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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景气度跌至历史最低。
面对挑战，日本企业正在构建新的经营及销售战略-

（全球篇：9000家海外投资日资企业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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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概述

调查目的：掌握海外投资日资企业的实际活动情况，将其结果广泛提供给日本的企业及政策专员。

调查方法：通过JETRO海外代表处网络，选取海外86个国家和地区的日资企业（日方出资比例10％以上的当
地法人、日本企业的分支机构、驻在员事务所）20652家，以在线发放和回收形式开展问卷调查。
共计回收了9,182家公司的有效答卷。有效答卷率为44.5％。

本年度特点：2020年度在所有地区统一了调查时间。同时，针对营业利润预期和今后的业务开展方针、新冠
疫情扩大的影响等主要主题，在所有地区统一了提问。
这样使得企业实际经营情况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横向进行比较。

本报告内容：在主要地区结果出炉前，先行报告全球通用提问（1.营业利润预期，2.今后的业务开展，3.新冠
疫情扩大的影响）的结果。

地区分类 对象企业数量 有效答卷数量 答卷率 实施期间 对象国家和地区

北美 3,382 1,108 32.8 9月10～30日 2个国家

中南美 796 530 66.6 9月1～30日 7个国家

欧洲 1,419 949 66.9 9月3～24日 23个国家

俄罗斯 120 93 77.5 9月10～30日 1个国家

亚洲大洋州（注） 14,399 5,976 41.5 8月24日～9月25日 20个国家和地区

中东 269 244 90.7 9月1～30日 10个国家

非洲 327 282 86.2 9月1～30日 23个国家

所有地区合计 20,652 9,182 44.5 86个国家和地区

（注）包括东北亚（中国、香港、澳门、台湾、韩国）、东盟（文莱除外）、西南亚（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及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

■ 各地区调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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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的要点

(注) Diffusion Index缩略语。在本调查中为从认为同比“改善”的企业占比(％)中减去认为同比“恶化”的企业占比的值。

 全世界9000家日资企业中，今年预计盈利的企业占比为48%。比上年的65%下降17个百分点。这也
是低于雷曼危机后2009年的水平。预计亏损的占比也刷新了历史最低记录（1-1）。

 新冠疫情致使进出口市场消失造成全球规模的影响，日本企业的企业活动遭受史无前例的打击（1-
1）。

 营业利润比上年恶化的企业占比为六成。运输设备及其零部件、酒店与旅游、餐饮、人才介绍等行业
出现严重恶化。景气度指标DI值（注）在所有对象地区中刷新历史最低纪录（1-3）。

 2021年的营业利润预期，考虑到反弹性的增长，同比“改善”占比将大幅超过“恶化”占比（1-6）。

1. 营业利润预期

❖ 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疫情扩大致使世界市场消失，对海外投资日资企业的业绩造成
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打击。基于针对约9,000家公司问卷调查结果的日资企业景气度，今年，也已跌
破亚洲金融危机、雷曼危机、东日本大地震等危机下的水平，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 其中，超过八成日资企业预计业务将在2021年内恢复，正在加紧构建新的业务战略和商业模式。
除积极运用数字化外，还可以明显看到这些企业积极致力于借助远程操作和现场自动化向“非接触
型“转型、通过采购和供给途径”多元化和多角化”分散风险等动向。

整体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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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要点（接上页）

2. 今后的业务开展

 9,000家日资企业中的四成计划今后1～2年“扩大”业务。然而，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该比例同比
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几乎所有地区“扩大”意愿都刷新历史最低（2-1）。

 与此同时，收缩业务及向第三国撤迁的比例加在一起不足一成，在新冠疫情中也没有出现大浮动（2-
1）。

3. 疫情扩大的影响及业务调整情况

 关于业务恢复正常的时期，预计会在2021年上半年及下半年的回答分别超过三成。预计以中国所在
的东北亚地区的恢复先行（3-1）。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企业向业务战略及商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除更多采用居家办公及远程办公形式
外，积极致力于运用虚拟展会、推动AI使用等动向更为显著（3-2）。

 同时，企业更愿意在经营及商业模式中将分散风险和增强韧性纳入其中。关键词包括：向“非面对面
和非接触”转型、销售和采购的“多元化和多角化“、推动价值链整体的”可视化”（3-5）。

