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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当地销售额增长和出口扩大的影响，盈利企业占比创历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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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篇 主要调查结果

1.盈利企业占比有所增长，创下最高水平（P7、9、11）

◼ 2021年中国盈利企业占比为72.2％，较2020年度调查结果（63.5％）有所改善，创下2007年度调查（包括非制造

业）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原因除了“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长”之外，还有“出口扩大使得销售额增长”。

◼ 在表示景气度的DI值（注）方面，预计中国2021年为14.7，2022年为33.5，景气度有所恢复（2020年度调查结果为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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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业务开展的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有所增长，回答“转移、撤退”的企业占比处于2010

年度调查以来的较低水平（P17-19）

◼ 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40.9％，较上年调查结果（36.6％）增长了4.3个百分

点，但尚未恢复到2019年新冠疫情前水平（43.2％）。从行业来看，制造业中的“铁、有色金属、金属”“电器电

子产品”、非制造业中的“运输业”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较2020年度调查结果增长了10个百分点以上。回答

“缩小”或“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的企业占比为3.8％，处于2010年度调查（3.4％）以来的较低水平。

◼ 关于扩充的功能，回答“销售功能”的企业占比继2020年度调查后依然位列首位，其次是“生产（高附加值产

品）”“生产（通用产品）”。

3.关于经营上的问题，排名靠前的回答有工资上涨、竞争对手崛起（P26）

◼ 关于经营上的问题，“员工工资上涨”（72.4％）继2020年度调查后依然是最大问题，增长了9.1个百分点。前10

项中“人才（普通职员、办公人员）招聘难”（32.1％）、“人才（中层管理人员）招聘难”（28.1％）较2020年

度调查结果分别增长了12.7个百分点和7.5个百分点。

4.约5成企业将在华累计收益用作中国境内再投资本金（P51）

◼ 约5成企业将在华累计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或“一半左右”用作投资本金，用于增强在中国境内的生产和销售等

能力。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回答“绝大部分”或“一半左右”的企业占比合计超出非制造业23.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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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调查概要（1）

调查对象
企业数

调查企业数 详情 有效
回答率有效回答 占比 制造业 非制造业

总数 14,175 4,635 100.0 1,979 2,656 32.7

东北亚 2,751 1,354 29.2 552 802 49.2

中国 1,553 685 14.8 406 279 44.1

香港、澳门 489 344 7.4 43 301 70.3

台湾 554 221 4.8 64 157 39.9

韩国 155 104 2.2 39 65 6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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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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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8月25日－9月24日

调查期间

◼ 对14175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4635家企业给出
了有效回答。各国家和地区的详情如右表所示（有
效回答率为32.7％）。

答卷情况

（家、％）

◼ 调查始于1987年，本年度为第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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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卷企业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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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191 4.1 36 155 43.2

澳大利亚 304 145 3.1 25 120 47.7

新西兰 138 46 1.0 11 35 33.3

西南亚 1,331 397 8.6 182 215 29.8

印度 1,007 281 6.1 130 151 27.9

孟加拉国 195 50 1.1 23 27 25.6

巴基斯坦 67 46 1.0 22 24 68.7

斯里兰卡 62 20 0.4 7 13 32.3

东盟 9,651 2,693 58.1 1,209 1,484 27.9

越南 1,883 702 15.1 348 354 37.3

泰国 2,678 564 12.2 314 250 21.1

新加坡 1,063 475 10.2 111 364 44.7

印度尼西亚 1,740 374 8.1 207 167 21.5

马来西亚 941 190 4.1 105 85 20.2

缅甸 493 180 3.9 37 143 36.5

柬埔寨 282 93 2.0 30 63 33.0

菲律宾 490 88 1.9 46 42 18.0

老挝 81 27 0.6 11 16 33.3

调查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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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调查概要（2）

中国 439 246

广东省 79 52

北京市 72 13

山东省 43 36

上海市 45 31

湖北省 46 20

江苏省 35 26

辽宁省 32 29

天津市 18 8

四川省 21 4

重庆市 16 6

福建省 9 9

浙江省 8 2

其他 15 10

非制造业合计 279 40.7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67 9.8

运输业 45 6.6

销售公司 40 5.8

信息通讯业 33 4.8

金融、保险业 28 4.1

业务相关服务业 16 2.3

零售业 10 1.5

房地产与租赁业 8 1.2

建筑业 8 1.2

旅游、娱乐业 5 0.7

餐饮业 2 0.3

农林水产业 2 0.3

其他非制造业 15 2.2

有效回答 占比

制造业合计 406 59.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83 12.1

铁、有色金属、金属 50 7.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37 5.4

电器电子产品 33 4.8

化学、医药 33 4.8

普通机械设备 32 4.7

食品 28 4.1

塑料制品 25 3.7

纺织与服装 20 2.9

运输机械设备 15 2.2

纸、木制品、印刷 12 1.8

橡胶、陶瓷业、土石 11 1.6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 10 1.5

其他制造业 1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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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企业数

685 131 85 79 76 66 61 61 26 25 22 18 10 25

占比
（％）

- 19.1 12.4 11.5 11.1 9.6 8.9 8.9 3.8 3.7 3.2 2.6 1.5 3.7

有效回答 占比

（注）“其他”为有效答卷企业数少于10家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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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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中分类 小分类

1 食品 食品、农产及水产加工品

2 纺织与服装
纺织（纺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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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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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与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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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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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与租赁业
房地产
大厦与设施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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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馆与旅游
娱乐与生活相关服务（含大型活动、体育设
施、美容美发）

27 餐饮业 餐饮

28 教育与医疗
教育与研究机构
医疗、福祉、保健

29 其他非制造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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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63.5

84.0

48.4

83.6

64.6

76.7

72.5

74.1

63.8

73.1

58.1

73.0

70.4

68.5

69.1

66.2

62.3

64.1

61.0

59.1

48.3

15.1

17.1

8.0

16.1

3.3

14.6

11.7

15.9

16.0

14.6

23.1

22.6

16.2

14.3

20.6

13.1

13.9

15.6

19.2

20.7

13.6

37.9

12.7

19.5

8.0

35.5

13.1

20.7

11.7

11.6

9.9

21.6

3.9

19.4

10.8

15.3

11.0

17.9

20.0

22.1

16.7

18.3

27.3

13.8

21年调查(668)

20年调查(862)

21年调查(25)

20年调查(31)

21年调查(61)

20年调查(82)

21年调查(60)

20年调查(69)

21年调查(131)

20年调查(199)

21年调查(26)

20年调查(31)

21年调查(74)

20年调查(98)

21年调查(73)

20年调查(84)

21年调查(65)

20年调查(77)

21年调查(78)

20年调查(82)

21年调查(22)

20年调查(2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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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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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

寧
省

広

東
省

天

津
市

上

海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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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市

湖

北
省

山

東
省

重

慶
市

盈利 持平 亏损

许多省市当期预测为“盈利”的企业占比增长1-1
◼ 2021年营业利润预测为“盈利”的企业占比为72.2％，较上年增长了8.7个百分点。从省市来看，除北京市外，其他省

市回答“盈利”的企业占比均较上年有所增长。

◼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企业（79.1％）回答“盈利”的企业占比高于中小企业（60.1％）。

2021年营业利润预测（按省市、时间）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省市。

2021年营业利润预测（按省市、企业规模）

79.1

60.1

90.3

62.1

85.7

80.8

79.6

63.3

78.6

47.2

77.2

69.2

76.1

42.1

72.1

50.0

80.0

50.0

11.5

21.4

6.5

17.2

5.7

0.0

13.6

20.0

11.9

27.8

12.7

21.2

8.7

26.3

18.0

33.3

13.3

30.0

9.4

18.5

3.2

20.7

8.6

19.2

6.8

16.7

9.5

25.0

10.1

9.6

15.2

31.6

9.8

16.7

6.7

20.0

大企业(425)

中小企业(243)

大企业(31)

中小企业(29)

大企业(35)

中小企业(26)

大企业(44)

中小企业(30)

大企业(42)

中小企业(36)

大企业(79)

中小企业(52)

大企业(46)

中小企业(19)

大企业(61)

中小企业(12)

大企业(15)

中小企业(10)

中
国

遼
寧
省

江
蘇
省

上
海

市
山

東
省

広
東

省
湖

北
省

北
京
市

そ
の
他

盈利 持平 亏损

中国

辽宁省

江苏省

上海市

山东省

广东省

湖北省

北京市

（％）（％）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

1.营业利润预期

中国

四川省

江苏省

辽宁省

广东省

天津市

上海市

北京市

湖北省

山东省

重庆市



8Copyright©2022JETRO.Allrightsreserved.

70.9

78.2

60.7

14.4

11.1

19.0

14.7

10.7

20.2

制造业(402)

大企业(234)

中小企业(168)

74.1

80.1

58.7

16.2

12.0

26.7

9.8

7.9

14.7

非制造业(266)

大企业(191)

中小企业(75)

制造业、非制造业营业利润预期为“盈利”的企业占比均
为7成1-2

◼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回答“盈利”的企业占比为70.9％，非制造业为74.1％。

◼ 制造业中的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橡胶、陶瓷业、土石、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非制造业中的金融、保险业、销售公

司、零售业回答“盈利”的企业占比为8成以上。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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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营业利润预测（非制造业）

90.0

81.8

81.1

75.0

74.0

73.3

72.0

68.8

67.9

64.5

64.0

58.3

45.0

10.0

9.1

10.8

18.8

10.0

13.3

12.2

12.5

17.9

16.1

20.0

8.3

35.0

9.1

8.1

6.3

16.0

13.3

15.9

18.8

14.3

19.4

16.0

33.3

20.0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10)

橡胶、陶瓷业、土石(1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7)

电器电子产品(32)

铁、有色金属、金属(50)

运输机械设备(15)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82)

普通机械设备(32)

食品(28)

化学、医药(31)

塑料制品(25)

纸、木制品、印刷(12)

纺织与服装(20)

盈利 持平 亏损

88.0

82.5

80.0

78.0

75.0

69.7

62.5

12.0

12.5

9.8

14.1

24.2

37.5

5.0

20.0

12.2

10.9

6.1

金融、保险业(25)

销售公司(40)

零售业(10)

运输业(41)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64)

信息通讯业(33)

业务相关服务业(16)

盈利 持平 亏损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行业。

（％） （％）

1.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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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2年景气度恢复情况将好于2021年1-3
◼ 关于营业利润预期，从DI值（注）来看，预计2022年中国为33.5个百分点，景气度恢复情况将好于2021年。从地区

来看，除上海市、重庆市外，其他省市2022年DI值超过2021年。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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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看营业利润预期（按省市）

（百分点）33.5

14.7

47.7

43.1

20.8

38.0

11.4

35.0

20.0

32.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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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广东省

辽宁省

四川省

上海市

（注2）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省市。

1.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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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行业2022年DI值超过2021年1-4
◼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非制造业中许多行业2022年DI值均超过2021年。其中，纺织与服装、信息通讯业、运输机械设

备零部件2022年DI值较2021年增长了40个百分点以上。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从DI值看营业利润预期（按行业、企业规模）

制造业 非制造业

按企业规模

大企业

中小企业

（百分点）

（百分点）

制造业

纺织与服装

化学、医药

铁、有色金属、金属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普通机械设备

塑料制品

电器电子产品

食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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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9.1 

36.5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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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27.5 

34.1 

20.0 

20.0 

-20 0 20 40 60

2022年(263)

2021年(266)

2022年(33)

2021年(33)

2022年(63)

2021年(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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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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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
売
会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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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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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业

销售公司

1.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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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21.3

38.2

36.7

34.1

38.2

33.5
44.7

23.5

0

20

40

60

80

100

2019年調査

(689)

2020年調査

（851)

2021年調査

(667)

改善 持平 恶化

（％）

2019年调查
（689）

2020年调查
（851）

2021年调查
（667）

11.1

12.0

15.6

19.1

20.1

18.1

37.0

25.1

69.9

3.9

15.0

8.9

13.9

30.6

37.8

38.3

19.4

66.1

6.7

7.1

9.9

10.7

11.9

15.0

17.0

18.2

32.8

77.9

汇率波动

其他

销售效率提高

削减采购成本

削减人工费

削减其他支出

开工率提高

生产效率提高（仅制造业）

出口扩大使得销售额增长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

2021年调查(253、其

中制造业149)

