ 其后依次为北京、 浙江、 山东、 江苏、 天津、

福建、 河南、 安徽等ꎮ 在 ５ 个计划单列市中ꎬ 深圳市以 １５７６ １ 亿美元位列第一ꎬ 占广东省对外直接

投资存量的 ６９ ２％ꎬ 宁波市以 １８６ ６ 亿美元位列第二ꎬ 占浙江省存量的 ２５％ꎮ

表 １５　 ２０２０ 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 １０ 位的省 (市)

单位: 亿美元

序号 省、 市 存量

１ 广东省 ２ ２７８ ２

２ 上海市 １ ３６４ ４

３ 北京市 ８５２ ８

４ 浙江省 ７４７ ６

５ 山东省 ６７７ ９

６ 江苏省 ６０１ ４

７ 天津市 ２６９ ３

８ 福建省 ２３５ ７

９ 河南省 １５７ ８

１０ 安徽省 １４７ ５

合计 (占地方存量的 ８３ ４％) ７ ３３２ ６

图 ２３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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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主要经济体投资情况

单位: 亿美元

经济体
流量 存量

金额 同比 (％) 比重 (％) 金额 比重 (％)

中国香港 ８９１ ４６ －１ ６ ５８ ０ １４ ３８５ ３１ ５５ ７

东　 　 盟 １６０ ６３ ２３ ３ １０ ４ １ ２７６ １３ ４ ９

欧　 　 盟 １００ ９９ ５ ２ ６ ６ ８３０ １６ ３ ２

美　 　 国 ６０ １９ ５８ １ ３ ９ ８００ ４８ ３ １

澳大利地亚 １１ ９９ －４２ ５ ０ ８ ３４４ ３９ １ ３

俄罗斯联邦 ５ ７０ — ０ ４ １２０ ７１ ０ ５

合　 　 计 １ ２３０ ９６ ２ ８ ８０ １ １７ ７５７ １７ ６８ ７

(一) 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的投资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的投资流量 ８９１ ４６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１ ６％ꎬ 占当年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总额的 ５８％ꎬ 占对亚洲投资流量近八成ꎮ 当年ꎬ 中国内地企业共对中国香港实施并购项目 １０９

起ꎬ 实际交易金额 ２１ ８５ 亿美元ꎮ

从流量行业构成情况看ꎬ 投资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０２ ７３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１９ ３％ꎬ 占 ３４％ꎬ

排名第一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７２ ８４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８％ꎬ 占 １９ ４％ꎬ 位居次席ꎻ 金融业 １３８ ７８ 亿美

元ꎬ 同比下降 １２ ７％ꎬ 占 １５ ６％ꎻ 制造业 ６４ １６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４０ １％ꎬ 占 ７ ２％ꎻ 房地产业

４６ ０１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５５ ４％ꎬ 占 ５ ２％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３６ ９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５１ ６％ꎬ 占 ４ １％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９ １９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５２ ６％ꎬ 占 ３ ３％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内地共在香港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 １ ４ 万家ꎬ 年末投资存量为 １４３８５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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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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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７６ ６１ 亿美元ꎬ 占 ４５％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２５６ ７５ 亿美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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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１５ ７％ꎻ 金融业 １６９７ ７３ 亿美元ꎬ 占 １１ ８％ꎻ 制造业 １１６７ １ 亿美元ꎬ 占 ８ １％ꎻ 房地产业 ６６２ １１

亿美元ꎬ 占 ４ ６％ꎻ 采矿业 ６３６ ９６ 亿美元ꎬ 占 ４ ４％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５０５ ８３ 亿美元ꎬ 占

３ ５％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１３ ５３ 亿美元ꎬ 占 ２ ９％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 １７６ ６７ 亿美元ꎬ 占 １ ２％ꎻ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８９ ８８ 亿美元ꎬ 占 ０ ６％ꎻ 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８０ １２ 亿美元ꎬ 占 ０ ６％ꎻ 建筑业占 ０ ６％ꎻ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占 ０ ５％ꎻ 其他行业占 ０ ５％ꎮ