 以新冠危机为契机，缩减日籍派驻人员、经营本土化等寻求精简化、效率化的措施也获得进展（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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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企业占比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跌破五成1-1

海外投资日资企业2020年营业利润预期 主要行业预期（盈利、亏损占比靠前的5个行业）

◼ 海外投资日资企业（有效答卷8,786家）中，2020年预计“盈利”的企业占比为48.0％，预计亏损的企业占比为31.8％。

◼ 所有海外投资日资企业中，盈利企业占比低于整体的五成，这是自有数据可供比较的2008年以来的第一次。同时，亏损企业占比为
31.8％，超过三成，超过破雷曼危机后的2009年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 受新冠疫情对策（行动限制）直接影响的“酒店、旅游”、“餐饮”行业中，分别有九成和七成企业预计亏损。

◼ 与此同时，即使在新冠疫情中需求波动也相对较小的金融部门以及一些商品和服务需求有所增长的医药品和医疗设备、税务会计等
行业，则有六成以上的企业预计盈利，可见行业不同带来的偏差也较大。

盈利

48.0%

持平

20.3%

亏损

31.8%

盈利 持平 亏损

75.2%

70.6%

64.3%

63.8%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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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n=125)

非银行金融机构 (n=218)

医药品 (n=70)

法务、会计、税务等 (n=58)

医疗设备 (n=70)

盈利占比靠前的5个行业

亏损占比靠前的5个行业

所有地区合计（n=8,786）

1. 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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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ホテル／旅行 (n=119)

飲食 (n=52)

小売 (n=85)

繊維（紡績／織物／化学繊維） (n=80)

人材紹介／人材派遣 (n=51)

全 体 有効回答 黒字 均衡 赤字整体 有效答卷 盈利 持平 亏损

酒店、旅游（n=119）

餐饮（n=52）

零售（n=85）

纤维（纺织、织物、化纤）（n=80）

人才介绍、人才派遣（n=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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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业利润预期

亏损企业在中国和韩国占两成以下，在印度则超过五成1-2
◼ 回答“盈利”的企业占比从上年的65.0％下降17个百分点。时隔11年低于曾经创下整体最低(注)的2009年的50.3％。

◼ 分地区来看，中南美、东盟、大洋洲的盈利企业占比刷新最小值，亏损企业占比刷新最大值。

◼ 在印度回答“盈利”的企业占比超过五成，这也是主要国家中唯一过半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回答“盈利”的企业占比相较于2019
年下降32个百分点。同时回答“亏损”的企业占比增加3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中国和韩国回答“盈利”的企业占比分别达
到六成以上和七成以上，相对较高。

（注）对于营业利润预期的盈利、亏损、持平的比例，以可获得主要地区横向数据的2008以后的数值为比较对象。

主要国家2020年营业利润预期盈利企业占比变化（主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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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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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31.2 

17.7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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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27.8 

26.8 

25.5 

21.7 

19.5 

12.9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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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n=329)

印度尼西亚 (n=625)

墨西哥 (n=261)

泰国 (n=666)

美国 (n=951)

巴西 (n=120)

越南 (n=832)

英国 (n=162)

德国 (n=277)

南非 (n=82)

荷兰(n=110)

UAE (n=92)

中国 (n=862)

俄罗斯 (n=93)

韩国 (n=124)

盈利 持平 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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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地区合计中包括俄罗斯（2013, 2015-20）,大洋洲（2008-2020）, 中东（2015-2020）, 
非洲（2013-2020）。

北美

欧洲

所有地区合计 东北亚

东盟

中南美

西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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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15.6%

平移

28.6%

恶化

55.7%

改善 平移 恶化

因新冠疫情市场消失，同比“恶化”约占六成1-3
◼ 回答2020年的营业利润预期同比“恶化”的企业占比将近六成。与上年调查相比，“改善”占比下降17.1个百分点，“恶化”占

比上升26.2个百分点。

◼ 恶化的最大原因是国内市场因新冠疫情而消失。尤其“恶化”的比例相当惹人注目的印度尼西亚、泰国，在分行业占比较高的运
输设备零部件中，“恶化”占比分别达到十成和八成。这也带动相关服务产业，大大拉高了整体的恶化程度。

◼ 与此同时，如中国、韩国等成功在早期控制疫情的国家，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相对较低。

