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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篇 主要调查结果

1.在华日资企业的景气度继上年之后再次呈现负值，创历史新低（P10、11）

◼ 表示在华日资企业景气度的2020年DI值（注）为△23.4，继上年之后再次呈现负值。低于全球经济衰退的2009年

（△5.4），是继可与历年比较的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

注：Diffusion Index的简称，是回答营业利润“改善”的企业占比（％）减去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后得到的数值。

◼ 从省市来看，所有省市均为负值，福建省（△70.8）、浙江省（△57.1）、广东省（△30.8）等的数值尤其低。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为△26.3，非制造业为△19.0，所有行业均为负值。

2.营业利润预测恶化的理由中“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占比最多，较上年增加（P14、15）

◼ 2020年营业利润预测恶化的理由中，和上年一样，最多的是“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68.7％，较上年增加

2.5个百分点），其后是“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49.9％，较上年增加12.2个百分点）、“人工费上涨”

（17.5％，较上年减少18.0个百分点）。

◼ 从省市来看，湖北省、四川省、北京市、江苏省选择“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的企业占比超过8成，辽宁省选

择“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的企业占比为79.3％。

3.在华日资企业扩大业务意愿创历史新低。5成以上企业选择“维持现状”（P19）

◼ 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36.6％，继上年之后再次下降（6.6个百分点）。在

华日资企业扩大业务意愿低于2015年的38.1％，是可与历年比较的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另一方面，回答“维持

现状”的企业占比为55.6％，较上年上升5.0个百分点，继上年之后再次超过5成。

4.期待早日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复（P29）

◼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后业务活动恢复正常的时期的预测，回答“已经恢复正常”的企业占比为29.1％，回答 “2020

年内”的占14.8％，回答“2021年上半年”的占23.3％，预计有近7成的企业回答是在2021年上半年以前，均对中

国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复苏寄予厚望。



Copyright © 2021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3

调查项目

（页）

2

4－6

7－17

18－27

28－35

36－42

43－47

48－52

53－56

57－62

主要调查结果

本年度调查概要

Ⅰ．营业利润预期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Ⅲ．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

Ⅳ．经营上的问题

Ⅴ．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Ⅵ．进出口情况

Ⅶ．通商环境变化的影响

Ⅷ．当地员工的工资



Copyright © 2021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4

本年度调查概要(1)

调查对象
企业数

调查企业数 详细情况 有效
回答率有效回答 占比 制造业 非制造业

总数 14,399 5,976 100.0 2,621 3,355 41.5

东北亚 2,853 1,661 27.8 709 952 58.2

中国 1,600 886 14.8 522 364 55.4

香港、澳门 539 370 6.2 45 325 68.6

台湾 548 278 4.7 89 189 50.7

韩国 166 127 2.1 53 74 7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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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共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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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超过10
％的企业以及日本企业的分公司和派驻人员办事
处）。

调查对象

◼ 2020年（令和2年）8月24日－9月25日

调查期间

◼ 对14,399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5,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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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答卷情况

（家、％）

◼ 调查始于1987年，本年度为第34次调查。
◼ 自2007年度起，将非制造业追加为调查对象。
◼ 各幻灯片括弧内数据为有效回答企业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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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协

助实施。

备注

大洋洲 423 206 3.4 49 157 48.7

澳大利亚 285 140 2.3 30 110 49.1

新西兰 138 66 1.1 19 47 47.8

西南亚 1,241 486 8.1 218 268 39.2

印度 945 344 5.8 155 189 36.4

孟加拉国 169 69 1.2 32 37 40.8

巴基斯坦 63 43 0.7 21 22 68.3

斯里兰卡 64 30 0.5 10 20 46.9

东盟 9,882 3,623 60.6 1,645 1,978 36.7

越南 1,786 905 15.1 474 431 50.7

泰国 2,775 680 11.4 361 319 24.5

印度尼西亚 1,997 674 11.3 371 303 33.8

新加坡 1,113 622 10.4 143 479 55.9

马来西亚 946 257 4.3 147 110 27.2

缅甸 468 203 3.4 35 168 43.4

菲律宾 471 133 2.2 59 74 28.2

柬埔寨 241 111 1.9 37 74 46.1

老挝 85 38 0.6 18 20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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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调查概要(2)

中国 566 320

北京市 83 16

天津市 22 9

辽宁省 38 32

上海市 65 35

江苏省 43 39

福建省 13 12

山东省 40 44

湖北省 59 19

广东省 120 80

四川省 26 7

重庆市 24 5

浙江省 14 7

其他 19 15

非制造业 合计 364 41.1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 73 8.2

运输业 62 7.0

销售公司 61 6.9

信息通讯业 40 4.5

金融、保险业 38 4.3

业务相关服务业 23 2.6

零售业 15 1.7

房地产及租赁业 10 1.1

建筑业 9 1.0

旅游、娱乐业 6 0.7

餐饮业 4 0.5

农林水产业 2 0.2

教育及医疗 1 0.1

其他非制造业 20 2.3

有效回答 占比 有效回答 占比

制造业 合计 522 58.9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107 12.1

铁、有色金属、金属 68 7.7

普通机械设备 45 5.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44 5.0

电器电子产品 41 4.6

化学、医药 38 4.3

食品 31 3.5

纤维及服装 29 3.3

塑料制品 22 2.5

橡胶、陶瓷业、土石 22 2.5

精密及医疗器械 16 1.8

运输机械设备 13 1.5

纸、木制品、印刷 12 1.4

其他制造业 34 3.8

大企业 中小企业

各省市占比

各行业占比（制造业） （家、％） 各行业占比（非制造业） （家、％） 各企业规模的企业数 （家）

省市名 中国 北京市 天津市 辽宁省 上海市 江苏省 福建省 山东省 湖北省 广东省 四川省 重庆市 浙江省 其他

回答
企业数

886 99 31 70 100 82 25 84 78 200 33 29 21 34

占比
（％）

- 11.2 3.5 7.9 11.3 9.3 2.8 9.5 8.8 22.6 3.7 3.3 2.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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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调查概要(3)
（注）上一页行业分类的详细情况如下。从本年度开始对行业分类进行细分。

No. 中分类 小分类

1 食品 食品、农产及水产加工品

2 纤维及服装
纤维（纺织、织物、化纤）
服装及纤维产品（含鞋类、手套、皮革制品、缝制品）

3 纸、木制品、印刷

木材及木制品
家具、室内装饰及装备
纸及纸浆
印刷及出版

4 化学、医药
化学品及石油产品
医药品

5 塑料制品 塑料制品

6 橡胶、陶瓷业、土石
橡胶产品
陶瓷业及土石

7 铁、有色金属、金属
钢铁（含铸造品、锻造品）
有色金属
金属产品（含电镀加工）

8 普通机械设备
普通机械设备（含通用设备、生产用设备、机床、农用机械、
建筑机械、模具、机械工具）

9 电器电子产品
电器电子产品
信息通讯设备及业务用设备

1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11 精密及医疗器械
精密仪器（分析仪器、光学仪器等）
医疗器械

12 运输机械设备
运输机械设备（汽车、摩托车）
运输机械设备（铁路列车、船舶、航空、运输车辆）

1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汽车、摩托车）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铁路列车、船舶、航空、运输车辆）

14 其他制造业
日用品、文具、杂货
其他制造业

15 农林水产业 农林水产业

No. 中分类 小分类

16 矿业及能源
矿业
电、煤气、供暖、水

17 建筑业 建筑、成套设备、工程

18 运输业 运输、仓储

19 信息通讯业

通信、IT、软件、信息系统、数字化服务
BPO（商务流程外包）
媒体、大众传媒、文化创意
广告、营销、调查

20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
贸易公司
批发

21 零售业 零售

22 销售公司 销售公司

23 金融、保险业
银行
非银行类（保险、证券、信用卡、租赁等）

24 房地产及租赁业
房地产
大厦及设施管理、空调、保安、保洁
租借

25 业务相关服务业

咨询
法务、会计、税务等专业服务
控股及统筹管理公司
外观设计及设计
修理、保养、检查、分析
人才介绍、人才派遣

26 旅游、娱乐业
宾馆及旅游
娱乐及生活相关服务（含大型活动、体育设施、美容美发）

27 餐饮业 餐饮

28 教育及医疗
教育及研究机构
医疗、福祉、保健

29 其他非制造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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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亏损比率（2020年，按省市、企业规模）

◼ 2020年营业利润预测为“盈利”的在华日资企业占比为63.5％，较2019年的调查结果（68.5％）下降5个百分点。

◼ 从省市来看，回答“盈利”的企业占比在7成以上的省市为辽宁省和上海市。有2个省市回答“盈利”的企业占比超过2019年调查结果，有9个
省市少于2019年调查结果。

◼ 从企业规模来看，回答“盈利”的大企业占比（71.1％）高出中小企业（50.3％）20.8个百分点。

◼ 所有省市回答“盈利”的大企业的占比均超过了中小企业。

71.1

50.3

14.2

22.0

14.7

27.7

大企业（544）

中小企业（318）
中国

78.4

65.6

77.3

43.8

75.4

40.0

74.6

62.9

74.4

53.9

73.7

50.0

69.5

38.9

69.2

33.3

13.5

18.8

11.8

18.8

8.7

33.3

12.7

17.1

11.6

18.0

13.2

27.3

11.9

27.8

23.1

33.3

8.1

15.6

10.9

37.5

15.9

26.7

12.7

20.0

14.0

28.2

13.2

22.7

18.6

33.3

7.7

33.3

大企业(37)

中小企业(32)

大企业(119)

中小企业(80)

大企业(69)

中小企业(15)

大企业(63)

中小企业(35)

大企业(43)

中小企业(39)

大企业(38)

中小企业(44)

大企业(59)

中小企业(18)

大企业(13)

中小企业(12)

盈利 持平 亏损

辽宁省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山东省

湖北省

福建省

1

2020年营业利润预测（按企业规模）

20 40 60 80 1000 （％）

63.5

68.5

17.1

18.3

19.5

13.2

20年调查(862)