表 １７　 ２０２０ 年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 ０２７ ３２５ ３４ ０ ６４ ７６６ ０７４ ４５ 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１ ７２８ ４３４ １９ ４ ２２ ５６７ ４７２ １５ ７

金融业 １ ３８７ ７５５ １５ ６ １６ ９７７ ２６４ １１ ８

制造业 ６４１ ６３７ ７ ２ １１ ６７１ ０１４ ８ １

房地产业 ４６０ ０６２ ５ ２ ６ ６２１ ０５５ ４ ６

采矿业 ２３６ ０６４ ２ ６ ６ ３６９ ５６３ ４ ４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３６９ ３３８ ４ １ ５ ０５８ ３１０ ３ ５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９１ ８５５ ３ ３ ４ １３５ ２９４ ２ ９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５７ ０２２ ２ ９ １ ７６６ ６８６ １ ２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１６ ２７３ １ ３ ８９８ ７６６ ０ ６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５９ ５４７ １ ８ ８０１ ２４４ ０ ６

建筑业 ２０１ ６３４ ２ ３ ７６７ ３０７ ０ ６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４ ７４７ ０ １ ７０２ ９９４ ０ ５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８０ ０ ０ ３１２ ２１０ ０ ２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８ ６０３ ０ １ １９１ ５４３ ０ １

其他行业 １４ ２１０ ０ １ ２４６ ２９６ ０ ２

合计 ８ ９１４ ５８６ １００ ０ １４３ ８５３ ０９２ １００ ０

(二)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 １６０ ６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３ ３％ꎬ 占当年流量总额的 １０ ４％ꎬ

占对亚洲投资流量的 １４ ３％ꎻ 年末存量为 １２７６ １３ 亿美元ꎬ 占存量总额的 ４ ９％ꎬ 对亚洲投资存量的

７ ８％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共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过 ６０００ 家ꎬ 雇用外方员工超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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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３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１ ８％ꎬ 占

４３０



３９ ５％ꎬ 主要流向越南、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泰国和马来西亚ꎻ 第二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７ ０４ 亿

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４３ ３％ꎬ 占 １０ ６％ꎬ 主要流向新加坡ꎻ 建筑业位列第三ꎬ １６ ７４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５３ １％ꎬ 占 １０ ４％ꎬ 主要流向泰国、 老挝和柬埔寨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５ ９８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２９ ６％ꎬ

占 １０％ꎬ 主要流向新加坡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 ３６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５９ ８％ꎬ 占

８ ９％ꎬ 主要流向马来西亚、 越南、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８ ３４ 亿美元ꎬ 同

比增长 ９７ ９％ꎬ 占 ５ ２％ꎬ 主要流向老挝和新加坡ꎻ 金融业 ７ ６４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４％ꎬ 占比 ４ ８％ꎬ

主要流向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 ５６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５９ ２％ꎬ

占 ４ １％ꎬ 主要流向新加坡ꎻ 农 /林 /牧 /渔业 ５ ５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２ ４％ꎬ 占 ３ ４％ꎬ 主要流向老挝、

印度尼西亚等ꎮ

从流向的主要国家看ꎬ 新加坡居首位ꎬ 流量达 ５９ ２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２ ７％ꎬ 占对东盟投资流

量的 ３６ ９％ꎬ 主要投向批发和零售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制造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等ꎻ 其次为印度尼西亚 ２１ ９８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１ １％ꎬ 占 １３ ７％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电力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ꎻ 泰国位列第三ꎬ １８ ８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７ ２％ꎬ

占 １１ ７％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建筑业等ꎮ

从存量的主要行业构成看ꎬ 投向制造业 ３２４ ２３ 亿美元ꎬ 占 ２５ ４％ꎬ 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 越

南、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柬埔寨、 老挝等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００ １１ 亿美元ꎬ 占 １５ ７％ꎬ 主

要分布在新加坡、 老挝等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８８ ３５ 亿美元ꎬ 占 １４ ８％ꎬ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等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１９ ４ 亿美元ꎬ 占 ９ ４％ꎬ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 印度尼

西亚、 柬埔寨、 马来西亚、 缅甸等ꎻ 建筑业 １０５ ６ 亿美元ꎬ 占 ８ ３％ꎬ 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 马来