2020年营业利润预期（同比） 主要国家2020年营业利润预期（同比）

营业利润预期恶化的原因（n=4,841）※多选

恶化的原因（排名靠前） 占比 新冠原因

1 当地市场销售额减少 76.9% 96.8％

2 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 41.4% 96.3％

3 人工费上涨 11.5%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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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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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n=621)

泰国 (n=665)

荷兰 (n=110)

印度 (n=326)

德国 (n=279)

美国 (n=949)

墨西哥 (n=261)

南非 (n=82)

越南 (n=824)

巴西 (n=120)

英国 (n=161)

UAE (n=92)

俄罗斯 (n=92)

韩国 (n=123)

中国 (n=851)

改善 平移 恶化

所有地区合计（n=8,756）

1. 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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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合计(n=4,022)

医药品(n=70)

食品、农水产加工品(n=257)

医疗设备(n=70)

化学品、石油制品(n=297)

电气电子设备(n=244)

金属制品(n=272)

窑业、土石(n=51)

塑料制品(n=227)

纤维(n=81)

电气电子设备零部件(n=277)

普通机械(n=334)

信息通信设备、办公设备(n=54)

有色金属(n=103)

橡胶制品(n=98)

精密设备(n=84)

钢铁(n=128)

服装、纤维制品(n=103)

运输设备零部件(汽车、摩托车)(n=642)

运输设备(汽车、摩托车)(n=159)

改善 平移 恶化

运输设备及其零部件、酒店与旅游、人才等行业出现严重恶化1-4
◼ 制造业中，运输设备（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行业回答“恶化”的占比超过七成，与此同时回答“改善”的占比为一成左右。

主要原因是东南亚、美国、欧洲等主要汽车市场中，2020年上半年销量大幅下滑。服装、纤维制品及纤维也受到投资对象国市场、
出口市场消失的影响，约七成企业回答“恶化”。

◼ 非制造业中，受行动限制影响很大的酒店与旅游业中95％、餐饮业中约八成的企业回答“恶化”。随着景气下降带来的就业环境
恶化，人才介绍与人才派遣行业中回答“恶化”的占比也超过了八成。

2020年营业利润预期（制造业、分行业）

（注）仅列出n=50以上的行业。

1. 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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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制造业合计(n=4,734)

非银行金融机构(n=216)

法务、会计、税务等(n=58)

运输、仓库(n=496)

通信、IT等(n=278)

批发(n=135)

咨询(n=123)

销售公司(n=981)

商社(n=937)

零售(n=84)

广告、市场营销、调查(n=59)

房地产(n=91)

人才介绍、人才派遣(n=51)

建筑、成套设备等(n=349)

银行(n=124)

餐饮(n=51)

酒店、旅游(n=120)

改善 平移 恶化

2020年营业利润预期（非制造业、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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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幅度因所投资国家与地区的新冠疫情应对而出现偏差1-5
◼ 2020年营业利润同比恶化的企业中，回答利润降幅为“下降三成”的占比为18.2％，“下降两成”的占比为17.0％，加在一起占

到整体的35.2％。同时从上年的盈利转为亏损的企业占比为14.5％。

◼ 在东北亚地区，降幅仅为一至三成的企业占比为51.3％，相对较高。与此同时，降幅超过七成的企业及转为亏损的企业占比则较
低。究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早地控制疫情，开工限制和行动限制带来的营业利润降幅相
对较小有关。

◼ 分行业来看，“恶化”占比最高的酒店和旅游业，营业利润降幅也最大，2020年“转为亏损”的企业占比达到37.4％。同时，营
业利润“下降九成”的占比为22.2％，“下降八成”的占比为15.2％。

营业利润“恶化”的降幅（相较于上年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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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美(n=278)

北美(n=565)

西南亚(n=218)

下降一至三成 下降四至六成 下降七至九成 转为亏损 亏损幅度增大

(％)

1. 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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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度在北美、欧洲、亚洲等所有地区刷新历史最低纪录1-6

DI值的变化（2008～2020年） 2021年预期与2020年相比较（分主要国家）

◼ 景气度指标DI值按所有地区合计为－40.1个百分点。分主要地区来看，所有地区均为负值，除东北亚（－20.3个百分点）外，其
他地区均比上年下降30～50个百分点，降幅空前。