19年调查(689)
中国

72.5

66.2

70.4

67.1

69.1

79.6

64.6

70.4

63.8

65.9

62.3

72.4

61.0

70.3

58.1

76.9

52.0

68.2

48.4

58.8

48.3

57.6

15.9

19.5
14.3

18.3

13.1

11.2

14.6

16.7

14.6

24.7

15.6

17.2

20.7

16.2

22.6

7.7

28.0

13.6

16.1

20.6

37.9

30.3

11.6

14.3

15.3

14.6

17.9

9.2

20.7

13.0

21.6

9.4

22.1

10.3

18.3

13.5

19.4

15.4

20.0

18.2

35.5

20.6

13.8

12.1

20年调查(69)

19年调查(77)

20年调查(98)

19年调查(82)

20年调查(84)

19年调查(98)

20年调查(82)

19年调查(54)

20年调查(199)

19年调查(85)

20年调查(77)

19年调查(58)

20年调查(82)

19年调查(74)

20年调查(31)

19年调查(26)

20年调查(25)

19年调查(22)

20年调查(31)

19年调查(34)

20年调查(29)

19年调查(33)

盈利 持平 亏损

辽宁省

上海市

北京市

江苏省

广东省

湖北省

山东省

天津市

福建省

四川省

重庆市

2020年营业利润预测（按省市）

20 40 60 80 1000 （％）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省市。

Ⅰ．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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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亏损比率（2020年，按行业）

◼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63.5％）回答“盈利”的企业占比高出非制造业（61.2％）2.3个百分点。

◼ 制造业的运输机械设备（76.9％）、精密及医疗器械（75.0％）、食品（73.3％）、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72.0％）、电器电子产品（70.0
％），非制造业的销售公司（78.0％）、金融保险业（75.0％）、信息通讯业（70.0％），盈利企业占比在7成以上。另外，亏损企业占比相
对较高的行业，制造业是纸、木制品、印刷（41.7％），非制造业是业务相关服务业（34.8％）。

◼ 从企业规模来看，制造业、非制造业的大企业的盈利企业占比均高于中小企业，分别高出23.0个百分点和19.9个百分点。

2

2020年营业利润预测（非制造业）2020年营业利润预测（制造业）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行业。

63.5

76.9

75.0

73.3

72.0

70.0

68.2

66.7

64.9

61.4

60.0

54.6

51.7

41.7

15.9

15.4

6.3

6.7

12.2

15.0

18.2

9.1

21.6

27.3

13.3

27.3

24.1

16.7

19.2

7.7

18.8

20.0

15.9

15.0

13.6

24.2

13.5

11.4

26.7

18.2

24.1

41.7

制造业(517)

运输机械设备(13)

精密仪器、医疗机械设备(16)

食品(30)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107)

电器电子产品(40)

塑料制品(22)

铁、有色金属、金属(66)

化学、医药(37)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44)

普通机械设备(45)

橡胶、陶瓷业、土石(22)

纤维及服装(29)

纸、木制品、印刷(12)

盈利 均衡 亏损

0 20 40 60 80 100（％）

74.8

51.8

11.8

21.4

13.5

26.8

大企业(297)

中小企业(220)

66.8

46.9

17.0

23.5

16.2

29.6

大企业（247）

中小企业（98）

61.2

78.0

75.0

70.0

63.4

52.7

39.1

18.8

10.2

18.8

12.5

22.5

25.5

26.1

20.0

11.9

6.3

17.5

14.1

21.8

34.8

非制造业(345)

销售公司(59)

金融、保险业(32)

信息通讯业(40)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71)

运输业(55)

业务相关服务业(23)

盈利 均衡 亏损

0 20 40 60 80 100（％）

0 20 40 60 80 100（％） 0 20 40 60 80 100（％）

按
行
业

按
企
业
规
模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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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度（按省市）

◼ 关于营业利润预期，从表示景气度的DI值（注）来看，2020年中国整体为△23.4，相比2019年度的调查结果（△3.8）下降19.6个百分点。

◼ 2020年度，所有地区的DI值均为负值，数值最低的地区依次为福建省（△70.8）、浙江省（△57.1）、广东省（△30.8）。

◼ 按省市对2021年的DI值进行排序，较高的地区依次为重庆市（55.6）、北京市（38.8）、四川省（36.7）、湖北省（36.0），较低的地区为
福建省（16.0）、上海市（23.5）、山东省（23.8）。

3

（注）DI值为Diffusion Index的简称。该值是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减去
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后所得数值。为表示景气度的指标。

从DI值看2020年、2021年的营业利润预期（按省市）

（百分点）

32.1 
-23.4 

55.6 
-7.1 

35.4 
-9.8 

30.4 
-14.5 

23.8 
-16.1 

38.8 
-20.2 

32.3 
-22.6 

36.7 
-23.3 

36.0 
-24.7 

23.5 
-25.8 

33.5 
-30.8 

35.0 
-57.1 

16.0 
-70.8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21年(851)
20年(851)
21年(27)
20年(28)
21年(82)
20年(82)
21年(69)
20年(69)
21年(80)
20年(81)
21年(85)
20年(84)
21年(31)
20年(31)
21年(30)
20年(30)
21年(75)
20年(73)
21年(98)
20年(97)

21年(197)
20年(198)
21年(20)
20年(21)
21年(25)
20年(24)

中国

重庆市

江苏省

辽宁省

山东省

北京市

天津市

四川省

湖北省

上海市

广东省

浙江省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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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度（按行业、企业规模）

◼ 关于2020年的营业利润预期，按行业看表示景气度的DI值，制造业为△26.3，非制造业为△19.0，所有行业均为负值。

◼ 2021年度的DI值，制造业为30.6个百分点，非制造业为34.3个百分点。除制造业的“纤维及服装”（△3.6）外，所有行业均为负值。

4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行业。

从DI值看2020年、2021年的营业利润预期（中国 按行业、企业规模）

（百分点）

30.6 

-26.3 

47.4 

-11.4 

56.3 

-12.5 

34.3 

-16.7 

15.2 

-21.0 

36.7 

-23.4 

27.3 

-27.3 

68.2 
-27.3 

43.1 

-28.8 

-3.6 

-31.0 

31.0 

-38.1 

30.0 

-41.0 

25.0 

-58.3 

30.8 

-61.5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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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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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普通机械设备

精密及医疗器械

化学、医药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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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及服装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电器电子产品

纸、木制品、印刷

运输机械设备

非制造业制造业

按企业规模

34.3 

-19.0 

30.0 

-2.6 

60.0 

-6.7 

20.8 

-9.3 

36.7 

-10.2 

49.3 

-21.1 

34.8 

-21.7 

31.3 

-40.6 

-60 -40 -20 0 20 40 60 80

21年(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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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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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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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54)

21年(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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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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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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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业

32.4 

-21.2 

31.6 

-27.0 

-40 -20 0 20 40 60 80

21年(534)

20年(533)

21年(317)

20年(318)

（百分点）

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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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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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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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33.5

44.7

18年调查(748) 19年调查(689) 20年调查(851)

改善 持平 恶化

66.1 
69.9 

75.6 
38.3 
37.0 

47.5 
37.8 

18.1 
14.1 

30.6 
20.1 

12.5 
19.4 
25.1 

27.6 
13.9 

19.1 
15.1 

8.9 
15.6 
15.7 

3.9 
11.1 
11.9 

15.0 
6.0 
7.4 

0 20 40 60 80 100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营业利润的改善原因（2020年度）

◼ 关于2020年的营业利润预测（较2019年），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为21.3％，较2019年调查中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29.8％）降低了8.5个百
分点。

◼ 针对回答“改善”的企业进行的原因调查（多选）中，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66.1％）的最多。

◼ 占比较2019年调查增加的原因是“生产效率提高”（1.3个百分点）、“削减其他支出（管理费、照明与取暖费、燃料费）”（19.7个百分点）、
“削减人工费”（10.5个百分点）。而占比减少的原因为“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3.8个百分点）、“出口扩大使得销售额增长”（△5.7
个百分点）、“削减采购成本”（△5.2个百分点）、“销售效率提高”（△6.7个百分点）、“汇率波动”（△7.2个百分点）等。

5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回答项目。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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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 （％）

■2020年调查（180，其中制造业107）■2019年调查（199，其中制造业100）
■2018年调查（312，其中制造业160）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

生产效率提高
（仅制造业）

削减其他支出（管理费、
照明与取暖费、燃料费等）

削减人工费

出口扩大使得销售额增长

削减采购成本

销售效率提高

汇率波动

其他

2020年营业利润预测（较上年） 2020年营业利润预测值的改善原因（较2018年调查、2019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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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的改善原因（2020年度，按省市）

◼ 从省市看，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的企业占比在8成以上的是湖北省（100％）、上海市（83.3％）。

6

广东省（42）江苏省（22）辽宁省（20）山东省（20）上海市（18）北京市（14）湖北省（14）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

（％）

100.0

83.3

78.6

72.7

59.5

55.0

45.0

0 20 40 60 80 100

湖北省

上海市

北京市

江苏省

广东省

辽宁省

山东省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 生产效率提高（仅制造业） 削减其他支出（管理费、照明与取暖费、燃料费等）

削减人工费 出口扩大使得销售额增长 削减采购成本

54.8

33.3

33.3

18.2

0 20 40 60 80 100

广东省

山东省

江苏省

辽宁省

60.0

42.9

40.9

40.0

38.9

31.0

28.6

0 20 40 60 80 100

辽宁省

北京市

江苏省

山东省

上海市

广东省

湖北省

50.0

40.0

38.1

28.6

27.8

27.3

21.4

0 20 40 60 80 100

山东省

辽宁省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湖北省

35.0

30.0

19.1

16.7

14.3

13.6

7.1

0 20 40 60 80 100

山东省

辽宁省

广东省

上海市

湖北省

江苏省

北京市

25.0

21.4

15.0

13.6

7.1

5.6

0 20 40 60 80 100

山东省

广东省

辽宁省

江苏省

北京市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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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的恶化原因（2020年度）

