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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调查概要 
 
主要调查结果    

          
 
1.营业利润预期 
（1） 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按国家和地区、企业规模）               
（2） 盈利企业比例的变化‐2008年～2016年（按国家和地区）           
（3） 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按行业）                     
（4） 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按国家和地区、内销型和出口型）            
（5） 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按成立年份）               
（6） 2016年和2017年营业利润预期（较上年，按国家和地区）               
（7） 2016年和2017年的DI值（按国家和地区）              
（8） 2016年和2017年的营业利润预期（较上年，按行业）              
（9）～（10） 2016年营业利润预期值改善或恶化的理由              
             
2.今后的业务开展 
 （1） 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按国家和地区）             
 （2） 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走势（2008年～2016年，按国家和地区）        
 （3） 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走势（2008年～2016中国和亚洲主要国家的比較）   
 （4） 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按行业、企业规模）               
 （5） 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行业）               
 （6） 今后1～2年扩大业务的理由               
 （7） 扩充的功能 
 （8） 各国扩充功能的变化趋势（2012～16年）        
 （9） 业务缩小或转移、撤退的理由        
 （10）在华日资企业今后1～2年业务的开展方向         
 （11）～（12）员工数量的增减（上一年的变化，今后的计划）                    
  
3.经营上的问题                                                                          
 （1） 所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       
 （2）～（3） 所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各国家和地区的回答率）                     
 （4）～（6） 各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前5项）           
 （7） 中国和亚洲主要国家的比较（各国前5项） 
                                                      
4.制造、服务成本上涨 
 （1） 制造、服务成本上涨给业务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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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造、服务成本上涨给业务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按行业） 
（3） 针对成本上涨采取的应对措施的实施（探讨）情况  
（4）～（5） 针对成本上涨采取的应对措施的实施（探讨）情况（按国家 
      和地区） 
 
5.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1） 人工费和材料费在制造成本中所占的比例  
 （2） 设日本的制造成本为100时，当地的制造成本                   
 （3） 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地明细（按国家和地区）               
 （4） 主要国家采购地明细的变化趋势（2010年调查与2016年调查对比）                    
 （5） 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地明细（按行业）                      
 （6） 原材料及零部件的当地供应商明细（按国家和地区、企业规模）               
 （7） 关于从日本采购的零部件及材料                    
 （8） 关于只能从日本采购的原材料及零部件                  
 （9） 今后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方针、重要采购地（按国家和地区）                        
 （10）今后提高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率的理由            
 
6.进出口情况 
 （1） 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按国家和地区）  
 （2） 出口目的地的具体情况（按国家和地区）  
 （3） 被认为是未来1～3年最重要的业务/产品出口市场的  
     国家和地区（按国家和地区）  
 （4） 是否利用FTA/EPA（整体，按行业、企业规模，国家和地区）、 
    利用率的对比（按进出口）、在东盟日企中利用率的走势   
 （5） FTA/EPA的利用情况（按国家和地区）  
 
7.TPP协定生效带来的影响 
 （1）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生效给经营带来的影响 
     （按国家和地区） 
 （2）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生效给经营带来的影响 
    （按行业） 
 （3）TPP协定生效可能带来的具体影响 
                     
8.工资 
 （1） 较上年的增长率（按国家和地区） 
 （2） 较上年的增长率（中国及主要国家的变化趋势） 
 （3） 基本工资及月工资（按职业、国家和地区）  
 （4） 全年实际负担额（按职业、国家和地区）  
 （5） 奖金（按职业、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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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 
企业数 

调查企业数 行业情况 有效 
回答率 

有效回答 占比 制造业 非制造业 

总数 10,983 4,642 100.0 2,335 2,307 42.3 

东北亚 2,507 1,258 27.1 594 664 50.2 

  
  
  

中国 1,379 604 13.0 388 216 43.8 

香港、澳门 388 270 5.8 45 225 69.6 

台湾 531 209 4.5 80 129 39.4 

韩国 209 175 3.8 81 94 83.7 

东盟 7,019 2,582 55.6 1,401 1,181 36.8 

  
  
  
  
  
  
  
  

泰国 2,176 695 15.0 395 300 31.9 

越南 1,285 639 13.8 409 230 49.7 

印度尼西亚 1,001 359 7.7 222 137 35.9 

新加坡 824 315 6.8 77 238 38.2 

马来西亚 941 287 6.2 169 118 30.5 

菲律宾 357 103 2.2 60 43 28.9 

柬埔寨 248 91 2.0 38 53 36.7 

缅甸 144 74 1.6 20 54 51.4 

老挝 43 19 0.4 11 8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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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的目的在于掌握亚洲、大洋洲日资企
业活动的实际状况，并公布调查结果。 

调查目的 

在东北亚5个国家和地区、东盟9个国家、西南
亚4个国家、大洋洲2个国家合计20个国家和地
区开展业务的日资企业（日方直接或间接出资
的比例超过10％的企业）。 

调查对象 

2016年10月11日～11月11日 
※仅中国为9月1日～25日 

调查期间 

对10,983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4,642家企业
给出了有效回答。各国家和地区的详细情况如
右表所示（有效回答率为42.3％）。  

答卷情况 

（家、％） 

调查始于1987年，本年度为第26次调查。 

自2007年度起，将非制造业追加为调查对象。 

图表中的数据为四舍五入后的值，因此合计值
不一定为100％。 
对台湾的调查由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协助实
施。 

备注 

调查始于1987年，本年度为第30次调查。 
自2007年度起，将非制造业追加为调查对象。 
图表中的数据为四舍五入后的值，因此合计值
不一定为100％。 
对台湾的调查由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协助实
施。 

备注 

大洋洲 463 280 6.0 78 202 60.5 

  
  

澳大利亚 317 202 4.4 56 146 63.7 

新西兰 146 78 1.7 22 56 53.4 

西南亚 994 522 11.3 262 260 52.5 

  
  
  
  

印度 795 411 8.9 203 208 51.7 

孟加拉国 121 54 1.2 32 22 44.6 

巴基斯坦 42 31 0.7 17 14 73.8 

斯里兰卡 36 26 0.6 10 16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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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左侧行业分类的详细情况如下所述： 

1.食品：食品、农产及水产加工品 
2.纤维：纤维（纺织、织物、化纤）、服装
及纤维产品 

3.木材、纸浆：木材及木制品、纸及纸浆 
4.化学、医药：化学品及石油产品、医药
品、塑料制品 

5.铁、有色金属、金属：钢铁（含铸造产
品）、有色金属、金属产品（含电镀加工） 

6.普通机械：普通机械（含模具及机械工
具） 

7.电气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及电子仪器、电
气及电子零部件 

8.运输机械设备：运输机械（汽车、摩托
车）、运输机械零部件（汽车、摩托车） 

9.精密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医疗器械 
10.批发、零售业：商社、流通、销售公司 
11.金融、保险业：银行、保险、证券 
 

 
 

61.6 

38.4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及中小企业的占比 各行业占比 
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数 （家） 

（％） 

（家、％）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总数 2,859 1,783 

东北亚 871 387 

  

中国 387 217 

香港、澳门 185 85 

台湾 168 41 

韩国 131 44 

东盟 1,377 1,205 

  

泰国 269 426 

越南 310 329 

印度尼西亚 220 139 

新加坡 240 75 

马来西亚 182 105 

菲律宾 62 41 

柬埔寨 37 54 

缅甸 48 26 

老挝 9 10 

西南亚 384 138 

  

印度 321 90 

孟加拉国 20 34 

巴基斯坦 28 3 

斯里兰卡 15 11 

大洋洲 227 53 

  
澳大利亚 169 33 

新西兰 58 20 

 非制造业 合计 2,307 49.7  

批发、零售业 967 20.8  

运输业 273 5.9  

建筑业 164 3.5  

通信、软件业 143 3.1  

金融、保险业 125 2.7  

其他非制造业 635 13.7  

  
有效 
回答 

占 
比 

 制造业 合计 2,335 50.3  

运输机械设备 407 8.8  

电气机械设备 379 8.2  

化学、医药 344 7.4  

铁、有色金属、金属 335 7.2  

普通机械 183 3.9  

食品 150 3.2  

纤维 123 2.7  

精密机械设备 91 2.0  

橡胶、皮革 56 1.2  

木材、纸浆 46 1.0  

其他制造业 221 4.8  

（注）批发、零售业包括制造业的销售网点 

（注）中小企业的定义依据日本《中小企业基本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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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卷企业的成立年份分布图（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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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6年度 亚洲、大洋洲日资企业实况调查”的结果～ 

“2016年景气度有所恢复，2017年预计将继续扩大” 
 
1.2016年42.9％的企业增加盈利、新兴国家景气度上升（P13、14、16、17）  
   预计2017年也将有4成以上企业的营业利润得到“改善”。2017年“恶化”的企业占比11.1％，较2016年
的预测值（24.1％）降低了13个百分点。表示2017年景气度的DI值（营业利润较上年“改善”的比例减去“恶
化”的比例后得到的值）为36个百分点，较2016年的预测值增长17.3个百分点。改善的最大原因是“在当地市
场的销售额增长”，其次是“生产效率提高”、“扩大出口促进销售额增长”。从国家和地区来看，除老挝以
外均有所改善，特别是缅甸、柬埔寨、孟加拉国、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DI值超过50个百分点，景气度改善
显著。 
      
2.中国、东盟扩大业务意愿的降低或将触底，但西南亚持续降低（P18、20）  

   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来看，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整体的52.2％，较2015年（51.2％）增长了
1.0个百分点。中国回答“扩大”的企业比例时隔3年首次增长（2.0个百分点），达到40.1％，回答“缩小”
的企业比例占5.3％，降低了3.5个百分点。东南亚回答“扩大”的企业比例达到55.4％，增长了1.2个百分
点，出现恢复的迹象。对比东南亚和中国的“扩大”占比，中国在2012年急速下降，之后东南亚始终领先于中
国，截至2016年，这一差距已达到15.3个百分点。另外，扩大业务意愿相对较高的国家有缅甸（79.7％）、柬
埔寨（72.5％）、巴基斯坦（71.0％）、印度（70.7％）等。 

 

3.盈利企业微增、亏损企业微减（P8）  
   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为“盈利”的企业占比为62.8％，较2015年调查结果（62.2％）增长了0.6个百
分点。另一方面，“亏损”的企业占比为21.8％，较2015年的调查结果（22.8％）降低了1.0个百分点。从国
家和地区来看，在韩国（81.0％）和菲律宾（77.5％）盈利企业的占比较大，其次是台湾、新西兰和澳大利
亚。另外，在多数企业创立时间较短的缅甸（25.7％）、柬埔寨（30.3％）、孟加拉国（35.2％）等国，盈利
企业占比不到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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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员工工资上涨”虽是经营方面最大的问题，但增速已趋于平缓（P30、31、60、61）  

   在经营方面的问题中，选择“员工工资上涨”的企业占比最多（65.3％）。从国家和地区来看，印度尼西
亚（82.2％）已超越中国（77.8％）居于首位。其次是越南（75.5％）、缅甸（75.3％）。2016年，巴基斯
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印度4国的工资上涨率（同比、平均）约为10％，刷新历史记录。2013年以后，中国的
工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个位数，预计2017年将稳定在5.7％。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工资增长率预测将低于近几
年的值。 

 

5.越南的本地采购率显著提高，中国的本地采购率接近7成（P42、44、45、46、50）  
   材料费在制造成本中所占比例约为6成。为了降低材料费的占比，提出“提高本地采购率”方针的企业占比
增至整体的72.0％。从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的本地采购率最高，为67.8％（2010年为58.3％），特别是运输
机械设备行业，已超过72.3％。从历年变化来看，中国、泰国、印度、越南、菲律宾的本地采购率均较2010年
有所增长，其中越南的增长尤其显著。另外，东盟主要国家中，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5
国从中国的采购率逐渐增长，而从日本的采购率均出现下降（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除外）。 
 
6.关于TPP协定生效带来的影响（P57、58、59）  
   关于TPP协定生效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缔结国经营的影响，回答“有”的占比为22.9％，“没
有”的占比为22.0％，基本持平。有半数以上回答“不清楚”。其中，越南和马来西亚回答“有影响”的比例
较高，新加坡和太平洋地区回答“没有影响”的比例较高。从行业来看，在所有对象国和地区中，回答“有影
响”的为“食品”“纤维”“运输业”，回答“没有影响”的为“精密机械设备”“运输机械设备”“电气机
械设备”及“通信、软件业”。另外，“金融、保险业”回答“有影响”、“没有影响”的占比都很高。该协
定的缔结国非常期待在出口、销售、生产方面带来有利影响，但在中国、台湾、泰国等非缔结国和地区则认为
会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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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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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 持平 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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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按国家和地区、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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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大型企业(n=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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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大型企业及中小企业的n≧30的国家和地区。            

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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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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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印度 

柬埔寨 

2016年的营业利润预测为“盈利”的企业占比为62.8％，较上年62.2％（2015年调查）增长了0.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亏损”的企业
占比为21.8％，较2015的调查结果22.8％降低了1.0个百分点。 
从各国家和地区的盈利企业占比来看，韩国的盈利企业占比最高，为81.0％，菲律宾、台湾、新西兰、澳大利亚的盈利企业占比超过了
70％。 
大型企业中有69.9％的企业盈利，较中小企业的51.5％高出18.4个百分点。此外，大型企业及中小企业的有效答卷企业数超过30家的14
个调查对象国家和地区中，大型企业的盈利企业占比均高于中小企业的盈利企业占比。特别是在台湾、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柬埔
寨，大型企业的盈利企业占比高出中小企业20多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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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亚（中国除外）地区，香港的盈利企业的比例较上年有所减
少，而台湾、韩国出现了增长。 

东盟5国中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盈利企业的比例增长。
菲律宾的盈利企业占比为77.5％，是5国中唯一超过7成的国家。泰
国、马来西亚较上年有所减少。 

中国、印度、越南的盈利企业占比均较上年有所增长。中国较上年
增长4.0个百分点，占比为64.4％；印度较同期增长3.1个百分点，
占比为53.6％；越南较同期增长4.0个百分点，占比为62.8％。 

东北亚（中国除外） 东盟5国 

中国、印度、越南 

盈利企业比例的变化 ‐ 2008年～2016年（按国家和地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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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1年以后的香港包括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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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按行业） 

非制造业 

制造业 

从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来看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盈利企业的占比，制造业（63.5％）超过了非制造业（62.1％）。与上年（2015年调查
结果，制造业：62.6％/非制造业：61.7％）的调查结果对比，制造业增长了0.9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增长了0.4个百分点。 

非制造业中，特别是金融、保险业（78.7％）的盈利企业的占比较高。 
从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有效答卷企业数居前3位的行业来看，电气机械设备行业中，中国有79.2％的企业、泰国有70.8％的企业预计盈利。
运输机械设备中，中国有74.7％、泰国有68.8％的企业预计盈利。批发、零售业中，韩国的盈利企业的比例最高，为86.2％。新西兰、
台湾的盈利企业也达到了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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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设备器具 

各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行业营业利润预测（注）n≧30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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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机械器具 