◼ 这一数值在北美低于雷曼危机后2009年的数值，更是在所有地区刷新了历史最低纪录（注）。

◼ 关于2021年的预期，考虑到2020年大幅恶化后的反弹效果，主要各国预计营业利润将改善的企业占比较高。主要15个国家的DI
值均超过30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超过50个百分点，印度超过60个百分点。

67.5 

65.1 

60.0 

59.1 

58.7 

58.0 

56.4 

55.8 

53.9 

50.0 

46.7 

46.2 

45.7 

45.5 

44.9 

27.0 

24.9 

29.6 

30.1 

29.4 

34.5 

34.3 

31.2 

33.5 

42.7 

38.8 

38.7 

47.8 

41.5 

43.0 

5.5 

10.0 

10.4 

10.9 

11.9 

7.6 

9.3 

13.0 

12.6 

7.3 

14.6 

15.1 

6.5 

13.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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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n=326)

印度尼西亚 (n=622)

墨西哥 (n=260)

美国 (n=948)

荷兰(n-109)

巴西 (n=119)

德国 (n-280)

泰国 (n=661)

越南 (n=829)

南非 (n=82)

中国 (n=851)

俄罗斯 (n=93)

UAE (n=92)

韩国(n=123)

英国 (n=158)

改善 持平 恶化

-1.1

-25.9

-40.1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注）所有地区合计包括俄罗斯(2013, 2015-2020)，大洋洲(2008-2020)，中东（2015-2020），
非洲（2013-2020）。

1. 营业利润预期

（注）东盟从1996年，北美和中南美从2005年，欧洲从2008年，东北亚、西南亚、大洋洲从2005年，中东从2015年，非洲从2013年开始，均对截至2020年的期间进行了比较。

北美

欧洲

所有地区
合计

东北亚

东盟
中南美

西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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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47.5 

41.8 

37.8 

37.7 

37.2 

36.2 

33.2 

32.4 

54.1 

44.5 

45.0 

53.2 

53.4 

54.5 

54.4 

60.2 

58.0 

7.9 

6.5 

9.2 

7.7 

7.7 

7.4 

8.9 

4.9 

8.4 

1.2

1.5

3.9

1.2

1.3

0.9

0.5

1.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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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地区合计(n=9,085)

西南亚(n=476)

非洲(n=282)

北美(n=1,097)

东盟(n=3,582)

中南美(n=527)

欧洲(n=936)

中东(n=244)

东北亚(n=1,644)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向第三国（地区）转移或撤出

“扩大”业务占比降至四成以下，企业持观望态度

◼ 关于今后１～２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性，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36.8% （有效答卷9,085家），相比上次调查（48.9％）下降
10个百分点以上。除西南亚（47.5％）和非洲（41.8％）外，所有地区占比均在30-40％区间。在欧洲以外的所有地区，在可供
比较的范围（注）内，均刷新了历史最低纪录。

◼ 与此同时，回答“缩小”及“向第三国（地区）转移或撤出”的企业，除非洲外在所有地区的合计均不到一成。回答“维持现状”
的企业在几乎所有地区中都超过五成，更多企业受新冠疫情扩大的影响，在不明朗的前景中表现出观望的态度。

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性（分地区） “扩大”占比的变化（分地区）

48.9

36.8

30

40

50

60

70

8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注）所有地区合计包括俄罗斯、大洋洲。

2-1

2. 今后的业务开展

所有地区合计

东北亚

西南亚

中南美

欧洲
北美

东盟

（％）

（注）北美、中南美从2012年，欧洲从2008年，东北亚、东盟、西南亚从1999年，中东从2015年，非洲从2013年开始，均对截至2020年的期间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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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46.8 

45.9 

43.5 

42.5 

40.5 

39.1 

37.4 

36.6 

34.1 

31.5 

29.0 

27.7 

26.8 

24.7 

41.7 

47.1 

45.0 

48.1 

49.2 

53.3 

51.9 

53.3 

55.6 

53.7 

58.6 

59.1 

66.0 

63.0 

63.0 

6.3 

5.4 

9.2 

7.8 

6.7 

5.8 

7.8 

8.0 

6.7 

8.5 

8.6 

10.8 

5.3 

9.5 

11.7 

1.2

0.7

0.7

1.7

0.4

1.3

1.4

1.0

3.7

1.3

1.1

1.1

0.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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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n=336)

