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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综述

（一）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以下简称流量 ) 为 1961.5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34.7%。

其中：新增股权投资 1141.3 亿美元，占 58.2%；当期收益再投资 306.6 亿美元，占 15.6%；债务工

具投资 513.6 亿美元，占 26.2%。

截至 2016 年底 , 中国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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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万家 , 分布在全球 190 个国家 ( 地区 )②，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5 万亿美元。

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复苏之路依旧崎岖。在继上年强劲上扬后，

2016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45万亿美元，呈现小幅下降。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稳步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走出去”工作体系不断完善，中国企业主动融入经济全球

化进程加快。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 1961.5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蝉联全球第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①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指境内投资者直接拥有或控股 10%或以上投票权或其他等价利益的境外企业。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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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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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以下简称存量）达 13573.9 亿美元 , 其中 : 股权投资 7272.1 亿美元 , 占

53.6%；收益再投资 4002.1 亿美元 ,占 29.5%；债务工具投资 2299.7 亿美元 ,占 16.9%。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7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45

万亿美元 , 年末存量 26.16 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数计算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

流量、存量的 13.5% 和 5.2%，流量承上年继续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 2 位，占比较上年

提升 3.6 个百分点，存量由 2015 年的第 8位跃至第 6位，占比提升 0.8 个百分点。

图 1  2016 年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 (地区 ) 流量对比

分类
    

指标 流量 存量

金额 同比 (%) 比重 (%) 金额 比重 (%)

合计 1961.5 34.7 100.0 13573.9 100.0

  金融类 149.2 -38.5 7.6 1773.4 13.1

  非金融类 1812.3 49.3 92.4 11800.5 86.9

表 1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类构成情况

单位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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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投资。

	 2.	2016 年非金融流量数据与商务部 2016 年快报数据（1701.1 亿美元）差异主要为 : 境内金融业投资

者流向境外非金融领域的投资以及收益再投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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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 149.2 亿美元 , 同比下降 38.5%，其中对外货币金融

服务类（原银行业）直接投资 101.7 亿美元 ,占 68.2%。

2016 年末，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1773.4 亿美元，其中对外货币金融服务类直接投资

1019.4 亿美元 ,占 57.5%; 保险业 27.9 亿美元 ,占 1.6%；资本市场服务（原证券业）74.1 亿美元 ,

占 4.2%；其他金融业 652 亿美元 ,占 36.7%。

截至2016年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③共在美国、日本、英国等45个国家（地区）开设83家分行、

59 家附属机构 , 员工总人数达 5.1 万人 , 其中雇用外方员工 4.8 万人，占 94.1%。2016 年末，中国

共在境外设立保险机构 9家。

（三）2016 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812.3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49.3%; 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

入 154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境内投资者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为 3206亿美元，其中：

进口总值 1814 亿美元，出口总值 1392 亿美元。

2016 年末，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11800.5 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2.87 万亿美元。

（四）2016 年，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缴纳各种税金总额近 300 亿美元；年末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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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其他国家（地区）统计数据来源于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7 世界投资报告》。

图 2  2016 年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存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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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总数 286.5 万人 ,其中雇用外方员工 134.3 万人，占 46.9%，较上年末增加 11.8 万人。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

（一）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1. 流量蝉联全球第二，比重首超一成。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较 2015 年有所下降，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回落，新兴市场与发展

中经济体增速止跌回升。国际贸易依然低迷，英国脱欧等不确定因素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一度出现较

大幅度的震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继 2015 年强劲上扬之后，在 2016 年失去了增长动力，全年流出

流量下降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当年创下 1961.5 亿美元的历史新纪录，同

比增长 34.7%，流量规模仅次于美国（2990 亿美元），继上年仍位居世界第二位。

自 2003 年中国有关部门权威发布年度数据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 14 年连增，2016 年流

量是 2002 年的 72.6 倍，占全球比重由 2002 年的 0.5% 提升至 13.5%，首次突破两位数，在全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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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1 22

2008 559.1 12 110.9 1839.7 18

2009 565.3 5 1.1 2457.5 16

2010 688.1 5 21.7 3172.1 17

2011 746.5 6 8.5 4247.8 13

2012 878.0 3 17.6 5319.4 13

2013 1078.4 3 22.8 6604.8 11

2014 1231.2 3 14.2 8826.4 8

2015 1456.7 2 18.3 10978.6 8

2016 1961.5 2 34.7 13573.9 6

表 2  中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各年份的统计结果

单位 :亿美元

注 :1.2002-2005 年数据为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数据 ,2006-2016 年为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2.2006 年同比为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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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2-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 4  2002-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的位次

国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2002-2016 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35.8%；2016 年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再次超过吸引外资（1340 亿美元），连续两年实现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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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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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2016 年全球主要对外投资国家（地区）流量占比情况

图 6  2009-2016 年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对比图

注：其他国家（地区）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2017 世界投资报告》。

2. 对外投资并购领域广泛，数量金额创历史之最。

2016 年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最为活跃的年份，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 765 起，涉及 74 个国家

（地区），实际交易总额 1353.3 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④865 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 63.9%，占当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44.1%；境外融资 488.3 亿美元，占并购金额的 36.1%。中国信达资产

注：2009 至 2016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2017 世界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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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8.8 亿美元收购南洋商业银行 100% 股份，是 2016 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的

最大海外并购项目。

2016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 / 仓

储和邮政业、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 18 个行业大类。从并购金额上看，制造业

30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9.5%，位居首位，涉及 200 个项目；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26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4%，位列次席；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13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56.5%，位居第三位；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倍，

位居第四位。上述四个行业中，交易金额最大的项目分别是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55.8 亿美元收购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家电业务项目、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等41亿美元收购芬兰Supercell公司84.3%股权、

天津天海物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1 亿美元收购美国英迈国际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37.7 亿美

元收购巴西朱比亚水电站和伊利亚水电站 30 年经营权项目，它们也成为截至 2016 年底中国企业在

制造、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电力生产和供应领域最大的对外

投资并购项目。

2016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分布在全球 74 个国家（地区）。从实际并购金额看，美国、中国