西亚、 柬埔寨、 老挝、 新加坡等ꎻ 采矿业 ８８ ５３ 亿美元ꎬ 占 ６ ９％ꎬ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缅甸等ꎻ 金融业 ７１ １９ 亿美元ꎬ 占 ５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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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 ０２ 亿美元ꎬ 占 ４ ８％ꎬ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 老挝等ꎻ 农 /林 /牧 /渔业 ５３ ７ 亿

美元ꎬ 占 ４ ２％ꎬ 主要分布在老挝、 新加坡、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等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１６ ７５ 亿美元ꎬ 占 １ ３％ꎬ 主要集中在新加坡ꎻ 房地产业 １６ １４ 亿美元ꎬ 占 １ ３％ꎬ 主要分布在新

加坡、 印度尼西亚、 老挝等ꎮ

从存量看ꎬ 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额居首位ꎬ 达 ５９８ ５８ 亿美元ꎬ 占对东盟投资存量的 ４６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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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９ ３９ 亿美元ꎬ

占 １４ １％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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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 １２ 亿美元ꎬ 占 ８％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建筑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 批发和零售业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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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８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

制造业 ６３３ ７９６ ３９ ５ ３ ２４２ ２８８ ２５ 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７０ ３７０ １０ ６ ２ ００１ ０７３ １５ 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５９ ８３９ １０ ０ １ ８８３ ４８２ １４ ８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３ ５５９ ８ ９ １ １９３ ９９３ ９ ４

建筑业 １６７ ３５７ １０ ４ １ ０５５ ９５５ ８ ３

采矿业 －１２ ３８０ －０ ８ ８８５ ２７２ ６ ９

金融业 ７６ ３９５ ４ ８ ７１１ ９４０ ５ ６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８３ ３７４ ５ ２ ６１０ ２３５ ４ ８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５４ ９９６ ３ ４ ５３６ ９７２ ４ ２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５ ６２２ ４ １ １６７ ４７１ １ ３

房地产业 １０ ８８１ ０ ７ １６１ ３６１ １ ３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４ ４１３ ０ ３ １２６ ９９２ １ ０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２５ １６９ １ ６ ６８ ４９０ ０ ５

教育 ２ ０２３ ０ １ ２７ ２５２ ０ ２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６０６ ０ ０ ２３ ４１８ ０ ２

其他行业 ２０ ３０７ １ ２ ６５ ０９１ ０ ４

合计 １ ６０６ ３２７ １００ ０ １２ ７６１ ２８５ １００ ０

图 ２４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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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对欧盟的投资流量达 １００ ９９ 亿美元ꎬ 同比⑧增长 ５ ２％ꎬ 占流量总额的 ６ ６％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共在欧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近 ２８００ 家ꎬ 覆盖欧盟的全部 ２７ 个成员国ꎬ 雇用外方员

工近 ２５ 万人ꎮ

从流向的主要国家看ꎬ 荷兰居首位ꎬ 流量达 ４９ ３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６ ８％ꎬ 占对欧盟投资流量

的 ４８ ９％ꎬ 主要投向采矿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等ꎻ 其次为瑞典 １９ 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０ ７％ꎬ 占 １９ １％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等ꎻ 德国位列第三ꎬ １３ ７６ 亿

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５ ７％ꎬ 占 １３ ６％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等ꎮ

从整体行业分布看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企业投资欧盟的第一大行业是制造业 ３１ １１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４４ ３％ꎬ 占 ３０ ８％ꎬ 主要流向瑞典、 德国、 波兰、 法国、 奥地利等ꎻ 第二是采矿业 ２６ ５９ 亿美元ꎬ 同

比增长 ６ ３ 倍ꎬ 占 ２６ ３％ꎬ 主要集中在荷兰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排在第三ꎬ １７ ９７ 亿

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２１ ２％ꎬ 占 １７ ８％ꎬ 主要流向荷兰、 德国等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８ ７１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２６ ８％ꎬ 占 ８ ６％ꎬ 主要集中在荷兰、 法国、 德国、 卢森堡等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 ９１ 亿美元ꎬ 同