批发、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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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投资对象国家及地区的出口比例低于50％的企业作为内销型企业，超过50％的企业作为出口型企业，比较两种类型企业的营业利润
（预测），结果显示，内销型企业的盈利比例为62.4％，出口型企业的盈利比例为65.1％。内销型企业与上年（62.7％）基本持平，出口
型企业盈利较上年（62.0％）有所扩大。 
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的出口型企业的盈利比例比内销型企业高出了10个百分点以上。另外，在东盟各国中，越南、菲律宾的内销型企
业盈利比例高于出口型企业。 
韩国、台湾、菲律宾、新西兰的出口型企业与内销型企业的盈利比例都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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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按成立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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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2011年以后成立的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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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6年的营业利润预测（较2015年）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为42.9％，较在2015年调查中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39.9％）增
长了3.0个百分点。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为24.1％，较2015年调查结果（27.4％）降低了3.3个百分点。 
关于2017年的营业利润预期，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为47.1％，较2015年调查中的“2016年的营业利润预期”（44.8％）增长了2.3
个百分点。此外，“恶化”的企业占比为11.1％，较2015年调查中的“2016年的营业利润预期”（13.3％）降低了2.2个百分点。 
东盟各国关于2016年和2017年的营业利润预期，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分别为45.3％、49.6％，均超过了整体水平。 

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 
（按国家和地区与2015年作比较） 

2017年营业利润预期 
（按国家和地区与2016年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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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2016景气度的DI值
（注）为18.7个百分点，较
2015年调查的12.5个百分点
增长了6.2个百分点。从国
家和地区来看，越南、老
挝、柬埔寨、印度的DI值较
高。 

2017年的DI值为36.0个百分
点，约为2016年DI值的2
倍。2017年大部分国家和地
区的DI值超过了2016年。 

（注）DI值为Diffusion Index的简称。该值是回答“改善”的企业比例减去回答“恶化”的企业比例后得到的
值。是通过数值显示景气度如何变化的指标。 

2016年的DI值（按国家和地区） 2017年的DI值（按国家和地区） 
（百分点）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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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6年的营业利润预测，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与2015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制造业（41.6％⇒46.6％）、非制造业（37.9％ 
⇒39.1％）均有所增长。 

关于2017年的预期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制造业（48.0％）、非制造业（46.1％）均有所增长。 

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较2015年，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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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 

国家和地区 

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值改善的理由 
（对比2015年调查的2015年营业利润改善的理由） 

（多选排前5位的项目） 

2016年营业利润预测值恶化的理由 
（对比2015年调查的2015年营业利润恶化的理由） 

（多选排前5位的项目） 

韩国（70.2％） 
印度尼西亚（62.0％） 
新加坡（60.6％） 
泰国（59.0％） 
台湾（57.9％） 

柬埔寨（53.9％） 
印度尼西亚（50.6％） 
中国（49.1％） 
越南（45.6％） 
缅甸（43.8％） 

各国家和地区以及各行业的回答比例（前5位） 

（注）n≧30的国家和地区、行业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行业 

行业 

行业 

建筑业（75.5％） 
普通机械（64.8％） 
批发、零售业（61.1％） 
化学、医药（50.0％） 
运输机械设备（50.0％） 

木材、纸浆（60.0％） 
纤维（53.6％） 
运输机械设备（47.7％） 
食品（43.5％） 
橡胶、皮革（41.7％） 

■2016年调查（n=1,105）   2015年调查（n=1,256） 

印度（83.3％） 
印度尼西亚（75.3％） 
台湾（72.8％） 
韩国（71.4％） 
澳大利亚（63.3％） 

建筑业（74.5％） 
批发、零售业（73.6％） 
食品（71.6％） 
运输机械设备（66.7％） 
化学、医药（62.6％） 

泰国（46.5％） 
中国（43.0％） 
越南（40.8％） 
印度尼西亚（39.5％） 
印度（38.9％） 

纤维（58.2％） 
运输机械器具（50.2％） 
电气机械设备（39.8％） 
化学、医药（34.2％） 
铁、有色金属、金属（34.2％） 

■2016年调查（n=1,970）  2015年调查（n=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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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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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 

国家和地区 

2017年营业利润预期值改善的理由 
（对比2015年调查的2016年营业利润改善的理由） 

（多选排前5位的项目） 

2017年营业利润预期值恶化的理由 
（对比2015年调查的2016年营业利润恶化的理由） 

（多选排前5位的项目） 

韩国（69.7％） 
印度（54.8％） 
澳大利亚（54.6％） 
泰国（54.3％） 
台湾（54.2％） 

中国（57.0％） 
印度尼西亚（55.2％） 
越南（47.6％） 
马来西亚（40.5％） 
香港、澳门（37.5％） 

各国家和地区以及各行业的回答比例（前5位） 

（注）n≧30的国家和地区、行业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行业 

行业 

行业 

建筑业（90.9％） 
批发、零售业（58.9％） 
普通机械（50.0％） 
铁、有色金属、金属（47.5％） 

运输机械设备（44.2％） 

纤维（61.5％） 
食品（53.9％） 
铁、有色金属、金属（52.5％） 

通信、软件业（50.0％） 
运输机械设备（48.1％） 

■2016年调查（n=505）   2015年调查（n=604） 

印度（86.2％） 
中国（85.0％） 
印度尼西亚（82.0％） 
缅甸（80.9％） 
菲律宾（76.1％） 

食品（83.0％） 
批发、零售业（81.6％） 
运输机械设备（78.1％） 
普通机械（75.8％） 
建筑业（75.0％） 

马来西亚（45.6％） 
越南（43.0％） 
泰国（41.0％） 
印度（40.8％） 
韩国（40.6％） 

纤维（51.7％） 
运输机械设备（45.8％） 
电气机械设备（43.5％） 
食品（41.5％） 
铁、有色金属、金属（40.9％） 

■2016年调查（n=2,158）   2015年调查（n=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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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52.2％,较2015年（51.2％）增长了1.0个百分点。此外，回答“缩小”或
“撤退、转移到第3国（地区）”的企业占比为4.2％，较2015年（4.9％）降低了0.7个百分点。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缅甸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最高，达79.7％。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也有7成以上的企业回答“扩大”。 
在中国，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40.1％，较2015年（38.1％）增长了2.0个百分点。 

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 
（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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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走势 
（2008年～2016年） 

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 从2008年开始调查以来各国家和地区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走势来看，虽然全球经济从雷曼危机后的
低迷开始有所恢复，2010年呈大幅增长趋势，但在2011年～2013年基本保持原状，2014年～2015年有所降低。2016年东盟及东北亚很多国
家和地区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较上年出现增长。 

2016年调查中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较上年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的有台湾（8.4个百分点）、柬埔寨（5.9个百分点）。另外，回答“扩
大”的企业占比较上年降低5个百分点以上的有斯里兰卡（△26.8个百分点）、韩国（△7.4个百分点）、巴基斯坦（△5.7个百分点）。 

（％） （％） （％） 

主要东盟国家 主要西南亚、大洋洲国家 东北亚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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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泰国 柬埔寨 

越南 （注）2011年以后的香港包括澳门。 （注）柬埔寨从2010年开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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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走势 
（2008年～2016年，中国和亚洲主要国家的比较） 

关于中国和东盟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从2008年开始调查以来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走势来看，2011年以前中国的水平高于东
盟，但2012年出现反转，中国为52.3％，东盟为61.4％。2012年以后，毎年东盟都比中国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在2016年调查中，这一差
距扩大到了15.3个百分点。 

（％） 

20 



53.4  

50.9  

56.4  

60.7  

47.1  

44.4  

48.7  

52.3  

42.9  
43.6  
39.6  
35.7  

47.6  
48.7  
44.7  
42.5  

2.8  
4.6  
3.4  
3.1  
3.6  

5.7  
5.4  
3.8  

0.9  
0.9  
0.7  
0.5  
1.7  

1.2  
1.3  
1.3  

0% 20% 40% 60% 80% 100%

16年调查(n=1,282) 
15年调查(n=1,388) 
14年调查(n=1,463) 
13年调查(n=1,393) 
16年调查(n=1,038) 
15年调查(n=1,035) 
14年调查(n=1,038) 
13年调查(n=1,013) 

大
型

企
业
 

中
小

企
业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撤退、转移到第3国（地区） 

53.9  

68.1  

55.9  

52.2  

51.2  

37.4  

53.3  

42.2  

30.5  

39.9  

46.7  

45.5  

52.8  

42.9  

3.0  

1.4  

3.3  

1.1  

3.3  

8.0  

2.4  

0.9  

0.9  

1.8  

1.4  

非制造业(n=2,293) 

通信、软件业(n=141) 

批发、零售业(n=965) 

运输业(n=272) 

金融、保险业(n=123) 

建筑业(n=163) 

其他非制造业(n=629) 

2.今后的业务开展（4） 

Copyright © 2016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21 

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按行业、企业规模） 

从行业来看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与制造业（50.6％）相比非制造业（53.9％）扩大业务的意愿更强烈。 
回答“扩大”占比较高的是制造业中的食品行业（66.4％），非制造业中的通信、软件业（68.1％）。另外，在纤维和建筑业中，回答
“扩大”的占比相对较低，回答“维持现状”的企业占比约为5成。 

从企业规模来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大型企业扩大业务的倾向都超出了中小企业。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自2013年以来
连续3年降低，2016年除了非制造业中的大型企业以外，均转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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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行业） 

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从主要行业的有效答卷企业数超过30家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批发、零售业方面，越南（78.4％）和印
度（73.5％）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较高。另外，韩国、香港、澳门和新西兰回答“维持现状”的企业占5成以上。 

运输机械设备行业中，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较高的是印度（63.8％）。印度尼西亚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49.2％）较2015年的
调查结果（35.4％）增长了10个百分点。 

铁、有色金属、金属、化学、医药、电气机械设备方面，越南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均超过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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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扩充功能的变化趋势（2012年～2016年) 

表示将扩大“销售功能”的企业占比，印度为72.5％，持续走高。越南从2015年调查到2016年调查期间增长了5.1个百分点。 
表示将扩大“生产功能（通用产品）”的企业占比，越南超过了4成，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均为3成左右。而中国则连续两年下滑，占比
跌破2成。 

表示将扩大“生产功能（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占比总体上呈增长趋势。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国，从2015年调查到2016年调查
期间，分别增长了8.0个百分点、4.7个百分点和3.2个百分点。 

（％） （％） （％） 

销售功能 生产功能（通用产品） 生产功能（高附加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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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39.0  
40.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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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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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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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44.6  

34.2  

15.2  

12.5  

10.9  

9.8  

9.2  

19.0  

56.6  

48.7  

36.8  

13.2  

10.5  

18.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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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54.8  

50.0  

26.2  

16.7  

19.1  

9.5  

16.7  

4.8  

9.5  

销售额减少 

成本增加（采购成本和人工费等） 

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 

生产及销售网络调整 

与客户的关系 

劳动力确保困难 

限制加强 

对高附加价值产品的接纳度低 

其他 

总数(n=184) 

东盟(n=76) 

中国(n=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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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缩小”或“转移、撤退”业务的理由，回答（多选）“销售额减少”（54.9％）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成本增加”（44.6％）。 
将东盟和中国进行对比发现，东盟回答“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劳动力确保困难”的占比较中国分别高出10.6个百分点和8.9个百
分点。另一方面，中国回答“限制加强”的企业占比较东盟高出8.8个百分点。 

从行业来看，回答“销售额减少”的非制造业企业比例比制造业高出8.5个百分点。另外，制造业回答“劳动力确保困难”、“与客户的
关系”和“成本增加”的企业占比分别比非制造业高出 11.2个百分点、5.5个百分点和5.3个百分点。 

将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进行对比发现，中小企业回答“劳动力确保困难”、“生产及销售网络调整”和“与客户的关系”的比例分别比
大型企业高出7.6个百分点、6.6个百分点和4.7个百分点，但大型企业回答“销售额减少”的比例比中小企业高出5.2个百分点。 

业务缩小或转移、撤退的理由（多选） 

0 20 40 60 80 

（％） 按行业 按企业规模 

制造业 非制造业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销售额减少 51.0 59.5 57.1 51.9 

成本增加 
（采购成本和人工费等） 

47.0 41.7 45.7 43.0 

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 33.0 35.7 34.3 34.2 

生产及销售网络 
调整 

16.0 14.3 12.4 19.0 

与客户的关系 15.0 9.5 10.5 15.2 

劳动力确保困难 16.0 4.8 7.6 15.2 

限制加强 11.0 8.3 8.6 11.4 

对高附加值产品的 
接纳度低 

8.0 10.7 10.5 7.6 

其他 20.0 17.9 21.0 16.5 

（％） 



2.今后的业务开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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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日资企业今后1～2年业务的开展方向 

54.8  

50.0  

26.2  

19.1  

16.7  

16.7  

9.5  

4.8  

9.5  

67.1  

63.6  

36.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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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14.8  

15.9  

13.6  

销售额减少 

                  成本增加 

       （采购成本和人工费等） 

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 

与客户的关系 

限制加强 

生产及销售网络调整 

劳动力确保困难 

对高附加价值产品的接纳度低 

其他 

16年调查(n=42) 15年调查(n=88) 

0 20 40 60 80 

（％） 

100 回答业务缩小或转移、撤退的企业详情 

制造业 40家   (10.4％) 

精密机械设备   3家  (15.8％) 

纤维   3家  (14.3％) 

电气机械设备  10家  (13.9％) 

食品   3家  (10.7％) 

运输机械设备   8家  (10.1％) 

铁、有色金属、金属   3家   (7.9％) 

化学、医药   3家   (5.7％) 

非制造业   3家   (1.4％) 

（注2）括弧内为各省市、行业的回答企业中回答“业务缩小”或“撤退、转移到第3国（地区）”的
企业所占比例。 

上海市 
3家 

(3.5％) 

辽宁省 
6家 

(9.8％) 

广东省 
15家 

(12.6％) 

（注1）回答“业务缩小”或“撤退、转移到第3国（地
区）”的企业数量在3家以上的行业、省及直辖市。 

52.3  

54.2  

46.5 

38.1 

40.1  

42.0  

39.5  

46.0 

51.3 

52.8  

4.0  

5.0  

6.5 

8.8 

5.3  

1.8  

1.2  

1.0 

1.7 

1.8  

12年调查(n=853) 

13年调查(n=931) 

14年调查(n=970) 
15年调查(n=863) 

16年调查(n=599)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撤退、转移到第3国（地区） 

业务缩小或转移、撤退的理由 

（％） 

福建省 
3家 

(9.7％) 

江苏省 
4家 

(5.3％) 

湖北省 
3家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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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华企业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回答“缩小”（5.3％）或“撤退、转移到第3国（地区）”（1.8％）的企业占比为7.1％，
较2015年有所降低，与2014年（7.5％）同为7％左右。另一方面，回答“维持现状”的企业占比为52.8％，约占半数左右。 

 关于“缩小”或“转移、撤退”业务的理由，回答（多选）“销售额减少”（54.8％）的占比最高。其次是“成本增加”（50.0％）、
“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26.2％）。 