香港、开曼群岛、巴西、德国、芬兰、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位列前十。

行业类别 数量（起） 金额（亿美元） 金额占比 (%）

制造业 200 301.1 22.3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9 264.1 19.5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21 137.9 10.2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7 112.1 8.3
金融业 13 97.9 7.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7 95.3 7.0
房地产业 59 92.7 6.8
采矿业 29 75.0 5.5
住宿和餐饮业 15 54.7 4.0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22 44.1 3.3
批发和零售业 82 28.2 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3 24.5 1.8
卫生和社会工作 4 8.1 0.6
农 /林 /牧 /渔业 33 6.7 0.5
教育 10 4.7 0.3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 3.3 0.2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 2.1 0.2
建筑业 7 0.8 0.1
总计 765 1353.3 100.0

表 3  2016 年我国对外投资并购行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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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购项目 115 起，并购金额 66.4 亿美元，占并购总额

的 4.9%。其中，马来西亚、柬埔寨、捷克等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并购投资超过 5亿美元。

3. 近六成投资形成境外企业股权，债务工具规模创历史极值。

2016 年，新增股权投资 114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占当年流量总额的 58.2%，较上年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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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3 148.6 44.1

表 4  2004-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情况

单位 :亿美元

注 :2012-2016 年并购金额包括境外融资部分，比重为直接投资占当年流量的比重。

图 7  2016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十大目的地（按并购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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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8.2 个百分点；收益再投资 306.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9.1%，占 15.6%，股权和收益再投资共

计1447.9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73.8%；债务工具投资（仅涉及对外非金融类企业）为513.6亿美元，

是上年的 4.6 倍，占 26.2%。

2016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负值的国家（地区）共计 27 个，累计金额为 31.7 亿美元。从

结构构成上看，主要体现在收益再投资为负值（如当年境外企业对以往年度的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债务工具为负值（如境外企业到期归还中国境内母公司贷款）、新增股权为负值（如境外企业撤、

注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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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4 307.3 28.5 383.2 35.5 387.9 36.0 
2014 1231.2 557.3 45.3 444.0 36.1 229.9 18.6 
2015 1456.7 967.1 66.4 379.1 26.0 110.5 7.6 
2016 1961.5 1141.3 58.2 306.6 15.6 513.6 26.2 

表 5  2006-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构成表

单位 :亿美元

图 8  2006-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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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造业投资流量跃至第二位，采矿业创 2005 年来新低。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 18 个行业大类。其中流量上百亿美元的涉及六个

领域，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第一位，制造业首次上升至第二。

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 657.8 亿美元，继上年小幅下降后实现 81.4% 的高速增长，占当

年流量总额的33.5%。投资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荷兰、卢森堡等国家（地

区）。

制造业 29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3%，占当年流量总额的 14.8%；主要流向汽车制造业、计

算机 / 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纺织业、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铁路 / 船舶 / 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等。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 14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4%，占

制造业投资的 49.1%。

批发和零售业 20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8.7%，占 10.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3.6%，占 9.5%。

图 9  2016 年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流向的主要二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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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 15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8%，占 7.8%。

金融业 149.2 亿美元，同比下降 38.5%，占 7.6%。2016 年，中国金融业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

资活跃，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 233.7 亿美元，其中流向境外金融类企业的直接投资 144.7 亿美元，

流向境外非金融类企业的直接投资89亿美元；中国非金融业境内投资者投向境外金融企业的投资4.5

亿美元。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领域中，除金融业流量下降外，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

流向采矿业的投资仅为 19.3 亿美元，同比下降 82.8%，从而创下 2005 年以来中国企业对该领域投

资的新低；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16.8 亿美元，同比下降 38.4%；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4 亿美元，同比下降 38.1%。

 

行业 流量 同比（%） 比重（%）

合计 1,961.5 34.7 1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57.8 81.4 33.5 

制造业 290.5 45.3 14.8 

批发和零售业 208.9 8.7 10.7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6.7 173.6 9.5 

房地产业 152.5 95.8 7.8 

金融业 149.2 -38.5 7.6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4.2 239.1 2.8 

建筑业 43.9 17.6 2.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2.4 26.7 2.2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38.7 121.4 2.0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5.4 65.6 1.8 

农 /林 /牧 /渔业 32.9 27.8 1.7 

采矿业 19.3 -82.8 1.0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16.8 -38.4 0.9 

住宿和餐饮业 16.2 124.8 0.8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4 -38.1 0.4 

卫生和社会工作 4.9 480.9 0.2 

教育 2.8 356.8 0.1 

表 6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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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美洲、欧洲地区的投资增幅高于全球，对非洲投资下降近两成。

2016 年，流向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 130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2%，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的 66.4%。其中对中国香港的投资 114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2%，占对亚洲投资的 87.7%；

对东盟 10 国的投资 102.8 亿美元，同比下降 29.6%，占对亚洲投资的 7.9%。

流向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 27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5.9%，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13.9%。主要流向开曼群岛（135.2亿美元）、英属维尔京群岛（122.9亿美元）、牙买加（4.2亿美元）、

墨西哥（2.1 亿美元）等。

流向北美洲地区的投资 20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89.9%，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10.4%。

其中对美国投资 16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5%；加拿大 2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3.7%。

流向欧洲的投资 10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2%，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5.4%。其中流量

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国家有 6 个，分别是 : 德国（23.8 亿美元）、卢森堡（16 亿美元）、法国（15

亿美元）、英国（14.8 亿美元）、俄罗斯联邦（12.9 亿美元）、荷兰（11.7 亿美元）。

流向大洋洲52.1亿美元，同比增长34.6%，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7%。主要流向澳大利亚、

新西兰、萨摩亚、斐济等国家。

流向非洲24亿美元，同比下降19.4%，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2%。主要流向南非、加纳、

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安哥拉、乌干达、喀麦隆、埃及等国家。

图 10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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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达经济体是投资热点，对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的投资均创历史新高。

2016 年，流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为 368.4 亿美元，较上年实现了 94% 的高速增长。其中对欧盟

直接投资99.94亿美元，同比增长82.4%，占欧盟当年吸引外资的1.8%；对美国投资169.81亿美元，

同比增长 111.5%，占美吸引外资的 4.3%；对澳大利亚投资 41.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1%，占澳