比增长 ９９％ꎬ 占 ６ ９％ꎬ 主要流向德国、 卢森堡、 塞浦路斯等ꎻ 金融业 ４ ３８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４３ ５％ꎬ 占 ４ ３％ꎬ 主要流向卢森堡、 意大利、 爱尔兰等ꎻ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 ４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３２ ２％ꎬ 占 １ ５％ꎬ 主要流向卢森堡、 德国等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 ４１ 亿美元ꎬ 同比

下降 ７７ ９％ꎬ 占 １ ４％ꎬ 主要流向德国、 西班牙、 意大利等ꎻ 建筑业 ０ ７９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９ ９％ꎬ

占 ０ ８％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０ ６１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１ ３％ꎬ 占 ０ ６％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 ０ ５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６７ １％ꎬ 占 ０ ５％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为 ８３０ １６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３ ２％ꎮ 存

量上百亿美元的国家为荷兰、 卢森堡、 德国、 瑞典ꎮ 其中ꎬ 对荷兰直接投资额居首位ꎬ 达 ２６０ ４１ 亿

美元ꎬ 占对欧盟投资存量的 ３１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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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ꎻ 其次为卢森堡 １５９ ９５ 亿美元ꎬ 占 １９ ３％ꎬ 主要投向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制造业等ꎻ 德国位列第三ꎬ １４５ ５ 亿美元ꎬ 占 １７ ５％ꎬ 主要投向制造业、 金融

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等ꎮ

从存量的行业分布看ꎬ 制造业 ２８７ ６１ 亿美元ꎬ 占 ３４ ７％ꎬ 主要分布在瑞典、 德国、 荷兰、 卢森堡、

法国、 意大利等ꎻ 采矿业 １５４ ３１ 亿美元ꎬ 占 １８ ６％ꎬ 主要分布在荷兰、 卢森堡、 塞浦路斯等ꎻ 金融业

１１８ ６８ 亿美元ꎬ 占 １４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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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 ０７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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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ꎬ 占 ９ ２％ꎬ 主要分布在卢森堡、 德国、 捷克、 法国、 荷兰等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０ ２７ 亿美元ꎬ 占

６ １％ꎬ 主要分布在法国、 卢森堡、 德国、 荷兰、 意大利、 比利时等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８ ９５ 亿美元ꎬ 占 ５ ９％ꎬ 主要集中在荷兰、 德国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４ ３７ 亿美元ꎬ 占 ２ ９％ꎬ 主

要分布在卢森堡、 德国、 瑞典、 西班牙、 意大利等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２ １２ 亿美元ꎬ

占 ２ ７％ꎬ 主要分布在卢森堡、 西班牙、 德国、 意大利等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２ ７４ 亿美元ꎬ 占

１ ５％ꎬ 主要分布在德国、 希腊等ꎻ 住宿和餐饮业 ９ ２５亿美元ꎬ 占 １ １％ꎬ 主要分布在瑞典、 比利时等ꎮ

表 １９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

制造业 ３１１ ０５９ ３０ ８ ２ ８７６ ０６０ ３４ ７

采矿业 ２６５ ９２９ ２６ ３ １ ５４３ １４７ １８ ６

金融业 ４３ ７７３ ４ ３ １ １８６ ８０７ １４ 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９ １２５ ６ ９ ７６０ ６７２ ９ ２

批发和零售业 ８７ ０９９ ８ ６ ５０２ ７１２ ６ １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７９ ６８７ １７ ８ ４８９ ４６９ ５ ９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４ １１１ １ ４ ２４３ ６７９ ２ ９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 ２７３ ０ ５ ２２１ １７９ ２ ７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６ ０６２ ０ ６ １２７ ３９６ １ ５

住宿和餐饮业 ９２９ ０ １ ９２ ４５０ １ １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３ ９５２ －０ ４ ６９ ９５１ ０ ８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２９ ０ ０ ６０ ０９４ ０ ７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４ ８２０ １ ５ ５２ ９１６ ０ ６