2020年调查(180、其

中制造业107)

2019年调查(199、其

中制造业100)

（多选、％）

在当地市场销售额增长的背景下，利润“改善”的企业占比增长1-5
◼ 关于当期营业利润预测，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为38.2％，较2020年度调查结果（21.3％）增长了16.9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中，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长”的企业占比（77.9％）最多。

◼ 关于“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长”的原因，回答“上年新冠疫情导致的销售额减少的报复性增长”的企业占比达到

50.6％，可见虽然尚处在新冠疫情中，但仍有很多企业预计市场将会复苏。

当期营业利润预测（较上年、按时间） 当期营业利润预测的改善原因（按时间）

（注）“其他支出”包括管理费、煤电燃料费、燃料动力费等。
“开工率提高”为2021年新增回答项目。

1.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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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省市营业利润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销售额增长”1-6
◼ 关于当期营业利润改善原因，北京市、山东省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长”的企业占比达9成以上。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广东省（55）、山东省（30）、上海市（27）、北京市（26）、辽宁省（26）、江苏省（25）、
湖北省（14）、四川省（11）、重庆市（11）。按照上页中国回答率从高到低的顺序列示。

“生产效率提高（仅制造业）”的有效答卷企业数较少，没有列示。

92.3

90.0

81.8

78.6

77.8

76.0

69.2

69.1

63.6

北京市

山东省

重庆市

湖北省

上海市

江苏省

辽宁省

广东省

四川省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

46.2

45.5

40.0

36.4

30.0

28.6

22.2

19.2

18.2

辽宁省

广东省

江苏省

重庆市

山东省

湖北省

上海市

北京市

四川省

出口扩大使得销售额增长

27.3

21.4

20.0

19.2

18.5

18.2

14.6

13.3

11.5

重庆市

湖北省

江苏省

辽宁省

上海市

四川省

广东省

山东省

北京市

开工率提高

29.6

21.4

19.2

18.2

18.2

14.6

8.0

7.7

3.3

上海市

湖北省

北京市

四川省

重庆市

广东省

江苏省

辽宁省

山东省

削减其他支出

18.5

18.2

18.2

14.6

11.5

7.7

7.1

3.3

0.0

上海市

四川省

重庆市

广东省

北京市

辽宁省

湖北省

山东省

江苏省

削减人工费

27.3

21.4

18.2

12.0

11.5

10.9

7.7

6.7

3.7

重庆市

湖北省

四川省

江苏省

辽宁省

广东省

北京市

山东省

上海市

削减采购成本

（％）

1.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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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当期营业利润“恶化”的企业占比较上年降低1-7
◼ 关于当期营业利润预测，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为23.5％，较2020年度调查结果（44.7％）下降了21.2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中，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的企业占比（56.1％）最多。

◼ 在“恶化”原因中，回答“采购成本增加”的企业占比（49.0％）较2020年度调查结果增长了37.6个百分点，迅速

上升为营业利润恶化的第二大主要原因。

当期营业利润预测（较上年、按时间） 当期营业利润预测恶化的原因（按时间）

（注）“其他支出”包括管理费、煤电燃料费、燃料动力费等。
“开工率下降”为2021年新增回答项目。

56.1

49.0

42.7

29.9

24.8

24.8

20.4

12.7

22.9

68.7

11.4

17.5

11.4

49.9

6.6

6.1

13.0

66.2

18.2

35.5

13.0

37.7

15.6

14.7

12.6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

采购成本增加

人工费上涨

未充分转嫁到销售价格上

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

开工率下降

汇率波动

其他支出增加

其他

2021年调查(157)

2020年调查(377)

2019年调查(231)

（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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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調査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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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调查
（689）

2020年调查
（851）

2021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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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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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营业利润预测恶化的原因（按省市）1-8
◼ 上海市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的企业占比超过8成。广东省回答“采购成本增加”的企业占比将近8成。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广东省（34）、山东省（21）、辽宁省（19）、上海市（14）、湖北省（14）、江苏省（13）、
北京市（12）。按照上页中国回答率从高到低的顺序列示。

85.7

78.6

58.3

55.9

42.9

38.5

36.8

上海市

湖北省

北京市

广东省

山东省

江苏省

辽宁省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

79.4

57.9

47.6

46.2

28.6

25.0

21.4

广东省

辽宁省

山东省

江苏省

上海市

北京市

湖北省

采购成本增加

41.2

38.5

38.1

35.7

16.7

14.3

10.5

广东省

江苏省

山东省

湖北省

北京市

上海市

辽宁省

未充分转嫁到销售价格上

52.4

36.8

35.7

23.1

17.7

8.3

0.0

山东省

辽宁省

上海市

江苏省

广东省

北京市

湖北省

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

58.3

53.9

52.4

44.1

42.1

35.7

35.7

北京市

江苏省

山东省

广东省

辽宁省

上海市

湖北省

人工费上涨

42.1

35.7

32.4

21.4

16.7

15.4

14.3

辽宁省

湖北省

广东省

上海市

北京市

江苏省

山东省

开工率下降

（％）

1.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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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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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調査

(663)

改善 持平 恶化

（％）

回答下期营业利润预期“改善”的企业占比仅为4成1-9
◼ 关于下期营业利润预期，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为43.0％，较2020年度调查结果（46.7％）有所降低。

◼ “改善”原因中，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长”的企业占比（78.9％）最多。此外，回答企业占比较多的还有

“生产效率提高（仅制造业）”（41.0％）、“出口扩大使得销售额增长”（28.5％）。

下期营业利润预期（较上年、按时间） 下期营业利润预期改善的原因（按时间）

（注）“其他支出”包括管理费、煤电燃料费、燃料动力费等。“本国及他国政府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包括关税上调、出口数量限制、
制裁、进口替代等产业政策等。“取消关税和FTA/EPA生效等的影响”包括本国及他国政府以及多国间的贸易促进措施。

2019年调查
（682）

2020年调查
（851）

2021年调查
（663）

78.9

41.0

28.5

15.5

13.7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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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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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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效率提高

削减采购成本

削减其他支出

削减人工费

汇率波动

本国及他国政府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

取消关税和FTA/EPA生效等的影响

其他

2021年调查(284、

其中制造业173)

2020年调查(394、

其中制造业236)

2019年调查(247、

其中制造业145)

（多选、％）

1.营业利润预期



16Copyright©2022JETRO.Allrightsreserved.

36.7
46.7 43.0

48.2
38.8 47.5

15.1 14.6
9.5

0

20

40

60

80

100

2019年調査

(682)

2020年調査

(851)

2021年調査

(663)

改善 持平 恶化

（％）

采购成本增加成为下期营业利润预期恶化的原因之一1-10

◼ 回答下期营业利润预期 “恶化”的企业占比为9.5％，较2020年度调查结果（14.6％）有所降低。

◼ 关于“恶化”原因，回答“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的企业占比（47.6％）最多。此外，“采购成本增加”（46.0

％）、“人工费上涨”（44.4％）较2020年度调查结果增长了10个百分点以上。

下期营业利润预期（较上年、按时间） 下期营业利润预期恶化的原因（按时间）

（注）“其他支出”包括管理费、煤电燃料费、燃料动力费等。“本国及他国政府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包括关税上调、出口数量限制、
制裁、进口替代等产业政策等。“取消关税和FTA/EPA生效等的影响”包括本国及他国政府以及多国间的贸易促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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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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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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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51.5

37.9

18.5

15.5

15.5

0.0

8.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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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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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费上涨

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

未充分转嫁到销售价格上

其他支出增加

汇率波动

利息上涨

本国及他国政府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

取消关税和FTA/EPA生效等的影响

其他

2021年调查(63)

2020年调查(123)

2019年调查(103)

（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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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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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增长，转移、撤退的企业占比降低2-1
◼ 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40.9％，较上年调查结果（36.6％）增长了4.3个百分点，

但尚未恢复到2019年新冠疫情前水平（43.2％）。

◼ 回答“缩小”（3.4％）或“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0.4％）的企业占比（3.8％）较上年降低了3.9个百分
点，为2010年度调查（3.4％）以来的较低水平。

按省市

2.今后的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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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35.0

32.9
32.0

30.3
35.8

30.8
38.7

50.0
30.0
28.6
28.6

55.2
55.6

50.6
44.4

40.0
50.0

50.0
50.0

51.5
45.2

54.6
45.1
53.3

56.1
45.3
54.2

31.3
35.3
50.6

63.4
54.1

53.0
48.7

47.4
57.4

62.9
46.8

58.9
57.0

57.7
66.7

63.6
59.3

57.7
51.6

50.0
70.0

62.0
64.3

3.4
6.7
5.4

16.0
4.6

3.0
6.0
4.1
3.9

2.4
5.7

18.8
11.8

3.8
8.5
8.1

3.0
7.9

3.5
1.6
5.7
3.9
4.7

7.0
8.2

1.3
6.1
3.7

11.5
9.7

4.8
7.1

0.4
1.0
0.9

9.1

1.2
1.0

1.2

1.2

1.3

1.6

1.3

1.0
1.2

1.2

4.8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

中国
21年调查（679）

20年调查（876）

19年调查（690）

福建省
21年调查（18）

20年调查（25）

19年调查（22）

重庆市
21年调查（22）

20年调查（28）

19年调查（33）

北京市
21年调查（84）

20年调查（97）

19年调查（102）

江苏省
21年调查（60）

20年调查（82）

19年调查（53）

四川省
21年调查（24）

20年调查（32）

19年调查（34）

山东省
21年调查（79）

20年调查（82）

19年调查（74）

湖北省
21年调查（66）

20年调查（76）

19年调查（57）

辽宁省
21年调查（61）

20年调查（70）

19年调查（77）

广东省
21年调查（129）

20年调查（200）

19年调查（85）

上海市
21年调查（75）

20年调查（99）

19年调查（81）

天津市
21年调查（26）

20年调查（31）

19年调查（26）

浙江省
21年调查（10）

20年调查（21）

19年调查（14）

20 40 60 80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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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

39.1

24.9

24.0

10.1

9.8

6.9

6.9

61.8

38.2

21.5

21.2

10.9

10.2

9.9

6.1

扩充的功能中“销售功能”居首2-2
◼ 从地区来看，福建省、重庆市、北京市、江苏省、四川省、山东省、湖北省回答“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超过中国平

均水平（40.9％）。

◼ 关于扩充的功能，回答“销售功能”的企业占比继2020年之后再次跃居首位，其后依次是“生产（高附加值产
品）”“生产（通用产品）”。

20 40 60 80 1000

（％）

■21年调查（275） ■20年调查（317）

销售功能

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生产（通用产品）

研发

物流功能

地区统筹管理功能

服务业务功能
（共享服务中心、

呼叫中心等）

其他

今后业务开展的方向（二次刊载） 今后扩充的功能（多选）

20 40 60 800

（％）

2.今后的业务开展

40.9

55.6

50.0

47.6

46.7

45.8

45.6

43.9

39.3

36.4

32.0

30.8

30.0

55.2

44.4

50.0

45.2

53.3

54.2

50.6

53.0

57.4

58.9

66.7

57.7

70.0

3.4

6.0

3.8

3.0

1.6

4.7

1.3

11.5

0.4

1.2

1.6

中国(679)

福建省(18)

重庆市(22)

北京市(84)

江苏省(60)

四川省(24)

山东省(79)

湖北省(66)

辽宁省(61)

广东省(129)

上海市(75)

天津市(26)

浙江省(10)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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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40.5 

48.7 

32.1 

35.4 

39.7 

50.3 

53.8 

50.0 

65.4 

54.6 

52.6 

3.0 

5.7 
1.3 

2.6 

8.1 

6.4 

0.5 

2.0 

1.3 

21年调查(199)

20年调查(262)

19年调查(228)

21年调查(78)

20年调查(99)

19年调查(78)

42.2 

39.1 

55.0 

59.0 

47.8 

45.2 

45.5 

45.0 

38.6 

19.7 

25.9 

32.4 

54.5 

54.0 

42.5 

37.7 

49.3 

52.1 

54.6 

45.0 

59.1 

68.9 

66.7 

59.5 

2.9

6.4

2.5

3.3

3.0

2.7

7.5

2.3

11.5

7.4

8.1

0.4

0.6

2.5

21年调查(277)

20年调查(361)

21年调查(40)

20年调查(61)

21年调查(67)

20年调查(73)

21年调查(33)

20年调查(40)