越南(n=901)

荷兰(n=109)

德国(n=283)

巴西(n=120)

墨西哥(n=259)

美国(n=950)

印度尼西亚(n=666)

中国(n=876)

南非(n=82)

泰国(n=671)

俄罗斯(n=93)

UAE(n=94)

韩国(n=127)

英国(n=162)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向第三国（地区）转移或撤出

主要国家扩大业务的意愿均有下降

◼ 分主要国家来看，印度回答“扩大”的占比为50.9％，是唯一过半的国家，同时，受新冠疫情扩大的影响作为供应链分散地而受
到瞩目的越南其占比也达到46.8％，接近一半。但同样是这两个国家，与上年相比较，同比数据还是分别下降14.6个百分点和下
降17.1个百分点，可见业务扩大意愿大为减弱。

◼ 与此同时，中国（36.6％）、韩国（26.8％）虽然回答“扩大”的占比相对较低，但同比数据却只下降了6.6个百分点和3.8个百
分点。在所有主要国家中回答“扩大”的占比均比上年有所下降。

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性（分主要国家） 回答“扩大”占比的同比数据（分主要国家）

△ 21.5
△ 19.9△ 17.1

△ 15.1 △ 14.6 △ 14.1 △ 14.1

△ 24

△ 16

△ 8

0

南非 UAE 越南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德国

△ 13.3△ 13.3△ 12.5△ 12.2
△ 11.7

△ 8.4
△ 6.6 △ 3.8

△ 24

△ 16

△ 8

0

（百分点）

（百分点）

（注）美国的2019年数据仅以制造业为对象。

2-2

2. 今后的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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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58.3 

51.4 

50.0 

49.1 

48.3 

20.1 

19.6 

16.1 

14.6 

13.5 

54.4 

33.3 

45.9 

40.9 

46.3 

46.6 

79.3 

73.9 

80.6 

35.8 

67.6 

8.2 

8.3 

2.7 

4.5 

3.6 

3.4 

0.6 

6.5 

3.2 

48.0 

10.8 

1.2

4.5

1.1

1.7

1.6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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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制造业合计(n=5,018)

大厦及设施管理等(n=24)

BPO(n=37)

娱乐、生活相关服务(n=22)

通信、IT等(n=281)

法务、会计、税务等(n=58)

银行(n=169)

矿业(n=46)

媒体相关(n=31)

酒店、旅游(n=123)

设计(n=37)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向第三国（地区）转移或撤出

37.5 

63.1 

59.2 

56.3 

53.1 

45.5 

27.6 

24.3 

23.6 

21.7 

21.4 

53.7 

31.2 

36.6 

33.8 

46.9 

45.5 

55.2 

54.2 

63.6 

69.6 

69.0 

7.6 

4.6 

4.2 

5.6 

9.1 

13.8 

17.8 

10.9 

8.7 

7.1 

1.3

1.1

4.2

3.4

3.7

1.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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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合计(n=4,067)

食品、农水产加工品(n=263)

医药品(n=71)

医疗设备(n=71)

纸、纸浆(n=32)

日用品等(n=22)

运输设备（船舶、航空等）(n=29)

服装、纤维制品(n=107)

信息通信设备、办公设备(n=55)

木材、木制品(n=23)

运输设备零部件（船舶、航空等）…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向第三国（地区）转移或撤出

需求坚挺的食品和医药品行业，六成企业愿意扩大业务

◼ 分行业来看，制造业中，食品与农水产加工品（63.1％）、医药品（59.2％）及医疗设备（56.3％）等即使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也
保持坚挺需求的行业，五成以上企业表示愿意“扩大”业务。与此同时，因封城和封锁边境等措施出行受到很大限制的运输设备
（船舶、航空等）（27.6％）及其零部件（21.4％）行业，则只有两成企业表示愿意“扩大”。

◼ 非制造业中，因新冠疫情扩大而受到严重负面影响的酒店与旅游业，只有14.6％的企业表示愿意“扩大”，而表示愿意“缩小”
的企业占比则为48.0％，异常突出。

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性（制造业） 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性（非制造业）