房地产业 ２ ２７２ ０ ２ ４３ ２１５ ０ ５

建筑业 ７ ９４２ ０ ８ １９ ６０７ ０ ２

其他行业 ５ ７２５ ０ ６ １２ ２１０ ０ ２

合计 １ ００９ ８８３ １００ ０ ８ ３０１ ５６４ １００ ０

(四)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

２０２０年ꎬ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 ５８ １％ꎬ 流量 ６０ １９ 亿美元ꎬ 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的 ３ ９％ꎬ 占对北美洲投资流量的 ９４ ９％ꎻ 存量为 ８００ ４８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３ １％ꎬ 占对

北美洲投资存量的 ８０％ꎮ ２０２０年末ꎬ 中国共在美国设立境外企业近 ５４００家ꎬ 雇用外方员工超过 １１万人ꎮ

８３０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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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向制造业 ４５ ５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９６ ３％ꎬ 占 ７５ ６％ꎬ 仍是中国企业主要投资领域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 ５９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７９ ５％ꎬ 占 １９ ３％ꎬ 位居次席ꎻ 流向金融业 ７ ５６ 亿美元 (２０１９ 年同期为负流量)ꎬ 占 １２ ６％ꎻ 信息

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 ５５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６ ４％ꎬ 占 １０ ９％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 ９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６１ ５％ꎬ 占 ６ ５％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２ ６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４ ６ 倍ꎬ 占

４ ４％ꎻ 建筑业 １ ５２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４６ ９％ꎬ 占 ２ ５％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 ４９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７ ７ 倍ꎬ 占 ２ ５％ꎻ 住宿和餐饮业、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均为负流量ꎮ

从存量的行业构成看ꎬ 主要分布在制造业 ２３４ １８ 亿美元ꎬ 占 ２９ ３％ꎻ 金融业 １１６ ７９ 亿美元ꎬ 占

１４ ６％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９３ ０８ 亿美元ꎬ 占 １１ ６％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６ ７９ 亿美元ꎬ

占 ９ ６％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７ ５５ 亿美元ꎬ 占 ８ ４％ꎻ 采矿业 ５３ ５２ 亿美元ꎬ 占 ６ ７％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 ３４ ２９ 亿美元ꎬ 占 ４ ３％ꎻ 房地产业 ３３ ７３ 亿美元ꎬ 占 ４ ２％ꎻ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３３ ５６ 亿美元ꎬ 占

４ ２％ꎻ 建筑业占 ２ ５％ꎻ 住宿和餐饮业占 １ ２％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占 １ １％ꎻ 其他占 ２ ３％ꎮ

表 ２０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

制造业 ４５５ ２９０ ７５ ６ ２ ３４１ ７８３ ２９ ３

金融业 ７５ ５７４ １２ ６ １ １６７ ９１５ １４ ６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５ ５１３ １０ ９ ９３０ ８０８ １１ 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 ６１７ ０ ８ ７６７ ９０３ ９ 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５ ９４３ １９ ３ ６７５ ５４４ ８ ４

采矿业 ６ ５７６ １ １ ５３５ ２３３ ６ ７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９ ３４７ ６ ５ ３４２ ８９６ ４ ３

房地产业 ８ ４８６ １ ４ ３３７ ３０８ ４ 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２２３ ９３９ －３７ ２ ３３５ ６４７ ４ ２

建筑业 １５ ２３５ ２ ５ ２０３ ７０１ ２ ５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７ ０２６ －２ ８ ９５ ３４６ １ ２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２６ ３４１ ４ ４ ８４ ５３８ １ １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 ８６０ ２ ５ ５５ ０５６ ０ ７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３ ００３ ０ ５ ４４ ４１０ ０ ６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３ ５６７ ０ ６ ３８ ７０７ ０ ５

其他行业 ８ ４８０ １ ３ ４７ ９７６ ０ ５

合计 ６０１ ８６７ １００ ０ ８ ００４ ７７１ １００ ０

９３０



(五)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流量 １１ ９９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４２ ６％ꎬ 占流量总额的 ０ ８％ꎬ 占

对大洋洲投资流量的超八成ꎮ 从行业分布情况看ꎬ 投资主要流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 ７３ 亿美元ꎬ