21年调查(44)

20年调查(61)

21年调查(27)

20年调查(37)

非制造业

销售公司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信息通讯业

运输业

金融、保险业

40.1 
35.0 

53.6 
54.8 

48.5 
43.2 
46.0 

37.2 
40.6 

34.1 
40.0 

26.5 
39.0 
38.7 
38.7 

17.5 
36.0 
40.9 

15.0 
14.3 

55.7 
56.7 

39.3 
38.7 

42.4 
51.4 
48.7 

60.5 
59.4 

63.6 
52.0 

70.6 
58.5 
54.7 
61.3 

67.5 
56.0 

59.1 
85.0 

60.7 

3.7 
7.0 
7.1 

3.2 
6.1 
5.4 

5.4 

2.3 
8.0 

1.5 
2.4 

4.7 

15.0 
8.0 

25.0 

0.5 
1.4 

3.2 
3.0 

2.3 

1.5 

1.9 

21年调查(402)
20年调查(515)
21年调查(28)
20年调查(31)
21年调查(33)
20年调查(37)
21年调查(37)
20年调查(43)
21年调查(32)
20年调查(44)
21年调查(50)
20年调查(68)
21年调查(82)
20年调查(106)
21年调查(31)
20年调查(40)
21年调查(25)
20年调查(22)
21年调查(20)
20年调查(28)

47.2 

43.4 

46.0 

29.9 

23.6 

33.3 

48.9 

48.8 

50.5 

65.3 

67.3 

50.6 

3.4 

6.1 

3.2 

4.2 

8.2 

13.6 

0.4 

1.7 
0.5 

0.6 

0.9 

2.5 

21年调查(235)

20年调查(295)

19年调查(222)

21年调查(167)

20年调查(220)

19年调查(162)

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扩大业务的意愿均有所恢复2-3
◼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有扩大业务意愿的企业占比为40.1％，非制造业为42.2％，二者较上年均有所恢复。

◼ 制造业中的“铁、有色金属、金属”“电器电子产品”、非制造业中的“运输业”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较2020年
度调查结果增长了10个百分点以上。

非制造业

按企业规模（非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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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业为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注2）自2020年度起变更了行业分类，因此幻灯片17（2-1）中按地区列示了3年的数值，但是按行业只列示了2年的数值。

0 20 40 60 80 100

（％）

0 20 40 60 80 100

（％）

制造业

食品

化学、医药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普通机械设备

铁、有色金属、金属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电器电子产品

塑料制品

纺织与服装

大企业

中小企业

0 20 40 60 80 100

（％）

0 20 40 60 80 100

（％）

2.今后的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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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41.7

33.3

29.2

20.8

12.5

12.5

8.3

4.2

0.0

37.1

50.0

21.0

27.4

12.9

29.0

17.7

3.2

16.1

1.6

21年调查(24) 20年调查(69)

成本增加（采购成本、人工费等）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

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

管制增强

生产及销售网络的调整

出口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

难以确保劳动力

本国及他国政府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

与客户的关系

对高附加值产品及服务的接纳度低

回答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的企业占比为2010年度调查以来的较低水平2-4
◼ 关于今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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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为2010年度

调查（3.4％）以来的较低水平。

◼ 关于“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的原因（多选），回答“成本增加”（50.0％）的企业占比最高，然后依次是
“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41.7％）、“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33.3％）。

在华日资企业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

40.9

36.6

43.2

48.7

48.3

55.2

55.6

50.6

44.8

44.3

3.4

6.7

5.4

5.1

5.9

0.4

1.0

0.9

1.5

1.5

21年调查(679)

20年调查(876)

19年调查(690)

18年调查(752)

17年调查(811)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

（注1）括号内为各行业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给出回答的企业中
回答“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的企业占比。

（注2）回答“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的
企业数在2家以上的行业及省市。

制造业
17家（4.2

％）

铁、有色金属、金属 4家（8.0％）

化学、医药 3家（9.1％）

食品 2家（7.1％）

塑料制品 2家（8.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2家（5.4％）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2家（2.4％）

非制造业 9家（3.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2家（3.0％）

金融、保险业 2家（7.4％）

房地产与租赁业 2家（25.0％）

从行业看回答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的企业详情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的原因

2.今后的业务开展

按省市 26家（3.8％）

北京市 6家（7.1％）

广东省 6家（4.7％）

天津市 3家（11.5％）

山东省 3家（3.8％）

辽宁省 2家（3.3％）

湖北省 2家（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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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供应商、提高销售价格的企业占比翻一番2-5

◼ 约2-3成在华日资企业回答“有”调整管理/经营体制和供应链（销售战略、采购、生产）的计划。

◼ 从调整内容来看，回答“调整供应商”的企业占比达到87.3％，为2020年度调查结果的2倍以上。回答“提高销售价格”
的企业占比大幅增长，为2020年度调查结果的2.4倍。

调整管理/经营体制
（n=661）

28.6％

调整销售战略
（n=672）

27.1％

调整内容（180）

1. 调整销售对象 57.2％ 0.8

2. 调整销售产品 46.7％ 0.9

3. 提高销售价格 26.7％ 2.4

4.
启动、扩充自己公司产品的电商销
售

24.4％ 1.1

（2020年=1.0）

调整采购
（n=659）

25.2％

调整生产
（n=649）

24.5％

调整内容（165）

调整内容（159）

调整内容（189）

1. 调整供应商 87.3％ 2.1

2. 多家采购 49.7％ 1.4

3. 推进数字化 13.3％ 0.5

（2020年=1.0）

1. 增强新投资、设备投资 60.4％ 1.8

2. 推进自动化及省人化 55.4％ 1.2

3. 调整产地 31.5％ 1.7

4. 推进数字化 24.5％ 1.1

（2020年=1.0）

1. 推进经营本地化 54.5％ 1.2

2. 缩减海外派驻人员 48.2％ 1.2

3. 通过缩减人员进行精简化 43.4％ 0.8

4. 调整职工待遇 37.0％ 1.1

（2020年=1.0）

（注）右侧指数表示以2020年度调查结果为基准选择各项调整内容的企业占比的增减情况。
所有项目均可多选。

2.今后的业务开展



22Copyright©2022JETRO.Allrightsreserved.

60.0％

25.0%

10.0%

5.0%

13.3%

日本

中国

无供应商

越南

其他

供应商有转为本地采购的趋势2-6
◼ 从省市来看，所有省市回答变更供应商的企业占比均超过7成。

◼ 调整原因中，回答“生产成本合理化”的企业占比最多。

◼ 在变更前供应商中列出日本的企业占比为60.0％，在变更后供应商中列出中国的企业占比为55.0％，二者均居于首位。

在华企业出现将日本采购替换为在中国当地采购的动向。

变更前供应商（60） 变更后供应商（60）

66.9

18.9

15.0

11.8

1.6

27.6

生产成本合理化

新冠疫情蔓延

环境管控加强

通商环境的变化

利用FTA等贸易协定

其他

调整供应商的原因（127）

87.3

93.3

92.3

90.5

90.0

88.9

76.5

中国(165)

辽宁省(15)

上海市(13)

广东省(42)

山东省(20)

湖北省(18)

江苏省(17)

变更供应商的企业（按省市）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

55.0％

11.7%

8.3%

5.0%

5.0%

28.3%

中国

日本

台湾

泰国

越南

其他

2.今后的业务开展

变更供应商的方式（60）

（注）“调整供应商的原因”“变更前供应商”“变更后供应商”“变更供应商的方式”均为多选。

日本→中国

中国→其他地区

中国→日本

日本→台湾

从日本
新开始采购

40.0％

8.3％

6.7％

6.7％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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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通商环境变化对2021年业绩“没有”影响的企业约占半数3-1
◼ 关于通商环境变化对2021年业绩的影响，中国回答“没有影响”的企业占比最多，平均为49.5％。较上次2020年度调查结果

（35.3％）增长了14.2个百分点。

◼ 中国回答“有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平均为25.1％，较上次2020年度调查结果（38.4％）降低了13.3个百分点。从省市来看，

沿海地区较内陆地区呈现相对较高的趋势，例如，天津市、北京市、浙江省达到3成以上。

25.1

38.4

38.5

30.5

30.0

28.3

28.0

24.1

23.8

23.3

22.2

20.0

19.2

18.8

4.5

3.7

3.9

2.4

8.3

4.0

3.5

9.5

11.0

5.6

4.0

4.7

1.5

1.0

1.7

2.4

4.1

4.0

2.6

49.5

35.3

34.6

46.3

70.0

45.0

44.0

62.1

47.6

41.1

44.4

56.0

55.1

56.3

18.4

21.0

23.1

18.3

13.3

21.6

10.3

19.1

19.2

27.8

16.0

20.5

20.3

1.1

0.6

2.4

3.3

1.4

2.6

(21年调查)(665)

(20年调查)(783)

天津市（26）

北京市（82）

浙江省（10）

江苏省（60）

广东省（125）

辽宁省（58）

重庆市（21）

上海市（73）

福建省（18）

四川省（25）

山东省（78）

湖北省（64）

整体有负面影响 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程度相当 整体有正面影响 没有影响 不清楚 其他

中国

3.通商环境变化

通商环境变化对2021年业绩的影响（按省市）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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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环境变化对2021年业绩的影响（按行业、企业规模）

制造业全行业回答“没有影响”的最多3-2
◼ 从行业来看通商环境变化对2021年业绩的影响，制造业全行业回答“没有影响”的企业占比超过回答“有负面影响”的

企业占比。纺织与服装回答“没有影响”的企业占比（65.0％）最高，除此之外，食品（63.0％）、运输机械设备零部

件（61.7％）也超过6成。

◼ 非制造业中的金融、保险业和运输业回答“有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超过回答“没有影响”的企业占比。

25.1

26.5

22.7

23.5

33.3

32.4

29.0

28.1

28.0

26.7

24.5

14.8

11.1

5.0

27.4

34.6

32.6

30.8

25.0

24.2

24.2

4.5

5.0

3.7

3.5

3.0

5.9

3.2

6.3

8.0

6.7

3.7

3.7

5.9

3.9

7.0

7.7

3.0

12.1

1.5

1.0

2.5

0.8

3.0

2.9

2.6

4.7

7.7

3.0

49.5

50.4

47.9

51.1

42.4

47.1

48.4

43.8

40.0

53.3

51.0

63.0

61.7

65.0

47.0

26.9

30.2

38.5

68.8

57.6

51.5

18.4

16.3

21.9

20.3

18.2

11.8

19.4

18.8

24.0

13.3

24.5

18.5

23.5

30.0

15.6

23.1

25.6

15.4

6.3

15.2

7.6

1.1

1.0

1.2

0.8

3.1

1.5

11.5

1.5

中国（665）

大企业（423）

中小企业（242）

制造业（395）

化学、医药（3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4）

电器电子产品（31）

普通机械设备（32）

塑料制品（25）

运输机械设备（15）

铁、有色金属、金属（49）

食品（27）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81）

纺织与服装（20）

非制造业（270）

金融、保险业（26）

运输业（43）

销售公司（39）

业务相关服务业（16）

信息通迅业（3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66）

整体有负面影响 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程度相当 整体有正面影响 没有影响 不清楚 其他

※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5家以上的行业。

3.通商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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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34.6

23.1

22.5

22.2

22.0

20.0

19.2

19.1

19.0

18.7

18.2

16.7

14.1

3.7

3.5

3.9

5.0

5.6

6.8

6.9

4.8

5.2

2.4

4.2

0.8

0.4

1.7

1.4

0.8

1.3

4.2

39.1

26.7

34.6

31.3

27.8

35.6

60.0

30.1

33.3

50.0

37.4

44.2

45.8

48.4

36.2

34.1

38.5

38.8

44.4

32.2

20.0

42.5

42.9

25.9

39.8

33.8

29.2

37.5

0.9

0.8

2.5

1.7

0.8

2.6

(21年调查)(657)

(20年调查)(775)

天津市（26）

北京市（80）

福建省（18）

江苏省（59）

浙江省（10）

上海市（73）

重庆市（21）

辽宁省（58）

广东省（123）

山东省（77）

四川省（24）

湖北省（64）

整体有负面影响 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程度相当 整体有正面影响 没有影响 不清楚 其他