序号 国家（地区） 流量 占总额比重（%）

1 中国香港 1142.3 58.2
2 美    国 169.8 8.7
3 开曼群岛 135.2 6.9
4 英属维尔京群岛 122.9 6.3
5 澳大利亚 41.9 2.1
6 新 加 坡 31.7 1.6
7 加 拿 大 28.7 1.5
8 德    国 23.8 1.2
9 以 色 列 18.4 0.9
10 马来西亚 18.3 0.9
11 卢 森 堡 16.0 0.8
12 法    国 15.0 0.8
13 英    国 14.8 0.7
14 印度尼西亚 14.6 0.7
15 俄罗斯联邦 12.9 0.7
16 越    南 12.8 0.7
17 荷    兰 11.7 0.6
18 韩    国 11.5 0.6
19 泰    国 11.2 0.6
20 新 西 兰 9.1 0.5

合    计 1862.6 95.0

表 8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 20 位的国家（地区）

单位 :亿美元

洲别 金额 同比 (%) 比重 (%)

亚    洲 1302.7 20.2 66.4 

拉丁美洲 272.3 115.9 13.9 

北 美 洲 203.5 89.9 10.4 

欧    洲 106.9 50.2 5.4 

大 洋 洲 52.1 34.6 2.7 

非    洲 24.0 -19.4 1.2 

合    计 1961.5 35.9 100.0 

表 7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区构成情况

单位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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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资的 8.7%；对加拿大投资 28.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83.7%，占加吸引外资的 8.5%；对新西

兰投资 9.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0.3%，占新吸引外资的 39.3%。2016 年，中国对欧盟、美国、澳

大利亚的投资均创历史最高值，发达国家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投资目的地。

7. 地方占比突破八成，上海、广东、天津位列前三。

2016 年，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 1505.1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60.8%，占全国非

金融类流量的 83%，是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其中：东部地区 1256 亿美元，占地方

投资流量的 83.4%，同比增长 63.9%；西部地区 115.5 亿美元，占 7.7%，同比增长 55%；中部地区

101.1 亿美元，占 6.7%，同比增长 59.7%；东北三省 32.5 亿美元，占 2.2%，同比增长 1.4%。上海、

广东、天津、北京、山东、浙江、江苏、河南、福建、河北位列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 10 位，合

计1292.4亿美元，占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85.9%。上海、广东2016年流量分别突破两百亿美元，

创地方对外投资新高。

表 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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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6.0 83.4 63.9 

中部地区 101.1 6.7 59.7 

西部地区 115.5 7.7 55.0 

东北三省 32.5 2.2 1.4 

合    计 1505.1 100.0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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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部地区包

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3、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

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4、东北三省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国家、经济体名称 流量 同比（%）

欧    盟 99.94 82.4 
美    国 169.81 111.5 
加 拿 大 28.71 83.7 
澳大利亚 41.87 23.1 
日    本 3.44 43.3 
新 西 兰 9.06 160.3 
挪    威 -8.51 --
瑞    士 0.68 -72.5 
以 色 列 18.41 700.4 
百慕大群岛 4.99 -55.7 
合    计 368.4 94.0 

表 9  2016 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投资情况

单位 :亿美元

注：发达经济体划分标准同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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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非金融类流量的近七成来自非公有经济控股投资主体。

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投资流量中，属非公有经济控股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1232.4亿美元，

占 68%，公有经济控股 579.9 亿美元，占 32%。

 

（二）2016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1. 在全球的位置和比重。

2016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13573.9 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 2595.3 亿美元，是 2002 年

末存量的 45.4 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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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排名由第

25 位上升至第 6 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国家（地区）分别是美国（6.38 万亿美元）、

序号 省、市、区名称 流量 同比（%）

1 上海市 239.68 3.4 
2 广东省 229.62 87.2 
3 天津市 179.40 609.9 
4 北京市 155.74 26.8 
5 山东省 130.24 83.2 
6 浙江省 123.14 73.2 
7 江苏省 122.02 68.3 
8 河南省 41.25 214.2 
9 福建省 41.19 49.4 
10 河北省 30.13 220.5 
　 合  计 1292.41 ——

表 11  2016 年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十位的省市区

单位：亿美元

图 11  2016 年中国公有控股和非公有控股流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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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1.53万亿美元）、英国（1.44万亿美元）、日本（1.4万亿美元）、德国（1.37万亿美元）。

 

 

 

图 12  2002-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情况

图 13  2002-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全球的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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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地区分布。

2016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全球的 190 个国家（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

数的 81.2%，2016 年较上年新增了对洪都拉斯、布基纳法索的投资。

2016 年末，中国在亚洲的投资存量为 9094.5 亿美元 , 占 67%, 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

位次 国家（地区） 存量 占全球比重（%）

1 美    国 63837.5 24.4 

2 中国香港 15278.8 5.9 

3 英    国 14439.4 5.5 

4 日    本 14006.9 5.4 

5 德    国 13653.7 5.2 

6 中    国 13573.9 5.2 

7 法    国 12593.8 4.8 

8 荷    兰 12559.5 4.8 

9 加 拿 大 12199.9 4.7 

10 瑞    士 11309.1 4.3 

合    计 183452.5 70.2 

表 12  2016 年末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十位的国家（地区）

单位：亿美元

图 14  2016 年末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

注：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其他国家（地区）统计数据来源于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7 世界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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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中国澳门、老挝、哈萨克斯坦、越南、阿联酋、巴基斯坦、缅甸、泰国、柬埔寨、韩国、

以色列、蒙古、马来西亚等；中国香港占亚洲存量的 85.8%。

拉丁美洲 2071.5 亿美元，占 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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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牙买加、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墨西哥等。其中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

岛累计存量 1929.7 亿美元，占对拉美地区投资存量的 93.2%。

欧洲 872亿美元，占6.4%，主要分布在荷兰、英国、俄罗斯、卢森堡、德国、法国、瑞典、挪威、

意大利等。

北美洲 754.7 亿美元，占 5.6%, 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

非洲 398.8 亿美元，占 2.9%，主要分布在南非、刚果（金）、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加纳、津巴布韦、安哥拉、坦桑尼亚、毛里求斯、苏丹、肯尼亚等。

大洋洲 382.4亿美元，占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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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八成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2016 年末 , 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

存量为 11426.18 亿美元，占 84.2%，其中中国香港 7807.45 亿美元，占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存量的

68.3%；东盟 715.54 亿美元，占 6.3%。在发达经济体存量 1913.97 亿美元 , 占 14.1%，其中欧盟

698.4 亿美元，占在发达经济体投资存量的 36.5%; 美国 605.8 亿美元，占 31.7%；澳大利亚 333.51

亿美元，占 17.4%；加拿大 127.26 亿美元，占 6.6%; 以色列 42.3 亿美元，占 2.2%；挪威 26.42 亿

美元，占 1.4%；日本 31.84 亿美元，占 1.7%。

图 15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地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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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末，中国在转型经济体⑤的直接投资存量 233.75 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 1.7%。其中俄