占 ３１ ２％ꎻ 制造业 １ ５４ 亿美元ꎬ 占 １２ ８％ꎻ 采矿业 １ ５１ 亿美元ꎬ 占 １２ ６％ꎻ 农 /林 /牧 /渔业 １ ３９ 亿

美元ꎬ 占 １１ ６％ꎻ 卫生和社会工作占 ８ ６％ꎻ 房地产业占 ５ １％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存量为 ３４４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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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 ９％ꎻ 共在澳大利亚设立近 １０００ 家境外企业ꎬ 雇用外方员工近 ２ 万人ꎮ 从

存量的主要行业分布情况看ꎬ 投向采矿业 １６１ １２ 亿美元ꎬ 占 ４６ ８％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７ ６６ 亿美

元ꎬ 占 １３ ８％ꎻ 金融业 ３４ ８７ 亿美元ꎬ 占 １０ １％ꎻ 房地产业 ３０ ３６ 亿美元ꎬ 占 ８ ８％ꎻ 制造业 １９ １７

亿美元ꎬ 占 ５ ６％ꎻ 农 /林 /牧 /渔业 ９ ７１ 亿美元ꎬ 占 ２ ８％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９ １３ 亿美元ꎬ 占 ２ ７％ꎮ

表 ２１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

采矿业 １５ ０７４ １２ ６ １ ６１１ １７０ ４６ 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７ ３３９ ３１ ２ ４７６ ５８０ １３ ８

金融业 １ １７１ １ ０ ３４８ ６８０ １０ １

房地产业 ６ １６３ ５ １ ３０３ ６１２ ８ ８

制造业 １５ ３８０ １２ ８ １９１ ７３７ ５ ６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３ ９０５ １１ ６ ９７ １１９ ２ 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３ ４２８ ２ ９ ９１ ３３４ ２ ７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２ ０２２ １ ７ ９０ ６２７ ２ ６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 ３９９ ２ ０ ６２ ７５２ １ ８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０ ３０６ ８ ６ ５０ ３６７ １ ５

建筑业 ５ ０８２ ４ ２ ４８ ７２４ １ 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 ６６０ ２ ２ ２６ ９７７ ０ ８

住宿和餐饮业 ２ ８７７ ２ ４ ２２ ９４９ ０ ７

其他行业 ２ ０５３ １ ７ ２１ ３０８ ０ ６

合计 １１９ ８５９ １００ ０ ３ ４４３ 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４０



(六) 中国对俄罗斯联邦的投资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对俄罗斯联邦的投资流量为 ５ ７ 亿美元 (２０１９ 年为负流量)ꎬ 占流量总额的

０ ４％ꎬ 占对欧洲投资流量的 ４ ５％ꎮ 从行业分布情况看ꎬ 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 (２ １６ 亿美元)、 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 ６４ 亿美元)、 建筑业 (０ ６５ 亿美元)、 农 /林 /牧 /渔业 (０ ５ 亿美元)、 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 (０ ４８ 亿美元) 等ꎮ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对俄罗斯联邦的投资存量为 １２０ ７１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０ ５％ꎬ

对欧洲地区投资存量的 ９ ９％ꎻ 共在俄罗斯联邦设立近 １０００ 家境外企业ꎬ 雇用外方员工超 ２ ２ 万人ꎮ

从存量的主要行业分布情况看ꎬ 投向采矿业 ４９ ９５ 亿美元ꎬ 占 ４１ ４％ꎻ 农 /林 /牧 /渔业 ２７ ７２ 亿美元ꎬ

占 ２３％ꎻ 制造业 １５ ６９ 亿美元ꎬ 占 １３％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 ４３ 亿美元ꎬ 占 ５ ３％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５ ２３ 亿美元ꎬ 占 ４ ３％ꎻ 金融业 ４ ９７ 亿美元ꎬ 占 ４ １％ꎻ 批发和零售业 ３ ３２ 亿美元ꎬ 占

２ ７％ꎻ 房地产业 ３ １１ 亿美元ꎬ 占 ２ ６％ꎮ

表 ２２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俄罗斯联邦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