3-3

◼ 从对未来2-3年业绩的影响来看，回答“没有影响”的企业占比最高，达到39.1％，较2020年度调查结果（26.7％）增长

了12.4个百分点。其次是“不清楚”，达到36.2％，“有负面影响”仅为19.3％。

◼ 从省市来看，所有地区回答“没有影响”的企业占比均超过“有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

中国

关于对未来2-3年业绩的影响，回答“不清楚”的企业占比
不到4成

通商环境变化对未来2-3年业绩的影响（按省市）

3.通商环境变化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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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靠前的问题：工资上涨、竞争对手崛起4-1
◼ 关于行业（制造业、非制造业）共同存在的经营上的问题，“员工工资上涨”（72.4％）继2020年度调查结果后依然是最

大问题，增长了9.1个百分点。

◼ 除此之外，“人才（普通职工、办公人员）招聘难”（32.1％）、“人才（中层管理人员）招聘难”（28.1％）较2020年

度调查结果分别增长了12.7个百分点和7.5个百分点。

回答项目
2021年调查

（％）
2020年调查

（％）
增减

（百分点）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72.4 63.3 9.1

第2位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 52.9 44.8 8.0

第3位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 41.0 40.4 0.6

第4位 员工素质 40.1 39.3 0.8

第5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39.8 42.0 ▲2.2

第6位 人才（普通职工、办公人员）招聘难 32.1 19.4 12.7

第7位 客户订货量减少 29.4 40.8 ▲11.3

第8位 人才（中层管理人员）招聘难 28.1 20.6 7.5

第9位 员工留存率 26.1 22.7 3.5

第10位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25.9 25.6 0.3

4.经营上的问题

行业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多选）

（注）数据零头可能因四舍五入而有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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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排名靠前的问题：工资上涨和采购成本增加4-2
◼ 关于制造业的经营上的问题，采购成本增加（66.7％）较上年增长了29.8个百分点，继“员工工资上涨”（77.6％）

后位列第2位。

◼ 前10项中“人才（普通工人）招聘难”（52.4％）、“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43.8％）均增长了10个百分点以

上。

回答项目
2021年调查

（％）
2020年调查

（％）
增减

（百分点）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77.6 68.7 8.9

第2位 采购成本增加* 66.7 36.8 29.8

第3位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 58.4 52.2 6.1

第4位 人才（普通工人）招聘难* 52.4 34.1 18.4

第5位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 49.7 46.1 3.7

第6位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 46.3 46.2 0.1

第7位 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 43.8 33.3 10.5

第8位 员工素质 40.0 40.0 ▲0.1

第9位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39.6 46.7 ▲7.1

第10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37.8 38.8 ▲1.0

制造业的问题（前10项、多选）

（注1）*为仅向制造业询问的问题。
（注2）数据零头可能因四舍五入而有误差。

4.经营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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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90.0 

84.6 

81.0 

79.5 

76.7 

40.1 

64.0 

50.0 

45.2 

43.8 

42.3 

39.8 

60.0 

50.0 

50.0 

40.8 

40.3 

52.4 

71.7 

66.7 

56.1 

51.1 

50.0 

49.7 

88.9 

75.0 

68.3 

58.8 

55.3 

43.8 

57.1 

55.9 

52.2 

47.9 

43.9 

39.6 

62.5 

58.8 

49.0 

46.7 

43.5 

66.7 

78.6 

77.8 

76.5 

75.8 

71.9 

41.0 

60.0 

55.7 

54.4 

45.8 

45.5 

52.9 

72.7 

69.2 

64.4 

60.0 

55.2 

员工工资上涨 主要客户
要求降价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员工素质

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
人才（普通工人）

招聘难

新顾客开拓
停滞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
成本削減
接近极限采购成本增加

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4-3
（％）

中国（482）

浙江省（9）

天津市（22）

广东省（102）

上海市（58）

江苏省（46）

中国（343）

重庆市（16）

天津市（18）

江苏省（38）

浙江省（6）

广东省（69）

中国（266）

浙江省（6）

湖北省（34）

广东省（68）

江苏省（27）

重庆市（10）

中国（267）

四川省（16）

浙江省（5）

湖北省（28）

上海市（32）

天津市（11）

中国（258）

浙江省（6）

天津市（13）

重庆市（11）

广东省（51）

上海市（29）

中国（256）

福建省（11）

四川省（7）

天津市（13）

辽宁省（25）

广东省（69）

中国（206）

江苏省（33）

广东省（64）

湖北省（23）

山东省（24）

福建省（7）

中国（191）

四川省（8）

浙江省（6）

湖北省（28）

天津市（10）

山东省（26）

中国（172）

福建省（8）

辽宁省（19）

江苏省（24）

广东省（46）

湖北省（18）

中国（152）

浙江省（5）

天津市（10）

广东省（47）

北京市（7）

江苏省（20）

各省市行业共同存在的问题（1-5位、多选）

各省市制造业的问题（仅制造业的问题1-5位、多选）

4.经营上的问题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省市。

（％）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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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

各省市的问题（前5项、多选）

北京市（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47） 56.0 50.5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35） 48.0 32.5

3 跨境汇款受限（33） 39.8 27.2

4 新顾客开拓停滞（28） 38.4 37.4

5 员工素质（31） 36.9 35.1

上海市（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58） 79.5 66.3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39） 54.2 40.6

3 员工素质（32） 43.8 46.9

4 派遣日籍管理人员（常驻人员）的成本（30） 41.1 29.6

5 新顾客开拓停滞（29） 40.3 44.8

广东省（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102） 81.0 71.9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69） 55.2 54.4

3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68） 54.4 47.7

4 员工素质（52） 41.3 41.8

5 新顾客开拓停滞（51） 40.8 37.8

（％）

（注1）除“无特别问题”外，回答率靠前的5项。粉色高亮部分为未进入4-1、4-2全部调查对象地区总数前10项的项目。
（注2）*为仅向制造业询问的问题。
（注3）（）内数字为2021年度答卷企业数。

广东省（制造业）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83） 86.5 75.3

2 采购成本增加（69）* 71.9 35.0

3 人才（普通工人）招聘难（64）* 66.7 41.1

4 缺电及停电（57）* 59.4 1.4

5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53） 55.8 54.9

上海市（制造业）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19） 90.5 58.6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12） 54.6 46.7

3 员工素质（11） 52.4 51.7

4 采购成本增加（10）* 47.6 40.0

5 新顾客开拓停滞（9） 40.9 36.7

北京市（制造业） 21年 20年

1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12） 60.0 50.0

2 员工工资上涨（13） 56.5 59.1

3 采购成本增加（8）* 53.3 53.3

4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7）* 46.7 40.0

5 跨境汇款受限（10） 45.5 26.3

4-4

4.经营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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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
各省市的问题（前5项、多选）

辽宁省（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44） 74.6 62.9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25） 43.9 40.6

3 本地货币兑换日元汇率波动（23） 39.7 17.4

4 新顾客开拓停滞（22） 38.6 44.9

5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21） 36.8 33.3

山东省（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52） 68.4 62.0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34） 44.7 29.9

3 新顾客开拓停滞（30） 39.5 49.4

4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28） 36.8 36.4

5 人才（普通职员、办公人员）招聘难（27） 35.5 25.3

天津市（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22） 84.6 58.6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18） 69.2 57.1

3 新顾客开拓停滞（13） 50.0 42.9

4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12） 46.2 36.0

4 客户订货量减少（12） 46.2 42.9

4 对解雇及削减人员的限制（12） 46.2 37.9

（％）

（注1）除“无特别问题”外，回答率靠前的5项。粉色高亮部分为未进入4-1、4-2全部调查对象地区总数前10项的项目。
（注2）*为仅向制造业询问的问题。
（注3）（）内数字为2021年度答卷企业数。

天津市（制造业）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14） 82.4 61.1

2 采购成本增加（13）* 76.5 17.7

3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12） 70.6 72.2

4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10）* 58.8 52.9

4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10）* 58.8 88.2

山东省（制造业）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33） 70.2 71.7

2 采购成本增加（28）* 59.6 38.5

3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26）* 55.3 48.1

4 人才（普通工人）招聘难（24）* 51.1 37.7

5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23） 48.9 34.6

辽宁省（制造业）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27） 79.4 70.3

2 采购成本增加（25）* 75.8 40.5

3 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19）* 55.9 27.0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17） 51.5 51.4

5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16）* 48.5 43.2

4-5

4.经营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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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
各省市的问题（前5项、多选）

福建省（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12） 66.7 70.8

2 人才（普通职员、办公人员）招聘难（8） 44.4 16.7

3 客户订货量减少（5） 27.8 50.0

3 人才（中层管理人员）招聘难（5） 27.8 16.7

江苏省（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46） 76.7 70.4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38） 64.4 43.8

3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27） 45.8 40.0

4 人才（普通职员、办公人员）招聘难（25） 41.7 23.5

5 员工素质（23） 38.3 33.3

浙江省（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9） 90.0 71.4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6） 60.0 33.3

2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6） 60.0 47.6

2 人才（普通职员、办公人员）招聘难（6） 60.0 14.3

2 新顾客开拓停滞（6） 60.0 52.4

（％）

（注1）除“无特别问题”外，回答率靠前的5项。粉色高亮部分为未进入
4-1、4-2全部调查对象地区总数前10项的项目。

（注2）*为仅向制造业询问的问题。
（注3）（）内数字为2021年度答卷企业数。
（注4）福建省行业共同问题第5位有4个项目并列，所以只列示前3位。

江苏省（制造业）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37） 80.4 69.4

2 人才（普通工人）招聘难（33）* 71.7 50.0

3 采购成本增加（32）* 69.6 39.3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30） 65.2 50.8

5 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24）* 52.2 32.3

福建省（制造业） 21年 20年

1 采购成本增加（11）* 78.6 42.9

2 员工工资上涨（10） 71.4 71.4

3 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8）* 57.1 33.3

4 人才（普通工人）招聘难（7）* 50.0 57.1

5 人才（普通职员、办公人员）招聘难（6） 42.9 19.1

4-6

浙江省（制造业）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8） 100.0 77.8

2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6）* 75.0 52.9

3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5） 62.5 33.3

3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5） 62.5 55.6

3 环境管制趋于严格（5）* 62.5 47.1

3 新顾客开拓停滞（5） 62.5 55.6

4.经营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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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

各省市的问题（前5项、多选）

湖北省（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43） 69.4 64.4

2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34） 55.7 54.8

3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33） 54.1 52.1

4 员工素质（28） 45.2 42.5

5 新顾客开拓停滞（24） 39.3 41.1

四川省（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19） 76.0 40.6

2 员工素质（16） 64.0 34.4

3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12） 48.0 46.7

4 新顾客开拓停滞（10） 40.0 43.3

重庆市（行业共同问题） 21年 20年

1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16） 72.7 63.0

2 员工工资上涨（14） 63.6 46.4

3 新顾客开拓停滞（11） 50.0 55.6

4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10） 45.5 59.3

5 员工素质（9） 40.9 32.1

（％）

（注1）除“无特别问题”外，回答率靠前的5项。粉色高亮部分为未进入4-1、4-2全部调查对象地区总数前10项的项目。
（注2）*为仅向制造业询问的问题。
（注3）（）内数字为2021年度答卷企业数。
（注4）四川省的行业共同问题、四川省的制造业、重庆市的制造业第5位有4个以上的项目并列，所以只列示前3位或前4位。

四川省（制造业） 21年 20年

1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8）* 88.9 53.9

2 采购成本增加（7）* 77.8 46.2

3 员工工资上涨（6） 66.7 30.8

3 员工素质（6） 66.7 46.2

湖北省（制造业） 21年 20年

1 员工工资上涨（33） 80.5 78.6

2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28）* 68.3 65.9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28） 68.3 69.1

4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26） 63.4 73.8

5 采购成本增加（24）* 58.5 39.0

4-7

重庆市（制造业） 21年 20年

1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12） 85.7 85.7

2 采购成本增加（10）* 71.4 35.7

3 员工工资上涨（9） 64.3 50.0

4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8） 57.1 57.1

4.经营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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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调查(45)

20年调查(57)

本地采购比例约7成，较上年进一步增长5-1
◼ 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供应商详情（平均值）中，“本地”占比（69.5％）最高，其次为“日本”（24.1％）、“东盟”