罗斯 129.8 亿美元，占转型经济体投资存量的 55.5%；哈萨克斯坦 54.32 亿美元，占 23.2%；吉尔

吉斯斯坦12.38亿美元，占5.3%；塔吉克斯坦11.67亿美元，占5%；土库曼斯坦2.49亿美元，占1.1%。

 

2016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 20 位的国家（地区）累计达到 12288.77 亿美元，占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90.5%。分别是：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美国、新加坡、澳

⑤转型经济体包括：东南欧、独联体和格鲁吉亚。东南欧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黑山、

马其顿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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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经济体名称 存量 比重（%）

欧    盟 698.40 36.5 
挪    威 26.42 1.4 
瑞    士 5.76 0.3 
美    国 605.80 31.7 
加 拿 大 127.26 6.6 
澳大利亚 333.51 17.4 
新 西 兰 21.02 1.1 
日    本 31.84 1.7 
以 色 列 42.30 2.2 
百 慕 大 21.66 1.1 
合    计 1913.97 100.0 

表 13  2016 年末中国在发达国家（地区 )直接投资存量情况

单位：亿美元

图 16  2016 年末中国对经济体直接投资存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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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荷兰、英国、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卢森堡、德国、中国澳门、南非、老挝、哈

萨克斯坦、法国、越南、阿联酋。

2016 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1294.1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存量的 9.5%。存量位列前十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老挝、哈萨克斯坦、越南、

阿联酋、巴基斯坦、缅甸、泰国。

3. 行业分布。

（1）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2016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存量规模上千亿美元的行业有5个，

较上年末增加了制造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 4739.9 亿美元高居榜首，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34.9%。包括以投资

控股为主要目的的对外投资活动，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卢森堡、荷

兰等国家（地区）。

金融业 1773.4 亿美元，占 13.1%。

序号 国家 (地区 ) 存量 比重 (%)

1 中国香港 7807.45 57.5 
2 开曼群岛 1042.09 7.7 
3 英属维尔京群岛 887.66 6.5 
4 美    国 605.80 4.4 
5 新 加 坡 334.46 2.5 
6 澳大利亚 333.51 2.5 
7 荷    兰 205.88 1.5 
8 英    国 176.12 1.3 
9 俄罗斯联邦 129.80 1.0 
10 加 拿 大 127.26 0.9 
11 印度尼西亚 95.46 0.7 
12 卢 森 堡 87.77 0.6 
13 德    国 78.42 0.6 
14 中国澳门 67.83 0.5 
15 南    非 60.01 0.4 
16 老    挝 55.00 0.4 
17 哈萨克斯坦 50.95 0.4 
18 法    国 51.16 0.4 
19 越    南 49.84 0.4 
2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8.88 0.3 

合    计 12288.77 90.5

表 14   2016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二十位的国家 (地区 )

单位：亿美元



23

2016年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批发和零售业 1691.7 亿美元，升至第三位，占 12.5%。

采矿业 1523.7 亿美元，占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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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 1081.1 亿美元，占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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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其他制造、橡胶和塑料制品、医药制造、纺织、食品制造、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铁路 / 船舶 /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非

金属矿物制品、通用设备制造、金属制品、纺织服装/装饰等领域。其中装备制造业存量470.4亿美元，

占制造业投资存量的 43.5%。中国企业对汽车制造、计算机 / 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专用设备

制造领域的投资均超过 100 亿美元。

以上五个行业累计存量为 10809.8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79.6%。其他主要行业

分布情况：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48 亿美元，占 4.8%。

房地产业 461.1 亿美元，占 3.4%。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414.2 亿美元，占 3.1%，主要分布在水上运输业、装卸搬运及其他运

输代理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等。

建筑业 324.2亿美元，占2.4%，主要是房屋建筑业、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建筑安装业的投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28.2 亿美元，占 1.7%，主要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的投资。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97.2亿美元，占1.4%，主要为专业技术服务业、研究试验和发展的投资。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69 亿美元，占 1.2%，主要是其他服务业以及居民服务业的投资。

农 / 林 / 牧 / 渔业 148.9 亿美元 , 占 1.1%，其中农业占 29.5%，林业占 18.6%，渔业占

图 17  2016 年末中国对外金融业直接投资存量构成



2016年度 

2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11.4%。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79.1 亿美元，占 0.6%。

住宿和餐饮业 41.9 亿美元 ,占 0.3%。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5.8 亿美元，占 0.2%。

图 18  2016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行业分布

图 19  2016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行业比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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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量行业的地区分布情况看，中国对各地区直接投资的行业高度集中。

地区 行业名称 存量 占比 (%)

亚洲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855.0 42.4 
金融业 1189.5 13.1 
批发和零售业 1170.0 12.9 
采矿业 717.2 7.9 
制造业 624.0 6.9 

小计 7555.7 83.2 

非洲

建筑业 113.0 28.3 
采矿业 104.1 26.1 
制造业 50.9 12.8 
金融业 45.6 11.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9.1 4.8 

小计 332.7 83.4 

欧洲

采矿业 238.6 27.3 
制造业 175.1 20.1 
金融业 144.4 16.6 
批发和零售业 78.7 9.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0.8 8.1 

小计 707.6 81.1 

拉丁美洲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90.4 33.3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80.2 18.4 
批发和零售业 371.4 17.9 
金融业 242.6 11.7 
采矿业 159.3 7.7 

小计 1843.9 89.0 

北美洲

制造业 171.3 22.7 
金融业 123.9 16.4 
采矿业 95.9 12.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8.8 11.8 
房地产业 62.3 8.2 

小计 542.2 71.8 

大洋洲

采矿业 208.5 54.5 
房地产业 44.3 11.6 
金融业 27.4 7.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0.0 5.2 
批发和零售业 16.3 4.3 

小计 316.5 82.8 

表 15  2016 年末中国对各洲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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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三次产业分

2016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6.3%分布在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金额为10360.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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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 / 仓储等领域。第二产业 3083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22.7%，其中采矿业（不含