采矿业 ２１ ６３８ ３７ ９ ４９９ ５２３ ４１ ４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４ ９９４ ８ ７ ２７７ １８６ ２３ ０

制造业 ２ ０８８ ３ ７ １５６ ９４３ １３ 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 ７６２ ８ ４ ６４ ２６６ ５ ３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６ ３５５ ２８ ７ ５２ ２５２ ４ ３

金融业 ５４８ １ ０ ４９ ７３２ ４ 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１ １６５ ２ ０ ３３ １６４ ２ ７

房地产业 — — ３１ １４５ ２ ６

建筑业 ６ ４５４ １１ ３ ２７ ０１０ ２ ２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９１９ －１ ６ ６ ８５３ ０ ６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７９ －０ １ ５ ３４２ ０ ４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２ ０ ０ ２ ２５９ ０ ２

其他行业 １４ ０ ０ １ ４１４ ０ ２

合计 ５７ ０３２ １００ ０ １ ２０７ ０８９ １００ ０

１４０



　 　 　 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构成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 (以下简称境内投资者) 达到 ２ ８ 万家ꎬ 从其在中国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情况看ꎬ 有限责任公司占 ３４ ３％ꎬ 较上年下降 ４ １ 个百分点ꎬ 依然是中国对外投资

占比最大、 最为活跃的群体ꎻ 私营企业占 ２９ ９％ꎬ 位列次席ꎻ 股份有限公司占 １２ ８％ꎻ 外商投资企

业占 ５ ５％ꎻ 国有企业占 ５ ３％ꎻ 港 /澳 /台商投资企业占 ３ ９％ꎻ 个体经营占 ２ ３％ꎻ 股份合作企业占

１ ２％ꎬ 集体企业占 ０ ４％ꎬ 联营企业占 ０ ２％ꎬ 其他占 ４ ２％ꎮ

图 ２５　 ２０２０ 年末境内投资者按登记注册类型构成

２４０



表 ２３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类情况

单位: 家

工商登记注册类型 数量 比重 (％)

有限责任公司 ９ ５７０ ３４ ３

私营企业 ８ ３２３ ２９ ９

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５６７ １２ ８

外商投资企业 １ ５２６ ５ ５

国有企业 １ ４９１ ５ ３

港 / 澳 / 台商投资企业 １ ０９３ ３ ９

个体经营 ６５１ ２ ３

股份合作企业 ３３９ １ ２

集体企业 １０９ ０ ４

联营企业 ４２ ０ ２

其他 １ １５９ ４ ２

合计 ２７ ８７０ １００ ０

在境内投资者中ꎬ 中央企业及单位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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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位的省市区依次为: 广东、 浙江、 上海、 江苏、 北京、 山东、 福建、 辽宁、 天

津和四川ꎬ 共占境内投资者总数的 ８１ ４％ꎮ 广东省境内投资者数量最多ꎬ 超 ６８００ 家ꎬ 占 ２４ ５％ꎻ 其

次为浙江省ꎬ 超过 ３２００ 家ꎬ 占 １１ ５％ꎻ 上海市位列第三ꎬ 超 ３０００ 家ꎬ 占 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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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服装 /服饰业、 金属制品业、 纺织业、 橡

胶和塑料制品业以及汽车制造业等ꎻ 批发和零售业紧随其后ꎬ 占 ２３ ９％ꎮ 另外ꎬ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占 １２ ８％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 ８ ２％ꎻ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 ３ ９％ꎻ 农 /林 /牧 /

渔业占 ３ ９％ꎻ 建筑业占 ３ ３％ꎮ

３４０



图 ２６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行业构成情况

表 ２４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行业构成情况

单位: 家

行业 数量 比重 (％)
制造业 ８ ９０４ ３１ 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６ ６６５ ２３ 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 ５５７ １２ ８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 ２８１ ８ ２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 ０８２ ３ ９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 ０７４ ３ ９
建筑业 ９２３ ３ ３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６６２ ２ ４
房地产业 ５９０ ２ １
采矿业 ５０１ １ ８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４７８ １ ７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３８５ １ 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６６ １ ０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１６ ０ ８
其他 ２８６ ０ ９
合计 ２７ ８７０ １００ ０