（2.6％）。本地采购比例较2020年度调查结果（67.6％）增长了1.9个百分点。

◼ 从省市来看，湖北省、重庆市、天津市的本地采购比例超过8成，福建省超过7成，较上年有所增长。

◼ 从行业来看，食品的本地采购比例最高，达到87.2％。另一方面，铁、有色金属、金属（39.8％）和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38.4％）的日本采购比例较高，超出整体平均水平（24.1％）10个百分点以上。

（注）按省市为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

大企业

中小企业

0 20 40 60 80 100
（％）

5.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本地 ■日本 ■东盟 ■其他

中国

湖北省

重庆市

天津市

福建省

北京市

辽宁省

山东省

上海市

广东省

江苏省

0 20 40 60 80 100
（％）

制造业

食品

普通机械设备

化学、医药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电器电子产品

铁、有色金属、金属

塑料制品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注）按行业为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仅制造业

按省市 按行业

按企业规模

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供应商详情（按省市、行业、企业规模，回答率100％）

0 20 40 60 8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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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供应商的详情中，本地企业占比达到65％5-2

按省市 按行业
（注）按行业为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按企业规模

0 20 40 60 80 100

（％）

◼ 本地供应商的详情（平均值）：“当地企业”（65.4％）、“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28.7％）、“其他外资企业”（5.9％）。

◼ 从省市来看，“当地企业”占比最高的是江苏省，山东省、北京市均超过7成。另一方面，上海市、广东省、湖北省“进驻当地

的日资企业”占比相对较高，均不到4成。

◼ 从行业来看，食品、普通机械设备“当地企业”占比达到近8成。另一方面，电器电子产品、塑料制品从“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

的采购比例相对较高，约为4成。

■当地企业 ■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 ■其他外资企业

中国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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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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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有色金属、金属

化学、医药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塑料制品

电器电子产品

（注）按省市为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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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制造业

本地供应商的详情（当地、日资、其他外资企业）（按省市、行业、企业规模，回答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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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大企业

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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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在销售额所占的比例（按省市，回答率0-100％）

平均出口比例与上年持平，辽宁省再次超过5成

◼ 在华日资企业出口额在当地销售额中所占的平均比例为32.0％，与上一年（32.4％）基本持平。其中，纯出口型企业（出
口比例100％）的占比为5.2％，纯内销型企业（出口比例0％）的占比为28.4％。

◼ 从各省市平均值来看，平均出口比例超过5成的只有辽宁省（51.7％）。四川省（11.5％）、湖北省（12.3％）的平均出
口比例仅略高于1成，以国内销售为中心。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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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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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按行业、企业规模，回答率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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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与服装、信息通讯业的平均出口比例约为6成

◼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的平均比例为33.8％，较上年降低了2.2个百分点。出口比例超过50％的行业有
纺织与服装（58.9％）、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53.7％）、电器电子产品（53.7％）。

◼ 非制造业的平均出口比例为29.1％。从行业来看，信息通讯业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57.1％。

◼ 制造业、非制造业均是中小企业的出口比例高于大企业。

6-2

制造业 非制造业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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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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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目的地详情中，日本占比最大，平均达到58.6％

◼ 在华日资企业的出口目的地详情中，日本占比最大，平均为58.6％，其次是东盟，占比为12.7％。

◼ 从省市来看，对日出口占比低于5成的有江苏省（49.4％）和广东省（47.4％）。山东省和福建省超过7成。在对东盟
的出口方面，湖北省的占比（18.3％）最高。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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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东盟 ■香港 ■美国 ■欧洲 ■其他

出口目的地详情（按各省，回答率100％）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

6.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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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4成企业利用FTA/EPA

在华企业各FTA/EPA的利用情况FTA/EPA利用率的走势（2012年-2021年）

28.8 25.5 31.3 29.9 34.4 34.3 38.0 46.1 41.8 39.8

24.4
19.7

25.8 25.7
28.8 26.0

30.5

44.0
40.0 44.8

29.0 30.5
33.7

28.5

35.7
40.3

46.7 44.6 43.2
49.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利用率 在出口中利用 在进口中利用

（注1）整体利用率在2019年以前根据“至少利用1个EPA/FTA的企业数/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数”计算得出。
2020年以后根据“利用FTA/EPA/GSP的企业数/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数”计算得出。

（注2）出口（进口）的利用率根据“在出口（进口）中至少利用1个EPA/FTA的企业数/开展出口（进口）业务的企业数”计算得出。

是否利用现有（已生效）FTA/EPA（仅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

正在利用 39.8 未利用 34.2 不适用 26.1 中国整体(395)

（％）

6-4

（注）利用企业在10家以上的FTA/EPA。
已与香港签订CEPA并生效，已与台湾签订ECFA并生效。

出口 进口

对象国家
企业数

利用 利用率
（％）

对象国家
企业数

利用 利用率
（％）和地区 企业数 和地区 企业数

东盟 98 48 49.0东盟 70 43 61.4

新加坡 25 13 52.0新加坡 19 10 52.6

韩国 49 24 49.0澳大利亚 44 15 34.1

香港 50 14 28.0

台湾 36 11 30.6

◼ 在开展贸易的在华日资企业中，已利用FTA/EPA的企业的整体占比为39.8％。

◼ 从出口/进口来看FTA/EPA利用率的历年变化，出口/进口较上年均略有增长。

◼ 与东盟、新加坡之间在出口/进口上的FTA/EPA利用率均相对较高。

6.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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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20.0

35.0 

26.7 

27.0

53.3

大企业(426)

中小企业(240)

33.2 

42.4 

40.0 

40.0 

32.3 

31.3 

28.1 

28.0 

24.0 

18.5 

29.2 

36.0 

33.3 

30.2 

29.9 

18.2 

36.5 

36.4 

31.4 

25.0 

35.5 

43.8 

37.5 

36.0 

42.0 

33.3 

25.5 

28.0 

25.6 

25.6 

29.9 

15.2 

30.4 

21.2 

28.6 

35.0 

32.3 

25.0 

34.4 

36.0 

34.0 

48.2 

45.4 

36.0 

41.0 

44.2 

40.3 

66.7 

制造业(395)

化学、医药(3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5)

纺织与服装(20)

电器电子产品(31)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80)

普通机械设备(32)

塑料制品(25)

铁、有色金属、金属(50)

食品(27)

非制造业(271)

金融、保险业(25)

销售公司(39)

运输业(4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67)

信息通讯业(33)

非
制
造
业

制
造
业

0 20 40 60 80 100（％）

31.5

47.6

45.5

41.7

40.0

38.9

30.8

30.5

29.9

28.3

28.0

25.6

18.9

32.0

23.2

27.3

37.5

40.0

16.7

41.5

30.5

26.0

28.3

36.0

39.2

33.8

36.5

29.3

27.3

20.8

20.0

44.4

27.7

39.0

44.2

43.3

36.0

35.2

47.3

中国(666)

北京市(82)

重庆市(22)

四川省(24)

浙江省(10)

福建省(18)

湖北省(65)

辽宁省(59)

山东省(77)

江苏省(60)

天津市(25)

广东省(125)

上海市(74)

已经采取措施 尚未采取措施，计划今后采取 没有采取措施的计划

20 40 60 80 1000 （％）

采取脱碳措施（包括计划采取）的企业超过6成

◼ 关于脱碳措施（温室气体减排）的开展情况，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与今后计划开展措施的企业总共超过6成。

◼ 从省市来看，北京市回答“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占比最高，达到近5成。上海市回答“没有计划采取措施”的企业占比
最高，达到47.3％。

◼ 从行业来看回答“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占比，制造业（33.2％）高出非制造业（29.2％）4.0个百分点。化学、医药、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纺织与服装回答“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占比均达到4成以上。

脱碳措施（温室气体减排）的开展情况

7.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7-1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40Copyright©2022JETRO.Allrightsreserved.

回答根据总公司等的指示等采取脱碳措施的企业占比最多

◼ 关于开展脱碳措施的原因，回答“总公司（母公司）的指示或建议”的企业占比最多，达到64.9％，其次是“进驻地
国家和地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限制及优惠措施”（49.9％）。

◼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非制造业回答“总公司（母公司）的指示或建议”的企业占比均位居首位。制造业回答“进驻
地国家和地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限制及优惠措施”的企业占比为54.9％，超过5成。

采取脱碳措施的原因（多选）

按行业 按企业规模

制造业
（275）

非制造业
（146）

大企业
（309）

中小企业
（112）

58.9 76.0 71.2 47.3

54.9 40.4 49.2 51.8

20.0 21.2 17.5 28.6

8.4 15.1 10.7 10.7

3.3 11.6 8.4 0.0

1.5 9.6 5.2 1.8

1.5 2.7 1.9 1.8

0.4 1.4 1.0 0.0

7.6 9.6 8.1 8.9

64.9 

49.9 

20.4 

10.7 

6.2 

4.3 

1.9 

0.7 

8.3 

0 20 40 60 80

本社（親会社）からの指示・勧奨

進出国・地域の中央・地方政府…

取引先（日系）からの指示・要望

取引先（非日系）からの指示・…

投資家からの要望

消費者からの要望

従業員からの要望

市民やNGO からの要望

その他

中国（421）

总公司（母公司）的指示或建议

进驻地国家和地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
限制及优惠措施

客户（日资）
的指示或要求

客户（非日资）
的指示或要求

投资者的要求

消费者的要求

员工的要求

市民和NGO的要求

其他

（％）

（％）

7-2

7.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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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脱碳措施的原因（按省市）

贵公司（进驻地）采取脱碳措施的原因（各项目前7省市、多选）

总公司（母公司）
的指示或建议

64.9 

94.7 

75.0 

72.2 

70.0 

69.7 

69.2 

69.0 

中国(421)

四川省(19)

浙江省(8)

辽宁省(36)

福建省(10)

江苏省(33)

上海市(39)

北京市(58)

投资者的要求

6.2 

12.5 

12.5 

10.3 

9.3 

8.5 

6.3 

5.1 

中国(421)

天津市(16)

浙江省(8)

北京市(58)

山东省(43)

湖北省(47)

重庆市(16)

上海市(39)

20.4 

43.8 

27.8 

23.4 

22.5 

20.5 

20.0 

18.8 

中国(421)

天津市(16)

辽宁省(36)

湖北省(47)

广东省(80)

上海市(39)

福建省(10)

重庆市(16)

（％）

进驻地国家和地区中央及地方政府
的限制及优惠措施

客户（日资）
的指示或要求

客户（非日资）
的指示或要求

员工的要求 市民和NGO的要求消费者的要求

1.9 

6.3 

6.1 

4.7 

2.5 

1.7 

中国(421)

重庆市(16)

江苏省(33)

山东省(43)

广东省(80)

北京市(58)

0.7 

6.3 

2.8 

1.7 

中国(421)

重庆市(16)

辽宁省(36)

北京市(58)

49.9 

87.5 

63.6 

56.3 

53.5 

51.1 

50.0 

47.5 

中国(421)

浙江省(8)

江苏省(33)

天津市(16)

北京市(58)

湖北省(47)

辽宁省(36)

广东省(80)

4.3 

13.8 

12.5 

5.3 

5.1 

4.7 

3.0 

2.1 

中国(421)

北京市(58)

重庆市(16)

四川省(19)

上海市(39)

山东省(43)

江苏省(33)

湖北省(47)

10.7 

19.0 

18.8 

15.4 

14.0 

13.9 

12.5 

9.1 

中国(421)

北京市(58)

重庆市(16)

上海市(39)

山东省(43)

辽宁省(36)

浙江省(8)

江苏省(33)

◼ 关于采取脱碳措施的原因，浙江省（87.5％）、江苏省（63.6％）选择“进驻地国家和地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限制及

优惠措施”的企业占比相对较高。

7-3

（注）天津市、辽宁省、上海市、福建省、湖北省、四川省、浙江省回答“员工的要求”的企业占比相同，均为0.0％。
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山东省、湖北省、广东省、四川省、浙江省回答“市民和NGO的要求”的企业占比相同，均为0.0％。

7.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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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71.4 

66.7 

60.0 

57.7 

48.5 

36.7 

制造业(275)

普通机械设备(21)

电器电子产品(2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化学、医药(26)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8.4 

12.0 

10.0 

9.5 

7.7 

6.1 

4.8 

制造业(275)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电器电子产品(21)

化学、医药(26)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普通机械设备(21)

（％）

进驻地国家和地区中央及地方政
府的限制及优惠措施

客户（日资）
的指示或要求

客户（非日资）
的指示或要求

20.0 

33.3 

23.8 

23.1 

18.2 

8.0 

0.0 

制造业(275)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普通机械设备(21)