开采辅助活动）1451.3 亿美元，占第二产业的 47.1%；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079.3 亿美元，占 35%；建筑业 324.2 亿美元，占 10.5%；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28.2 亿美元，占 7.4%。第一产业（农 /林 /牧 /渔业，但不含农 /林 /牧 /渔服务业）130.5 亿

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1%。

 

4. 按境内投资者工商行政管理注册类型分类。

2016 年末，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1800.5 亿美元存量中，国有企业占 54.3%；非国有企业

占 45.7%，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占 17.8%，私营企业占 8.7%，股份有限公司占 8.6%，外商投资企业

占 3.5%，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3.5%，股份合作企业占 0.7%，集体企业占 0.3%，其他占 2.6%。

 

图 20  2016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按三次产业分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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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省市区分布。

2016 年末，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5240.5 亿美元 , 占全国非金融类存量的

44.4%，较上年增加7.7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4232.9亿美元，占80.7%；西部地区428.1亿美元，

占 8.2%；中部地区 356 亿美元，占 6.8%；东北三省 223.5 亿美元，占 4.3%。广东省以 1250.4 亿

图 21  2016 年末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图 22  2006-2016 年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存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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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存量位列地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之首，其次为上海 840.5 亿美元 , 其后依次为北京、山东、

江苏、浙江、天津、辽宁、福建、湖南等。在 5个计划单列市中，深圳市以 852.6 亿美元位列第一，

占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68.2%，宁波市以 117.8 亿美元位列第二，占浙江省存量的 36%。

 

 

序号 省、市、区名称 存量

1 广东省 1250.4 

2 上海市 840.5 

3 北京市 543.8 

4 山东省 411.9 

5 江苏省 349.5 

6 浙江省 326.8 

7 天津市 262.3 

8 辽宁省 132.2 

9 福建省 111.3 

10 湖南省 101.7 

　 合计（占地方存量 82.6%） 4330.4

表 16  2016 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十位的省市区

单位：亿美元

图 23  2016 年末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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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投资

2016 年 , 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1142.33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近六成，同比增长 27.2%。当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香港地区企业的并购 164 起，

涉及金额 153.74 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通过其在香港地区设立的平台公司进行再投资并购活跃，

如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55.8 亿美元收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家电业务、腾讯等公司 41 亿美元收购

芬兰 Supercell 公司 84.3% 股份、三峡集团 37.73 亿美元收购巴西朱比亚水电站和伊利亚水电站 30

年经营权项目等均是通过再投资完成。

从流量行业构成情况看，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投资控股为主要目的）485.0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5.9%，占 42.5%；金融业 158.06 亿美元，同比下降 3.9%，占 13.8%；批发和零售业

149.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占 13.1%；制造业 106.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5%，占 9.4%；房地

产业 92.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4%，占 8.1%；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1.62 亿美元，

同比增长87.7%，占4.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44.79亿美元，同比增长244.8%，占3.9%。

2016 年末 , 中国内地共在香港地区设立境外企业近 1.2 万家，年末投资存量 7807.45 亿美元，

占存量总额的 57.5%。从主要行业构成看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724.93 亿美元，占 47.7%; 金融业

1050.46亿美元，占13.5%;批发和零售业1039.34亿美元，占13.3%;采矿业478.06亿美元，占6.1%;

制造业390.09亿美元，占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97.95亿美元，占3.8%;房地产业占3.5%;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 2.2%；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 1.7%；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 0.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建筑业各占 0.6%；其他行业占 1.1%。

经济体名称
流量 存量

金额 同比 (%) 比重 (%) 金额 比重 (%)

中国香港 1142.33 27.2 58.2 7807.45 57.5

欧    盟 99.94 82.4 5.1 698.37  5.1 

东    盟 102.79  -29.6  5.2 715.54  5.3 

美    国 169.81  111.5  8.7 605.80  4.5 

澳大利亚 41.87  23.1  2.1 333.51  2.4 

俄罗斯联邦 12.93  -56.3  0.7 129.80  1.0 

合    计 1569.67  26.3 80.0 10290.47 75.8

表 17  2016 年中国对主要经济体投资情况表

单位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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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对欧盟的投资

2016 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流量金额近百亿美元（99.9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2.4%，占流量总额的 5.1%，占对欧洲投资流量的 93.5%。

从流向的主要国家看，德国位居首位，流量达 23.81 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 5.8 倍，占对欧盟

投资流量的 23.8%，主要投向的行业为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其次

为卢森堡 16.02 亿美元，占 16%，主要投向的行业为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法国 15 亿美元位

列第三，是上年同期的 4.6 倍，占 15%，主要投向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

造业。此外，中国对马耳他、爱尔兰、意大利、塞浦路斯、匈牙利的投资实现快速增长。

从行业分布看，流向制造业36.55亿美元,占 36.6%，主要分布在荷兰、德国、英国、爱尔兰等;

批发和零售业 16.22 亿美元，占 16.2%，主要分布在法国、卢森堡、英国、德国等；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14.36亿美元，占14.4%,主要分布在德国、卢森堡、法国、英国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6.84

亿美元,占 6.8%，主要在德国、英国；金融业6.25亿美元，占6.2%，主要在卢森堡、法国、德国等；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4.51 亿美元，占 4.5%，主要在意大利。

截至 2016 年末 , 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存量为 698.37 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 5.1%，占对欧洲投资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850,641 42.5 37,249,336 47.7 
金融业 1,580,559 13.8 10,504,616 13.5 
批发和零售业 1,493,055 13.1 10,393,401 13.3 
采矿业 -302,300 -2.6 4,780,617 6.1 
制造业 1,069,730 9.4 3,909,454 5.0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145,268 1.3 2,979,539 3.8 
房地产业 924,429 8.1 2,745,304 3.5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16,238 4.5 1,687,897 2.2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47,929 3.9 1,316,396 1.7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74,316 1.5 686,586 0.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9,342 0.8 479,375 0.6 
建筑业 93,916 0.8 456,605 0.6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130,595 1.1 380,029 0.5 
农 /林 /牧 /渔业 78,846 0.7 187,876 0.2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1,775 0.5 166,855 0.2 
其他行业 68,922 0.6 150,603 0.2 

合计 11,423,261 100.0 78,074,489 100.0 

表 18  2016 年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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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的80.1%。存量在3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有六个，分别为：荷兰、英国、卢森堡、德国、法国、瑞典。

由于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境外企业管理架构的调整（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即境外子公司调整为再投资