◼ 关于2020年的营业利润预测（较2019年），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为44.7％，较2019年调查中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33.5％）上升了
11.2个百分点。

◼ 针对回答“恶化”的企业进行的原因调查（多选）中，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68.7％）的最多，其次是“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
减少”（49.9％）等。

◼ 占比较2019年调查增加的原因是“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2.5个百分点）、“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12.2个百分点）。而占比减
少的原因是“人工费上涨”（△18.0个百分点）、“采购成本增加”（△6.8个百分点）等。

7

42.3

29.8
21.3

35.3

36.7

34.1

22.5

33.5

44.7

18年调查(748) 19年调查(689) 20年调查(851)

改善 持平 恶化

68.7 

66.2 

50.9 

49.9 

37.7 

19.9 

17.5 

35.5 

53.3 

11.4 

18.2 

36.5 

11.4 

13.0 

26.4 

6.6 

15.6 

18.6 

6.1 

14.7 

21.0 

13.0 

12.6 

16.2 

0 20 40 60 80 100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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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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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回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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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调查(337)■2019年调查(231)■2018年调查(167)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

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

人工费上涨

采购成本增加

未充分转嫁到销售价格上

汇率波动

其他支出（管理费、
照明与取暖费、燃料费等）增加

其他

2020年营业利润预测（较上年） 2020年营业利润预测值的恶化原因（较2018年调查、2019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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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的恶化原因（2020年度，按省市）

◼ 湖北省、四川省、北京市、江苏省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的企业占比超过8成。

8

广东省（103） 上海市（43） 山东省（33） 湖北省（32） 北京市（31） 江苏省（30） 辽宁省（29） 福建省（18） 天津市（13） 四川省（13） 浙江省（13）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

（％）

87.5

84.6

83.9

80.0

76.9

76.9

74.4

72.2 

60.2 

55.2 

51.5 

0 20 40 60 80 100

湖北省

四川省

北京市

江苏省

天津市

浙江省

上海市

福建省

广东省

辽宁省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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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成本增加 未充分转嫁到销售价格上 汇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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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持平 恶化

83.5 

79.4 

84.3 

39.4 

40.0 

46.8 

32.0 

30.0 

22.5 

13.5 

13.8 

13.3 

11.9 

18.6 

16.4 

10.7 
22.3 

16.7 

9.4 

13.4 

12.0 

10.9 

7.3 

6.5 

0 20 40 60 80 100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20年调查

19年调查

18年调查

营业利润的改善原因（2021年度）

◼ 关于2021年的营业利润预期（较2020年），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为46.7％，较2019年调查中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36.7％）上升了
10个百分点。

◼ 针对回答“改善”的企业进行的原因调查（多选）中，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83.5％）的最多，其次是“生产效率提高”
（39.4％）等。

◼ 占比较2019年调查增加的原因是“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4.1个百分点）、“出口扩大使得销售额增长”（2个百分点）等。而占比减
少的原因是“生产效率提高”（△0.6个百分点）、“削减采购成本”（△6.7个百分点）等。

9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回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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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

■2020年调查（394，其中制造业236）■2019年调查（247，其中制造业145）
■2018年调查（293，其中制造业154）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

生产效率提高（仅制造业）

出口扩大使得销售额增长

削减其他支出（管理费、照明
与取暖费、燃料费等）

削减采购成本

销售效率提高

削减人工费

其他

2021年营业利润预期（较上年） 2021年营业利润测值的改善原因（较2018年调查、2019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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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持平 恶化

营业利润的恶化原因（2021年度）

◼ 关于2021年的营业利润预期（较2020年），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为14.6％，较2019年调查中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15.1％）下降了
0.5个百分点。

◼ 针对回答“恶化”的企业进行的原因调查（多选）中，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48.8％）的最多，其次是“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
减少”（34.2％）、“人工费上涨”（32.5％）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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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回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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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调查(123)■2019年调查(103)■2018年调查(113)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

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

人工费上涨

未充分转嫁到销售价格上

采购成本增加

其他支出（管理费、照明与取
暖费、燃料费等）增加

本国及他国政府贸易限制措施
的影响

其他

2021年营业利润预期（较上年） 2021年营业利润预测值的恶化原因（较2018年调查、2019年调查）

Ⅰ．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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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项目

主要调查结果

本年度调查概要

Ⅰ．营业利润预期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Ⅲ．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

Ⅳ．经营上的问题

Ⅴ．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Ⅵ．进出口情况

Ⅶ．通商环境变化的影响

Ⅷ．当地员工的工资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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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调查(31)
19年调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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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调查(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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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调查(99)
19年调查(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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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调查(21)
19年调查(14)
18年调查(21)
20年调查(82)
19年调查(74)
18年调查(86)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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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业务开展（按省市）

◼ 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36.6％，较上年（43.2％）降低6.6个百分点。而回答“缩小”（6.7％）或“转
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1.0％）的企业占比的合计值为7.7％，较上年增加了1.4个百分点。回答“维持现状”的为55.6％，较上年增
加了5.0个百分点。

◼ 从省市来看，回答“扩大”的企业较上年增加最多的是福建省（增加7.6个百分点）。而辽宁省则减少16.6个百分点，在调查对象省市中下降
最多。

1

按省市

中国

重庆市

四川省

福建省

湖北省

江苏省

北京市

天津市

广东省

辽宁省

上海市

浙江省

山东省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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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业务开展（按省市、出口及内销比例）

◼ 从地区来看，四川省（50.0％）、重庆市（50.0％）、福建省（44.0％）、湖北省（42.1％）、江苏省（40.2％）、北京市（40.2％）、天
津市（38.7％）回答“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高于中国整体平均水平（36.6％）。

◼ 而出口比例（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成的山东省（52.8％）和辽宁省（59.4％）扩大业务的倾向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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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或转移、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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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72)

福建省(23)

辽宁省(64)

内销比例 出口比例

20 40 60 80 1000 （％）

今后业务开展的方向 出口及内销比例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二次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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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or“B2C”（按省市、业务类型）

◼ 按主要销售客户（企业/消费者）来看扩大业务的倾向，以消费者为主要销售客户（B2C）的企业中，回答“扩大”的占比为42.0％，超过以
企业为主要销售客户（B2B）的企业（37.2％）。

◼ 从省市来看，四川省、福建省、重庆市以企业为主要销售客户的企业回答“扩大”的占比超过5成，而在以消费者为主要销售客户的企业中，
只有北京回答“扩大”的占比超过5成。

3

今后1-2年“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中国 按业务类型、省市）

以企业为主要销售客户（B2B）的企业 以消费者为主要销售客户（B2C）的企业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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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调查(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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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业务开展（按行业、企业规模）4
◼ 按行业来看，有扩大业务意愿的企业占比方面，制造业为35.0％，非制造业为39.1％，两者均在4成以下。

◼ 按行业来看，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达5成以上的行业，制造业中仅有食品业（54.8％），非制造业中仅有销售公司（59.0％）。

◼ 按企业规模来看，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较上年的情况，大企业中制造业降低了2.6个百分点，非制造业降低了8.2个百分点。中小企业中
制造业降低了9.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降低了4.3个百分点，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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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0 40 60 80 100
（％）

按行业

按企业规模（非制造业）

大企业

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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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按企业规模（制造业）

大企业

中小企业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注2）从本年度开始变更了行业分类，因此，按行业只刊载了2020年的调查数值。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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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业务开展（按行业、出口及内销比例）5
◼ 制造业中内销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0％）的行业有“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86.1％）、“化学、医药”（69.7％）、“塑料制品”

（68.2％），以上行业扩大业务的意愿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 出口比例高达65.4％的“纤维及服装”扩大业务的意愿较低（14.3％），回答“缩小”或“转移、撤退”的企业占比为25.0％，是唯一超过2
成的行业。

◼ 非制造业（73.6％）的内销比例高于制造业（62.8％），二者相差10.8个百分点。

出口及内销比例今后业务开展的方向

0 20 40 60 80 100
（％）

0 20 40 60 80 100
（％）

0 20 40 60 80 100
（％）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注2）从本年度开始变更了行业分类，因此，按行业只刊载了2020年的调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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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二次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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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扩充的功能6

◼ 向回答“扩大”业务的企业具体询问“扩充的功能”（多选），有59.6％的企业回答扩大“销售功能”。

◼ 回答占比第二高的“生产”中，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功能的占比（39.1％）高出通用产品（24.9％）14.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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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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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功能

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生产（通用产品）

研发

地区统筹管理功能

物流功能

服务业务功能
（共享服务中心、呼叫中心等）

其他

■2020年调查(317) 2019年调查（293）

0 20 40 60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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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的原因7
◼ 关于在华日资企业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回答“缩小”或“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的企业占比为7.7％，和2016年、2017年调

查相同，均为7％多。另一方面，回答“扩大”的企业较上年降低了5.5个百分点，为36.6％。

◼ 关于“缩小”或“转移、撤退”业务的原因（多选），回答最多的是“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50.0％），其次为“成本增加”（37.1
％）、“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29.0％）。

◼ 从行业来看，回答“缩小”或“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的企业占比，制造业（8.4％）高于非制造业（6.9％），其中纤维（25.0％）
较高。

在华日资企业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

36.6

43.2

48.7

48.3

40.1

55.6

50.6

44.8

44.3

52.8

6.7

5.4

5.1

5.9

5.3

1.0

0.9

1.5

1.5

1.8

20年调查(876)

19年调查(690)

18年调查(752)

17年调查(811)