化学、医药(26)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电器电子产品(21)

贵公司（进驻地）采取脱碳措施的原因（前4项、按行业、多选）

采取脱碳措施的原因（前4项、按行业）

58.9 

71.7 

71.4 

60.0 

57.1 

45.5 

42.3 

制造业(275)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电器电子产品(2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普通机械设备(21)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化学、医药(26)

总公司（母公司）
的指示或建议

◼ 关于采取脱碳措施的原因，制造业中的普通机械设备（71.4％）、电器电子产品（66.7％）选择“进驻地国家和地区

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限制及优惠措施”的企业占比相对较高。

7-4

76.0 

73.9 

70.8 

70.0 

非制造业(146)

销售公司(23)

运输业(24)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40)

15.1 

22.5 

17.4 

12.5 

非制造业(146)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40)

销售公司(23)

运输业(24)

40.4 

43.5 

40.0 

29.2 

非制造业(146)

销售公司(2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40)

运输业(24)

21.2 

35.0 

29.2 

26.1 

非制造业(146)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40)

运输业(24)

销售公司(23)

非
制
造
业

制
造
业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7.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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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以“节约能源资源”为核心

◼ 关于具体措施，回答“节约能源资源”的企业占比最多，达到60.8％，其次是“购买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电力”
（35.7％）。

◼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非制造业回答“节约能源资源”的企业占比均位居首位，此外，非制造业回答“开展社会公益
活动（环保活动）”的企业占比为36.6％，相对较高。

脱碳措施的具体内容（包括正在探讨）（多选）

7-5

60.8

35.7

29.4

24.2

17.0

15.3

8.4

2.9

0.5

7.4

0 20 40 60 80

省エネ・省資源化

再エネ・新エネ（太陽光、風力、水力、地熱、潮…

環境に配慮した新製品の開発

社会貢献活動（環境活動）の実施

エネルギー源（熱、輸送燃料など）の電力化（建…

調達先企業（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への脱炭素化の…

社員の移動制限など（出張制限、公共交通機関利…

市場からの排出削減のクレジット購入

原子力発電からの電力の利用

その他 中国（418）

节约能源资源

购买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电力

开发环保新产品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环保活动）

能源结构电力化

要求供应商企业采取脱碳措施

减少员工流动等

在市场上购买减排积分

利用核电电力

其他

按行业

制造业
（273）

非制造业
（145）

61.9 58.6

41.0 25.5

28.6 31.0

17.6 36.6

14.7 21.4

14.3 17.2

4.0 16.6

2.6 3.5

0.4 0.7

6.2 9.7

（％）

（％）

7.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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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碳措施的具体内容（按省市）

脱碳措施的具体内容（包括正在探讨）（各项目前7省市、多选）
（％）

60.8

100.0

79.0

68.8

66.7

65.8

61.1

60.7

中国(418)

浙江省(8)

四川省(19)

重庆市(16)

江苏省(33)

广东省(79)

辽宁省(36)

北京市(56)

节约能源资源

2.9

12.5

7.1

5.6

4.3

3.0

2.3

中国(418)

天津市(16)

北京市(56)

辽宁省(36)

湖北省(47)

江苏省(33)

山东省(43)

17.0 

40.0 

31.3 

25.0 

21.1 

19.2 

18.6 

中国(418)

福建省(10)

天津市(16)

重庆市(16)

四川省(19)

湖北省(47)

山东省(43)

8.4

15.4

12.5

11.6

11.1

10.0

8.5

6.3

中国(418)

上海市(39)

北京市(56)

山东省(43)

辽宁省(36)

福建省(10)

湖北省(47)

重庆市(16)

15.3

25.0

23.2

18.8

17.0

16.7

16.5

15.8

中国(418)

天津市(16)

北京市(56)

重庆市(16)

湖北省(47)

辽宁省(36)

广东省(79)

四川省(19)

能源（热、运输燃料等）结构电力化
（建筑电气化、引进电动车等）

减少员工流动等（减少出差、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废除公车、深入实施远程办公）

在市场上购买
减排积分

要求供应商企业（供应链）采取脱碳措
施（包括绿色采购）

29.4 

47.4 

41.0 

37.5 

37.5 

37.5 

33.9 

33.3 

中国(418)

四川省(19)

上海市(39)

天津市(16)

重庆市(16)

浙江省(8)

北京市(56)

辽宁省(36)

35.7

50.0

48.1

45.5

42.6

40.0

37.5

36.1

中国(418)

浙江省(8)

广东省(79)

江苏省(33)

湖北省(47)

福建省(10)

天津市(16)

辽宁省(36)

24.2 

41.7 

36.8 

32.1 

30.8 

24.2 

23.4 

20.3 

中国(418)

辽宁省(36)

四川省(19)

北京市(56)

上海市(39)

江苏省(33)

湖北省(47)

广东省(79)

购买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水
力、地热、潮汐能、生物质能、氢能等）电力 开发环保新产品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环保活动）

◼ 关于具体措施，浙江省、四川省回答“节约能源资源”的企业占比超过7成。

7-6

（％）

（注）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四川省、重庆市、浙江省回答“在市场上购买减排积分”的企业占比相同，均为0.0％。

7.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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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28.0 

25.0 

19.1 

15.2 

14.3 

11.5 

制造业(27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普通机械设备(21)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电器电子产品(21)

化学、医药(26)

（％）

购买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水力、
地热、潮汐能、生物质能、氢能等）电力7.5 开发环保新产品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环保活动）

41.0 

58.3 

52.0 

47.6 

36.4 

30.8 

23.8 

制造业(27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电器电子产品(21)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化学、医药(26)

普通机械设备(21)

28.6 

42.9 

42.3 

33.3 

24.0 

21.7 

9.1 

制造业(273)

电器电子产品(21)

化学、医药(26)

普通机械设备(2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2.6 

6.1 

4.8 

4.8 

3.9 

1.7 

0.0 

制造业(273)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普通机械设备(21)

电器电子产品(21)

化学、医药(26)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

14.3 

21.2 

20.0 

14.3 

9.5 

8.0 

3.9 

制造业273)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电器电子产品(21)

普通机械设备(2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化学、医药(26)

4.0 

14.3 

9.1 

7.7 

4.8 

0.0 

0.0 

制造业(273)

普通机械设备(21)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化学、医药(26)

电器电子产品(2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制造业回答“节约能源资源”的企业占比突出

脱碳措施的具体内容（按制造业行业、多选）

节约能源资源

61.9 

71.4 

65.0 

60.6 

57.7 

57.1 

56.0 

制造业(273)

电器电子产品(21)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化学、医药(26)

普通机械设备(2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 从行业来看采取脱碳措施的原因，制造业的所有行业回答“节约能源资源”的企业占比均超过5成。运输机械设备零

部件回答“购买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电力”的企业占比为58.3％，相对较高，高出制造业平均水平17.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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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28.6 

23.3 

12.0 

9.5 

9.1 

7.7 

制造业(273)

电器电子产品(21)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普通机械设备(21)

铁、有色金属、金属(33)

化学、医药(26)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能源（热、运输燃料等）结构电力化
（建筑电气化、引进电动车等）

减少员工流动等（减少出差、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废除公车、深入实施远程办公）

在市场上购买
减排积分

要求供应商企业（供应链）采取脱碳措施
（包括绿色采购）

7.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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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制造业回答“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的企业占比突出

脱碳措施的具体内容（按非制造业行业、多选）

节约能源资源

58.6 

60.9 

55.0 

39.1 

非制造业(145)

运输业(2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0)

销售公司(23)

36.6 

30.4 

30.4 

30.0 

非制造业(145)

运输业(23)

销售公司(2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0)

（％）

购买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水
力、地热、潮汐能、生物质能、氢能等）电力开发环保新产品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环保活动）

25.5 

40.0 

21.7 

13.0 

非制造业(145)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0)

销售公司(23)

运输业(23)

31.0 

47.8 

37.5 

8.7 

非制造业(145)

销售公司(2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40)

运输业(23)

◼ 从脱碳措施的具体内容来看，非制造业回答“节约能源资源”的企业占比位居首位，其次是“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环

保活动）”和“开发环保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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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43.5 

22.5 

21.7 

非制造业(145)

运输业(2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40)

销售公司(23)

3.5 

8.7 

7.5 

0.0 

非制造业(145)

运输业(2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40)

销售公司(23)

（％）

17.2 

27.5 

21.7 

17.4 

非制造业(145)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40)

销售公司(23)

运输业(23)

16.6 

39.1 

13.0 

7.5 

非制造业(145)

运输业(23)

销售公司(2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0)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能源（热、运输燃料等）结构电力化
（建筑电气化、引进电动车等）

减少员工流动等（减少出差、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废除公车、深入实施远程办公）

在市场上购买
减排积分

要求供应商企业（供应链）采取脱碳措施
（包括绿色采购）

7.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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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脱碳措施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成本

◼ 关于采取脱碳措施的制约因素，回答性价比、成本负担的企业占比突出。

◼ 关于具体的脱碳措施，回答“引进太阳能发电装置”的企业占比突出，另一方面也有企业回答“除引进太阳能发电以

外，没有其他措施方案，需要参考其他公司案例，讨论采取更加深入的措施”。

◼ 非制造业还有改用环境友好型打包或包装材料等措施。

采取脱碳措施的制约因素及具体措施（自由回答）

制约因素 具体措施

制造业

·性价比
·将增加的成本充分转嫁到产品价格上
·忙于应付减排规定等，无暇采取脱碳措施
·对员工开展宣传活动力度不足。意识、知识不够
·无法选择购买的电力，采取措施的空间有限
·除引进太阳能发电以外，没有其他措施方案
·需要参考其他公司案例，讨论采取更加深入的措施

·引进太阳能发电装置
·节约用电，节能
·产品小型化
·利用废热
·通过推进自动化来实现省人化
·改用节能运输方式
·削减石油系原料

非制造业

·性价比，创造收益
·包括海外集团公司在内的整个集团采取了措施，
但各企业未单独采取措施

·中国或美国环保政策存在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导致出入境受限，
无法实施计划

·完善物流基础设施
·减少食物浪费
·从构想阶段过渡到执行实务需要时间

·引进太阳能发电装置
·节约用电，节能
·原则上不再承保涉及火力发电厂的新保险
·使用电子汇款申请单，实现无纸化
·推进利用绿色金融
·推进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保险商品或给予保险费折扣
·改用环境友好型打包或包装材料等，取消过度包装

7-9

7.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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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50.0 

44.1 

44.0 

41.7 

41.2 

40.5 

40.0 

32.0 

30.0 

29.4 

28.0 

15.4 

22.7 

20.3 

28.0 

18.3 

11.8 

17.6 

16.9 

25.3 

40.0 

29.4 

24.0 

12.8 

18.2 

22.0 

20.0 

25.0 

29.4 

24.3 

38.5 

26.7 

20.0 

27.8 

36.0 

10.3 

9.1 

13.6 

8.0 

15.0 

17.7 

17.6 

4.6 

16.0 

10.0 

13.5 

12.0 

北京市（78）

重庆市（22）

辽宁省（59）

四川省（25）

江苏省（60）

福建省（17）

上海市（74）

湖北省（65）

山东省（75）

浙江省（10）

广东省（126）

天津市（25）

数字技术的应用情况因地区而异

进驻地商业中数字技术的应用情况（按地区）

◼ 关于数字技术（注），回答“已经应用”或“今后计划应用”的企业整体占比为62.0％。北京市的该企业占比为76.9
％，超过7成，主要应用事例有云技术、电子商务等。

◼ 北京市和重庆市回答“已经利用”的企业占比达到5成以上，但广东省、天津市低于3成，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

（注）改变现有商业模式的新数字技术（电子商务、AI、RPA等）以及应用该技术的商业手法。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是以软件机器人为基础的业务过程自动化。

8.数字技术的应用

8-1

39.9 22.1 25.4 12.6 中国（661）

已经应用 今后计划应用 目前还不清楚 没有应用计划

北京市已经应用的数字技术（多选）

◼ 云技术（66.7％）
◼ 电子商务（54.2％）
◼ 数字营销（35.4％）
◼ 大数据（29.2％）
◼ 人工智能（29.2％）
◼ RPA（29.2％）

76.9

72.7

64.4

72.0

60.0

52.9

58.1

56.9

57.3

70.0

58.7

52.0

62.0

已经应用+今后计划应用

广东省已经应用的数字技术（多选）

◼ 机器人（55.6％）
◼ 云技术（50.0％）
◼ 电子商务（41.7％）
◼ 3D打印（27.8％）
◼ 人工智能（19.4％）
◼ IoT（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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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应用因企业规模而异