企业），造成 2016 年末对法国、英国等国家投资存量的变动。

从存量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 160.69 亿美元，占 23%，主要分布在英国、德国、瑞典、荷兰等；

采矿业 153.4 亿美元，占 22%，主要分布在荷兰、卢森堡、法国、比利时等 ; 金融业 140.48 亿美元，

占 20.1%, 主要分布在英国、卢森堡、法国、德国等；批发和零售业 72.59 亿美元，占 10.4%, 主要

分布在荷兰、法国、英国、德国、卢森堡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5.78 亿美元，占 8%，主要分布在

英国、卢森堡、荷兰、德国等；房地产业 31.56 亿美元，占 8%，主要在英国和德国；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20.81 亿美元，占 3%，主要分布在英国、德国、瑞典、捷克等；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占 2.5%；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占 1.7%；农 /林 /牧 /渔业占 1.2%。

2016 年末，中国共在欧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 2700 多家，已覆盖欧盟的全部 28 个成员国，雇用

外方员工 13.37 万人。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

制造业 365,467 36.6 1,606,859 23.0 

采矿业 7,661 0.8 1,534,022 22.0 

金融业 62,460 6.2 1,404,813 20.1 

批发和零售业 162,179 16.2 725,859 10.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3,560 14.4 557,824 8.0 

房地产业 11,591 1.2 315,562 4.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8,386 6.8 208,073 3.0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2,407 4.2 176,276 2.5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12,601 1.3 116,518 1.7 

农 /林 /牧 /渔业 17,245 1.7 80,699 1.2 

住宿和餐饮业 11,499 1.2 78,516 1.1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45,059 4.5 55,268 0.9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5,176 2.5 49,481 0.7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847 0.5 30,717 0.4 

建筑业 3,853 0.4 17,155 0.2 

教育 6,812 0.7 17,001 0.2 

其他 8,623 0.8 9,026 0.1

合计 999,426 100.0 6,983,669 100.0 

表 19  2016 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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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对东盟的投资

2016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的投资流量为102.79亿美元 ,同比下降29.6%，占流量总额的5.2%，

对亚洲投资流量的 7.9%；存量为 715.54 亿美元 , 占存量总额的 5.3%，亚洲投资存量的 7.9%。

2016 年末 ,中国共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 4300 家 , 雇用外方员工 28.39 万人。

2016年，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31.72亿美元，较上年（104.52亿美元）下降69.7%，对马来西亚、

越南、泰国的投资实现较快增长。从流量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 35.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占 34.5%，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 ; 批发和零售业 19.63 亿美元，占

19.1%，主要分布在新加坡、泰国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3.71亿美元，占13.3%，主要分布在新加坡；

房地产业 12.46 亿美元，占 12.1%，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 6.64 亿美元，占 6.5%, 主要分布在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建筑业 6.35 亿美元，占

6.2%,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金融业4.54亿美元，占4.4%，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等；农/林/牧/渔业3.74亿美元，占3.6%，主要分布在缅甸、老挝、新加坡、柬埔寨等；

采矿业 2.41 亿美元，占 2.3%。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

制造业 354,370 34.5 1,314,969 18.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7,106 13.3 1,122,250 15.7 
采矿业 24,119 2.3 1,016,925 14.2 
批发和零售业 196,304 19.1 968,975 13.5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6,424 6.5 912,135 12.7 
金融业 45,400 4.4 457,319 6.4 
建筑业 63,487 6.2 450,678 6.4 
农 /林 /牧 /渔业 37,370 3.6 313,845 4.4 
房地产业 124,590 12.1 198,793 2.8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67,010 -6.5 182,306 2.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364 0.7 71,912 1.0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19,125 1.9 60,017 0.8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5,515 1.5 56,598 0.8 
住宿和餐饮业 1,759 0.2 11,977 0.2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3,149 0.3 7,917 0.1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877 -0.2 6,954 0.1 
教育 581 0.1 1,660 0.0 
其他行业 92 0.0 179 0.0 

合计 1,027,868 100.0 7,155,409 100.0 

表 20  2016 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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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年中国对东盟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 131.5 亿美元 , 占 18.4%, 是中国

对东盟投资存量最大的行业，其中投资额上十亿美元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28.87 亿美元）、越

南（24.79 亿美元）、泰国（21.19 亿美元）、新加坡（20.49 亿美元）、马来西亚（12.39 亿美元）。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2.23 亿美元，占 15.7%，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马

来西亚等。采矿业 101.69 亿美元，占 14.2%，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等。

批发和零售业 96.9 亿美元 , 占 13.5%，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91.21亿美元，占12.7%，主要分布在新加坡、缅甸、

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等。金融业 45.73 亿美元，占 6.4%，主要分布在新加坡、泰国、印度

尼西亚、越南等。建筑业 45.07 亿美元，占 6.4%,主要分布在新加坡、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等。

农 / 林 / 牧 / 渔业 31.38 亿美元，占 4.4%，主要分布在老挝、新加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

房地产业 19.88 亿美元，占 2.8%，主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等。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占 2.5%,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泰国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 1%;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占 0.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 0.8%；住宿和餐饮业占 0.2%。

图 24  2016 年末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存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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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对美国的投资

2016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为 169.81 亿美元 ,是上年的 2.1 倍，创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历史

新高，占流量总额的8.7%，其中非金融类流量205.29亿美元，金融类流量-35.48亿美元。2016年末，

对美投资存量为 605.8 亿美元 ,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4.5%，境外企业雇用美国当地员工 9.1

万人，较上年末增加 1万余人。

2016 年，中国企业共对美实施并购项目 164 起，实际交易金额 354 亿美元，主要分布在制造、

交通运输和仓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文化娱乐等领域。包括海航的天津天海物流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60.1 亿美元收购美国英迈国际、青岛海尔 55.8 亿美元收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家电业

务项目、万达集团 28 亿美元收购美国传奇影业、艾派克集团 27 亿美元收购利盟国际、海航集团

18.8 亿美元收购卡尔森酒店集团等。2016 年，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和境外企业再投资累计对美实

现各类投资超过 400 亿美元。

2016 年，中国对美投资领域多元，其中流量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行业有 6个，较上年增加 3个。

对美制造业投资以 59.95 亿美元位列首位，同比增长 49.6%，占对美投资流量的 35.3%；其次为信

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9.32 亿美元，是上年的 15.9 倍，占 29%；房地产业以 23.26 亿