 从行业来看，回答“缩小”或“转移、撤退到第3国（地区）”的企业占比制造业（10.4％）多于非制造业（1.4％），其中精密机械设
备（15.8％）、纤维（14.3％）行业的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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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当地员工的增减，在上一年的变化方面，缅甸、孟加拉国回答“增加”的企业占比超过6成。 
 在下一年的计划方面，缅甸（69.6％）回答“增加”的企业占比最高，印度、孟加拉国回答“增加”的企业占比均超过6成。 
 在上一年的变化方面，中国、香港、澳门、澳大利亚回答“减少”的企业占比超过2成；在下一年的计划方面，中国（17.7％）、马来西亚

（16.6％）、印度尼西亚（15.3％）回答“减少”的企业占比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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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持平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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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数量的增减（上一年的变化、今后的计划，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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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日籍员工的增减，在上一年的变化和下一年的计划方面，所有国家和地区均是回答“持平”的企业占比最高。 
 在上一年的变化方面，中国、香港、澳门回答“减少”的企业占比约为2成。 
 在下一年的计划方面，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回答“增加”的企业占比超过2成。另外，中国回答“减少”的企业占比为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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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数量的增减（上一年的变化、今后的计划，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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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多选） 

回答项目          
2016年调查 

（％） 
2015年调查 
（％） 

増减 
（百分点）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65.3 69.0  △3.7 

第2位 质量管理困难 50.5 52.9  △2.4 

第3位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   46.6 48.1  △1.5 

第4位 员工素质           44.1 48.6  △4.5 

第5位 原材料及零部件当地采购困难 43.2 43.5  △0.3 

第6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37.6 38.0  △0.4 

第7位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               35.2 37.5 △2.3 

第8位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 34.5 37.9  △3.4 

第9位 本地货币兑换日元汇率波动 34.0 31.1   2.9 

第10位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30.3 34.9  △4.6 

在经营上的问题中占比最高的是“员工工资上涨”（65.3％），其次是“质量管理困难”（50.5％）。印度尼西亚（82.2％）选择“员工
工资上涨”的企业占比反超中国（77.8％），再加上越南（75.5％）和缅甸（75.3％），共有4个国家占比超过了7成。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中选择“员工工资上涨”、“主要客户要求降价”、“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的企业占比较非制造业高出10个百分点
以上。 

从企业规模来看，选择“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的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高出9.1个百分点，选择“质量管理困难”、“新顾
客开拓停滞”的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 

按行业 按企业规模 

制造业 非制造业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72.0 58.5 64.9 65.9 

50.5 - 46.4 55.3 

48.0 45.2 50.1 41.0 

45.8 42.4 43.3 45.5 

43.2 - 41.2 45.6 

35.5 39.8 35.0 41.8 

42.0 28.2 34.8 35.7 

34.5 - 35.3 33.6 

37.3 30.7 33.9 34.1 

37.0 23.5 30.6 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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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多选，各国家和地区的回答率） 

员工工资上涨 质量管理困难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员工素质 
原材料及零部件 
当地采购困难 

65.3  

82.2  

77.8  

75.5  

75.3  

69.7  

67.7  

67.5  

65.4  

62.9  

59.8  

59.3  

59.2  

57.5  

49.1  

45.2  

44.7  

44.4  

35.1  

31.9  

0 25 50 75 100

总数(n=4,587) 

印度尼西亚

(n=348) 

中国(n=599) 

越南(n=633) 

缅甸(n=73) 

柬埔寨(n=89) 

马来西亚(n=285) 

印度(n=406) 

斯里兰卡(n=26) 

澳大利亚(n=202) 

新加坡(n=311) 

泰国(n=685) 

香港、澳门

(n=267) 

韩国(n=174) 

孟加拉国(n=53) 

巴基斯坦(n=31) 

菲律宾(n=103) 

老挝(n=18) 

新西兰(n=77) 

台湾(n=207) 

（％） 

50.5  

81.8  

76.3  

64.2  

59.0  

58.6  

56.3  

54.9  

53.5  

52.9  

51.1  

50.0  

45.0  

29.3  

26.3  

22.7  

21.3  

18.8  

14.5  

0 25 50 75 100

总数(n=2,236) 

老挝(n=11) 

柬埔寨(n=38) 

马来西亚(n=159) 

泰国(n=388) 

越南(n=401) 

孟加拉国(n=32) 

印度尼西亚

(n=215) 

菲律宾(n=58) 

巴基斯坦(n=17) 

印度(n=190) 

缅甸(n=20) 

中国(n=367) 

香港、澳门(n=41) 

台湾(n=76) 

新西兰(n=22) 

韩国(n=75) 

澳大利亚(n=48) 

新加坡(n=69) 

46.6  

61.3  

59.2  

53.8  

52.8  

52.6  

51.4  

47.7  

47.3  

46.1  

45.7  

44.4  

41.5  

37.9  

37.1  

36.9  

35.1  

33.7  

30.8  

16.7  

0 25 50 75 100

总数(n=4,592) 

巴基斯坦(n=31) 

印度(n=407) 

韩国(n=173) 

缅甸(n=72) 

新加坡(n=310) 

台湾(n=208) 

印度尼西亚

(n=352) 

泰国(n=687) 

马来西亚(n=284) 

越南(n=633) 

中国(n=599) 

孟加拉国(n=53) 

菲律宾(n=103) 

柬埔寨(n=89) 

香港、澳门

(n=268) 

新西兰(n=77) 

澳大利亚(n=202) 

斯里兰卡(n=26) 

老挝(n=18) 

43.2  

81.3  

73.7  

70.0  

64.8  

63.6  

62.1  

56.3  

51.6  

41.2  

36.3  

34.6  

26.7  

26.3  

24.0  

18.8  

18.8  

17.1  

13.6  

0 25 50 75 100

总数(n=2,236) 

孟加拉国(n=32) 

柬埔寨(n=38) 

缅甸(n=20) 

越南(n=401) 

老挝(n=11) 

菲律宾(n=58) 

印度尼西亚

(n=215) 

印度(n=190) 

巴基斯坦(n=17) 

泰国(n=388) 

马来西亚(n=159) 

中国(n=367) 

台湾(n=76) 

韩国(n=75) 

新加坡(n=69) 

澳大利亚(n=48) 

香港、澳门(n=41) 

新西兰(n=22)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44.1  

72.2  

65.8  

62.9  

60.4  

57.3  

56.3  

53.3  

49.5  

48.5  

42.5  

42.4  

35.7  

35.2  

34.3  

32.3  

31.6  

26.2  

18.2  

15.4  

0 25 50 75 100

总数(n=4,587) 

老挝(n=18) 

缅甸(n=73) 

柬埔寨(n=89) 

孟加拉国(n=53) 

菲律宾(n=103) 

印度尼西亚

(n=348) 

马来西亚(n=285) 

印度(n=406) 

泰国(n=685) 

越南(n=633) 

中国(n=599) 

新加坡(n=311) 

香港、澳门

(n=267) 

台湾(n=207) 

巴基斯坦(n=31) 

韩国(n=174) 

澳大利亚(n=202) 

新西兰(n=77) 

斯里兰卡(n=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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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顾客开拓 
停滞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 
本地货币兑换日元汇率
波动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37.6  

45.9  

43.1  

41.6  

41.6  

41.5  

41.0  

40.9  

39.8  

38.9  

36.7  

34.7  

33.9  

33.7  

32.7  

31.2  

31.1  

26.9  

25.8  

19.8  

0 25 50 75 100

总数(n=4,592) 

香港、澳门

(n=268) 

缅甸(n=72) 

泰国(n=687) 

新加坡(n=310) 

孟加拉国(n=53) 

韩国(n=173) 

中国(n=599) 

马来西亚(n=284) 

老挝(n=18) 

越南(n=633) 

印度尼西亚

(n=352) 

印度(n=407) 

柬埔寨(n=89) 

台湾(n=208) 

新西兰(n=77) 

菲律宾(n=103) 

斯里兰卡(n=26) 

巴基斯坦(n=31) 

澳大利亚(n=202) 

（％） 

35.2  

46.8  

45.5  

41.9  

40.6  

36.6  

35.8  

34.9  

33.2  

33.2  

32.5  

32.1  

30.2  

28.7  

28.2  

23.6  

22.8  

19.4  

19.2  

11.1  

0 25 50 75 100

总数(n=4,592) 

韩国(n=173) 

印度(n=407) 

巴基斯坦(n=31) 

泰国(n=687) 

中国(n=599) 

印度尼西亚

(n=352) 

马来西亚(n=284) 

越南(n=633) 

台湾(n=208) 

新西兰(n=77) 

香港、澳门

(n=268) 

孟加拉国(n=53) 

新加坡(n=310) 

菲律宾(n=103) 

柬埔寨(n=89) 

澳大利亚(n=202) 

缅甸(n=72) 

斯里兰卡(n=26) 

老挝(n=18) 

34.5  

50.0  

48.2  

40.0  

39.6  

36.8  

35.4  

34.8  

34.4  

34.3  

31.2  

26.3  

25.9  

24.4  

22.6  

15.6  

11.8  

10.0  

9.1  

0 25 50 75 100

总数(n=2,236) 

新西兰(n=22) 

中国(n=367) 

韩国(n=75) 

马来西亚(n=159) 

台湾(n=76) 

澳大利亚(n=48) 

新加坡(n=69) 

印度尼西亚

(n=215) 

泰国(n=388) 

越南(n=401) 

柬埔寨(n=38) 

菲律宾(n=58) 

香港、澳门(n=41) 

印度(n=190) 

孟加拉国(n=32) 

巴基斯坦(n=17) 

缅甸(n=20) 

老挝(n=11) 

34.0  

45.6  

45.1  

45.0  

43.5  

38.4  

37.3  

36.8  

35.3  

34.6  

30.8  

30.8  

30.3  

28.4  

25.8  

20.4  

11.3  

4.2  

0.0  

0.0  

0 25 50 75 100

总数(n=4,573) 

台湾(n=206) 

韩国(n=173) 

泰国(n=684) 

马来西亚(n=283) 

印度尼西亚

(n=352) 

澳大利亚(n=201) 

中国(n=593) 

菲律宾(n=102) 

印度(n=405) 

香港、澳门

(n=266) 

斯里兰卡(n=26) 

新西兰(n=76) 

新加坡(n=310) 

巴基斯坦(n=31) 

越南(n=633) 

孟加拉国(n=53) 

缅甸(n=72) 

柬埔寨(n=89) 

老挝(n=18) 

30.3  

55.8  

53.7  

52.9  

48.8  

47.5  

44.8  

41.2  

40.0  

34.2  

29.0  

23.3  

21.5  

20.0  

14.6  

10.1  

8.4  

6.6  

6.5  

4.5  

0 25 50 75 100

总数(n=4,490) 

孟加拉国(n=52) 

印度(n=402) 

缅甸(n=70) 

印度尼西亚

(n=346) 

越南(n=627) 

柬埔寨(n=87) 

老挝(n=17) 

菲律宾(n=100) 

中国(n=568) 

巴基斯坦(n=31) 

泰国(n=682) 

马来西亚(n=260) 

斯里兰卡(n=25) 

台湾(n=205) 

韩国(n=169) 

新加坡(n=309) 

新西兰(n=76) 

香港、澳门

(n=262) 

澳大利亚(n=202) 

所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多选，各国家和地区的回答率）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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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2016年调

查 

（％） 

2015年调
查 

（％） 

1 员工工资上涨（n=311） 59.8  68.3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310） 52.6  52.7 

3 新顾客开拓停滞（n=310） 41.6 41.1 

4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消费低迷）（n=310） 40.3  42.4 

5 日籍职员（派驻代表）的成本（n=311） 36.7  42.0 

马来西亚 
2016年调

查 

（％） 

2015年调
查 

（％） 

1 员工工资上涨（n=285） 67.7  63.3 

2 质量管理困难（n=159） 64.2 58.4 

3 本地货币兑换美元汇率波动（n=283） 56.9 62.3 

4 员工素质（n=285） 53.3 51.7 

5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284） 46.1 44.5 

泰国 
2016年调

查  

（％） 

2015年调
查 

（％） 

1 员工工资上涨（n=685） 59.3 60.1 

2 质量管理困难（n=388） 59.0 58.2 

3 员工素质（n=685） 48.5  51.0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687） 47.3 43.9 

5 本地货币兑换日元汇率波动（n=684） 45.0 41.2 

印度尼西亚 
2016年调

查 

（％） 

2015年调
查 

（％） 

1 员工工资上涨（n=348） 82.2  80.5 

2 员工素质（n=348） 56.3  58.7 

2 原材料及零部件当地采购困难（n=215） 56.3  61.0 

4 质量管理困难（n=215） 54.9 55.2 

5 本地货币兑换美元汇率波动（n=352） 54.3  70.8 

越南 
2016年调

查 

（％） 

2015年调
查 

（％） 

1 员工工资上涨（n=633） 75.5 77.9 

2 原材料及零部件当地采购困难（n=401） 64.8  65.2 

3 质量管理困难（n=401） 58.6 55.6 

4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n=627） 47.5 55.8 

5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633） 45.7 45.3 

菲律宾 
2016年调

查 

（％） 

2015年调
查 

（％） 

1 原材料及零部件当地采购困难（n=58） 62.1 62.3 

2 员工素质（n=103） 57.3 50.0 

3 质量管理困难（n=58） 53.5 52.0 

4 员工工资上涨（n=103） 44.7 31.4 

5 本地货币兑换美元汇率波动（n=102） 40.2 33.1 

（注）除“无特别问题”外，回答率靠前的5项。橙色项为未进入“3．经营上的问题（1）”中前10的选项。 
（注）红色项为较上年增长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蓝色项为较上年降低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 

各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前5项，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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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除“无特别问题”外，回答率靠前的5项。橙色项为未进入“3．经营上的问题（1）”中前10
的选项。 
（注）红色项为较上年增长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蓝色项为较上年降低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 
 

各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前5项，多选） 

印度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员工工资上涨（n=406） 67.5 70.3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407） 59.2 63.5 

3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n=402） 53.7 56.9 

4 
税务（法人税、转移定价调整等）的负担重
（n=405） 

52.6 57.1 

5 原材料及零部件当地采购困难（n=190） 51.6  52.5 

巴基斯坦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31） 61.3 40.0 

2 质量管理困难（n=17） 52.9 52.9 

3 员工工资上涨（n=31） 45.2 53.3 

4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n=30） 41.9 50.0 

4 进口关税高（n=31） 41.9 42.9 

斯里兰卡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员工工资上涨（n=26） 65.4 48.7 

2 原材料及零部件当地采购困难（n=9） 55.6 63.6 

3 质量管理困难（n=9） 44.4 63.6 

4 
税务（法人税、转移定价调整等）的负担重
（n=26） 

34.6 25.0 

5 报关耗时（n=25） 32.0 19.4 

孟加拉国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原材料及零部件当地采购困难（n=32） 81.3 70.6 