16年调查(599)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

0 20 40 60 80 100
（％）

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的原因

50.0

37.1

29.0

27.4

21.0

17.7

16.1

12.9

3.2

1.6

66.7

56.4

38.5

15.4

28.2

28.2

7.7

5.1

5.1

0.0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

成本增加（采购成本、人工费等）

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

管制增强

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

难以确保劳动力

与客户的关系

生产及销售网络的调整

本国及他国政府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

对高附加值产品及服务的接受度低

20年调查(69) 19年调查(39)

制造业 43家（8.4％）

纤维及服装 7家（25.0％）

其他制造业 7家（21.2％）

电器电子产品 6家（15.0％）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7家（6.6％）

非制造业 25家（6.9％）

运输业 7家（11.5％）

0 20 40 60 8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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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客户、供应商、产地的调整（按省市）8
◼ 关于今后的业务开展，在有无销售客户、供应商、产地调整计划的问题上，从全中国来看，回答“有调整计划”的比例中，“销售客户”为

14.5％，“供应商”为14.0％，“产地”为6.1％，均在2成以下。

◼ 从省市来看，四川省（23.3％）回答计划调整销售客户的企业占比最高，江苏省（19.8％）回答计划调整供应商的企业占比最高，而广东省
（9.3％）回答计划调整产地的企业占比最高。

调整销售客户 调整供应商 调整产地

14.5

23.3

22.2

20.6

20.0

20.0

14.3

12.0

11.2

10.3

9.6

8.3

7.4

85.5

76.7

77.8

79.4

80.0

80.0

85.7

88.0

88.8

89.7

90.4

91.7

92.6

0 20 40 60 80 100

中国(856)

四川省(30)

江苏省(81)

辽宁省(86)

天津市(30)

山东省(80)

浙江省(21)

湖北省(75)

广东省(196)

上海市(97)

北京市(94)

福建省(24)

重庆市(27)

有 没有

14.0

19.8

17.2

16.4

16.2

16.1

16.0

15.9

14.3

14.3

5.4

5.2

4.4

86.1

80.3

82.8

83.6

83.8

84.0

84.0

84.1

85.7

85.7

94.6

94.8

95.7

0 20 40 60 80 100

中国(846)

江苏省(81)

天津市(29)

辽宁省(67)

湖北省(74)

山东省(81)

重庆市(25)

广东省(195)

四川省(28)

浙江省(21)

北京市(93)

上海市(96)

福建省(23)

有 没有

6.1

9.3

8.3

8.3

7.4

7.2

6.3

4.8

4.1

3.8

2.2

93.9

90.7

91.7

91.7

92.7

92.8

93.8

95.2

96.0

96.3

97.8

100.0

100.0

0 20 40 60 80 100

中国(841)

广东省(194)

福建省(24)

重庆市(24)

辽宁省(68)

上海市(97)

山东省(80)

浙江省(21)

湖北省(74)

江苏省(80)

北京市(92)

天津市(28)

四川省(26)

有 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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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客户、供应商、产地的调整（按行业）9

◼ 从行业看企业有无调整销售客户、供应商、产地的计划，塑料制品（31.8％）回答计划调整销售客户的占比最高，电器电子产品（27.5％）
回答计划调整供应商的占比最高，销售公司（13.3％）回答计划调整产地的占比最高。

调整销售客户 调整供应商 调整产地

（％）

14.5

13.5

16.2

16.2

31.8

22.6

22.2

19.4

19.4

14.3

14.0

14.0

11.3

7.5

12.0

18.1

12.1

11.5

10.0

8.8

4.8

85.5

86.5

83.8

83.8

68.2

77.4

77.8

80.6

80.6

85.7

86.1

86.1

88.7

92.5

88.0

81.9

87.9

88.5

90.0

91.2

95.2

0 20 40 60 80 100

总数(856)

大企业(542)

中小企业(314)

制造业(507)

塑料制品(22)

食品(31)

纤维及服装(27)

化学、医药(36)

铁、有色金属、金属(67)

橡胶、陶瓷业、土石(21)

普通机械设备(4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4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106)

电气电子产品(40)

非制造业(349)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72)

金融、保险业(33)

销售公司(61)

信息通讯业(40)

运输业(57)

业务相关服务业(21)

有 没有

14.0

15.1

11.9

17.3

27.5

23.8

23.5

11.9

11.4

11.1

9.7

9.5

9.5

9.1

9.0

15.3

13.6

8.9

5.0

3.1

86.1

84.9

88.1

82.7

72.5

76.2

76.5

88.1

88.6

88.9

90.3

90.5

90.5

90.9

91.0

84.7

86.4

91.1

95.0

96.9

100.0

0 20 40 60 80 100

总数(846)

大企业(535)

中小企业(311)

制造业(503)

电器电子产品(40)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105)

铁、有色金属、金属(68)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42)

化学、医药(35)

纤维及服装(27)

食品(31)

普通机械设备(42)

橡胶、陶瓷业、土石(21)

塑料制品(22)

非制造业(343)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72)

销售公司(59)

运输业(56)

信息通讯业(40)

金融、保险业(32)

业务相关服务业(21)

有 没有

6.1

4.5

8.7

7.2

12.5

11.1

11.1

9.5

7.1

6.5

5.9

4.8

4.6

2.4

4.4

13.3

7.0

5.0

93.9

95.5

91.3

92.8

87.5

88.9

88.9

90.5

92.9

93.6

94.1

95.2

95.5

97.6

95.6

86.7

93.0

95.0

100.0

100.0

100.0

0 20 40 60 80 100

总数(841)

大企业(530)

中小企业(311)

制造业(502)

电器电子产品(40)

化学、医药(36)

纤维及服装(27)

橡胶、陶瓷业、土石(2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42)

食品(31)

铁、有色金属、金属(68)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104)

塑料制品(22)

普通机械设备(42)

非制造业(339)

销售公司(60)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71)

信息通讯业(40)

运输业(54)

金融、保险业(32)

业务相关服务业(21)

有 没有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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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恢复正常的时期1
◼ 关于新冠疫情蔓延后业务活动恢复正常的时期的预期，回答“已经恢复正常”、“2021年上半年”的企业较多。

◼ 四川省回答“已经恢复正常”的企业占比超过5成，其次是湖北省（40.8％）。

29.1

56.7

40.8

33.3

33.3

32.7

32.1

28.3

26.8

19.8

19.4

17.3

15.9

14.8

6.7

18.4

12.5

9.5

16.1

7.1

10.1

18.6

12.4

6.5

19.8

18.8

23.3

20.0

14.5

33.3

14.3

22.1

28.6

24.2

26.8

24.7

25.8

27.2

21.7

21.1

10.0

17.1

16.7

19.1

20.1

17.9

23.2

14.4

34.6

32.3

24.7

21.7

9.1

3.3

4.0

4.2

19.1

6.0

14.3

12.1

11.3

7.4

12.9

8.6

18.8

2.7

3.3

5.3

4.8

3.0

2.0

2.1

1.2

3.2

2.5

2.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中国(869)

四川省(30)

湖北省(76)

福建省(24)

浙江省(21)

广东省(199)

重庆市(28)

上海市(99)

北京市(97)

山东省(81)

天津市(31)

江苏省(81)

辽宁省(69)

已经恢复正常 2020年内 2021年上半年 2021年下半年 2022年以后 无法预测业务活动何时恢复正常

（％）

Ⅲ．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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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60.0

57.1

54.0

51.6

48.4

46.4

45.2

44.7

43.4

33.3

33.3

32.1

34.4

30.0

28.6

18.4

33.7

32.3

27.5

29.0

41.7

35.4

37.0

33.3

43.2

4.6

6.6

2.1

5.8

9.7

2.5

6.1

2.5

12.5

9.9

14.3

10.0

14.3

18.4

11.6

16.1

17.4

9.7

10.1

12.1

27.2

20.8

11.1

2.0

2.6

1.1

3.2

2.9

6.5

1.0

3.0

3.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中国(867)

浙江省(20)

重庆市(28)

湖北省(76)

北京市(95)

四川省(31)

辽宁省(69)

天津市(31)

广东省(199)

上海市(99)

江苏省(81)

福建省(24)

山东省(81)

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需求环境 恢复正常后与新冠疫情前相比，产品及服务的需求略有减少

恢复正常后与新冠疫情前相比，产品及服务的需求大幅减少 恢复正常后与新冠疫情前相比，产品及服务的需求增加

其他

恢复正常后的需求预测2
◼ 关于恢复正常后的需求预测，回答最多的是“恢复到疫情前的需求环境”（44.8％），其次是“与疫情前相比略有减少”（34.4％）。

◼ 江苏省和福建省回答“较疫情前增加”的企业占比超过20％。

（％）

Ⅲ．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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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战略和商业模式的调整（按省市、行业）3

44.1

58.1

56.3

51.3

49.3

46.7

42.4

42.0

40.8

40.0

39.3

39.2

29.2

30.3

55.9

41.9

43.8

48.8

50.7

53.3

57.6

58.0

59.2

60.0

60.7

60.8

70.8

69.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中国(866)

四川省(31)

北京市(96)

山东省(80)

辽宁省(69)

天津市(30)

上海市(99)

江苏省(81)

湖北省(76)

浙江省(20)

重庆市(28)

广东省(199)

福建省(24)

其他(33)

已经调整（有计划） 尚未调整（没有计划）

是否调整（按省市）

◼ 在受到新冠疫情蔓延影响的当地调整业务战略及商业模式的企业中，回答“已经调整或者有调整计划”的企业占整体的44.1％。从省市来看，
四川省（58.1％）、北京市（56.3％）、山东省（51.3％）3个省市中回答“已经调整或有调整计划”的企业占比超过5成。

◼ 从行业来看，信息通讯业（65.0％）回答“已经调整或有调整计划”的企业占比最多，其次是食品（54.8％）、纤维及服装（51.9％）、化学、
医药（51.4％）、金融保险业（50.0％）。