美元位列第三 , 是上年的 12.7 倍，占 13.7%。其后依次为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18.66 亿美元，占

1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3 亿美元，占 9.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22 亿美元，占 7.2%；

批发和零售业 9.58 亿美元，占 5.6%；采矿业 5.06 亿美元，占 3%。

从存量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以 151.82 亿美元高居榜首，占对美投资存量的 25.1%，主

要分布在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计

算机 /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铁路 / 船舶 /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其后依次为：金融业 104.92 亿美元，占

17.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9.51 亿美元，占 11.5%；房地产业 57.19 亿美元 , 占 9.4%; 信息传

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4.46 亿美元，占 9%；批发和零售业 40.18 亿美元，占 6.6%；采矿

业占 5.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占 5.0%;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占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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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

2016 年 , 中国对澳直接投资流量 41.87 亿美元 , 创对澳投资新高，同比增长 23.1%，占流量总

额的 2.1%。主要流向 : 房地产业 13.32 亿美元 ,占 31.8%; 采矿业 9.78 亿美元 ,占 23.4%; 交通运

输 / 仓储和邮政业 3.89 亿美元，占 9.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28 亿美元 , 占 7.8%；卫生和社会

工作占 6%; 农 /林 /牧 /渔业占 5.4%; 制造业占 5.4%。

2016 年末，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存量为 333.51 亿美元 ,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2.4%，对

大洋洲投资存量的 87.2%；共在澳大利亚设立超过 960 家境外企业，雇用澳方员工近 2 万人。存量

主要行业分布情况：采矿业 191.52 亿美元 , 占 57.4%；房地产业 41.06 亿美元 , 占 12.3%; 金融业

24.72亿美元,占 7.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8.08亿美元，占5.4%；制造业12.62亿美元，占3.8%;

批发和零售业 11.59 亿美元，占 3.5%；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7.94 亿美元，占 2.4%。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

制造业 599,498 35.3 1,518,212 25.1 

金融业 -354,764 -20.9 1,049,164 17.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2,992 9.6 695,116 11.5 

房地产业 232,634 13.7 571,873 9.4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93,152 29.0 544,576 9.0 

批发和零售业 95,770 5.6 401,776 6.6 

采矿业 50,619 3.0 308,190 5.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2,154 7.2 302,511 5.0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186,555 11.0 235,386 3.9 

建筑业 46,768 2.8 126,631 2.1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1,668 1.3 98,657 1.6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1,383 0.1 56,172 0.9 

住宿和餐饮业 22,928 1.4 52,894 0.9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130 0.3 50,033 0.8 

农 /林 /牧 /渔业 4,445 0.2 25,940 0.4 

教育 4,195 0.2 10,443 0.2 

卫生和社会工作 1,717 0.1 5,372 0.1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237 0.1 5,051 0.1 

合计 1,698,082 100.0 6,057,998 100.0 

表 21  2016 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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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

2016 年，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流量 12.93 亿美元 , 同比下降 56.3%, 占流量总额的 0.7%，

占对欧洲投资流量的 12.1%。从行业分布情况看，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 (41.9%)、农 / 林 / 牧 /

渔业（33.5%）、制造业（17.2%）、批发和零售业（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9%）、金融业（2.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6%）等。

2016 年末，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存量为 129.8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1%，对欧洲

地区投资存量的 14.9%；共在俄罗斯设立境外企业 1100 多家，雇用外方员工 2.2 万人。从存量的主

要行业分布情况看 , 采矿业 61.8 亿美元，占 47.6%; 农 / 林 / 牧 / 渔业 30.1 亿美元，占 23.2%；

制造业 11.6亿美元，占8.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1.2亿美元，占8.6%；批发和零售业4.1亿美元，

占3.1%；房地产业3.7亿美元，占2.9%;金融业3.1亿美元，占2.4%；建筑业2.4亿美元，占1.8%。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

采矿业 97,790 23.4 1,915,218 57.4 

房地产业 133,217 31.8 410,608 12.3 

金融业 -17,989 -4.3 247,222 7.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2,841 7.8 180,813 5.4 

制造业 22,407 5.4 126,205 3.8 

批发和零售业 21,517 5.1 115,944 3.5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38,920 9.3 79,439 2.4 

农 /林 /牧 /渔业 22,792 5.4 71,120 2.1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000 1.2 38,534 1.2 

建筑业 11,218 2.7 34,420 1.0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0,028 2.4 29,461 0.9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0,587 2.5 26,404 0.8 

卫生和社会工作 25,187 6.0 25,301 0.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020 0.5 15,763 0.5 

其他行业 3,153 0.8 18,604 0.5

合计 418,688 100.0 3,335,056 100.0 

表 22  2016 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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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构成

2016 年末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以下简称境内投资者）达到 2.44 万家 , 从其在中国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情况看 , 有限责任公司占 43.2%, 是中国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群体；私营企业占

26.2%，位列次席；股份有限公司占 10.1%；国有企业占 5.2%，较上年下降 0.6 个百分点；外商投

资企业占 4.8%；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3.2%；个体经营占 2.4%，股份合作企业占 2%, 集体企业

占 0.5%，其他占 2.4%。

 

行业 流量 比重 (%) 存量 比重 (%)

采矿业 54,238 41.9 618,186 47.6
农 /林 /牧 /渔业 43,276 33.5 300,671 23.2
制造业 22,257 17.2 115,659 8.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695 2.9 111,635 8.6
批发和零售业 5,223 4.0 40,591 3.1
房地产业 22 0.0 37,164 2.9
金融业 3,633 2.8 31,426 2.4
建筑业 -293 -0.2 23,819 1.8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737 -4.4 6,462 0.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066 1.6 5,155 0.4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144 0.1 3,202 0.3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5 0.0 1,826 0.1
其他行业 738 0.6 2,155 0.2
合计 129,307 100.0 1,297,951 100.0

表 23  2016 年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单位 :万美元

图 25  2016 年末境内投资者按登记注册类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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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内投资者中，中央企业及单位 177 家，仅占 0.7%，各省市区的地方企业投资者占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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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共占境内投资者总数的 79.7%。广东省境内投资者数量最多，超过 5400 家，占 22.2%；其

次为浙江省，占 12%；江苏省位列第三，占 10%。超六成的私营企业投资者来自广东、浙江、江苏、

上海、北京等地。

从境内投资者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共计 1.46 万家，占到境内投资者总数的

59.9%， 其中：制造业位列首位，占境内投资者的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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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 / 装饰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