2 电力不足、停电（n=32） 65.6 47.1 

3 报关耗时（n=52） 63.5 50.0 

4 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n=32） 62.5 44.1 

5 员工素质（n=53） 60.4 57.1 

柬埔寨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质量管理困难（n=38） 76.3 60.6 

2 原材料及零部件当地采购困难（n=38） 73.7 72.7 

3 员工工资上涨（n=89） 69.7 62.7 

4 员工素质（n=89） 62.9 60.2 

5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n=87） 44.8 47.4 

缅甸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电力不足、停电（n=20） 85.0 50.0 

2 员工工资上涨（n=73） 75.3 68.8 

3 原材料及零部件当地采购困难（n=20） 70.0 100.0 

4 员工素质（n=73） 65.8 50.0 

5 人才（中层管理人员）录用困难（n=73） 60.3 53.1 

老挝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质量管理困难（n=11） 81.8 58.3 

2 员工素质（n=18） 72.2 72.2 

3 原材料及零部件当地采购困难（n=11） 63.6 50.0 

4 人才（中层管理人员）录用困难（n=18） 50.0 44.4 

5 通知、规定内容传达不彻底（n=17） 47.1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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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无特别问题”外，回答率靠前的5项。橙色项为未进入“3．经营上的问题（1）”中前10的选项。 
（注）红色项为较上年增长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蓝色项为较上年降低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 
 

各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前5项，多选） 

中国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员工工资上涨（n=599） 77.8 84.3 

2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n=367） 48.2 54.2 

3 质量管理困难（n=367） 45.0 61.4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 
（n=599） 

44.4 50.7 

5 员工素质（n=599） 42.4 55.5 

香港、澳门 
2016年调
查 （％） 

2015年调
查（％） 

1 员工工资上涨（n=267） 59.2 67.0 

2 新顾客开拓停滞（n=268） 45.9 44.8 

3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消费低迷）（n=268） 44.0 35.8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268） 36.9 44.8 

5 员工素质（n=267） 35.2 41.2 

台湾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208） 51.4 45.4 

2 本地货币兑换日元汇率波动（n=206） 45.6 38.1 

3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消费低迷）（n=208） 38.9 47.2 

4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n=76） 36.8 40.0 

5 员工素质（n=207） 34.3 37.7 

韩国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员工工资上涨（n=174） 57.5 67.7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173） 53.8 57.6 

3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n=173） 46.8 46.8 

4 本地货币兑换日元汇率波动（n=173） 45.1 41.2 

4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消费低迷）（n=173） 45.1 39.9 

澳大利亚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员工工资上涨（n=202） 62.9 66.2 

2 本地货币兑换美元汇率波动（n=201） 41.8 48.2 

3 本地货币兑换日元汇率波动（n=201） 37.3 33.5 

4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n=48） 35.4 35.7 

5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202） 33.7 43.4 

新西兰 
2016年调
查（％） 

2015年调
查（％） 

1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n=22） 50.0 28.1 

2 员工工资上涨（n=77） 35.1 39.7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77） 35.1 38.5 

4 本地货币兑换美元汇率波动（n=76） 34.2 33.3 

5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n=77） 32.5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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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通貨の対ドル為替

レートの変動 

税務( 法人税、移転価

格課税など) の負担 

中国 インド 
员工工资上涨 

税务（法人税、转移定
价调整等）的负担重 

原材料及零部件
当地采购困难 

本地货币兑换美
元汇率波动 

质量管理困难 

员工素质 

成本削减接近极
限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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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
争） 

本地货币兑换日元
汇率波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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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従業員の賃金上昇 

品質管理の難しさ 

競合相手の台頭

( コスト面で競合)  

従業員の質 

原材料・部品の現

地調達の難しさ 

限界に近づきつつ

あるコスト削減 

現地通貨の対円為

替レートの変動 

通関等諸手続きが

煩雑 

現地通貨の対ドル

為替レートの変動 

税務( 法人税、移

転価格課税など) 

の負担 

中国 ベトナム 员工工资上涨 

税务（法人税、转
移定价调整等）的
负担重 

原材料及零部件
当地采购困难 

本地货币兑换美
元汇率波动 

越南 

质量管理困难 

员工素质 

成本削减接近
极限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
琐 

竞争对手崛起（成
本方面的竞争） 

本地货币兑换日元
汇率波动 

 中国和亚洲主要国家的比较（各国前5项、多选） 

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回答“质量管理困难”、“竞争对手崛起”、“员工素质”的企业占比均高于中国。 
中国回答“员工工资上涨”的企业占比高于印度和泰国，中国选择“成本削减接近极限”的企业占比较其他4国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回答“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的企业占比较中国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而泰国则较中国低10个百分点以上。 
 

3.经营上的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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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削減 

現地通貨の対円為替レー

トの変動 

通関等諸手続きが煩雑 

現地通貨の対ドル為替

レートの変動 

税務( 法人税、移転価格

課税など) の負担 

中国 インドネシア 
税务（法人税、转移定
价调整等）的负担重 

员工工资上涨 

原材料及零部件
当地采购困难 

本地货币兑换美
元汇率波动 

印度尼西亚 

质量管理困难 

员工素质 

成本削减接近极
限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
琐 

竞争对手崛起（成
本方面的竞争） 

本地货币兑换日元
汇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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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合相手の台頭( コスト

面で競合)  

従業員の質 

原材料・部品の現地調達

の難しさ 

限界に近づきつつあるコ

スト削減 

現地通貨の対円為替レー

トの変動 

通関等諸手続きが煩雑 

現地通貨の対ドル為替

レートの変動 

税務( 法人税、移転価格

課税など) の負担 

中国 タイ 
员工工资上涨 

税务（法人税、转移定
价调整等）的负担重 

原材料及零部件
当地采购困难 

本地货币兑换美元
汇率波动 

泰国 

质量管理困难 

员工素质 

成本削减接近极
限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
琐 

竞争对手崛起（成
本方面的竞争） 

本地货币兑换日元
汇率波动 

 

印度 



33.2 

46.9 

48.4 

45.1 

36.4 

39.3 

36.8 

33.5 

36.3 

35.5 

32.4 

32.1 

29.4 

32.1 

26.0 

20.0 

29.4 

26.2 

14.3 

20.0 

47.7 

43.7 

38.7 

40.9 

48.0 

44.9 

47.3 

49.8 

46.8 

47.1 

49.0 

49.1 

50.0 

45.3 

50.3 

56.0 

41.2 

43.6 

54.6 

44.4 

16.0 

8.3 

9.7 
11.3 

14.2 
13.5 

12.4 

13.9 

13.4 

15.5 

17.7 

14.7 

18.2 

18.9 

19.2 

20.0 

17.7 

25.0 

23.4 

28.8 

3.1 

1.1 
3.2 

2.8 

1.5 

2.3 

3.5 

2.8 

3.5 

1.9 

1.0 

4.2 

2.4 

3.8 

4.6 

4.0 

11.8 

5.2 

7.8 

6.8 

总数(n=4,525) 

印度尼西亚(n=350) 

巴基斯坦(n=31) 

缅甸(n=71) 

马来西亚(n=275) 

柬埔寨(n=89) 

印度(n=402) 

中国(n=576) 

澳大利亚(n=201) 

越南(n=626) 

菲律宾(n=102) 

香港、澳门(n=265) 

泰国(n=680) 

孟加拉国(n=53) 

新加坡(n=308) 

斯里兰卡(n=25) 

老挝(n=17) 

韩国(n=172) 

新西兰(n=77) 

台湾(n=205) 

很大 有一些 几乎没有 没有 

4.制造、服务成本上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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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服务成本上涨给业务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按国家和地区） 

关于伴随人工费、能源及原材料价格高涨导致的制造、服务成本上涨给业务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回答“很大”、“有一些”的企业占比
合计达80.9％。整个亚洲、大洋洲地区有约8成的企业受到了负面影响。 

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印度尼西亚最高，为90.6％，其次是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等。 
从行业来看，印度尼西亚的食品、纤维、橡胶、皮革、普通机械、精密机械设备、通信、软件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回答负面影响“很
大”、“有一些”的企业占比为100％。其中，回答负面影响“很大”的比例最大的是纤维（88.9％）行业。 

从行业来看，中国回答负面影响“很大”的企业超过5成的行业是食品（57.1％）、纤维（57.1％）、木材、纸浆（50.0％）。 

0 100 20 40 60 80 
（％）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25.1 

32.0 

28.8 

25.9 

23.4 

6.7 

49.3 

48.5 

48.9 

53.6 

47.5 

50.4 

21.0 

16.2 

18.7 

18.0 

26.0 

31.1 

4.5 

3.4 

3.6 

2.5 

3.2 

11.8 

非制造业合计(n=2,234) 

运输业(n=266) 

通信、软件业(n=139) 

批发、零售业(n=947) 

建筑业(n=158) 

金融、保险业(n=119) 

很大 有一些 几乎没有 没有 

4.制造、服务成本上涨（2） 

38 

制造、服务成本上涨给业务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按行业） 

关于成本上涨导致的负面影响，制造业回答“很大”“有一
些”的企业占比为87.4％，非制造业为74.4％。对制造业的影
响更加严重。 

制造业中回答负面影响“很大”的企业占比最高的是纤维行
业。 

非制造业中，运输业回答有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超过了8成。 
金融、保险业中回答“几乎没有”或者“没有”的企业在全部
行业中的比例最高，超过了4成。 

41.2 

64.8 

47.3 

45.7 

44.2 

41.7 

41.1 

40.9 

39.2 

36.2 

35.2 

46.2 

27.9 

41.2 

50.0 

51.9 

47.6 

48.7 

46.5 

48.9 

45.1 

48.4 

11.0 

7.4 

10.1 

4.4 

3.9 

9.5 

9.0 

10.2 

10.2 

16.0 

16.5 

1.6 

1.4 

1.3 

1.2 

2.4 

1.7 

2.7 

制造业合计(n=2,291) 

纤维(n=122) 

食品(n=148) 

木材、纸浆(n=46) 

橡胶、皮革(n=52) 

运输机械设备(n=401) 

铁、有色金属、金属

(n=333) 

电气机械设备(n=372) 

普通机械(n=176) 

化学、医药(n=337) 

精密机械设备(n=91) 

很大 有一些 几乎没有 没有 

0 20 40 60 80 100 
（％） 

0 20 40 60 80 100 
（％） 制造业 非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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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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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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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业 

电气机械设备 

39.6  

65.9  

65.3  

59.7  

整体 

木材、纸浆 

橡胶、皮革 

普通机械 

28.8 

49.3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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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业 

建筑业 

运输机械设备 

4.制造、服务成本上涨（3） 

39 

针对成本上涨采取的应对措施的实施（探讨）情况 
（多选） 

回答项目 回答率（％） 

第1位  削减管理费用、间接费用等经费 50.0 

第2位  调整原材料采购地、采购内容 39.6 

第3位  推进人才的本地化、削减人工费 28.8 

第4位  提高产品（服务）的价格 26.0 

第5位 
 调整经营产品 
 （整理、改良、提高附加值等） 

23.1 

第6位  通过批量生产、批量销售降低成本 20.7 

第7位  通过提高本地采购率降低成本 19.5 

第8位 
 推进自动化、省力化 
 （引进产业机器人等） 

18.8 

第9位  无特别措施 5.4 

第10位 
 将部分制造、服务功能 
 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注） 

4.5 

针对成本上涨的应对措施中，“削减管理费用、间接费用等经费”占50.0％，比例最高。尤其是在金融、保险业及运输业等非制造业中，
实施（探讨）该项对策的企业占比较高，另外，实施（探讨）“推进人才的本地化”、“削减人工费”的企业占比也较高。 

木材、纸浆和橡胶、皮革业中，实施（探讨）“调整原材料采购地、采购内容”的企业占比超过6成。 
运输机械设备行业中，实施（探讨）“通过提高本地采购率降低成本”的企业占比为43.8％，“推进自动化、省力化”的企业占比为38.4
％。 

回答率高出平均值的行业 
0 20 40 60 80 100 

（％） 

全体（n＝3,610） 
（注）中国包含向本土内其他地区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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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造、服务成本上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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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成本上涨采取的应对措施的实施（探讨）情况 按国家和地区  多选（1/2） 

削减管理费用、间接费
用等经费 

调整原材料采购地、 
采购内容 

提高产品（ 服务）  
的价格 

推进人才的本地化、 
削减人工费 

调整经营产品 
（整理、改良、提高附加值等）  

50.0 

63.9 

58.0 

57.7 

55.9 

55.2 

53.0 

50.6 

50.0 

49.0 

48.3 

47.5 

46.2 

42.0 

41.7 

34.7 

0 25 50 75 100

总数 

(n=3,610) 

澳大利亚 

(n=166) 

韩国 

(n=119) 

中国 

(n=452) 

香港、澳门 

(n=213) 

新加坡 

(n=232) 

台湾 

(n=132) 

菲律宾 

(n=83) 

印度尼西亚 

(n=314) 

新西兰 

(n=51) 

马来西亚 

(n=228) 

印度 

(n=335) 

越南 

(n=515) 

泰国 

(n=536) 

缅甸 

(n=60) 

柬埔寨 

(n=75) 

（％） 

39.6 

46.6 

45.5 

44.1 

43.0 

41.8 

41.7 

40.2 

38.6 

37.3 

37.3 

33.6 

31.0 

28.3 

21.7 

19.8 

0 25 50 75 100

总数 

(n=3,610) 

泰国 

(n=536) 

印度尼西亚 

(n=314) 

越南 

(n=515) 

印度 

(n=335) 

中国 

(n=452) 

马来西亚 

(n=228) 

台湾 

(n=132) 

菲律宾 

(n=83) 

柬埔寨 

(n=75) 

新西兰 

(n=51) 

韩国 

(n=119) 

香港、澳门 

(n=213) 

澳大利亚 

(n=166) 

缅甸 

(n=60) 

新加坡 

(n=232) 

28.8 

43.3 

37.3 

35.2 

33.7 

32.9 

32.3 

30.1 

29.6 

29.4 

26.4 

24.3 

19.3 

18.7 

17.7 

15.7 

0 25 50 75 100

总数 

(n=3,610) 

缅甸 

(n=60) 

柬埔寨 

(n=75) 

中国 

(n=452) 

印度 

(n=335) 

香港、澳门 

(n=213) 

新加坡 

(n=232) 

越南 

(n=515) 

台湾 

(n=132) 

马来西亚 

(n=228) 

印度尼西亚 

(n=314) 

泰国 

(n=536) 

菲律宾 

(n=83) 

澳大利亚 

(n=166) 

韩国 

(n=119) 

新西兰 

(n=51) 

26.0 

40.0 

39.2 

33.7 

30.9 

29.6 

29.1 

28.1 

25.2 

25.1 

24.1 

23.5 

23.3 

20.5 

18.6 

17.3 

0 25 50 75 100

总数 

(n=3,610) 

缅甸 

(n=60) 

新西兰 

(n=51) 

澳大利亚 

(n=166) 

印度尼西亚 

(n=314) 

印度 

(n=335) 

香港、澳门 

(n=213) 

马来西亚 

(n=228) 

韩国 

(n=119) 

越南 

(n=515) 

新加坡 

(n=232) 

台湾 

(n=132) 

泰国 

(n=536) 

菲律宾 

(n=83) 

中国 

(n=452) 