４４０



　 　 　 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构成

(一) 国家 (地区) 分布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 １８９ 个国家 (地区) 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简称境外企

业)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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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 ３％ꎬ 大洋洲

为 ５８ ３％ꎮ

表 ２５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各洲分布情况

单位: 家

洲别 ２０２０ 年末国家 (地区) 总数 境外企业覆盖的国家 (地区)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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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６５ ３

大 洋 洲 ２４ １４ ５８ ３

合　 　 计 ２３４ １８９ ８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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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２ ６ 万家ꎬ 占

５８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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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香港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超 １ ４ 万家ꎬ 占中国

境外企业总数的三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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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６０００ 家ꎬ 占 １３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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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０



图 ２７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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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４６００ 家ꎬ 占 １０ ４％ꎬ 主要分布在德国、 俄罗斯联邦、 英国、 荷兰、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白俄罗斯等ꎮ

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 ３５００ 家ꎬ 占 ７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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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丁美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超 ３０００ 家ꎬ 占 ６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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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瓜多尔、 阿根廷、 委内瑞拉等ꎮ

在大洋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超 １３００ 家ꎬ 占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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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各洲构成情况

单位: 家

洲别 境外企业数量 比重 (％)

亚　 　 洲 ２６ １６６ ５８ ５

北 美 洲 ６ ０３１ １３ ５

欧　 　 洲 ４ ６５５ １０ ４

非　 　 洲 ３ ５４９ ７ ９

拉丁美洲 ３ ０１５ ６ ７

大 洋 洲 １ ３３１ ３ ０

合　 　 计 ４４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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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前 ２０ 位的国家 (地区) 依次为: 中国香港、 美国、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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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韩国、 泰国、 柬埔寨、 老挝、 印度、 英国、 缅甸ꎬ 合计超过 ３ ４ 万家ꎬ 占中国在境外设立企

业总数的 ７６ ４％ꎮ

图 ２８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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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万家ꎬ 占境外企业总数 ５９ ９％ꎮ 其中ꎬ 批发和零售业超

１ ２ 万家ꎬ 占中国境外企业总数的 ２７ ３％ꎻ 制造业 ８７００ 余家ꎬ 占 １９ ６％ꎻ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超过

５８００ 家ꎬ 占 １３％ꎮ 此外ꎬ 建筑业占 ８ ４％ꎻ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 ６ ６％ꎻ 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占 ５ ２％ꎻ 农 /林 /牧 /渔业占 ４％ꎻ 采矿业占 ３％ꎻ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占 ２ ９％ꎻ 居民服

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 ２％ꎻ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 １ ８％ꎻ 房地产业占 １ ７％ꎮ

７４０



表 ２７　 ２０２０ 年末中国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 家

行业 境外企业数量 比重 (％)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２ ２４４ ２７ ３

制造业 ８ ７５７ １９ 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 ８２４ １３ ０

建筑业 ３ ７８３ ８ ４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 ９３９ ６ ６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 ３２０ ５ ２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 ８０８ ４ ０

采矿业 １ ３３９ ３ ０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１ ２７８ ２ ９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９０４ ２ ０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７９３ １ ８

房地产业 ７４９ １ ７

金融业 ６３９ １ ４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５２９ １ ２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８３ ０ ９

教育 ２０４ ０ ５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４７ ０ ３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０７ ０ ２

合计 ４４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三) 省市分布

从境外非金融类企业的隶属情况看ꎬ 地方企业占 ８６ １％ꎬ 中央企业和单位占 １３ ９％ꎮ 广东、 浙

江、 上海、 江苏、 北京、 山东、 福建、 辽宁、 天津、 四川位列地方境外企业数量前 １０ꎬ 合计占境外

企业总数的 ６９ ８％ꎮ 广东是中国拥有境外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ꎬ 占境外企业总数的 １９ ３％ꎻ 其次为

浙江ꎬ 占 １０ ６％ꎻ 上海位列第三ꎬ 占 ９ ２％ꎮ

８４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