其次为批发和零售业占 28.7%。另外，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 8.7%;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占 5.2%；农 /林 /牧 /渔业占 4%；建筑业占 3.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 2.8%。

 

工商登记注册类型 家数 比重 (%)

有限责任公司 10,536 43.2

私营企业 6,386 26.2 

股份有限公司 2,474 10.1 

国有企业 1,268 5.2 

外商投资企业 1,175 4.8 

港 /澳 /台商投资企业 776 3.2 

个体经营 593 2.4

股份合作企业 498 2.0 

集体企业 113 0.5

其他 583 2.4

合计 24,402 100.0 

表 24  2016 年末境内投资者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类情况

单位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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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数量 比重（%）

制造业 7,616 31.2 

批发和零售业 7,012 28.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110 8.7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76 5.2 

农 /林 /牧 /渔业 985 4.0 

建筑业 806 3.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71 2.8 

房地产业 601 2.5 

采矿业 569 2.3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513 2.1 

住宿和餐饮业 467 1.9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58 1.9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307 1.3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75 0.7 

其他 836 3.4 

合计 24,402 100.0 

表 25  2016 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行业构成情况

单位 :家

图 26  2016 年末境内投资者行业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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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构成

（一）国家 (地区 )分布

2016 年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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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万家，较上年末增加 6300 多家，遍布全球超过 80% 的国家（地区）。其中：亚洲的境

外企业覆盖率与上年持平，为 97.9%，欧洲为 87.8%，非洲为 86.7%，北美洲为 75%，拉丁美洲为

69.4%，大洋洲为 50%。

洲别
2016 年末国家（地区）

总数
中国境外企业覆盖的
国家（地区）数量

覆盖率
(%)

亚    洲 48 46 97.9 

欧    洲 49 43 87.8 

非    洲 60 52 86.7 

北 美 洲 4 3 75.0 

拉丁美洲 49 34 69.4 

大 洋 洲 24 12 50.0 

合    计 234 190 81.5 

表 26  2016 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在各洲分布情况

单位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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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亚洲国家地区数量包括中国，覆盖率计算基数未包括。

图 27  2016 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在各洲覆盖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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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境外企业的国家（地区）分布情况看，中国在亚洲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近 2.1 万家，占

55.8%, 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越南、韩国、印度尼西亚、老挝、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蒙古等。在中国香港设立的境外企业近 1.2 万家，占到中国境外企业总

数的三成，是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最多、投资最活跃的地区。

在北美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 5600 家，占 15.2%，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中国企业在美国

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仅次于中国香港。

在欧洲设立的境外企业 4100 多家 , 占 11.3%, 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德国、英国、荷兰、法国、

意大利等。

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 3200 家，占 8.8%, 主要分布在赞比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南

非、坦桑尼亚、肯尼亚、加纳、安哥拉、乌干达等。

在拉丁美洲设立的境外企业2000多家，占5.5%,主要分布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西、

墨西哥、智利、秘鲁、阿根廷、委内瑞拉等。

在大洋洲设立的境外企业1200多家，占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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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别 数量 国家 (地区 )名称

亚    洲 1 不丹

欧    洲 6 安道尔、直布罗陀、摩纳哥、梵蒂冈城国、法罗群岛、圣马
力诺

非    洲 8 加那利群岛、塞卜泰、留尼汪、索马里、梅利利亚、斯威士兰、
马约特、西撒哈拉

拉丁美洲 15

阿鲁巴、博内尔、库腊群岛、法属圭亚那、瓜得罗普、海地、
马提尼克、蒙特塞拉特、波多黎各、萨巴、圣马丁岛、特克
斯和凯科斯群岛、圣其茨和尼维斯、圣皮埃尔和密克隆、荷
属安地列斯

北 美 洲 1 格陵兰

大 洋 洲 12
盖比群岛、马克萨斯群岛、瑙鲁、新喀里多尼亚、诺福克岛、
社会群岛、所罗门群岛、土阿莫土群岛、土布艾群岛、图瓦卢、
法属波利尼西亚、瓦利斯和浮图纳

合    计 43 　

表 27  2016 年末中国境外企业未涉及的国家 (地区 )

单位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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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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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

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日本、英属维尔京、越南、加拿大、韩国、印度尼西亚、老挝、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开曼群岛、泰国、柬埔寨、英国、马来西亚、蒙古，累计近 2.8万家，占中国在国（境）

外设立企业总数的 75.2%。

（二）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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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企业最为聚集的行业，累计数量超过 2.3 万家，占境外企业总数的 62.7%。其中批发和零售业超

过1万家，占中国境外企业总数的28.7%；制造业7700多家，占20.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近4900家，

洲别 境外企业数量 比重 (%)

亚    洲 20,748 55.8 

北 美 洲 5,650 15.2 

欧    洲 4,177 11.3 

非    洲 3,254 8.8 

拉丁美洲 2,058 5.5 

大 洋 洲 1,277 3.4 

合    计 37,164 100.0 

表 28  2016 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各洲构成情况

单位 :家

图 28  2016 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各洲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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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13.2%；建筑业占6.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4.7%；农/林/牧/渔业占4.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 4.3%；采矿业占 4.1%；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占 2.7%；居民服务 / 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占 2.5%；房地产业占 2.4%；金融业占 1.3%。

（三）省市区分布

从境外非金融类企业的隶属情况看，地方企业占 88%，中央企业和单位仅占 12%。广东、浙江、

江苏、上海、北京、山东、辽宁、福建、湖南、天津位列地方境外企业数量前 10 位，合计占境外企

业总数的 70.2%。广东省是中国拥有境外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占境外企业总数的 18%；其次为浙

江省，占 11.2% ；江苏省位列第三，占 8.9%。

行业 境外企业数量 比重 (%)

批发和零售业 10,648 28.7 

制造业 7,721 20.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889 13.2 

建筑业 2,386 6.4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745 4.7 

农 /林 /牧 /渔业 1,737 4.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578 4.3 

采矿业 1,516 4.1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1,004 2.7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944 2.5 

房地产业 910 2.4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488 1.3 

金融业 477 1.3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64 1.2 

住宿和餐饮业 384 1.0 

教育 112 0.3 

其他 161 0.4 

合计 37,164 100.0 

表 29  2016 年末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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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2016 年末中国主要省市区设立境外企业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