柬埔寨 

(n=75) 

23.1 

31.4 

30.3 

28.6 

27.4 

27.2 

24.3 

24.2 

24.1 

21.7 

20.7 

20.0 

19.7 

18.8 

18.7 

17.3 

0 25 50 75 100

总数 

(n=3,610) 

新西兰 

(n=51) 

台湾 

(n=132) 

韩国 

(n=119) 

泰国 

(n=536) 

香港、澳门 

(n=213) 

中国 

(n=452) 

印度尼西亚 

(n=314) 

菲律宾 

(n=83) 

缅甸 

(n=60) 

新加坡 

(n=232) 

印度 

(n=335) 

马来西亚 

(n=228) 

越南 

(n=515) 

澳大利亚 

(n=166) 

柬埔寨 

(n=75) 

（注1）n≧50的国家和地区 
（注2）中国包含向本土内其他地区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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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27.8 

27.7 

26.4 

22.9 

22.7 

21.7 

21.6 

19.9 

18.9 

18.7 

17.0 

15.7 

13.6 

13.2 

10.3 

0 25 50 75 100

总数 

(n=3,610) 

印度 

(n=335) 

菲律宾 

(n=83) 

印度尼西亚 

(n=314) 

越南 

(n=515) 

韩国 

(n=119) 

缅甸 

(n=60) 

泰国 

(n=536) 

澳大利亚 

(n=166) 

马来西亚 

(n=228) 

柬埔寨 

(n=75) 

中国 

(n=452) 

新西兰 

(n=51) 

台湾 

(n=132) 

香港、澳门 

(n=213) 

新加坡 

(n=232) 

通过批量生产、批量销售 
降低成本 

通过提高本地采购率 
降低成本 

19.5 

34.9 

25.7 

22.4 

21.6 

21.3 

17.5 

16.8 

15.2 

14.7 

13.3 

10.0 

9.8 

9.1 

6.6 

4.8 

0 25 50 75 100

总数 

(n=3,610) 

印度 

(n=335) 

中国 

(n=452) 

泰国 

(n=536) 

越南 

(n=515) 

印度尼西亚 

(n=314) 

马来西亚 

(n=228) 

韩国 

(n=119) 

台湾 

(n=132) 

柬埔寨 

(n=75) 

菲律宾 

(n=83) 

缅甸 

(n=60) 

新西兰 

(n=51) 

新加坡 

(n=232) 

香港、澳门 

(n=213) 

澳大利亚 

(n=166) 

推进自动化、省力化 
（ 引进产业机器人等）  

18.8 

30.3 

30.1 

22.9 

22.1 

21.7 

17.2 

16.8 

14.7 

14.4 

13.3 

12.5 

11.0 

9.8 

8.0 

3.3 

0 25 50 75 100

总数 

(n=3,610) 

马来西亚 

(n=228) 

中国 

(n=452) 

印度尼西亚 

(n=314) 

越南 

(n=515) 

菲律宾 

(n=83) 

泰国 

(n=536) 

韩国 

(n=119) 

柬埔寨 

(n=75) 

台湾 

(n=132) 

澳大利亚 

(n=166) 

新加坡 

(n=232) 

印度 

(n=335) 

新西兰 

(n=51) 

香港、澳门 

(n=213) 

缅甸 

(n=60) 

将部分制造、服务功能 
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4.5  

10.8  

8.9  

7.8  

7.6  

7.2  

4.9  

4.8  

4.2  

3.3  

3.2  

3.1  

2.9  

2.7  

1.2  

1.2  

0 25 50 75 100

总数 

(n=3,610) 

新加坡 

(n=232) 

香港、澳门 

(n=213) 

新西兰 

(n=51) 

台湾 

(n=132) 

澳大利亚 

(n=166) 

中国 

(n=452) 

马来西亚 

(n=228) 

韩国 

(n=119) 

缅甸 

(n=60) 

泰国 

(n=536) 

越南 

(n=515) 

印度尼西亚 

(n=314) 

柬埔寨 

(n=75) 

印度 

(n=335) 

菲律宾 

(n=83) 

针对成本上涨采取的应对措施的实施（探讨）情况  按国家和地区  多选（2/2） 
（注1）n≧50的国家和地区 
（注2）中国包含向本土内其他地区的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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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100 0 

（％） 

人工费和材料费在制造成本中所占的比例 
（按企业规模、行业） 

人工费和材料费在制造成本中所占的比例 
（按国家和地区） 

20 40 60 80 100 0 
（％） 

从日资企业在当地制造成本的结构来看，人工费平均占比为19.7％，而材料费平均占比为58.4％，超过成本的一半。人工费比例较2015
年的调查结果增长了0.1个百分点，材料费的比例降低了1.6个百分点。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老挝、缅甸、柬埔寨、新西兰人工费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在运输机械设备占行业半数以上的巴基斯坦（78.9％），
材料费比例较高。 

（注）此处对“制造成本”的定义是：用于产品制造的费用，包括
生产现场的材料费、劳务费以及其他经费。 

仅制造业 

19.7  

16.6  

23.1  

31.8  

22.2  

20.8  

19.6  

19.4  

19.3  

18.6  

17.2  

16.4  

15.4  

58.4  

62.6  

53.6  

51.3  

57.9  

57.7  

61.7  

49.5  

56.0  

56.0  

61.1  

60.1  

61.8  

21.9  

20.8  

23.3  

16.9  

19.9  

21.5  

18.7  

31.1  

24.7  

25.4  

21.7  

23.5  

22.8  

总数(n=2,057) 

大型企业(n=1,095) 

中小企业(n=962) 

纤维(n=115) 

普通机械(n=159) 

精密机械设备(n=75) 

电气机械设备(n=310) 

橡胶、皮革(n=48) 

铁、有色金属、金属(n=309) 

食品(n=136) 

化学、医药(n=299) 

木材、纸浆(n=41) 

运输机械设备(n=378) 

人工费 原材料及零部件等材料费 其他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40.0  

30.4  

29.5  

29.4  

24.9  

24.0  

23.9  

23.2  

23.1  

21.0  

20.4  

19.5  

18.8  

18.5  

17.9  

16.5  

16.3  

15.8  

10.4  

38.5  

50.2  

54.9  

55.1  

50.1  

55.7  

62.6  

60.9  

57.9  

56.1  

55.0  

56.9  

59.5  

59.8  

59.3  

60.4  

62.6  

62.9  

78.9  

21.5  

19.4  

15.6  

15.5  

25.0  

20.3  

13.5  

15.9  

19.0  

22.9  

24.6  

23.6  

21.7  

21.7  

22.8  

23.1  

21.1  

21.3  

10.7  

老挝(n=10) 

缅甸(n＝17) 

柬埔寨(n=36) 

新西兰(n=15) 

香港、澳门(n=31) 

澳大利亚(n=43) 

斯里兰卡(n=10) 

韩国(n=66) 

孟加拉国(n=30) 

泰国(n=367) 

新加坡(n=55) 

越南(n=382) 

中国(n=334) 

印度尼西亚(n=206) 

菲律宾(n=55) 

马来西亚(n=151) 

印度(n=168) 

台湾(n=65) 

巴基斯坦(n=16) 

人工费 原材料及零部件等材料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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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日本的制造成本为100时，当地的平均制造成本为78.9，较2015年的调查结果80.6降低了1.7个百分点。 
从行业来看，运输机械设备、木材、纸浆和铁、有色金属、金属等制造成本较高。另外，纤维的制造成本较低，为63.3。 
从企业规模来看，中小企业的制造成本（75.6）比大型企业（81.9）低6.3个百分点。与2015年调查结果（相差5.0个百分点）相比，差距
扩大了1.3个百分点。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澳大利亚（112.0）的制造成本超过了日本，另一方面，柬埔寨（58.3）、孟加拉国（61.3）的制造成本较低。 

（注）此处对“制造成本”的定义是：用于产品制造的费用，包括生产现场的材料费、劳务费以及其他经费。 

112.0  

92.8  

91.3  

86.6  

84.9  

82.6  

79.4  

79.4  

79.0  

78.4  

78.4  

77.9  

74.1  

73.6  

73.2  

61.3  

58.3  

0 20 40 60 80 100 120

澳大利亚(n=39) 

新加坡(n=45) 

韩国(n=68) 

新西兰(n=16) 

巴基斯坦(n=13) 

印度尼西亚(n=190) 

泰国(n=354) 

中国(n=314) 

马来西亚(n=138) 

台湾(n=60) 

印度(n=155) 

缅甸(n=14) 

香港、澳门(n=28) 

菲律宾(n=50) 

越南(n=359) 

孟加拉国(n=30) 

柬埔寨(n=35) 

78.9  

83.9  

82.3  

80.8  

80.1  

79.9  

79.4  

77.5  

74.5  

73.7  

63.3  

0 20 40 60 80 100

总数(n=1,925) 

运输机械设备(n=356) 

木材、纸浆(n=41) 

铁、有色金属、金属(n=296) 

食品(n=126) 

化学、医药(n=274) 

普通机械(n=151) 

电气机械设备(n=281) 

橡胶、皮革(n=43) 

精密机械设备(n=72) 

纤维(n=104) 

按行业 

81.9  

75.6  

0 20 40 60 80 100

大型企业(n=1,000) 

中小企业(n=925) 

按企业规模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仅制造业 

设日本的制造成本为100时，当地的制造成本 
（按企业规模、行业） 

设日本的制造成本为100时，当地的制造成本 
（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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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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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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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40.5  

36.6  

34.2  

34.1  

31.6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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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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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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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35.1  

34.6  

34.1  

32.8  

35.6  

16.3  

39.0  

15.1  

14.6  

21.9  

39.7  

30.1  

31.3  

8.3  

2.3  

3.0  

6.3  

9.8  

11.7  

3.5  

4.2  

10.8  

12.9  

12.0  

21.9  

8.1  

22.1  

10.4  

7.1  

18.3  

12.8  

21.5  

7.2  

5.3  

3.4  

4.4  

8.2  

6.1  

6.6  

5.3  

5.6  

10.5  

18.8  

8.7  

10.7  

27.3  

34.0  

12.7  

22.2  

28.8  

7.9  

4.0  

5.7  

26.2  

7.2  

13.8  

6.1  

8.1  

9.3  

12.1  

7.7  

8.9  

12.6  

22.4  

18.0  

11.7  

9.0  

14.6  

4.5  

总数(n=2,022) 

中国(n=327) 

泰国(n=367) 

新西兰(n=21) 

印度(n=165) 

澳大利亚(n=43) 

韩国(n=66) 

台湾(n=61) 

印度尼西亚(n=201) 

马来西亚(n=143) 

越南(n=379) 

缅甸(n=16) 

菲律宾(n=55) 

巴基斯坦(n=17) 

斯里兰卡(n=10) 

孟加拉国(n=30) 

新加坡(n=47) 

香港、澳门(n=29) 

柬埔寨(n=36) 

当地 日本 东盟 中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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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地明细 
（按国家和地区，回答率100％） 

日资企业在当地开展生产活动过程中采购原材料及零部件的具体采购率与2015年（46.5％）持平。日本的采购率降情况为，“当地”（46.5
％）占比最高，其次为“日本”（30.1％）、“东盟”（8.3％）。本地低了0.9个百分点，而东盟、中国的采购率则出现了小幅增长。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的本地采购率较高，较2015年（64.7％）增长了3.1个百分点。 
日本采购率方面，新加坡（39.7％）占比最高，其次为菲律宾（39.0％）和越南（35.6％）。 

0 100 20 40 60 80 

（％）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仅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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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8个国家的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地明细方面，对比2010年度和本年度的调查结果可知，中国、泰国、印度、越南、菲律宾的本地采购
率有所增长。越南的本地采购率在6年内增长了约12个百分点，中国的本地采购率在6年内增长了约10个百分点。 

日本采购率方面，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出现了增长。 
中国采购率方面，除印度以外的6个国家均出现增长，尤其是越南较高，达到了10.5％。 

仅制造业 

主要国家的采购地明细的变化（2010年调查与2016年调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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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泰国 印度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越南 菲律宾 

当地 日本 东盟 中国 其他 



0 20 40 60 80 100 （％） 铁、有色金属、金属 
67.8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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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 电气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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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地明细  
（按行业，回答率100％） 

0 100 80 60 40 20 

（％） 

从行业来看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地，食品及木材、纸浆行业的本地采购率较高，分别为65.9％、59.0％。另外，在精密机械设备行
业，日本采购率较高，超过了4成。 

电气机械设备行业的本地采购率为34.4％，较2015年降低0.6个百分点，日本采购率为35.9％，降低了2.7个百分点。此外，东盟采购
率为10.6％，增长了1.4个百分点，中国采购率为14.1％，增长了2.8个百分点。 

在有效回答企业数超过200家的4个行业中，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采购情况来看，中国在4个行业的本地采购率均超过了5成，运输机械
设备的本地采购率较2015年的67.8％增长了4.5个百分点，达到72.3％。 

仅制造业 

主要行业中前4位的国家和地区 回答比例 

（注）n≧15的国家和地区。此处的n为各行业内按国家和地区统计的有效回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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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31.5  

30.7  

33.6  

28.9  

36.9  

23.5  

35.9  

43.2  

8.3  

6.9  

9.5  

2.4  

10.5  

6.3  

10.2  

9.7  

8.4  

10.6  

8.3  

7.2  

1.4  

2.3  

5.2  

3.2  

4.5  

6.4  

4.7  

21.5  

14.1  

10.0  

7.9  

12.3  

14.5  

3.7  

4.4  

9.9  

10.4  

6.5  

11.0  

5.0  

7.0  

总数(n=2,022) 

食品(n=133) 

木材、纸浆(n=43) 

普通机械(n=158) 

运输机械设备(n=372) 

铁、有色金属、金属(n=311) 

化学、医药(n=293) 

橡胶、皮革(n=46) 

纤维(n=111) 

电气机械设备(n=296) 

精密机械设备(n=77) 

当地 日本 东盟 中国 其他 

72.3  

66.0  

58.8  

43.5  

22.2  

26.4  

25.5  

37.0  

2.1  

2.8  

12.1  

11.7  

1.8  

1.7  

3.0  

3.4  

3.0  

1.9  

4.8  

中国(n=68) 

泰国(n=71) 

印度(n=62) 

印度尼西亚(n=57) 

0 20 40 60 80 100 （％） 运输机械设备 

64.7  

53.0  

48.5  

40.7  

24.9  

28.3  

37.1  

20.0  

4.1  

5.9  

2.2  

12.8  

5.0  

5.0  

10.1  

6.3  

7.8  

7.2  

16.4  

中国(n=45) 

泰国(n=54) 

韩国(n=30) 

印度(n=23) 

0 20 40 60 80 100 （％） 化学、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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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及零部件的当地供应商详情 

 （按国家和地区，回答率100％） 

当地供应商的具体情况为，“当地企业”占比最高，为54.7％，
其次为“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37.9％）和“其他外资企业” 
（7.4％）。 