（中略） （中略）

（注）仅列出n=20以上、“扩大”占比排名前五和后五的行业。

2-3

2. 今后的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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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恢复正常预计会在2021年下半年3-1

预计业务活动恢复正常的时期（分地区） 预计2020年内业务恢复正常的行业

9.7 

20.9 

12.0 

8.7 

8.0 

7.1 

6.9 

6.6 

6.5 

5.4 

9.0 

11.5 

7.8 

13.3 

10.5 

11.0 

8.9 

6.6 

9.7 

7.6 

30.9 

27.0 

31.4 

38.9 

36.1 

34.4 

26.6 

33.1 

28.0 

31.6 

31.7 

27.4 

30.3 

24.5 

27.6 

30.1 

30.0 

34.3 

41.9 

35.9 

14.7 

9.9 

14.2 

10.2 

14.3 

14.5 

21.1 

14.9 

9.7 

16.0 

4.0 

3.4 

4.2 

4.4 

3.6 

2.8 

6.6 

4.5 

4.3 

3.6 

0 20 40 60 80 100

整体（n=9,008）

东北亚（n=1,632）

北美（n=1,097）

西南亚（n=473）

中南美（n=526）

非洲（n=282）

欧洲（n=930）

中东（n=242）

俄罗斯（n=93）

东盟（n=3,530）

已恢复正常 2020年内

2021年上半年 2021年下半年

2022年以后 无法预测何时恢复正常

（％）

◼ 业务活动切实恢复正常的时期预计为2021年下半年（同年上半年为30.9％，下半年为31.7％）。包括2020年内恢复正常在内，认为
到2021年下半年将会恢复正常的企业占比达到八成左右（81.3％）。

◼ 疫情期间中国采取了严格的封城和跟踪感染者等措施，在中国回答“已恢复正常”的比例约为三成（29.1％）。包括台湾、韩国在
内的东北亚地区也超过两成。而在东盟、中东、欧洲等地预计2020年内恢复正常的企业占比则较低。

◼ 分行业来看，受疫情影响较少的医药品行业恢复较快。运输设备零部件（汽车、摩托车）虽有市场大幅下滑的影响，但在坚挺的需
求支撑下，三成以上企业预计年内将恢复。与此同时，与人接触机会较多的面向个人的服务行业则恢复速度相对较慢。

排名前五的行业

行业名 占比（％）

医药品（n=70） 34.3

运输设备零部件（汽车、摩托车）（n=637） 32.5

农林水产业（n=36） 30.6

大厦及设施管理等（n=24） 29.2

媒体相关（n=31） 29.0

排名后五的行业

行业名 占比（％）

酒店、旅游（n=123） 0.8

娱乐、生活相关服务（n=21） 9.6

运输设备（船舶、航空等）（n=29） 10.3

人才介绍、人才派遣（n=48） 10.4

矿业（n=45） 11.1

3. 应对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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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以上企业调整业务战略3-2

调整业务战略和商业模式（分地区） 调整业务战略和商业模式（分行业）

53.6 

63.4 

62.7 

59.4 

59.2 

56.0 

52.4 

51.7 

48.4 

46.3 

46.4

36.6

37.3

40.6

40.8

44.0

47.6

48.3

51.6

53.8

0 20 40 60 80 100

整体（n=8,974）

俄罗斯（n=93）

西南亚（n=472）

欧洲（n=923）

非洲（n=282）

北美（n=1,095）

中南美（n=527）

东盟（n=3,513）

东北亚（n=1,627）

中东（n=240）

已调整（计划调整） 没有调整（没有计划）

（％）

48.6 

57.6 

86.0 

85.4 

82.7 

79.3 

76.0 

71.0 

68.7 

67.7 

67.6 

65.9 

65.4 

51.4

42.4

14.0

14.6

17.3

20.7

24.0

29.0

31.3

32.3

32.4

34.1

34.6

0 20 40 60 80 100

■制造业合计（n=4,005）

■非制造业合计（n=4,969）

酒店、旅游（n=121）

人才介绍、人才派遣（n=48）

餐饮（n=52）

教育及研究机构（n=29）

医疗、福利、保健（n=25）

广告、市场营销、调查（n=62）

零售（n=83）

媒体相关（n=31）

BPO（n=37）

咨询（n=123）

批发（n=136）

已调整（计划调整） 没有调整（没有计划）

（％）

◼ 受新冠疫情影响，企业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对于业务战略和商业模式，占整体53.6％的企业回答“已调整或计划调整”。