进驻地商业中数字技术的应用情况（按企业规模、行业）

◼ 回答“已经应用”数字技术的大企业将近5成，而中小企业仅有26.1％，可见在企业规模上产生差距。

◼ 从行业来看，非制造业较制造业呈现出数字技术应用率较高的趋势。回答“已经应用”的行业中，零售业为9成，信
息通讯业超过7成。制造业中的普通机械设备超过5成。

34.9 

56.7 

48.2 

40.0 

36.1 

35.5 

33.3 

33.3 

30.3 

29.6 

28.0 

25.0 

24.0 

15.0 

25.6 

23.3 

22.2 

30.0 

33.3 

19.4 

16.7 

40.0 

24.2 

14.8 

32.0 

31.3 

26.0 

35.0 

26.6 

13.3 

21.0 

20.0 

16.7 

38.7 

16.7 

20.0 

30.3 

25.9 

28.0 

37.5 

36.0 

40.0 

12.9 

6.7 

8.6 

10.0 

13.9 

6.5 

33.3 

6.7 

15.2 

29.6 

12.0 

6.3 

14.0 

10.0 

制造业（395）

普通机械设备（30）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81）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1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6）

电器电子产品（31）

纸、木制品、印刷（12）

运输机械设备（15）

化学、医药（33）

食品（27）

塑料制品（25）

其他非制造业（16）

铁、有色金属、金属（50）

纺织与服装（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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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47.8 

26.1 

22.1 

19.2 

27.3 

25.4 

24.1 

27.7 

12.6 

9.0 

18.9 

中国（661）

大企业（423）

中小企业（238）

已经应用 今后计划应用 目前还不清楚 没有应用计划

47.4 

90.0 

75.8 

55.3 

50.0 

47.8 

37.9 

35.7 

25.6 

16.9 

15.2 

15.8 

6.3 

4.4 

22.7 

21.4 

25.6 

23.7 

15.8 

25.0 

47.8 

27.3 

21.4 

37.2 

12.0 

10.0 

9.1 

13.2 

18.8 

12.1 

21.4 

11.6 

非制造业（266）

零售业（10）

信息通讯业（33）

销售公司（38）

业务相关服务业（16）

金融、保险业（2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其他非制造业（14）

运输业（43）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行业。

8.数字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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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与当地初创企业合作（按地区、行业）

◼ 关于与当地初创企业的合作，回答“已开展合作”“计划开展合作”“有合作意向或兴趣”的占比总计为34.8％。北
京市的该企业占比超过6成，可见其有意愿与初创企业开展积极合作。

◼ 从行业来看，金融、保险业回答“已开展合作”的企业占比较高，达到37.5％，如果包括“计划开展合作”“有合作
意向或兴趣”在内，信息通讯业超过6成。

7.9 

22.8 

5.9 

12.0 

7.3 

7.1 

8.0 

6.6 

4.8 

1.4 

3.7 

8.9 

11.8 

4.0 

3.6 

4.0 

3.3 

4.1 

23.3 

30.4 

29.4 

20.0 

26.0 

21.4 

20.0 

21.3 

30.0 

23.8 

21.9 

34.8 

62.0 

47.1 

36.0 

33.3 

32.1 

32.0 

31.2 

30.0 

28.6 

27.4 

中国（649）

北京市（79）

福建省（17）

天津市（25）

广东省（123）

辽宁省（56）

四川省（25）

湖北省（61）

浙江省（10）

重庆市（21）

山东省（73）

（％）

与初创企业的合作情况因地区、行业而异

4.2 

6.3 

3.3 

5.1 

8.8 

2.3 

6.3 

6.7 

5.9 

22.7 

28.1 

30.0 

36.4 

28.2 

17.7 

29.2 

40.6 

40.0 

36.4 

33.3 

32.4 

制造业(384)

化学、医药(32)

电器电子产品(30)

纸、木制品、印刷(11)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78)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4)

已开展合作 计划开展合作 虽未开展合作但有合作意向或兴趣

13.2 

27.3 

37.5 

4.6 

20.0 

6.3 

5.7 

9.1 

4.6 

12.5 

24.2 

30.3 

20.8 

36.9 

20.0 

12.5 

43.0 

66.7 

58.3 

46.2 

40.0 

31.3 

非制造业(265)

信息通讯业(33)

金融、保险业(24)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65)

零售业(10)

业务相关服务业(16)

（注）回答“已开展合作”和“计划开展合作”的
企业占比合计前10位的省市。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且回答“已开展合作”和“计划开展合作”
的企业占比合计前5位的行业。

8.数字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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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7.8

16.3

12.7

34.5

27.8

40.2

20.2

52.6

54.4

43.5

67.2

大企业(386)

中小企业(230)

制造业(363)

非制造业(253)

14.8％

32.0％
53.3%

投资了收益额的绝大部分 投资了收益额的一半左右 几乎未投资

9-1

◼ 约5成企业将在华累计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或“一半左右”用作投资本金，用于增强在中国境内的生产与销售等能力。

◼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回答“绝大部分”或“一半左右”的企业占比合计超出非制造业23.7个百分点。

制造业回答再投资的企业占比超过非制造业

中国（616） 按企业规模

累计收益中用于增强能力的投资本金的应用情况（中国、按企业规模、行业）

0 20 40 60 80 100

（％）

按行业

９.中国特设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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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展, 39.6％

未开展,60.4％

48.0

24.9

40.4

38.4

52.0

75.1

59.6

61.6

大企业(406)

中小企业(233)

制造业(376)

非制造业(263)

9-2
◼ 约4成企业回答在中国已经开展社会公益（CSR）事业。

◼ 大企业已经开展社会公益（CSR）事业的企业占比超出中小企业23.1个百分点。

◼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已经开展社会公益（CSR）事业的企业占比略高于非制造业，但差距不大。

约4成企业开展社会公益（CSR）事业

９.中国特设章节

中国（639）
0 20 40 60 80 100

（％）

社会公益（CSR）事业的开展情况（中国、按企业规模、行业）

按企业规模

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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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0.2％

27.2％

23.4％

38.7％

超过5％ 1％-5％（含5％）

0.1％-1％（含1％） 0.01％-0.1％（含0.1％）

0.01％以下（含0.01％）

9-3

◼ 社会公益（CSR）事业支出占在华累计收益比例超过1％的企业占比合计为10.6％。

◼ 从超过0.1％的企业占比来看，合计约达到4成。

超过1成企业将超过1％的累计收益用于CSR支出

中国（235）

社会公益（CSR）事业
支出占收益的比例

按行业 按企业规模

制造业
（143）

非制造业
（92）

大企业
（177）

中小企业
（58）

0.01％以下（含0.01
％）

38.5 39.1 40.1 34.5

0.01％-0.1％（含0.1
％） 27.3 17.4 26.6 13.8

0.1％-1％（含1％）
24.5 31.5 25.4 32.8

1％-5％（含5％）
9.8 10.9 7.9 17.2

超过5％ 0.0 1.1 0.0 1.7

（％）

社会公益（CSR）事业支出占在华累计收益的比例（中国、按行业、企业规模）

９.中国特设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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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 向已经开展社会公益（CSR）事业的企业继续询问开展CSR事业的领域，回答“慈善”的企业占比最多，达到48.8％，

其次依次为“环保”“社会福利”“教育”“治灾”“国际交流”。

◼ 从行业来看，非制造业回答“教育”“国际交流”的企业占比高出制造业10个百分点以上。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企业
回答“环保”的企业占比最多，达到48.4％，中小企业回答“慈善”的企业占比最多，达到51.7％。

在开展CSR事业的领域中，“慈善”“环保”等排名领先

48.8

44.7

39.0

26.0

18.7

11.8

8.1

6.1

5.7

5.7

5.7

0 20 40 60

慈善

环保

社会福利

教育

治灾

国际交流

体育

艺术文化

医疗

学术研究

其他

（％）

开展社会公益（CSR）事业的领域（多选）（中国、按行业、企业规模）
（％）

中国（246）

领域

按行业 按企业规模

制造业
（149）

非制造业
（97）

大企业
（188）

中小企业
（58）

慈善 49.0 48.5 47.9 51.7

环保 45.6 43.3 48.4 32.8

社会福利 36.9 42.3 41.5 31.0

教育 19.5 36.1 27.1 22.4

治灾 14.8 24.7 18.6 19.0

国际交流 5.4 21.7 13.8 5.2

体育 7.4 9.3 8.5 6.9

艺术文化 3.4 10.3 6.4 5.2

医疗 6.0 5.2 5.9 5.2

学术研究 2.7 10.3 6.9 1.7

其他 5.4 6.2 5.3 6.9

９.中国特设章节

（注）粉色高亮部分为按行业、企业规模占比最高的领域。
红框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差距为10个百分点以上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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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4.1 

4.1 

4.3 

4.7 

4.8 

5.0 

5.7 

5.9 

6.2 

6.6 

4.8 

武汉市(13)

大连市(20)

北京市(45)

成都市(9)

天津市(7)

上海市(41)

深圳市(7)

青岛市(19)

苏州市(8)

重庆市(5)

广州市(12)

中国(199)

4.4

5.2

5.3

5.3

4.8

4.2

4.8

4.8

5.0

5.0

5.1

5.2

5.2

5.9

5.0

运输业(26)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9)

销售公司(32)

信息通讯业(28)

非制造业(199)

电器电子产品(2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2)

化学、医药(24)

普通机械设备(20)

纺织与服装(16)

铁、有色金属、金属(4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1)

塑料制品(23)

食品(24)

制造业(310)

4.0

4.1

4.1

4.2

4.6

4.6

4.9

5.1

5.1

5.3

5.3

5.5

5.0

北京市(13)

重庆市(12)

天津市(12)

深圳市(11)

上海市(15)

东莞市(23)

武汉市(20)

青岛市(23)

广州市(19)

佛山市(12)

苏州市(27)

大连市(17)

中国(310)

3.8

5.3

5.3

5.5

4.8

3.9

4.4

4.8

4.8

4.9

5.0

5.0

5.0

5.9

4.8

运输业(24)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7)

信息通讯业(25)

销售公司(31)

非制造业(190)

纺织与服装(16)

电器电子产品(21)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1)

化学、医药（24)

普通机械设备(19)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0)

塑料制品(21)

铁、有色金属、金属(39)

食品(24)

制造业(298)

4.0

4.2

4.4

4.5

4.5

4.7

4.8

5.0

5.1

5.4

5.5

5.7

4.8

重庆市(11)

深圳市(11)

天津市(12)

青岛市(22)

北京市(12)

广州市(19)

上海市(13)

东莞市(20)

武汉市(19)

大连市(16)

佛山市(12)

苏州市(27)

中国(298)

3.6

4.0

4.1

4.6

4.7

4.9

5.3

5.5

5.5

6.2

6.4

4.8

武汉市(14)

大连市(17)

北京市(45)

天津市(7)

成都市(8)

上海市(40)

深圳市(6)

青岛市(17)

广州市(11)

重庆市(5)

苏州市(8)

中国(190)

工资：同比增长率10-1

中国 按市（制造业）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市（制造业）、在5家以上的市（非制造业）、在15家以上的行业。制造业）、在5家以上的市（非制造业）、在15家以上的行业。

（％） （％） （％）

10.工资实际情况

2
02
1年

←
2
02
0年

2
02
2年

←
2
02
1年

中国 按市（非制造业） 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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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资和月工资（按行业、制造业）

5,326

5,340

5,625

5,847

7,287

7,451

8,022

6,476

大连市(14)

东莞市(19)

青岛市(16)

武汉市(16)

重庆市(12)

苏州市(23)

广州市(13)

中国(231)

2,994

3,150

3,274

3,705

3,857

4,333

4,335

4,566

4,605

4,996

7,280

8,864
4,217

东莞市(23)

佛山市(12)

大连市(18)

武汉市(19)

深圳市(12)

重庆市(13)

广州市(19)

青岛市(25)

天津市(11)

苏州市(27)

上海市(15)

北京市(12)

中国(315)