在菲律宾和泰国，供应商是“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占比超过5
成。 

从行业来看，食品行业的“当地企业”占比超过8成。 

原材料及零部件的当地供应商详情  
（按企业规模、行业，回答率100％） 

0 20 40 60 80 100 

（％） 

0 20 40 60 80 100 

（ ％ ） 

仅制造业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54.7  

88.2  

84.9  

83.5  

80.0  

78.7  

76.2  

73.6  

73.4  

59.4  

58.0  

56.8  

53.8  

47.2  

43.4  

41.1  

40.0  

36.3  

37.9  

7.4  

5.2  

9.0  

11.3  

18.0  

17.5  

17.9  

19.0  

35.4  

11.2  

38.7  

28.2  

48.8  

52.0  

45.8  

47.1  

53.8  

7.4  

4.4  

9.9  

7.5  

8.7  

3.3  

6.3  

8.5  

7.6  

5.2  

30.8  

4.5  

18.0  

4.0  

4.6 

13.1  

12.9  

9.9  

总数(n=1,729) 

韩国(n=59) 

澳大利亚(n=33) 

缅甸（n＝10） 

巴基斯坦(n=12) 

台湾(n=54) 

孟加拉国(n=24) 

新西兰(n=14) 

印度(n=147) 

中国(n=307) 

柬埔寨(n=22) 

马来西亚(n=119) 

新加坡(n=27) 

印度尼西亚(n=171) 

泰国(n=349) 

越南(n=310) 

香港、澳门(n=14) 

菲律宾(n=45) 

当地企业 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 其他外资企业 

56.6  

52.6  

80.9  

71.0  

59.3  

57.1  

56.9  

55.3  

51.9  

45.9  

45.7  

42.9  

35.9  

40.3  

14.4  

21.5  

27.1  

34.0  

37.3  

39.3  

39.6  

49.3  

45.4  

52.2  

7.5  

7.1  

4.7  

7.5  

13.6  

8.9  

5.8  

5.4  

8.5  

4.8  

8.9  

4.9  

大型企业(n=920) 

中小企业(n=809) 

食品(n=118) 

木材、纸浆(n=40) 

纤维(n=87) 

化学、医药(n=259) 

橡胶、皮革(n=40) 

普通机械(n=144) 

铁、有色金属、金属(n=264) 

精密机械设备(n=60) 

电气机械设备(n=249) 

运输机械设备(n=317) 

当地企业 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 其他外资企业 



96.2  

88.9  

86.2  

84.9  

83.4  

82.6  

81.0  

80.9  

77.3  

77.1  

71.4  

70.6  

64.0  

56.7  

柬埔寨(n=26) 

孟加拉国(n=18) 

印度尼西亚(n=174) 

台湾(n=53) 

泰国(n=307) 

越南(n=328) 

韩国(n=58) 

马来西亚(n=110) 

印度(n=132) 

中国(n=284) 

新加坡(n=42) 

菲律宾(n=51) 

香港、澳门(n=25) 

澳大利亚(n=30) 

19.1  19.6  

80.9  80.4  

15年调查 

（n=1,807) 

16年调查 

（n=1,677) 

0

20

40

60

80

100

（％） 
存在 

不存在特

别的 

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7） 

Copyright © 2016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48 

关于从日本采购的零部件及材料 
是否存在只能在日本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回答“存在”的比例（按行业） 
0 20 40 60 100 

（％） 

87.9 

83.2 

81.0 

80.6 

80.0 

79.6 

78.0 

77.5 

76.6 

60.9 

普通机械(n=141) 

电气机械设备(n=268) 

纤维(n=84) 

运输机械设备(n=329) 

精密机械设备(n=75) 

化学、医药(n=235) 

铁、有色金属、金属(n=263) 

橡胶、皮革(n=40) 

食品(n=77) 

木材、纸浆(n=23) 

80 

回答“存在”的比例（按国家和地区） 

0 20 40 60 100 

（％） 

80 

（注）n≧15的国家和地区 

仅制造业 

关于从日本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中是否存在只能在日本采购的原材料和
零部件，80.4％的企业回答“存在”。较2015年（80.9％）降低了0.5
个百分点。 

从行业来看，在除木材、纸浆外的其他所有行业中，超过7成的企业存
在只能在日本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回答中具有代表性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如下所述。              

【普通机械】钢材、发动机、特殊加工品   
【电气机械设备】半导体、特殊树脂、电子零部件、特殊金属材料 
【纤维】药品、特殊布料、特殊线、高级材料 
【运输机械设备】钢材、电子零部件、锻造零部件、发动机零部件、金属
零件类     
【精密机械设备】电子线路零部件、特殊材料、高精密零部件                        
【化学、医药】特殊树脂、特殊塑料原料、涂料、添加剂、颜料 
【铁、有色金属、金属】特殊钢、特殊金属材料、钢材、特殊药品 
【橡胶、皮革】药品、特殊化学制品、合成橡胶、橡胶原材料 
【食品】食材、食品添加物、调味料、香料、包装物资材料、机械零部件                                            
【木材、纸浆】原材料、瓦楞芯纸、包装物资材料、设备零部件 



83.3 

37.5 

17.2 

12.7 

9.0 

4.2 

2.9 

由于质量和技术方面的原因 

只能在日本生产 

客户指定的材料和零部件， 

不可替代 

日本在生产稳定性以及 

交货期方面具有优势 

为防止技术外流/ 

保护知识产权 

日本在成本方面 

具有竞争力 

在规格变更/服务/维护方面 

需要迅速、灵活的应对 

难以解除 

与日本供应商的关系 

5.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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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只能从日本采购的原材料及零部件 
从日本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难以采购的原因 

关于从日本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难以采购的原因，超过83.3％的企
业列举了质量和技术方面的原因。其次，37.5％的企业列举的原
因是客户指定材料和零部件。 

国家和地区 行业 

各国家和地区以及各行业的回答比例（由高到低） 

0 20 40 60 100 

（％） 

80 

（n=1,335） 

比例 

印度（n=100） 90.0 

韩国（n=47） 89.4 

台湾（n=45） 84.4 

泰国（n=256） 84.4 

马来西亚（n=85） 83.5 

比例 

橡胶、皮革（n=31） 93.6 

纤维（n=68） 86.8 

食品（n=59） 86.4 

铁、有色金属、金属（n=204） 84.8 

精密机械设备（n=59） 83.1 

比例 

普通机械（n=123） 24.4 

运输机械设备（n=263） 17.9 

电气机械设备（n=220） 17.7 

（注）n≧30的国家和地区、行业 

比例 

印度尼西亚（n=149） 49.7 

中国（n=214） 42.5 

泰国（n=256） 40.6 

比例 

菲律宾（n＝36） 27.8 

印度尼西亚（n=149） 22.2 

泰国（n=256） 17.2 

比例 

台湾（（n=45） 28.9 

韩国（n=47） 19.2 

中国（n=214） 17.8 

比例 

纤维（n=68） 47.1 

运输机械设备（n=263） 44.5 

铁、有色金属、金属（n =204） 42.2 

比例 

食品（n=59） 20.3 

精密机械设备（n=59） 20.3 

化学、医药（n=185） 14.6 

仅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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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方针 
（按国家和地区，多选） 

72.0  

85.6  

81.1  

77.5  

75.3  

72.6  

69.7  

68.9  

68.3  

61.8  

0 25 50 75 100

总数(n=2,032) 

印度(n=174) 

中国(n=318) 

泰国(n=365) 

越南(n=385) 

印度尼西亚(n=201) 

韩国(n=66) 

马来西亚(n=148) 

台湾(n=63) 

菲律宾(n=55) 

（注）n≧50的国家和地区 

仅制造业 

回答“提高进驻地本地采购率” 
的企业占比 

回答“提高东盟采购率” 
的企业占比 

25.2  

32.3  

43.9  

33.3  

30.9  

30.4  

20.8  

20.6  

16.7  

14.4  

6.0  

0 25 50

总数(n=2,032) 

东盟平均(n=1,264) 

马来西亚(n=148) 

越南(n=385) 

菲律宾(n=55) 

印度尼西亚(n=201) 

泰国(n=365) 

台湾(n=63) 

韩国(n=66) 

印度(n=174) 

中国(n=318) 

（％） 

回答“提高中国采购率” 
的企业占比 

12.1  

33.3  

31.8  

22.3  

10.5  

9.4  

8.8  

7.3  

6.9  

0 25 50

总数(n=2,032) 

韩国(n=66) 

台湾(n=63) 

马来西亚(n=148) 

印度尼西亚(n=201) 

越南(n=385) 

泰国(n=365) 

菲律宾(n=55) 

印度(n=174) 

（％） （％） 

提高本地采购率过程中较为重要的 
当地供应商（按国家和地区，多选） （注）n≧50的国家和地区 

80.5  

94.6  

86.0  

84.8  

77.4  

75.4  

68.1  

0 25 50 75 100

总数(n=1,407) 

印度(n=149) 

中国(n=221) 

印度尼西亚(n=145) 

泰国(n=279) 

越南(n=289) 

马来西亚(n=94) 

回答“当地企业”重要的企业占比 
（％） 

回答“进驻的日资企业”重要的企业占比 

59.1 

71.7 

71.0 

68.5 

61.7 

52.9 

47.0 

0 25 50 75 100

总数(n＝1407) 

印度尼西亚(n＝145) 

泰国(n＝279) 

越南(n＝289) 

马来西亚(n＝94) 

中国(n＝221) 

印度(n＝149) 

（％） 

关于今后原材料及零部件
的采购方针，回答“提高
进驻地本地采购率”的企
业占比最大，为72.0％。 

关于在提高本地采购率过
程中，今后将成为重要供
应商的企业，回答“当地
企业”的占80.5％、回答
“进驻的日资企业”的占
59.1％。 



5.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10） 

Copyright © 2016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51 

今后提高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率的理由 
（多选） 

84.9  

63.3  

17.2  

16.0  

13.7  

8.0  

低成本化 

交货期缩短 

风险分散 

质量提高 

售后服务及 

维修快捷化 

收货方及 

客户的指示 

FTA发展 

使得关税下调 

0 20 40 60 100 

（％） 

80 

企业回答提高在进驻地、东盟、中国的采购率的最大理由均为“低成本化”。 
关于提高进驻地本地采购率的理由，除“低成本化”（84.9％）外，“交货期缩短”（63.3％）占比也较高。 
关于提高东盟采购率的理由，除“低成本化”（83.9％）外，“交货期缩短”（31.8％）、“风险分散”（28.2％）、“质量提高”
（22.0％）等也占到了一定的比例。 
关于提高日本采购率的理由，“质量提高”占比最大，为67.2％。 

83.9  

31.8  

28.2  

22.0  

5.4  

6.8  

16.5  

0 20 40 60 100 

（％） 

80 

88.8  

13.7  

17.0  

16.6  

3.7  

8.3  

8.7  

0 20 40 60 100 

（％） 

80 

24.1  

14.9  

18.5  

67.2  

7.7  

28.7  

9.7  

0 20 40 60 100 

（％） 

80 

回答提高进驻地本地采购率 

的理由 

回答提高东盟采购率 

的理由 
回答提高中国采购率 

的理由 

回答提高日本采购率 

的理由 

（n=1,448）  （n=504）  （n=241）  （n=195）  

仅制造业 

不属于调查对象 



51.6  

62.1  

74.5  

35.9  31.5  
37.3  

37.2  

27.6  

46.6  

32.5  
25.4  

54.8  

27.6  
36.0  

32.0  
24.7  23.7  25.3  

31.4  31.3  

28.6  
17.2  

2.1  

26.6  33.9  
27.8  28.3  

31.6  

17.8  

22.2  

25.6  

1.2  

13.3  

12.0  

10.3  
15.0  17.8  

10.1  
3.9  

7.5  6.9  

15.6  10.3  8.0  6.3  
10.3  1.4  

8.2  13.6  3.6  

9.3  7.8  

8.1  3.8  

4.0  3.9  

5.1  

2.1  

12.0  14.6  

8.3  
5.8  

14.4  

9.6  
10.0  10.3  

3.6  
15.1  16.0  12.7  

11.3  
7.3  

9.1  
3.9  

4.3  

3.5  

8.5  

7.8  7.9  

11.3  

8.9  

12.1  
23.3  

15.4  
18.7  

4.8  

27.6  28.0  
23.8  25.5  

19.3  
25.3  

7.8  

2.9  
10.3  12.8  

2.1  1.8  
7.3  

13.6  
4.1  1.4  

11.7  
6.5  

32.1  

7.2  8.0  
13.5  15.4  

28.0  26.3  
49.0  

68.8  

14.5％ 
16.8% 

21.4% 23.3% 23.6％ 
27.7% 29.2% 29.6％ 

30.2％ 
36.1％ 

36.6％ 39.7％ 

45.0％ 
45.1％ 

45.7％ 

48.8％ 
52.6％ 

57.3％ 

59.8％ 
68.8％ 

0% 1~低于25% 25~低于50% 50~低于75% 75~低于100% 100% 平均 

6.进出口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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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按国家和地区，回答率0～100％） 

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10 

20 

（％） 

印度
（n=374） 

巴基斯 
坦 

（n=29） 

缅甸
（n=47） 

台湾
（n=192） 

韩国
（n=165） 

 

印度 
尼西亚

（n=327） 

澳大利亚 

（n=191） 
泰国

（n=653） 

新 
西兰 

（n=73） 

总数
（n=4,161

） 

中国
（n=465） 

柬埔 
寨 

（n=84） 

新加坡
（n=279） 

斯里兰卡 
（n=25） 

香港、 
澳门

（n=244） 

马来 
西亚 

（n=247） 

越南
（n=600） 

菲律 
宾 

（n=99） 

孟加拉国
（n=51） 

老挝
（n=16） 

           内销型 
                     （出口比例低于50％） 

 出口型 
（50％以上） 

 关于日资企业的出口额在进驻当地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老挝（68.8％）、孟加拉国（59.8％）、菲律宾（57.3％）、越南（52.6％）
均超过了5成。而在印度（14.5％）和巴基斯坦（16.8％），企业在国内销售方面占比较大，出口比例不足2成。 

 关于纯出口型企业（出口比例为100％）的比例，老挝（68.8％）、孟加拉国（49.0％）、柬埔寨（32.1％）较高。而关于纯内销型企
业（出口比例为0％）的比例，缅甸（74.5％）、巴基斯坦（62.1％）、柬埔寨（54.8％）、印度（51.6％）均超过了5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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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目的地的具体情况（按国家和地区，回答率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 

关于日资企业出口目的地的具体情况（所有调查对象国家和地区合计），日本占比最大，平均为42.4％，其次是东盟，为24.6％。 
与2015年的调查结果相比，作为出口目的地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占比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日本降低了2.6个百分点、东盟增长了3.0个百
分点、中国增长了1.0个百分点，均变化不大。 
在孟加拉国、缅甸、柬埔寨、中国、越南、老挝和菲律宾，“日本”占比超过5成。“日本”占比较高的行业是纤维（91.5％）、运输业
（90.2％）、通信、软件业（84.4％）、橡胶、皮革（84.1％）。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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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未来1～3年最重要的业务、产品出口市场的国家和地区（按国家和地区）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整体（2016年） 