◼ 分行业来看，回答“已调整或计划调整”的企业中，“酒店、旅游”（86.0％），“人才派遣、人才介绍”（85.4％），“餐饮”
（82.7％）等行业占比较高。可见越是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亏损和业绩下滑严重的行业，积极调整业务战略和商业模式的意愿越高。

3. 应对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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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美为主数字化进一步获得进展3-3

业务战略和商业模式的具体调整内容 具体调整内容（排名前三位：分主要地区）

38.1

30.4

27.8

24.8

12.5

0 20 40 60

调整销售客户

推动虚拟展会等措施运用

推动使用AI等数字化措施

调整销售产品

开启本公司产品电商销售

(%)

（n=4,705，多选）

◼ 具体调整内容，销售方面占比最高的是“调整销售客户”，紧随其后的是以欧美地区为主的“推动虚拟展会等措施运用“及”推
动使用AI等数字化措施“，呈现出显著的在线化、数字化发展趋势。JETRO也在通过参展Alibaba.com、支持促销宣传等方式，
支援企业数字化举措。

◼ 在采购与生产方面，除“新增投资、设备投资停止或延期”外，通过“替换供应商”、“推动自动化和少人化”等方式予以应对
的企业占比较高。与此同时，采取“调整产地”等彻底更改供应链方式的企业仅占6.2％。

◼ 在管理与经营体制方面，“扩大运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措施“占比超过整体的六成，遥遥领先于其他措施。

欧洲（n=536，多选） （％）
1 扩大运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措施 80.6

2 推动虚拟展会等措施运用 40.7

3 推动使用AI等数字化措施 35.6

北美（n=606，多选）
1 扩大运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措施 76.9

2 推动虚拟展会等措施运用 44.4

3 通过减员进行精简化 37.5

西南亚（n=286，多选）
1 扩大运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措施 68.9

2 调整销售客户 42.7

3 缩减海外派驻人员 31.5

东盟（n=1,768，多选）
1 扩大运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措施 51.1

2 调整销售客户 43.0

3 通过减员进行精简化 32.0

东北亚（n=767，多选）
1 扩大运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措施 51.1

2 调整销售客户 42.1

3 通过减员进行精简化 30.5

20.6

20.4

15.7

15.5

12.2

0 20 40 60

新增投资、设备投资停止或延期

替换供应商

推动自动化和少人化

实施多家采购

运用电商网站

(%)

（n=4,705，多选）

采购与生产

63.2

31.6

21.2

20.4

17.3

0 20 40 60

扩大运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措施

通过减员进行精简化

缩减海外派驻人员

调整员工待遇

推动经营本土化

(%)

（n=4,705，多选）

（注）各项战略列出了排名前五的条目。

销售

管理与经营体制

3. 应对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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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要调整项目（分国家／分行业）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调整销售客户或减员措施