38.5 

54.8 

51.9 

51.4 

41.2 

41.0 

38.1 

36.4 

33.0 

28.6 

51.9 

65.0 

50.0 

49.3 

49.2 

42.6 

36.4 

61.5 

45.2 

48.2 

48.7 

58.8 

59.0 

61.9 

63.6 

67.0 

71.4 

48.1 

35.0 

50.0 

50.7 

50.8 

57.4 

63.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制造业(506)

食品(31)

纤维及服装(27)

化学、医药(37)

铁、有色金属、金属(68)

电器电子产品(39)

普通机械设备(42)

塑料制品(22)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106)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42)

非制造业(360)

信息通讯业(40)

金融、保险业(36)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73)

运输业(61)

销售公司(61)

业务相关服务业(22)

已经调整（有计划） 尚未调整（没有计划）

是否调整（按行业）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
行业。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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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具体内容4
◼ 关于具体的调整内容，回答“调整销售客户”的企业占比最多，为46.1％。其次为“深入推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38.2％）、“通过缩减

人员进行精简化”（36.3％）、“调整销售产品”（32.0％）。总体来看，不少企业都将重点放在改变销售战略及改变经营管理体制上。

◼ 从省市来看，广东省、山东省回答最多的是“调整销售客户”，北京市回答最多的是“深入推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上海市的回答最多的
是“缩减海外派驻人员”。而广东省排在前列的是“停止或推迟新投资、设备投资”、“替换供应商”等与制造、采购调整相关的项目。

46.1 

38.2 

36.3 

32.0 

30.1 

26.0 

25.8 

24.9 

24.4 

22.8 

0 20 40 60

调整销售客户

深入推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

通过缩减人员进行精简化

调整销售产品

推进经营本地化

缩减海外派驻人员

推进自动化和省人化

替换供应商

推动运用虚拟展会、在线洽谈会等方式

调整职员待遇

(％)

（369、多选） 广东省（有效答卷企业75家，多选）

1. 调整销售客户 50.7
2. 通过缩减人员进行精简化 45.3
3. 推进自动化和省人化 40.0
4. 停止或推迟新投资、设备投资 37.3
5. 替换供应商 30.7

北京市（有效答卷企业53家，多选）

1. 深入推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 69.8
2. 调整销售客户 41.5
3. 推动运用虚拟展会、在线洽谈会等方式 39.6
4. 推动数字化市场营销、使用AI等数字化发展 37.7
5. 启动自己公司产品的电商销售，通过缩减人员进行精简化 32.1

山东省（有效答卷企业41家，多选）

1. 调整销售客户 65.9
2. 深入推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 36.6
3. 推进自动化和省人化 34.2
4. 调整销售产品，替换供应商 31.7

推进经营本地化，通过缩减人员进行精简化（四项并列）

上海市（有效答卷企业39家，多选）

1. 缩减海外派驻人员 41.0
2. 调整销售客户 38.5
3. 深入推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 35.9
4. 调整销售产品 33.3
5. 推进经营本地化，通过缩减人员进行精简化 33.3

具体调整内容（前10项） 具体调整内容（各省市前5项）

（单位：％）

（注）展示有效答卷企业数中排名前4的省市。

Ⅲ．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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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销售战略5
◼ 关于销售战略项目的具体调整内容，回答最多的是“调整销售对象”（46.1％），其次是“调整销售产品”（32.0％）、“推动运用虚拟展会、

在线洽谈会等方式”（24.4％），而调整价格的企业数量并不多。

◼ 从省市来看，江苏省（67.7％）、山东省（65.9％）、广东省（50.7％）回答“调整销售对象”的企业占比超过5成。从行业来看，制造业排
名整体靠前，非制造业的贸易公司及批发业（52.8％）跻身前5。北京市（39.6％）、天津市（35.7％）回答“推动运用虚拟展会、在线洽谈
会等方式”的企业占比超过3成。从行业来看，非制造业“推动运用虚拟展会、在线洽谈会等方式”的势头强劲，制造业中只有电器电子产品
零部件（33.3％）跻身前5。

调整销售客户

（单位：％）

46.1 

32.0 

24.4 

18.2 

14.4 

10.6 

7.1 

0 10 20 30 40 50

调整销售客户

调整销售产品

推动运用虚拟展会、在线洽谈会等

方式

推动数字化市场营销、使用AI等数

字化发展

启动自己公司产品的电商销售

降低销售价格

提高销售价格

(％)

(369、多选)

按省市 按行业

推动运用虚拟展会、在线洽谈会等方式

具体调整内容（销售战略） 具体调整内容（排名靠前的省市、行业)

（注）展示有效答卷企业家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行业。

1. 江苏省（34） 67.7

2. 山东省（41） 65.9

3. 广东省（75） 50.7

4. 辽宁省（32） 50.0

5. 湖北省（29） 44.8

1. 纤维及服装（13） 76.9

2. 食品（16） 56.3

3.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36） 52.8

4. 普通机械设备（16） 50.0

5. 铁、有色金属、金属（27） 48.2

1. 北京市（53） 39.6

2. 天津市（14） 35.7

3. 上海市（39） 28.2

4. 山东省（41） 26.8

5. 四川省（18） 22.2

1.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36） 38.9

2. 信息通讯业（26） 38.5

3. 金融保险业（16） 37.5

4.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12） 33.3

5. 销售公司（26） 30.8

按省市 按行业

Ⅲ．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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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24.9

21.1

20.6

19.0

15.5

13.3

10.6

7.6

0 10 20 30

推进自动化及省人化

替换供应商

（为应对意外情况）实施多家采购（多

方外包）

中止、推迟新投资、设备投资

增强新投资、设备投资

推进数字化（运用电商网站等）

推进数字化（导入IoT等）

调整产地

运用OEM等外包措施

(％)

调整采购及生产战略6

◼ 关于采购及生产战略项目的具体调整内容，回答“推进自动化及省人化”（25.8％）的企业占比最多，其次是“替换供应商”（24.9％）、
“多家采购”（21.1％）。重新考虑制造现场高效化和供应商成为企业在采购和生产方面的主要战略。

◼ 从省市来看，广东省、重庆市（均为40.0％）回答“推进自动化及省人化”的企业占比最多。从行业来看，占比最多的是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75.0％）。江苏省（38.2％）回答“替换供应商”的企业占比最高，从行业来看，占比最多的是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58.3％）。

具体调整内容（采购及生产战略） 具体调整内容（排名靠前的省市、行业)

（369、多选） 推进自动化及省人化

（单位：％）

按国家 按行业

（注）展示有效答卷企业家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行业。

1. 广东省（75） 40.0

1. 重庆市（10） 40.0

3. 江苏省（34） 35.3

4. 山东省（41） 34.2

5. 湖北省（29） 31.0

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12） 75.0

2.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35） 48.6

3. 铁、有色金属、金属（27） 40.7

4. 食品（16） 37.5

5. 电器电子产品（16） 37.5

按国家 按行业

替换供应商

1. 江苏省（34） 38.2

2. 湖北省（29） 34.5

3. 山东省（41） 31.7

4. 广东省（75） 30.7

5. 重庆市（10） 30.0

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12） 58.3

2. 铁、有色金属、金属（27） 40.7

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35） 40.0

4. 食品（16） 37.5

5. 化学、医药（19） 31.6

Ⅲ．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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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管理、经营体制项目的具体调整内容，回答最多的是“深入推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38.2％），其次是“通过缩减人员进行精简化”
（36.3％）、“推进经营现地化”（30.1％）。

◼ 从省市来看，北京市（69.8％）回答“深入推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的企业占比最高，其次依次为四川省（44.4％）、湖北省（37.9％）。
从行业来看，排名前5位的均为非制造业，例如信息通讯业（69.2％）、金融保险业（62.5％）等。而四川省、天津市（均为50.0％）回答
“通过缩减人员进行精简化”的企业占比最高。从行业来看，排名前4的行业都属于制造业，其中铁、有色金属、金属（55.6％）及电器电子
产品零部件（50.0％）均超过5成。

38.2 

36.3 

30.1 

26.0 

22.8 

0 10 20 30 40 50

深入推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

通过缩减人员进行精简化

推进经营本地化

缩减海外派驻人员

调整职工待遇

(％)

调整管理/经营体制7

具体调整内容（管理/经营体制） 具体调整内容（排名靠前的省市、行业)

（369、多选） 深入推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

（单位：％）

按国家 按行业

通过缩减人员进行精简化

（注）刊载有效答卷企业家数在10家以上的排名靠前的省市、行业。

1. 北京市（53） 69.8

2. 四川省（18） 44.4

3. 湖北省（29） 37.9

4. 辽宁省（32） 37.5

5. 山东省（41） 36.6

1. 信息通讯业（26） 69.2

2. 金融保险业（16） 62.5

3. 销售公司（26） 61.5

4. 运输业（28） 60.7

5.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36） 47.2

1. 四川省（18） 50.0

1. 天津市（14） 50.0

3. 广东省（75） 45.3

4. 江苏省（34） 41.2

5. 湖北省（29） 37.9

1. 铁、有色金属、金属（27） 55.6

2.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12） 50.0

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35） 45.7

4. 电器电子产品（16） 43.8

5. 金融保险业（16） 43.8

按国家 按行业

Ⅲ．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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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1
◼ 在经营上的问题中，“员工工资上涨”（63.3％）继2019年调查后依然为最大问题，但回答率下降了10.4个百分点。

◼ 前10项中，“客户订货量减少”（40.8％）较2019年调查增加了4.4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生产活动停滞所造成的影响。另外，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46.7％）从第5位上升到第2位，由此可见应对环境管制成为必须解决的课题。

回答项目
2020年调查

（％）
2019年调查
（％）

增减
（百分点）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63.3 73.7 -10.4

第2位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46.7 43.5 3.2

第3位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 46.1 42.1 4.0

第4位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 44.8 50.0 -5.2

第5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42.0 41.4 0.6

第6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40.8 36.4 4.4

第7位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 40.4 39.8 0.6

第8位 员工素质 39.3 44.0 -4.7

第9位 采购成本增加 36.8 47.5 -10.7

第10位 质量管理困难 35.0 42.4 -7.4

Ⅳ．经营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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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工资上涨
成本削减
接近极限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采购成本增加