序 
号 

总数（n=3,431） 

国名 比率 

1 日本 17.6  

2 越南 10.8  

3 印度尼西亚 8.6 

4 中国 8.3 

5 泰国 7.5 

17.6  

8.6  
8.3  
7.5  

10.8  

0

5

10

15

20

25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日本 印度尼西亚 
中国 泰国 
越南 

整体（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 

17.1  

8.9  

7.7  
7.2  

8.7  

8.3  
8.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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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日本 印度尼西亚 
中国 印度 
泰国 美国 
越南 

18.2  

8.3  
9.0  

6.0  

13.6  

10.1  

0

5

10

15

20

25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日本 印度尼西亚 
中国 泰国 
越南 CLM

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CLM：柬埔寨、老挝、缅甸 

非制造业 制造业 （％） （％） 

将“日本”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将“越南”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将“印度尼西亚”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越南（n=533） 日本 29.1 CLM 14.1 泰国 13.0 

中国（n=361） 日本 28.8 越南 9.1 美国 8.9 

印度尼西亚（n=256） 日本 24.2 泰国 11.7 马来西亚 9.4 

菲律宾（n=89） 日本 24.7 美国 12.4 泰国 11.2 

柬埔寨（n=65） 日本 26.2 泰国 21.5 越南 16.9 

孟加拉国（n=44） 日本 27.3 欧洲 22.7 印度 11.4 

缅甸（n=26） 日本 19.2 泰国 15.4 ― ― 

斯里兰卡（n=22） 日本 27.3 印度 22.7 中东 13.6 

将“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香港、澳门（n=218） 中国 29.8 越南 20.6 日本 7.3 

台湾（n=154） 中国 30.5 越南 15.6 日本 10.4 

韩国（n=143） 中国 30.8 越南 16.8 日本 11.2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新加坡（n=268） 印度尼西亚 21.6 越南 16.4 印度 10.5 

马来西亚（n=145） 印度尼西亚 20.0 泰国 17.2 越南 12.4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泰国（n=578） 越南 21.8 印度尼西亚 15.2 CLM 14.5 

将“中东”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第1位 第2位 第2位 

巴基斯坦（n=23） 中东 21.7 印度尼西亚 8.7 欧洲 8.7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印度（n=290） 非洲 16.6 日本 15.9 中东 12.4 

将“非洲”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关于今后1～3年最有前景的出口市场（所有调查对象国家和地区合
计），排名由高到低为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泰国。 
与2015年调查结果相比，越南、中国有所增长，印度尼西亚、日
本、泰国有所降低。 
制造业中，截至2015年调查结果始终处于6位以后的越南增长了1.9
个百分点，上升至第4位（8.5％）。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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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贸易的企业
中，利用FTA/EPA的
企业所占比例为47.5
％，较2015年的调查
结果增长了3.0个百
分点。 
大型企业的FTA/EPA
的利用率（49.0％）
要高于中小企业
（45.0％）。 
从行业来看，纤维和
化学、医药行业的利
用率较高。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
韩国日资企业的利用
率最高，为67.1％，
印度尼西亚、新西
兰、泰国、印度、澳
大利亚的日资企业的
利用率较高，均超过
5成。 
FTA/EPA的利用率，
在出口和进口方面均
较2015年有所增长。 
从东盟日资企业的
FTA/EPA利用率变化
情况来看，与2015年
相比，进出口方面的
增长均在2个百分点
左右。 

是否利用现有（已生效）FTA/EPA（仅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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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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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有色金属、金属(n=241) 

运输机械设备(n=276) 

食品(n=98) 

化学、医药(n=234) 

纤维(n=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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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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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n=25) 

菲律宾(n=63) 

巴基斯坦(n=16) 

中国(n=215) 

台湾(n=91) 

新加坡(n=178) 

缅甸（n=22) 

香港、澳门(n=129) 

利用率的对比 2015年→2016年（出口、进口） 

FTA/EPA利用率（整体，按企业规模，按行业） FTA/EPA利用率（按国家和地区） 

在东盟日企中FTA/EPA利用率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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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下面2张图表的利用率根据（在出口（进口）业务中利用FTA/EPA的企业数/开展出口（进口）业务的企业数）计算得出。 

（注1）上面2张图表的利用率根据（至少利用1个EPA/FTA的企业数/开展出口或进口业务的企业数）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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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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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手国 企業数
活用企
業

活用率
(%)

相手国 企業数
活用企
業

活用率
(%)

日本 69 18 26.1 日本 189 85 45.0

ASEAN 56 23 41.1 ASEAN 114 81 71.1

韓国 32 16 50.0

日本 55 18 32.7 日本 87 42 48.3

ニュージーラ

ンド
40 10 25.0 ASEAN 42 29 69.0

ASEAN 35 16 45.7 米国 26 13 50.0

ニュージー
ランド

オーストラリ

ア
20 11 55.0

ASEAN 102 19 18.6 香港 80 14 17.5

香港 102 21 20.6 ASEAN 74 25 33.8

台湾 58 10 17.2 台湾 47 14 29.8

韓国 55 11 20.0

香港・マカオ 中国 108 21 19.4 中国 82 10 12.2

台湾 中国 59 21 35.6 中国 60 16 26.7

中国 47 20 42.6 中国 47 25 53.2

ASEAN 32 19 59.4 ASEAN 32 23 71.9

米国 30 17 56.7 EU 23 16 69.6

EU 26 15 57.7 米国 21 13 61.9

インド

オーストラリ
ア

中国

韓国

輸入輸出

韩国 

相手国 企業数
活用企
業

活用率
(%)

相手国 企業数
活用企
業

活用率
(%)

日本 258 101 39.1 日本 343 156 45.5

ASEAN 201 97 48.3 中国 126 63 50.0

中国 97 45 46.4 ASEAN 118 66 55.9

インド 89 39 43.8 韓国 42 21 50.0

オーストラリ

ア
35 19 54.3 インド 27 11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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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35 47 34.8 日本 213 111 52.1

ASEAN 103 49 47.6 ASEAN 142 82 57.7

中国 41 17 41.5 中国 83 34 41.0

インド 31 10 32.3 韓国 31 14 45.2

ASEAN 116 59 50.9 日本 153 47 30.7

日本 102 32 31.4 ASEAN 99 40 40.4

中国 53 21 39.6 中国 78 21 26.9

インド 30 16 53.3 韓国 30 10 33.3

韓国 20 12 60.0

ASEAN 163 51 31.3 日本 111 28 25.2

日本 62 16 25.8 ASEAN 82 26 31.7

インド 58 10 17.2 中国 51 11 21.6

中国 46 11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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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3 6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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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EPA的利用情况 

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东盟内部（AFTA）之外，
在与日本的进出口业务中利用FTA/EPA的企业占比较高，从3成到5
成不等。 

在印度，从日本、东盟进口的FTA利用率较2015年有所增长。 
中国面向东盟出口的FTA利用率较2015年降低了7.4个百分点。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韩国利用FTA比较活跃，在对东盟、欧盟、美
国的出口、进口中，FTA的利用率均超过了50％，。 

（注）也包括早期收获计划（早期下调特定商品的关税）的利用。双边FTA/EPA 
包含在多边FTA/EPA内。FTA/EPA利用率根据FTA/EPA利用企业数/进出口企业数计算得出。 

（注）企业数（n≧20）或利用企业数（n≧10）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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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生效给经营带来的影响（按国家和地区） 

关于TPP协定生效对经营的影响，回答“有”的占比较低，为
15.4％，回答“没有”的占比为24.6％，“不清楚”的占比为
60.1％。 

但TPP缔结国（平均）回答“有”的企业占比为22.9％，较非缔
结国和其他地区的11.6％高出了10个百分点以上。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缔结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回答“有”的企业
占比分别为29.2％和23.3％，均超过了回答“没有”的企业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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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业(n=923) 

建筑业(n=152) 

通信、软件业(n=128) 

有 没有 

7.TPP协定生效带来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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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TPP协定生效对经营的影响，从行业来看，非制造业回答
“有影响”的企业占比较高，制造业为14.4％、非制造业为
16.5％。 

制造业中，食品（27.3％）行业回答“有”的企业占比最高，
是唯一占比超过“没有”的行业。其次是纤维（23.3％）和木
材、纸浆（18.2％）。 

非制造业中，运输业回答“有”影响的企业比例较大。 

14.4  

27.3  

23.3  

18.2  

15.1  

14.4  

13.4  

12.5  

12.4  

10.0  

9.6  

22.3  

21.7  

23.3  

25.0  

18.5  

18.4  

20.7  

33.0  

22.6  

18.0  

23.9  

制造业合计(n=2,220) 

食品(n=143) 

纤维(n=120) 

木材、纸浆(n=44) 

化学、医药(n=325) 

普通机械(n=174) 

铁、有色金属、金属

(n=328) 

精密机械设备(n=88) 

电气机械设备(n=354) 

橡胶、皮革(n=50) 

运输机械设备(n=385) 

有 没有 

0 20 40 60 80 100 
（％） 

0 20 40 60 80 100 
（％） 制造业 非制造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生效给经营带来的影响（按行业） 



44.3 

28.7 

25.0 

22.3 

15.9 

8.5 

6.6 

5.8 

当前网点的出口量增加 

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量增加 

当前网点的产量增加 

原材料、零部件及商品的 

采购成本降低（现有客户） 

原材料、零部件 

及商品的采购地变更 

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量减少 

当前网点的出口量减少 

当前网点的产量减少 

7.TPP协定生效带来的影响（3） 

Copyright © 2016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59 

预测会对出口、销售、生产方面产生促进效果的大多
是TPP缔结国，而预测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则是中国、
台湾、泰国等非缔结国和地区。 

国家和地区 行业 

各国家和地区以及各行业的回答比例（由高到低） 

0 20 40 60 100 

（％） 

80 
（n=565） 

比例 

新西兰（n=13） 69.2 

马来西亚（n=53） 62.3 

澳大利亚（n=27） 51.9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行业 

TPP协定生效可能带来的具体影响 

比例 

运输业（n=59） 57.6 

普通机械（n=22） 54.6 

纤维（n=23） 52.2 

越南（n=158） 45.6 

新西兰（n=13） 38.5 

印度（n=30） 33.3 

金融、保险业（n=21） 42.9 

批发、零售业（n=126） 41.3 

建筑业（n=13） 38.5 

越南（n=158） 38.0 

菲律宾（n=11） 36.4 

马来西亚（n=53） 34.0 

普通机械（n=22） 63.6 

纤维（n=23） 60.9 

运输机械设备（n=35） 57.1 

印度尼西亚（n=43） 37.2 

韩国（n=25） 36.0 

新加坡（n=39） 28.2 

建筑业（n=13） 46.2 

运输机械设备（n=35） 37.1 

铁、有色金属、金属（n=43） 32.6 

越南（n=158） 20.3 

印度（n=30） 20.0 

马来西亚（n=53） 18.9 

纤维（n=23） 30.4 

普通机械（n=22） 27.3 

铁、有色金属、金属（n=43） 25.6 

台湾（（n=26） 34.6 

中国（n=26） 19.2 

菲律宾（n=11） 18.2 

化学、医药（n=46） 17.4 

食品（n=38） 15.8 

金融、保险业（n=21） 14.3 

中国（n=26） 26.9 

香港、澳门（n=31） 19.4 

台湾（（n=26） 11.5 

纤维（n=23） 17.4 

运输业（n=59） 11.9 

化学、医药（n=46） 8.7 

中国（n=26） 46.2 

泰国（n=61） 13.1 

台湾（（n=26） 7.7 

纤维（n=23） 26.1 

铁、有色金属、金属（n=43） 14.0 

电气机械设备（n=40） 12.5 



2.0 
2.4 
2.5 

3.5 
3.5 
3.9 
4.1 
4.7 

5.3 
6.1 

6.9 
8.8 

9.3 
10.3 
10.3 
10.4 
10.5 
10.9 

11.5 

新西兰 (14) 
澳大利亚 (44) 

台湾 (55) 
香港 (35) 

新加坡 (56) 
韩国 (65) 

泰国 (324) 
马来西亚 (142) 

菲律宾 (47) 
中国 (303) 

老挝 (8) 
缅甸 (17) 

柬埔寨 (33) 
越南 (333) 

斯里兰卡 (9) 
印度 (153) 

孟加拉国 (27) 
印度尼西亚 (177) 

巴基斯坦 (13) 

1.7  
2.4  
2.9  
3.2  
3.5  
3.8  
4.2  
4.4  

5.1  
5.7  
5.7  
6.1  

8.5  
8.7  
8.8  

9.7  
9.8  
10.2  

10.9  

新西兰 (41) 
澳大利亚 (121) 

新加坡 (181) 
台湾 (103) 
香港 (180) 
韩国 (70) 

泰国 (251) 
老挝 (5) 

马来西亚 (84) 
菲律宾 (38) 

斯里兰卡 (13) 
中国 (162) 
越南 (184) 

印度尼西亚 (110) 
孟加拉国 (18) 

印度 (159) 
柬埔寨 (43) 

巴基斯坦 (14) 
缅甸  (42) 

8.工资（1）较上年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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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非制造业 制造业 

1.8  
2.4  
2.9  
3.0  
3.5  
3.8  
4.2  

4.8  
5.4  
5.9  
6.1  

7.6  
9.6  
9.6  
9.8  
10.0  
10.1  
10.3  
10.8  

新西兰 (55) 
澳大利亚 (165) 

台湾 (158) 
新加坡 (237) 

香港 (215) 
韩国 (135) 
泰国 (575) 

马来西亚 (226) 
菲律宾 (85) 

老挝 (13) 
中国 (465) 

斯里兰卡 (22) 
柬埔寨 (76) 
越南 (517) 

孟加拉国 (45) 
印度 (312) 

印度尼西亚 (287) 
缅甸 (59) 

巴基斯坦 (27) 

2.0 

2.3 

2.7 

2.9 

3.1 

3.6 

4.1 

4.4 

5.0 
5.2 

5.7 

6.0 

7.9 

8.1 

8.8 

9.2 

9.4 

9.8 

10.1 

新西兰  (55) 
澳大利亚 (162) 

台湾 (158) 
新加坡 (228) 
香港 (214) 
韩国 (132) 
泰国 (569) 

马来西亚 (210) 
菲律宾 (85) 
老挝 (13) 

中国 (455) 
斯里兰卡 (22) 

柬埔寨 (76) 
越南 (509) 

印度尼西亚 (286) 
孟加拉国 (44) 

缅甸 (58) 
印度 (305) 

巴基斯坦 (27) 

1.9 

2.3 

2.4 

3.1 

3.5 

3.7 

4.2 

4.3 

4.8 

5.7 

6.0 

6.7 

8.2 

8.4 

9.4 

9.4 

10.0 

10.0 

11.1 

新西兰  (14) 
澳大利亚 (43) 

台湾 (55) 
新加坡 (53) 
香港 (34) 
韩国 (65) 

泰国 (319) 
马来西亚 (131) 

菲律宾 (47) 
中国 (298) 

老挝 (8) 
斯里兰卡 (9) 
柬埔寨 (35) 
越南 (325) 
缅甸 (17) 

印度尼西亚 (174) 
孟加拉国 (26) 

印度 (150) 
巴基斯坦 (13) 