（注）仅列出n=20以上的行业。

扩大运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措施 调整销售客户

国家 分行业 国家 分行业

荷兰（n=60） 90.0 银行（n=87） 92.0 泰国（n=322） 53.1 服装、纤维制品（n=60） 66.7

英国（n=84） 86.9 法务、会计、税务等（n=27） 85.2 UAE（n=44） 47.7 纤维（纺织、织物、化纤（n=40） 62.5

南非（n=50） 86.0 通信、IT等（n=173） 82.1 中国（n=369） 46.1 咨询（n=77） 54.5

法国（n=64） 84.4 媒体相关（n=20） 80.0 印度（n=207） 44.4 塑料制品（n=107） 53.3

巴西（n=78） 80.8 医药品（n=36） 77.8 越南（n=383） 42.3 钢铁（含铸造及锻造品）（n=53） 50.9

通过减员进行精简化 推动虚拟展会等措施运用

国家 分行业 国家 分行业

印度尼西亚(n=341) 46.3 酒店、旅游（n=103） 59.2 法国（n=64） 50.0 医药品（n=36） 58.3

墨西哥(n=115) 43.5
运输设备零部件（汽车、摩托车）
（n=280）

58.9 德国（n=163） 45.4 精密设备（分析仪器等）(n=51) 56.9

荷兰（n=60） 41.7 橡胶制品（n=41） 53.7 美国（n=525） 43.8 酒店、旅游（n=103） 54.4

巴西（n=78） 38.5 餐饮（n=43） 53.5 巴西（n=78） 43.6 媒体相关（n=20） 50.0

美国（n=525） 37.3 钢铁（含铸造及锻造品）（n=53） 49.1 南非（n=50） 42.0 销售公司（n=560） 48.4

推动使用AI等数字化措施 调整销售产品

国家 分行业 国家 分行业

法国（n=64） 57.8 媒体相关（n=20） 75.0 法国（n=64） 37.5 纤维（纺织、织物、化纤）（n=40） 40.0

韩国（n=71） 46.5 医药品（n=36） 55.6 南非（n=50） 36.0 服装、纤维制品（n=60） 40.0

俄罗斯（n=59） 42.4 广告、市场营销、调查（n=44） 52.3 中国（n=369） 32.0 通信、IT等（n=173） 39.9

巴西（n=78） 39.7 精密设备（分析仪器等）（n=51） 51.0 墨西哥（n=115） 31.3 餐饮（n=43） 39.5

美国（n=525） 37.1 教育及研究机构（n=22） 50.0 泰国（n=322） 26.4 零售（n=56） 35.7

3. 应对新冠疫情

（单位：％）

◼ 回答“调整销售客户”的占比在泰国超过五成。在排名靠前的中国、印度等亚洲各国该项回答率较高。具体调整方式，不论国内
还是国外，均为开拓新客户，除此之外也有终止销售的动向。

◼ 回答“通过减员采取精简措施”的占比在主要国家中以印度尼西亚为最高。究其原因，可能是原本以合同工方式雇佣人员的企业
终止合同的情况较多。同时，分不同行业来看，酒店与旅游、餐饮等接触型产业及运输设备零部件的回答率较高。

◼ 在“虚拟展会”方面，可看到推动在线研讨会、参加在线洽谈会等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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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36.5

31.0

32.5

34.2

8.1

26.5

26.5

11.7

14.2

22.7

30.7

20.6

30.7

62.0

41.0

24.3

76.3

18.7

26.3

15.5

30.2

22.9

22.9

19.7

34.9

9.4

22.1

14.5

22.7

16.7

12.2

7.0

12.8

14.4

2.6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自動化・省人化の推進（n=683）

複数調達化の実施（n=691）

海外駐在員の削減（n=928）

調達先の切り替え（n=928）

AI利用などデジタル化の推進（n=1,217）

バーチャル展示会などの活用の推進…

人員削減による合理化（n=1,357）

販売先の見直し（n=1,718）

在宅勤務などの活用拡大（n=2,742）
（单位：％）

感染拡大前から着手 感染拡大後着手 今年中に着手予定 来年以降着手予定

＜非接触＞

＜可视化、多元化＞

＜精简化＞

＜多元化、非接触＞

＜可视化、非接触＞

＜多元化＞

＜精简化＞

＜多元化＞

＜可视化、非接触＞

推动“可视化”“多元化”“非接触”“精简化”3-5
◼ 新冠疫情下，企业希望今后构建将疾病大流行的情况纳入其中的经营及商业模式。从疫情扩大后开始着手采取“调整销售客

户”“推动使用AI等数字化措施”的企业占比分别为73.6％和65.8％。

◼ 从上述回答可以看到“推动可视化”“建议最佳运输路径”等有助于“供应链可视化”的动向。同时，包括“替换供应商”
（67.5％）和“实施多家采购”（63.5％）在内，旨在分散风险的“多元化和多角化”也成为关键词。从“推动自动化和少人化”
（55.0％）可以看到加强现场“非接触化”的动向。缩减海外派驻人员、推动经营本土化等“精简化和效率化”动向也获得进展。

主要各项措施调整时期

3. 应对新冠疫情

扩大居家办公等措施运用（n=2,742）

调整销售客户（n=1,718）

通过减员进行精简化（n=1,357）

推动虚拟展会等措施运用

推动使用AI等数字化措施（n=1,217）

替换供应商（n=928）

缩减海外派驻人员（n=928）

实施多家采购（n=691）

推动自动化和少人化（n=683）

从感染扩大前着手 感染扩大后着手 计划今年年内着手 计划明年以后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