63.3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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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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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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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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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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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省市来看，除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以外，所有地区回答“员工工资上涨”的企业占比最高。北京市回答的最多的是“采购成本增加”，

天津市是“环境管制趋于严格”，重庆市则是“竞争对手崛起”。

◼ 北京市（53.3％）和四川省（46.2％）回答“采购成本增加”的企业占比相对较高。

◼ 而回答“环境管制趋于严格”的企业占比在天津（88.2％）尤其高，其次是江苏省（54.1％）、上海市（52.0％）。

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3

*粉色高亮部分为未进入“4.经营上的问题（1）”中国全境前10位的项目。
（％）

北京市 回答率

第1
位

采购成本增加 53.3

第2
位

员工工资上涨 50.5

第3
位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40.0

第4
位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
（消费低迷）

37.4

第4
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37.4

第6
位

员工素质 35.1

第7
位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32.5

第8
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30.1

第9
位

派遣日籍管理人员（常驻人
员）的成本

28.9

第10
位

对解雇及削减人员的
限制

27.8

上海市 回答率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66.3

第2位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52.0

第3位 员工素质 46.9

第4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44.8

第4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44.8

第6位
成本削减
接近极限

44.0

第7位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
（消费低迷）

40.6

第7位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40.6

第9位 采购成本增加 40.0

第10
位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39.6

广东省 回答率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71.9

第2位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54.4

第2位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50.4

第4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48.2

第5位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47.7

第6位
成本削减
接近极限

47.6

第7位 员工素质 41.8

第8位
人才（普通工人）
招聘难（仅制造业）

41.1

第9位
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
[仅制造业] 

39.0

第10
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37.8

Ⅳ．经营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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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4

（％）

辽宁省 回答率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62.9

第2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46.4

第3位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46.0

第4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44.9

第5位
成本削减
接近极限

43.2

第6位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40.6

第7位 采购成本增加 40.5

第7位 质量管理困难 40.5

第9位 员工素质 40.0

第10
位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
（消费低迷）

36.2

山东省 回答率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62.0

第2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49.4

第3位
成本削减
接近极限

48.1

第4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40.3

第5位 采购成本增加 38.5

第5位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38.5

第7位
人才（普通工人）
招聘难[仅制造业] 

37.7

第7位
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
[仅制造业] 

37.7

第9位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36.4

第9位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
（消费低迷）

36.4

天津市 回答率

第1位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88.2

第2位 员工工资上涨 58.6

第3位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57.1

第4位
成本削减
接近极限

52.9

第5位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
（消费低迷）

50.0

第6位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46.4

第7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42.9

第7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42.9

第9位 员工素质 41.4

第10
位

监管制度不明确 40.0

Ⅳ．经营上的问题

*粉色高亮部分为未进入“4.经营上的问题（1）”中国全境前10位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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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5

福建省 回答率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70.8

第2位
人才（普通工人）
招聘难[仅制造业] 

57.1

第3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50.0

第4位 采购成本增加 42.9

第5位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
（消费低迷）

41.7

第6位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37.5

第7位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33.3

第7位
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
[仅制造业] 

33.3

第7位 原材料及零部件本地采购难 33.3

第10
位

质量管理困难 28.6

江苏省 回答率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70.4

第2位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54.1

第3位
人才（普通工人）
招聘难[仅制造业] 

50.0

第4位
成本削减
接近极限

47.5

第5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43.8

第5位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43.8

第7位 质量管理困难 42.6

第8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42.5

第9位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40.0

第10
位

采购成本增加 39.3

浙江省 回答率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71.4

第2位
成本削减
接近极限

52.9

第3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52.4

第4位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47.6

第5位 质量管理困难 47.1

第5位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47.1

第7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42.9

第7位 员工素质 42.9

第9位 设备方面的产能不足 41.2

第10
位

人才（普通工人）
招聘难[仅制造业] 

38.9

（％）

Ⅳ．经营上的问题

*粉色高亮部分为未进入“4.经营上的问题（1）”中国全境前10位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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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6

湖北省 回答率

第1位
成本削减
接近极限

65.9

第2位 员工工资上涨 64.4

第3位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54.8

第4位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52.1

第5位 质量管理困难 43.9

第6位 员工素质 42.5

第7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41.1

第7位 员工留存率 41.1

第9位 采购成本增加 39.0

第10
位

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
[仅制造业] 

38.1

四川省 回答率

第1位
成本削减
接近极限

53.9

第2位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46.7

第3位 采购成本增加 46.2

第4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43.3

第5位 员工工资上涨 40.6

第6位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36.7

第7位 员工素质 34.4

第8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33.3

第9位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30.8

第10
位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
（消费低迷）

26.7

重庆市 回答率

第1位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63.0

第2位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59.3

第3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55.6

第4位
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
[仅制造业] 

50.0

第5位 员工工资上涨 46.4

第6位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40.0

第7位 采购成本增加 35.7

第7位 质量管理困难 35.7

第9位 员工素质 32.1

第10
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29.6

（％）

Ⅳ．经营上的问题

*粉色高亮部分为未进入“4.经营上的问题（1）”中国全境前10位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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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费和材料费在制造成本中所占的比例1

16.4

23.1

29.4

26.0

23.1

19.8

19.3

18.7

17.3

15.0

14.9

14.8

63.9

54.6

54.5

53.2

57.6

50.0

64.8

56.1

60.8

64.4

69.5

61.9

19.8

22.3

16.2

20.9

19.3

30.3

15.9

25.3

21.9

20.7

15.6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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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企业(244)

中小企业(208)

纤维及服装(26)

橡胶、陶瓷业、土石(20)

食品(26)

塑料制品(22)

普通机械设备(36)

铁、有色金属、金属(6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9)

化学、医药(33)

电器电子产品(31)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96)

中国整体（452） 按企业规模、行业

◼ 在华日资企业的人工费在当地制造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平均为19.5％。而材料费所占的比例平均为59.6％，材料费占成本的一大半。可见削减材
料费是一项有效降低制造成本的措施。

◼ 从企业规模来看，中小企业“人工费”所占的比例为23.1％，比大企业高出6.7个百分点。

◼ 从行业来看，纤维及服装的“人工费”所占的比例最高，为29.4％，高出全行业平均水平（19.5％）9.9个百分点。而电器电子产品的“材料
费”比例为69.5％，高出全行业平均水平（59.6％）9.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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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费及其他经费。

19.5％

59.6％

20.9%

人工费 原材料、零部件等材料费 其他

Ⅴ．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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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成本2
◼ 设日本的制造成本为100时，当地平均制造成本为77.0。

◼ 从省市来看，四川省、天津市、湖北省、重庆市、福建省、广东省、辽宁省的制造成本超过平均水平。

◼ 从行业来看，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81.6）、铁、有色金属、金属（79.1）、电器电子产品（78.7）、塑料制品（78.3）、化学、医药（78.1）
超过平均水平。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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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费及其他经费。
（注2）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77.0

81.4

81.3

80.7

78.8

78.5

77.5

77.4

76.8

75.4

75.2

74.6

73.7 

0 20 40 60 80 100

中国(436)

四川省(11)

天津市(16)

湖北省(38)

重庆市(12)

福建省(20)

广东省(125)

辽宁省(34)

浙江省(17)

山东省(45)

上海市(21)

北京市(12)

江苏省(57)

77.0

81.6

79.1

78.7

78.3

78.1

76.8

75.5

70.6

70.0

0 20 40 60 80 100

制造业(436)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95)

铁、有色金属、金属(64)

电器电子产品(27)

塑料制品(20)

化学、医药(3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7)

普通机械设备(36)

食品(23)

纤维及服装(25)

79.0

74.7

0 20 40 60 80 100

大企业(235)

中小企业(201)

按省市 按行业

按企业规模

Ⅴ．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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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69.5
66.3

86.4
84.6
83.4
80.7
79.8

67.7
70.3

78.2
69.1
65.7
67.6
72.5

67.2
65.8
67.0

79.9
64.4
64.2
63.1
69.2

62.4
68.8

59.1
59.2

25.3
22.8

25.3

11.1
12.8
11.7

18.1
15.2

21.7
18.8

16.2
25.7

26.1
25.3
17.5
25.9

24.1
23.7

17.5
31.5
30.9
31.3

27.7
22.6

23.3
30.7

26.5

2.2
2.1

3.2

1.4

0.9

0.1
1.5

7.5
4.1

3.9
3.7

2.7
5.0

4.5
1.8

1.9
2.2
0.6

0.9

0.2
2.8

2.7
2.4

2.3

3…

5.0
5.6
5.2

1.0
2.6
4.0

1.1
3.5

3.2
6.8

1.8
1.5
5.5
2.1
5.6
5.1

8.2
7.1
1.9
3.2
4.7
2.8
3.1

12.4
5.6

8.0

10.9

20年调查 (445)
19年调查 (348)
18年调查 (387)

20年调查(37)
19年调查(29)
20年调查(12)
19年调查(18)
20年调查(13)
19年调查(15)
20年调查(16)
19年调查(13)
20年调查(32)
19年调查(38)
20年调查(24)
19年调查(19)
20年调查(49)
19年调查(42)
20年调查(21)
19年调查(17)
20年调查(57)
19年调查(42)
20年调查(16)
19年调查(13)
20年调查(11)
19年调查(16)
20年调查(129)
19年调查(59)

67.6

80.3

76.8

74.5

67.8

66.9

64.9

60.6

59.4

56.0

52.8

25.3

10.9

17.6

23.0

29.6

23.8

31.2

22.7

27.0

28.0

38.7

2.2

4.6

1.2

0.5

0.7

4.0

1.1

11.8

4.6

1.9

0.6

5.0

4.2

4.4

2.0

1.9

5.3

2.7

4.9

9.0

14.2

7.9

制造业(445)