2.0  

2.3  

2.9  
2.9  

3.1  

3.6  
4.0  

4.0  

4.6  
5.2  

5.4  

5.9  
7.7  

7.7  

7.8  
8.0  

9.1  

9.4  
9.5  

新西兰 (41) 
澳大利亚 (119) 

台湾 (103) 
新加坡 (175) 

香港 (180) 
韩国 (67) 

泰国 (250) 
老挝 (5) 

马来西亚 (79) 
菲律宾 (38) 

斯里兰卡 (13) 
中国 (157) 
越南 (184) 

柬埔寨 (41) 
印度尼西亚 (112) 

孟加拉国 (18) 
巴基斯坦 (14) 

缅甸 (41) 
印度 (155) 

2
0
1
6
年

度
 
←

 
2
0
1
5
年

度
 

2
0
1
7年

度
 
←

 
2
0
1
6年

度
 

（％） 

（％） （％） 

（％） 

（）内为回答企业数 

（％） 

（％） 



5.9  

9.5  

4.0  

7.8  
7.7  

0

10

20

3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5.7  

10.0  

4.2  

9.4  
8.4  

0

10

20

3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5.7  

9.8  

4.1  

8.8  
8.1  

0

10

20

3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中国 印度 泰国 印度尼西亚 越南 

8.工资（2）较上年的增长率（中国及主要国家的变化趋势） 

61 

从行业来看，非制造业的变化幅度较小。 
2016年中国、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工资增长率（总数，下同）呈下降趋势。 
中国的工资增长率在2011年达到12.9％的峰值后逐年降低，2016年为6.1％，2017年（预测值）为5.7％，持续呈下降趋势。 
印度尼西亚的工资增长率在2013年达到24.7％的峰值后逐年降低，2016年为10.1％、2017年（预测值）为8.8％，持续呈下降趋势。 
预测2017年各国的（预测值）工资增长率大体都将出现缓慢的降低。 

（％） （％） （％） 

（注）2017年的数值为预测值。 

总数 制造业 非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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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24  
141  
165  
175  
204  
208  
224  
238  
298  
345  
346  
428  

1,051  
1,703  

1,935  
1,962  

3,231  
3,640  

孟加拉国 (26) 
缅甸 (15) 
老挝 (8) 

斯里兰卡 (8) 
柬埔寨 (34) 
越南 (330) 

巴基斯坦 (12) 
印度 (128) 
菲律宾 (47) 

印度尼西亚 (171) 
马来西亚 (145) 

泰国 (310) 
中国 (317) 
台湾 (47) 

新加坡 (43) 
韩国 (52) 
香港 (28) 

新西兰 (13) 
澳大利亚 (34) 

8.工资（3）基本工资及月工资 

Copyright © 2016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62 

258  
272  
370  
378  
391  
396  
416  
449  
487  
589  
652  
674  
763  

1,333  
2,402  
2,483  
2,586  

4,754  
5,468  

孟加拉国 (18) 
缅甸 (13) 

菲律宾 (43) 
老挝 (5) 

柬埔寨 (23) 
斯里兰卡 (8) 
越南 (278) 

印度尼西亚 (149) 
印度 (127) 

巴基斯坦 (10) 
泰国 (286) 
中国 (263) 

马来西亚 (132) 
台湾 (40) 
香港 (12) 
韩国 (46) 

新加坡 (28) 
新西兰 (9) 

澳大利亚 (29) 

638  
694  
720  
732  
885  
901  
963  
993  
1,179  
1,251  
1,266  
1,438  
1,516  

2,096  
3,497  
3,807  
4,050  

6,816  
7,446  

孟加拉国 (25) 
缅甸 (16) 

斯里兰卡 (8) 
老挝 (7) 

柬埔寨 (30) 
越南 (293) 
菲律宾 (43) 

印度尼西亚 (162) 
印度 (144) 

巴基斯坦 (12) 
中国 (289) 
泰国 (294) 

马来西亚 (148) 
台湾 (47) 
韩国 (55) 
香港 (28) 

新加坡 (49) 
澳大利亚 (40) 

新西兰 (12) 

193  
298  
346  
350  
372  
416  
443  
460  
482  
604  
685  
830  
871  

1,288  
2,269  
2,423  
2,461  

3,146  
4,192  

孟加拉国（19) 
老挝 (5) 

柬埔寨 (43) 
缅甸 (45) 

巴基斯坦 (13) 
斯里兰卡 (12) 

越南 (189) 
印度尼西亚 (108) 

菲律宾 (37) 
印度 (156) 
泰国 (256) 

马来西亚 (87) 
中国 (180) 
台湾 (96) 

香港 (170) 
韩国 (70) 

新加坡 (176) 
新西兰 (37) 

澳大利亚 (103) 

582  
632  
898  
906  
1,030  
1,069  
1,102  
1,161  
1,312  
1,478  
1,481  
1,712  
1,842  
2,286  

3,854  
4,000  
4,347  

5,369  
7,084  

孟加拉国 (17) 
老挝 (4) 

斯里兰卡 (10) 
柬埔寨 (38) 
越南 (162) 
缅甸 (29) 

巴基斯坦 (12) 
印度尼西亚 (94) 

菲律宾 (34) 
泰国 (218) 
印度 (144) 

马来西亚 (87) 
中国 (140) 
台湾 (95) 
韩国 (64) 

香港 (153) 
新加坡 (160) 
新西兰 (37) 

澳大利亚 (103) 

基本工资：除去各种津贴后的工资，截至2016年10月
（中国截至2016年9月）。 
工人：正式雇佣的普通工人，有三年左右工作经验。
包工劳动者及试用期员工除外。 
工程师：正式雇佣的骨干技术人员，专科学校或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且有五年左右工作经验。 
管理人员（制造业）：正式雇佣的销售科长级别，大
学本科以上学历，且有十年左右工作经验。 
职员：正式雇佣的一般职务，有三年左右工作经验。
但派遣员工及试用期员工除外。 
管理人员（非制造业）：正式雇佣的销售科长级别，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且有十年左右工作经验。 
 
注：柬埔寨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工资都是使用本国或
本地区的货币（但缅甸可选择本国货币或美元）。各
职务种类的本国或本地区货币工资的平均值，按照
2016年10月（中国为2016年9月）的平均汇率（各国家
和地区央行公布，中国为外币管理局公布）换算成美
元。缅甸由于各企业使用的币种不同（本国货币或美
元），因此将使用本国货币的企业回答的数据换算成
了美元。 

 单位：美元  单位：美元  单位：美元 

制造业/工人 制造业/工程师 制造业/管理人员 
（ ）内为 
回答企业数 

 单位：美元  单位：美元 

非制造业/管理人员 非制造业/职员 



8.工资（4）全年实际负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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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0  
4,550  
5,492  
5,621  
6,025  
6,232  
6,651  
7,653  
7,909  
9,818  
11,180  
11,724  
13,643  

22,209  
36,266  

41,548  
43,587  

56,978  

76,216  

缅甸   (10) 
孟加拉国   (18) 

柬埔寨  (21) 
老挝  (5) 

菲律宾  (39) 
斯里兰卡  (8) 
越南  (249) 

印度尼西亚  (135) 
印度  (119) 

巴基斯坦  (9) 
泰国  (261) 

马来西亚  (90) 
中国  (219) 
台湾  (35) 
香港  (12) 

新加坡  (24) 
韩国  (46) 
新西兰  (8) 

澳大利亚  (29) 

2,042  
2,167  
2,325  
2,376  
2,422  
3,721  
3,808  
4,025  
4,056  
5,131  
5,550  
6,152  
9,595  

17,298  
27,286  
28,369  

34,531  
38,683  

51,481  

孟加拉国 (26) 
缅甸 (12) 
老挝 (8) 

柬埔寨 (30) 
斯里兰卡 (7) 
印度 (119) 

巴基斯坦 (11) 
越南 (292) 
菲律宾 (43) 

印度尼西亚 (154) 
马来西亚 (89) 

泰国 (283) 
中国 (264) 
台湾 (42) 

新加坡 (35) 
香港 (24) 
韩国 (49) 

新西兰 (13) 
澳大利亚 (34) 

9,922  
11,305  
11,311  
11,389  
11,879  
14,629  
15,216  
16,276  
18,891  
22,143  
23,029  
23,577  
23,935  

35,231  
56,061  
58,531  
63,147  

88,096  
92,560  

缅甸 (13) 
老挝 (7) 

孟加拉国 (25) 
斯里兰卡 (8) 
柬埔寨 (28) 
越南 (257) 
菲律宾 (40) 

印度尼西亚 (146) 
印度 (128) 

巴基斯坦 (10) 
马来西亚 (92) 

中国 (245) 
泰国 (270) 
台湾 (44) 
香港 (26) 
韩国 (53) 

新加坡 (38) 
新西兰 (11) 

澳大利亚 (38) 

8,684  
9,773  
12,523  
14,669  
15,666  
16,028  
16,380  
19,286  
20,680  
22,939  
23,684  
25,699  

36,543  
39,721  

57,459  
60,963  

69,506  
92,741  

101,392  

老挝 (4) 
孟加拉国 (15) 

柬埔寨 (33) 
缅甸 (22) 

巴基斯坦 (10) 
越南 (141) 

斯里兰卡 (10) 
印度尼西亚 (81) 

菲律宾 (29) 
印度 (136) 
泰国 (188) 

马来西亚 (65) 
中国 (124) 
台湾 (81) 

香港 (129) 
韩国 (63) 

新加坡 (145) 
新西兰 (33) 

澳大利亚 (110) 

3,307  
4,000  
5,236  
5,373  
5,775  
5,957  
6,839  
7,391  
7,594  
8,859  
11,278  
12,612  
16,407  

23,072  
34,066  
36,976  
39,613  

44,244  
56,928  

孟加拉国 (16) 
老挝 (5) 

缅甸 (36) 
巴基斯坦 (12) 
斯里兰卡 (10) 

柬埔寨 (37) 
越南 (162) 
菲律宾 (32) 

印度尼西亚 (87) 
印度 (144) 
泰国 (223) 

马来西亚 (66) 
中国 (153) 
台湾 (79) 

香港 (147) 
韩国 (67) 

新加坡 (157) 
新西兰 (33) 

澳大利亚 (107) 

全年实际负担额： 
企业对每一位员工负担的总额（基本工资、各项津
贴、社会保险、加班和奖金等的全年合计值。不包
括退休金。截至2016年（度））。 
 
工人、工程师、管理人员（制造业）、职员、管理
人员（非制造业）：参照上页。 
 
注：柬埔寨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工资均使用本国或
本地区的货币（但缅甸可选择本国货币或美元）。
各职务种类的本国或本地区货币全年实际负担额的
平均值，按照2016年10月（中国为2016年9月）的
平均汇率（各国家和地区央行公布，中国为外币管
理局公布）换算成美元。 
缅甸由于各企业使用的币种不同（本国货币或美
元），因此将使用本国货币的企业回答的数据换算
成美元后，再取平均值。 

 单位：美元  单位：美元 

非制造业/管理人员 非制造业/职员 

 单位：美元  单位：美元  单位：美元 

制造业/工人 制造业/工程师 制造业/管理人员 
（ ）内为 
回答企业数 



8.工资（5）奖金 

Copyright © 2016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64 

0.6  
0.7  
0.8  

1.1  
1.3  
1.3  
1.4  
1.4  
1.5  

1.9  
1.9  
1.9  
2.0  
2.0  
2.2  

3.0  
3.0  

3.5  

3.9  

澳大利亚 (20) 
新西兰 (7) 

柬埔寨 (21) 
印度 (114) 
缅甸 (12) 
老挝 (5) 

香港 (13) 
越南 (282) 
菲律宾 (41) 

斯里兰卡 (8) 
印度尼西亚 (148) 
马来西亚 (122) 
孟加拉国 (19) 

中国 (262) 
新加坡 (28) 
台湾 (40) 

泰国 (292) 
韩国 (46) 

巴基斯坦 (11) 

0.5  
0.5  
0.7  
0.7  

1.1  
1.1  
1.4  
1.4  
1.5  
1.7  
1.8  
1.8  
1.9  
2.0  
2.0  

2.9  
2.9  

3.8  
3.9  

澳大利亚 (24) 
新西兰 (8) 

柬埔寨 (28) 
老挝 (8) 

印度 (116) 
缅甸 (15) 

菲律宾 (45) 
越南 (340) 
香港 (31) 

斯里兰卡 (9) 
印度尼西亚 (170) 

孟加拉国 (27) 
马来西亚 (140) 

中国 (325) 
新加坡 (43) 
台湾 (49) 

泰国 (315) 
巴基斯坦 (12) 

韩国 (53) 

0.9 
0.9 

1.2 
1.2 
1.2 
1.3 
1.5 
1.7 
1.7 
1.9 
1.9 
2.0 
2.1 
2.1 
2.2 

3.0 
3.1 
3.1 

3.6 

柬埔寨 (26) 
澳大利亚 (30) 

印度 (124) 
缅甸 (15) 
新西兰 (9) 
老挝 (7) 

越南 (292) 
香港 (31) 

菲律宾 (41) 
孟加拉国 (26) 
斯里兰卡 (8) 

马来西亚 (135) 
印度尼西亚 (157) 

新加坡 (48) 
中国 (290) 
韩国 (53) 
台湾 (45) 

泰国 (299) 
巴基斯坦 (12) 

0.6  
0.6  

1.1  
1.2  
1.2  
1.3  
1.5  
1.7  
1.7  
1.7  

2.0  
2.1  
2.1  
2.2  
2.3  
2.4  
2.5  

2.9  

2.9  

老挝 (5) 
新西兰 (29) 

斯里兰卡 (10) 
缅甸 (28) 

柬埔寨 (35) 
澳大利亚 (94) 

印度 (138) 
越南 (162) 
香港 (152) 

孟加拉国 (17) 
印度尼西亚 (96) 
马来西亚 (76) 
巴基斯坦 (12) 

中国 (143) 
菲律宾 (33) 

新加坡 (158) 
泰国 (213) 
韩国 (58) 
台湾 (98) 

0.5 
0.6 

0.8 
1.1 
1.2 
1.3 
1.3 

1.6 
1.6 

1.8 
1.9 
1.9 
1.9 
2.0 
2.1 
2.2 

2.4 
2.6 
2.8 

老挝 (6) 
新西兰 (31) 

澳大利亚 (92) 
柬埔寨 (39) 
缅甸 (44) 

斯里兰卡 (11) 
印度 (152) 
越南 (194) 
香港 (173) 

孟加拉国 (19) 
印度尼西亚 (110) 

马来西亚 (81) 
巴基斯坦 (14) 

中国 (174) 
菲律宾 (36) 

新加坡 (177) 
泰国 (250) 
韩国 (63) 
台湾 (99) 

 单位：月  单位：月  单位：月 

制造业/工人 制造业/工程师 制造业/管理人员 
（ ）内为 
回答企业数 

 单位：月  单位：月 

非制造业/管理人员 非制造业/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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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调查部 亚洲大洋洲课、中国北亚课 
 
〒107-6006 东京都港区赤坂1－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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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582-5181（中国北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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