8,211 

8,633 

9,297 

10,369 

10,403 

10,783 

10,952 

11,731 

12,077 

14,117 

16,248 

20,476 

11,039 

大连市(17)

天津市(12)

青岛市(21)

深圳市(12)

武汉市(17)

佛山市(12)

东莞市(21)

重庆市(11)

广州市(16)

苏州市(26)

上海市(12)

北京市(12)

中国(285)

5,605

5,811

6,145

6,244

6,455

6,741

6,847

7,126

6,476

食品(16)

塑料制品(19)

铁、有色金属、金属(32)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52)

电器电子产品(16)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3)

化学、医药(16)

普通机械设备(16)

制造业(231)

9,187 

9,399 

10,501 

10,510 

10,533 

10,667 

10,953 

12,917 

12,940 

11,039 

纺织与服装(15)

食品(21)

塑料制品(2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56)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6)

化学、医药(22)

铁、有色金属、金属(38)

普通机械设备(19)

电器电子产品(21)

制造业(285)

3,395

3,507

3,691

3,893

3,919

4,178

4,360

4,887

4,987

4,217

塑料制品(24)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8)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1)

电器电子产品(24)

食品(27)

铁、有色金属、金属(41)

纺织与服装(16)

普通机械设(17)

化学、医药(23)

制造业(315)

工资：基本工资和月工资（制造业）10-2

工人

单位：人民币基本工资月工资（中国按市、制造业）

单位：人民币

工程师 管理人员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市（制造业）、在15家以上的行业。

10.工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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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基本工资与月工资（非制造业）10-3

单位：人民币

单位：人民币

5,773 

5,780 

6,363 

6,483 

6,620 

6,716 

7,482 

8,033 

9,336 

9,707 

10,207 

8,084 

成都市(12)

天津市(7)

苏州市(8)

重庆市(6)

青岛市(20)

大连市(20)

广州市(12)

武汉市(15)

上海市(41)

深圳市(7)

北京市(48)

中国(209)

10,266 

11,539 

12,490 

13,000 

14,150 

14,895 

16,386 

19,225 

19,289 

20,719 

16,375 

天津市(7)

成都市(11)

青岛市(20)

苏州市(5)

大连市(20)

武汉市(10)

广州市(10)

深圳市(6)

上海市(40)

北京市(43)

中国(187)

5,947 

7,925 

8,514 

8,599 

9,228 

8,084 

运输业(29)

金融、保险业(15)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53)

信息通讯业(28)

销售公司(33)

非制造业(209)

12,071 

15,847 

18,513 

20,335 

16,375

运输业(26)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44)

信息通讯业(27)

销售公司(30)

非制造业(187)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市（非制造业）、在15家以上的行业。

职员 管理人员

基本工资与月工资（中国按市、非制造业）

基本工资与月工资（按行业、非制造业）

◼ 基本工资：除去各种津贴后的工
资，截至2021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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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加班和奖金等的
全年合计值。不包括退休金。截
至2021年（度）。

◼ 工人：正式雇佣的普通工人，有
三年左右工作经验。承包工及试

用期员工除外。

◼ 工程师：正式雇佣的普通工人，
有三年左右工作经验。承包工及
试用期员工除外。

◼ 管理人员（制造业）：正式雇佣
的销售主管课长级别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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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员工及
试用期员工除外。

◼ 管理人员（非制造业）：正式雇
佣的销售主管课长级别人员，大
学本科以上学历，且有十年左右
工作经验。

10.工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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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75 

173,775 

182,100 

189,480 

193,525 

198,913 

213,622 

226,830 

254,500 

203,657 

青岛市(19)

深圳市(12)

佛山市(10)

大连市(17)

东莞市(19)

武汉市(16)

广州市(14)

苏州市(26)

上海市(10)

中国(257)

全年实际负担额（按行业、制造业）

工资：全年实际负担额、奖金（制造业）10-4

单位：人民币

单位：人民币

67,371 

71,960 

75,295 

76,456 

80,681 

80,777 

88,571 

93,394 

93,856 

146,052 

83,701 

东莞市(21)

佛山市(10)

大连市(16)

武汉市(18)

深圳市(12)

重庆市(10)

苏州市(27)

青岛市(23)

广州市(16)

上海市(13)

中国(274)

111,444 

115,125 

122,761 

130,507 

134,352 

146,154 

124,349 

东莞市(18)

武汉市(15)

青岛市(15)

大连市(12)

苏州市(23)

广州市(12)

中国(211)

67,836 

75,794 

75,804 

76,887 

77,408 

84,968 

86,805 

109,679 

83,701 

食品(24)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52)

电器电子产品(2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6)

塑料制品(20)

普通机械设备(15)

铁、有色金属、金属(35)

化学、医药(21)

制造业(274)

90,299 

115,686 

117,747 

121,699 

129,874 

141,152 

145,605 

124,349 

食品(16)

电器电子产品(16)

塑料制品(17)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45)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2)

铁、有色金属、金属(30)

化学、医药(15)

制造业(211)

164,657 

185,972 

191,105 

192,864 

199,602 

208,597 

229,224 

236,890 

203,657 

食品(20)

塑料制品(19)

化学、医药(20)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48)

普通机械设备(16)

电器电子产品(2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6)

铁、有色金属、金属(36)

制造业(257)

2.0 制造业(315)

单位：个月

2.1 制造业(232) 2.3 制造业(283)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市（制造业）、在15家以上的行业。

工人 工程师 管理人员

全年实际负担额（中国 按市、制造业）

奖金（制造业）

10.工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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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非制造业(209) 2.3 非制造业(184)

201,233 

275,647 

285,805 

345,365 

295,493 

运输业(19)

信息通讯业(2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39)

销售公司(26)

非制造业(161)

105,514 

128,787 

151,426 

151,796 

142,206 

运输业(19)

信息通讯业(24)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45)

销售公司(28)

非制造业(174)

96,089 

98,685 

112,615 

118,313 

131,754 

132,803 

146,583 

168,132 

179,202 

142,206 

成都市(9)

苏州市(8)

青岛市(17)

大连市(16)

武汉市(12)

广州市(9)

深圳市(6)

上海市(36)

北京市(43)

中国(174)

203,920 

208,412 

232,625 

251,108 

296,167 

299,431 

353,034 

355,539 

357,731 

295,493 

苏州市(5)

青岛市(17)

成都市(8)

大连市(16)

深圳市(6)

广州市(9)

上海市(37)

北京市(38)

武汉市(9)

中国(161)

工资：全年实际负担额、奖金（非制造业）10-5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市（非制造业）、在15家以上的行业。

职员 管理人员

单位：人民币全年实际负担额（中国 按市、非制造业）

单位：人民币全年实际负担额（按行业、非制造业）

单位：个月奖金（非制造业）

10.工资实际情况



60Copyright©2022JETRO.Allrightsreserved.

257,333 

408,780 

425,060 

295,493 

313,150 

大連市(6)

北京市(6)

上海市(7)

中国全体(非IT雇用)(161)

中国全体(34)

工资：IT岗位（中国 按市）
单位：人民币基本工资与月工资

◼ 工人及职员（IT岗位） 正式雇佣的IT实务职位，有三年左右工作经验。
◼ 管理人员（IT岗位） 正式雇佣的项目管理人员级别人员且有10年左右工作经验。

10-6

工
人

管
理
人
员

全年实际负担额

职
员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市。

制
造
业

非
制
造
业

10.工资实际情况

8,000 

8,260 

14,301 

11,039 

11,909 

青島市(5)

武漢市(5)

蘇州市(6)

中国全体(非IT雇用)(285)

中国全体(50)

8,417 

11,792 

12,962 

8,084 

10,473 

大連市(9)

上海市(9)

北京市(12)

中国全体(非IT雇用)(209)

中国全体(47)

15,571 

23,620 

24,994 

16,375 

19,001 

大連市(7)

上海市(7)

北京市(7)

中国全体(非IT雇用)(187)

中国全体(37)

76,800 

82,567 

100,700 

117,460 

119,728 

83,701 

107,721 

武漢市(6)

青島市(6)

東莞市(6)

蘇州市(9)

深圳市(5)

中国全体(非IT雇用)(274)

中国全体(77)

133,800 

176,000 

213,558 

203,657 

204,705 

青島市(5)

武漢市(5)

蘇州市(6)

中国全体(非IT雇用)(257)

中国全体(47)

163,812 

201,007 

227,730 

142,206 

180,874 

大連市(7)

上海市(9)

北京市(10)

中国全体(非IT雇用)(174)

中国全体(41)

3,380 
4,800 

4,800 

6,278 

7,771 

12,908 

4,217 
6,099 

武漢市(6)

青島市(7)

東莞市(6)

深圳市(5)

蘇州市(9)

北京市(6)

中国全体(非IT雇用)(315)

中国全体(86)中国（86）

中国（非IT岗位）（315）

北京市（6）

苏州市（9）

深圳市（5）
东莞市（6）

青岛市（7）
武汉市（6）

中国（50）
中国（非IT岗位）（285）

苏州市（6）

武汉市（5）

青岛市（5）

中国（77）

中国（非IT岗位）（274）

深圳市（5）

苏州市（9）

东莞市（6）

青岛市（6）

武汉市（6）

中国（47）

中国（非IT岗位）（257）

苏州市（6）

武汉市（5）

青岛市（5）

中国（47）
中国（非IT岗位）（209）

北京市（12）

上海市（9）

大连市（9）

中国（37）

中国（非IT岗位）（187）

北京市（7）

上海市（7）

大连市（7）

中国（41）

中国（非IT岗位）（174）

北京市（10）

上海市（9）

大连市（7）

中国（34）

中国（非IT岗位）（161）

上海市（7）

北京市（6）

大连市（6）

管
理
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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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IT岗位（按行业）

单位：人民币基本工资与月工资

10-7

全年实际负担额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行业。

10,155 

12,019 

10,473 

5,249 

5,269 

5,833 

6,179 

6,225 

6,394 

7,420 

6,099 

情報通信業(22)

販売会社(9)

非製造業(47)

輸送機器部品(17)

プラスチック製品(10)

化学・医薬(6)

繊維・衣服(7)

電気・電子機器(8)

電気・電子機器部品(12)

鉄・非鉄・金属(5)

製造業(86)

工
人
及
职
员

管
理
人
员

164,698 

194,133 

180,874 

99,861 

100,207 

100,765 

107,233 

113,600 

113,650 

119,195 

107,721 

情報通信業(18)

販売会社(8)

非製造業(41)

プラスチック製品(8)

繊維・衣服(7)

輸送機器部品(15)

化学・医薬(6)

鉄・非鉄・金属(5)

電気・電子機器(8)

電気・電子機器部品(11)

製造業(77)

315,500 

411,157 

313,150 

191,800 

196,449 

231,203 

204,705 

情報通信業(16)

販売会社(7)

非製造業(34)

化学・医薬(5)

輸送機器部品(11)

電気・電子機器部品(7)

製造業(47)

19,941 

23,787 

19,001 

10,603 

11,554 

12,000 

11,909 

情報通信業(17)

販売会社(8)

非製造業(37)

輸送機器部品(12)

電気・電子機器部品(7)

化学・医薬(5)

製造業(50)

10.工资实际情况

制造业（86）

铁、有色金属、金属（5）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12）

电器电子产品（8）

纺织与服装（7）

化学、医药（6）

塑料制品（10）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17）

非制造业（47）

销售公司（9）

信息通讯业（22）

制造业（77）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11）

电器电子产品（8）

铁、有色金属、金属（5）

化学、医药（6）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15）

纺织与服装（7）

塑料制品（8）

非制造业（41）

销售公司（8）

信息通讯业（18）

制造业（50）

化学、医药（5）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7）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12）

非制造业（37）

销售公司（8）

信息通讯业（17）

非制造业（34）

销售公司（7）

信息通讯业（16）

制造业（47）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7）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11）

化学、医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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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咨询请联系：

海外调查部

中国北亚课

03-3582-5181

ORG@jetro.go.jp

邮编107-6006

日本国东京都港区赤坂1-12-32 ARK森大厦6楼

◼ 注意事项

【注】数据零头可能因四舍五入而有误差。

【免责条款】请本报告所提供信息的使用人员自行判断相关信息并承担因使用本报告所提供信息而产生的责任。
JETRO尽量注意提供准确信息，但对于因本报告提供的信息导致使用者利益受损等情况，JETRO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