食品(25)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96)

普通机械设备(36)

纤维及服装(26)

化学、医药(32)

铁、有色金属、金属(62)

塑料制品(21)

其他制造业(29)

电器电子产品(28)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9)

68.1 

71.2 

66.9 

67.3 

25.9 

20.8 

24.7 

25.3 

2.3 

1.9 

2.0 

2.3 

3.8 

6.0 

6.4 

5.1 

20年调查 (239)

19年调查 (193)

20年调查 (206)

19年调查 (155)

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供应商3
◼ 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供应商详情（平均值）中，“当地”（67.6％）占比最高，其次为“日本”（25.3％）、“东盟”（2.2％）。

◼ 从省市来看，湖北省、北京市的本地采购比例超过8成，另外，重庆市、天津市也达到7成以上。

◼ 从行业来看，食品最高，达到80.3％。另外，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从日本采购的比例为38.7％，超过整体平均水平（25.3％）10个百分点以
上。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注2）从本年度开始变更了行业分类，因此，按行业只刊载了2020年调查的数值。

■当地 ■日本 ■东盟 ■其他

0 20 40 60 80 100
（％）

0 20 40 60 80 100
（％）

按省市 按行业

按企业规模

中国

湖北省

北京市

重庆市

天津市

辽宁省

上海市

山东省

福建省

江苏省

浙江省

四川省

广东省

大企业

中小企业

0 20 40 60 80 100
（％）

Ⅴ．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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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63.2
62.7

74.3
78.9

72.5
74.3
71.0

61.1
70.6

53.5
67.8

53.2
67.5
68.0

63.6
73.4

63.2
72.7

61.2
49.6

60.6
52.9
59.4
60.9

55.7
52.4

30.8
30.5
30.7

20.8
16.8

23.3
21.5
22.7

30.6
24.0

33.5
31.6

38.8
23.8
26.5

19.4
8.9
31.4

23.8
37.6

48.4
36.7

43.8
37.6
32.6

37.2
40.7

5.9
6.3
6.6

5.0
4.4
4.2
4.2
6.3
8.3
5.4

12.9
0.6

8.1
8.7
5.6

17.1
17.6

5.4
3.4
1.2
1.9
2.7
3.3
3.0
6.5
7.2
6.8

20年调查(426)
19年调查(328)
18年调查(366)

20年调查(48)
19年调查(40)
20年调查(12)
19年调查(13)
20年调查(12)
19年调查(16)
20年调查(18)
19年调查(17)
20年调查(16)
19年调查(12)
20年调查(55)
19年调查(38)
20年调查(11)
19年调查(16)
20年调查(22)
19年调查(19)
20年调查(36)
19年调查(27)
20年调查(16)
19年调查(13)
20年调查(32)
19年调查(37)
20年调查(122)
19年调查(54)

63.3

86.0

74.5

72.4

67.1

64.4

62.2

56.8

54.8

33.6

30.8

11.8

20.7

19.8

25.8

31.9

32.3

39.4

39.8

46.6

5.9

2.2

4.8

7.8

7.1

3.8

5.6

3.9

5.4

19.8

制造业(426)

食品(25)

普通机械设备(35)

化学、医药(32)

纤维及服装(26)

电器电子产品(26)

铁、有色金属、金属(59)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6)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94)

塑料制品(21)

65.2 

64.8 

61.0 

61.3 

29.6 

29.9 

32.2 

31.3 

5.2 

5.3 

6.8 

7.4 

20年调查 (229)

19年调查 (183)

20年调查 (197)

19年调查 (145)

当地采购的详情4

按省市 按行业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注2）从本年度开始变更了行业分类，因此，按行业只刊载了2020年调查的数值。

按企业规模

0 20 40 60 80 100
（％）

0 20 40 60 80 100
（％）

0 20 40 60 80 100
（％）

◼ 当地供应商的详情（平均值）为“当地企业”（63.3％）、“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30.8％）、“其他外资企业”（5.9％）。

◼ 从省市来看，山东省从“当地企业”采购最多，重庆市、北京市、福建省也都超过7成。而湖北省、辽宁省、广东省、天津市从“进驻当地的
日资企业”采购的比例相对较高，接近4成。

◼ 从行业来看，食品、普通机械设备、化学、医药从“当地企业”采购的比例超过7成。而塑料制品从“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采购的比例相对
较高，达到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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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Copyright © 2021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48

调查项目

主要调查结果

本年度调查概要

Ⅰ．营业利润预期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Ⅲ．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

Ⅳ．经营上的问题

Ⅴ．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Ⅵ．进出口情况

Ⅶ．通商环境变化的影响

Ⅷ．当地员工的工资

（页）

2

4-6

7-17

18-27

28-35

36-42

43-47

48-52

53-56

57-62



Copyright © 2021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49

出口比例（按省市）

◼ 在华日资企业出口额在当地销售额所占的平均比例为32.4％，与上一年基本持平。其中纯出口型企业（出口比例100％）的占比为3.9％，纯
内销型企业（出口比例0％）的占比为29.4％。

◼ 从省市平均值来看，辽宁省（51.6％）以外省市的出口比例低于5成。四川省（12.2％）、湖北省（13.3％）、北京市（18.2％）、上海市
（19.6％）的平均出口比例低于2成，以国内销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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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比例（按行业）

◼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的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为36.0％，较上年上升了0.8个百分点。出口比例超过50％的行业为纤维及服装（61.0％）
和电器电子产品（57.1％）。

◼ 非制造业的出口比例为26.6％。从行业来看，信息通讯业出口额在销售额中的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55.1％。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都是中小企
业的出口比例高于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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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目的地详情（按省市）

◼ 从在华日资企业出口目的地的详情来看，日本占比最大，平均为62.4％，其次为东盟，占比9.8％。

◼ 从省市来看，所有省市的对日出口均超过5成。特别是山东省，超过了7成。而浙江省（25.4％）、天津市（14.5％）对东盟的出口比例相对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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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EPA的利用

◼ 在开展贸易的在华日资企业中，利用FTA/EPA的企业占比为44.1％，较上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与亚洲、大洋洲的其他日资企业相比，利用
率依然很低。

◼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企业利用率为49.1％，中小企业利用率为36.0％。从行业来看，贸易公司及批发业利用率最高，为56.0％。

◼ 从出口、进口来看FTA/EPA利用率的历年变化，出口和进口均较上年减少。

◼ 在出口上，与东盟、新加坡间的利用率相对较高，在进口上，与东盟、台湾之间的利用率相对较高。

4

是否利用现有（已生效）FTA/EPA（仅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

75.8
75.3

65.9
65.8

59.9
54.1
53.6
52.8
52.3
51.1

49.1
47.2
47.1
45.5
44.6
44.1

36.8
30.1

6.7

0 20 40 60 80 100

印度尼西亚(364)
韩国(73)

泰国(399)
印度(193)

马来西亚(152)
越南(457)

新西兰(28)
澳大利亚(72)
新加坡(256)

缅甸(47)
菲律宾(53)
柬埔寨(36)

老挝(17)
孟加拉国(22)

台湾(92)
中国(263)

巴基斯坦(19)
香港、澳门(156)

斯里兰卡(15)

30.5 44.0 40.0
8.9

8.4
37.6

60.6 47.6
22.4

0%

50%

100%

18年调查

(203)

19年调查

(166)

20年调查

(205)

出口 进口

出口/进口的利用率（中国整体）

各国家和地区的FTA/EPA利用率 在华企业的FTA/EPA利用率（按企业规模、行业）

49.1

36.0

56.0

46.2

44.8

42.9

42.9

26.1

0 20 40 60 80

大企业(163)

中小企业(100)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25)

销售公司(26)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29)

铁、有色金属、金属(21)

电器电子产品(2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3)

（％）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在华企业各FTA/EPA的利用情况

（注3）利用企业在10家以上的FTA/EPA。
（注4）香港为CEPA签署生效后，台湾为ECPA签署生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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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环境变化的影响（按省市）1
◼ 从对2020年业绩的影响来看，中国整体回答“有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与回答“没有影响”的企业占比不相上下。从省市来看，浙江省回答

“有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最多（58.8％），北京市回答“没有影响”的企业占比最多（45.4％）。

通商环境变化对2020年业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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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通商环境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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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环境变化的影响（按行业）2
◼ 按行业看通商环境变化对2020年业绩的影响，电器电子产品（60.0％）回答“有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最高，运输业（58.2％）、电器电子

产品零部件（56.4％）也都超过了5成。信息通讯业（59.5％）回答“没有影响”的企业占比最高，其次依次为化学、医药（48.5％）、纤维

及服装（48.0％）。

通商环境变化对2020年业绩的影响（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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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环境变化的影响（未来2-3年）3
◼ 从通商环境变化对未来2-3年业绩的影响来看，中国整体回答“有负面影响”和“不清楚”的企业占比不相上下，均略高于3成，可以看出企

业对前景的担忧。从省市来看，浙江省（52.6％）回答“有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最高，其次依次为重庆市（43.5％）、上海市（42.1％）。

◼ 辽宁省（40.7％）有超过4成的企业回答“没有影响”。

（％）

通商环境变化对未来2-3年业绩的影响

Ⅶ．通商环境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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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增长率1
2019年度 → 2020年度

2020年度 → 2021年度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市和20家以上的行业。

制造业（中国 按市） 非制造业（中国 按市） 中国 按行业

制造业（中国 按市） 非制造业（中国 按市） 中国 按行业

2.5

3.9

4.4

4.7

4.7

5.1

5.2

5.5

5.6

6.1

4.8

0 5 10

天津市(10)

武汉市(24)

成都市(14)

上海市(60)

大连市(24)

北京市(56)

深圳市(11)

广州市(25)

青岛市(21)

苏州市(14)

中国(285)

3.7

4.2

4.8

5.5

5.9

4.8

3.8

3.9

3.9

4.2

4.5

4.6

5.1

5.2

5.6

4.4

0 5 10

运输业(50)

金融、保险业(27)

信息通讯业(32)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59)

销售公司(49)

非制造业(285)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4)

普通机械设备(33)

纤维及服装(24)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80)

电器电子产品(30)

食品(23)

铁、有色金属、金属(54)

塑料制品(22)

化学、医药(33)

制造业(401)

2.1

3.1

3.2

3.7

3.9

4.0

4.3

4.4

4.5

4.7

5.7

5.9

6.0

4.4

0 5 10

深圳市(18)

重庆市(10)

东莞市(30)

北京市(16)

中山市(14)

青岛市(29)

大连市(20)

广州市(28)

上海市(22)

天津市(16)

佛山市(15)

苏州市(33)

武汉市(16)

中国(401)

（％） （％） （％）

3.8

4.0

4.8

5.0

5.2

4.5

3.8

4.0

4.0

4.3

4.5

4.6

4.6

4.9

5.0

4.3

0 5 10

金融、保险业(23)

运输业(48)

信息通讯业(31)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53)

销售公司(45)

非制造业(267)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4)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80)

普通机械设备(33)

纤维及服装(24)

塑料制品(22)

电器电子产品(29)

铁、有色金属、金属(53)

食品(23)

化学、医药(32)

制造业(399)

2.6

3.6

3.7

3.8

3.9

3.9

4.2

4.2

4.4

4.5

4.9

5.2

5.4

4.3

0 5 10

深圳市(17)

上海市(22)

重庆市(10)

东莞市(29)

北京市(16)

广州市(28)

青岛市(29)

大连市(19)

中山市(14)

天津市(16)

武汉市(17)

佛山市(15)

苏州市(34)

中国(399)

3.3

3.9

4.1

4.3

4.3

4.4

4.5

4.9

5.3

5.5

4.5

0 5 10

天津市(10)

北京市(49)

武汉市(24)

上海市(57)

大连市(22)

成都市(14)

深圳市(11)

广州市(24)

青岛市(19)

苏州市(13)

中国(267)

（％） （％） （％）

Ⅷ．当地员工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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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3

4,996

5,218

5,402

5,788

5,872

5,947

6,004

6,311

6,652

7,298

9,120

9,663

5,95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中山市(14)

青岛市(25)

大连市(18)

天津市(13)

佛山市(10)

苏州市(29)

武汉市(15)

重庆市(11)

东莞市(26)

广州市(26)

深圳市(16)

上海市(16)

北京市(11)

中国(352)

2,719

2,952

3,144

3,281

3,334

3,401

3,581

3,665

3,725

3,824

3,900

4,245

5,586

7,200

3,678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中山市(14)

东莞市(27)

佛山市(13)

大连市(19)

青岛市(31)

深圳市(17)

厦门市(10)

苏州市(33)

武汉市(16)

广州市(28)

天津市(16)

重庆市(11)

上海市(20)

北京市(15)

中国(398)

7,640 

8,178 

8,633 

8,989 

9,324 

10,351 

10,457 

10,534 

11,031 

11,045 

11,781 

13,874 

15,052 

9,968 

0 3,000 6,000 9,000 12,000 15,000

青岛市(28)

大连市(18)

武汉市(15)

中山市(14)

佛山市(12)

重庆市(11)

东莞市(27)

深圳市(16)

天津市(15)

苏州市(33)

广州市(28)

上海市(22)

北京市(16)

中国(385)

5,197

5,474

5,790

5,968

6,018

6,202

6,328

7,251

5,950

0 2,000 4,000 6,000 8,00010,000

食品(20)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73)

塑料制品(21)

普通机械设备(28)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2)

铁、有色金属、金属(45)

电器电子产品(25)

化学、医药(27)

制造业(352)

7,119 

8,619 

8,940 

9,907 

10,013 

10,569 

10,644 

10,676 

11,950 

9,968 

0 3,000 6,000 9,00012,00015,000

纤维及服装(22)

食品(25)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74)

电器电子产品(27)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2)

铁、有色金属、金属(51)

塑料制品(22)

普通机械设备(32)

化学、医药(31)

制造业(385)

3,159

3,233

3,289

3,360

3,372

3,392

3,892

3,951

5,173

3,678

0 2,000 4,000 6,000 8,00010,00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2)

食品(26)

塑料制品(22)

纤维及服装(24)

电器电子产品(27)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77)

普通机械设备(33)

铁、有色金属、金属(54)

化学、医药(32)

制造业(398)

月基本工资（制造业）2
月基本工资（中国 制造业、按市）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市和20家以上的行业。

工人 工程师 管理人员

工人 工程师 管理人员

单位：元

月基本工资（中国 制造业、按行业）
单位：元

Ⅷ．当地员工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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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基本工资（非制造业）3
月基本工资（中国 非制造业 按市）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市和20家以上的行业。

职员 管理人员

职员 管理人员

单位：元

月基本工资（中国 非制造业 按行业）
单位：元

5,078 

5,595 

6,037 

6,150 

6,297 

6,889 

6,908 

7,184 

7,652 

8,883 

9,032 

7,445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天津市(10)

重庆市(10)

青岛市(21)

大连市(24)

成都市(15)

武汉市(26)

苏州市(13)

深圳市(11)

广州市(26)

上海市(56)

北京市(58)

中国(285)

10,272 

11,773 

11,799 

12,337 

12,738 

13,218 

13,800 

13,981 

17,538 

17,876 

18,948 

15,3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重庆市(10)

青岛市(19)

天津市(10)

苏州市(12)

成都市(13)

大连市(22)

武汉市(21)

深圳市(10)

广州市(24)

上海市(52)

北京市(54)

中国(262)

5,827 

8,058 

8,090 

8,205 

8,236 

7,445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运输业(49)

销售公司(49)

信息通讯业(32)

金融、保险业(25)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58)

非制造业(285)

12,738 

16,095 

16,266 

17,192 

19,793 

15,3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运输业48)

销售公司(43)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53)

信息通讯业(31)

金融、保险业(22)

非制造业(262)

Ⅷ．当地员工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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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际负担额、奖金（制造业）4
全年实际负担额（中国 制造业、按市）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市和20家以上的行业。

工人 工程师 管理人员

工人 工程师 管理人员

单位：元

全年实际负担额（中国 制造业、按行业）
单位：元

奖金（中国、制造业）

工人 工程师 管理人员

57,558 

61,331 

62,600 

63,323 

75,229 

75,784 

79,136 

79,272 

80,899 

106,585 

122,913 

73,514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中山市(13)

东莞市(25)

大连市(16)

青岛市(26)

武汉市(14)

深圳市(15)

佛山市(11)

广州市(26)

苏州市(32)

上海市(16)

北京市(14)

中国(343)

88,292 

97,418 

112,899 

116,974 

119,938 

123,092 

127,837 

133,982 

151,817 

154,693 

114,485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中山市(13)

青岛市(21)

大连市(16)

东莞市(24)

苏州市(29)

武汉市(13)

深圳市(14)

广州市(24)

上海市(14)

北京市(10)

中国(310)

145,843 

146,641 

168,807 

171,580 

171,954 

174,044 

180,530 

211,650 

217,473 

246,029 

250,665 

182,669 

0 100,000 200,000 300,000

青岛市(24)

中山市(13)

大连市(16)

佛山市(10)

武汉市(13)

深圳市(14)

东莞市(25)

苏州市(32)

广州市(26)

北京市(15)

上海市(16)

中国(333)

58,581 

63,544 

66,939 

68,688 

71,569 

73,523 

74,147 

74,259 

93,642 

73,514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纤维及服装(2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1)

食品(22)

普通机械设备(27)

电器电子产品(25)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4)

铁、有色金属、金属(48)

塑料制品(20)

化学、医药(28)

制造业(343)

103,359 

109,204 

116,619 

118,174 

121,529 

135,417 

114,485 

0 50,000 100,000150,000200,00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1)

普通机械设备(23)

铁、有色金属、金属(42)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2)

电器电子产品(23)

化学、医药(24)

制造业(310)

140,197 

176,859 

179,239 

179,492 

179,735 

180,688 

196,855 

222,094 

182,669 

0 100,000 200,000 300,000

食品(21)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1)

普通机械设备(26)

铁、有色金属、金属(47)

电器电子产品(25)

塑料制品(20)

化学、医药(28)

制造业(333)

2.0 

0 1 2 3

制造业(395)

单位：个月

2.1 

0.0 1.0 2.0 3.0

制造业(350) 2.2 

0.0 1.0 2.0 3.0

制造业(376)

Ⅷ．当地员工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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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职员

全年实际负担额、奖金（非制造业）5
全年实际负担额（中国 非制造业、按市）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市和20家以上的行业。

单位：元

全年实际负担额（中国 非制造业、按行业）
单位：元

奖金（中国、非制造业）
单位：个月

2.0 

0.0 1.0 2.0 3.0

非制造业(280) 2.2 

0.0 1.0 2.0 3.0

非制造业(257)

职员

职员

230,415 

273,142 

276,074 

311,705 

387,676 

274,441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运输业(39)

销售公司(39)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40)

信息通讯业(26)

金融、保险业(20)

非制造业(217)

109,434 

133,255 

138,791 

143,090 

156,396 

130,855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运输业(40)

销售公司(43)

贸易公司及批发业(44)

信息通讯业(27)

金融、保险业(23)

非制造业(237)

94,647 

107,280 

110,816 

118,955 

119,220 

122,591 

137,634 

152,164 

165,186 

130,855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青岛市(15)

苏州市(14)

大连市(21)

武汉市(20)

深圳市(10)

成都市(14)

广州市(22)

上海市(42)

北京市(50)

中国(237)

179,486 

189,813 

236,582 

239,840 

254,993 

309,281 

322,135 

359,439 

274,441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青岛市(14)

苏州市(13)

大连市(20)

成都市(12)

武汉市(14)

广州市(20)

上海市(40)

北京市(46)

中国(217)

Ⅷ．当地员工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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