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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调查结果

1.盈利企业占比增长到65.6％，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

❖ 2022年营业利润预计盈利的企业占比增长，与新冠疫情前2019年调查的水平相同。东盟超过6成。
印度超过7成，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后反弹，内需扩大。另一方面，中国受动态清零政策影响，
盈利企业占比减少。

❖ 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东盟的“扩大”意愿增长，达到将近5成的水平。另一方面，
中国的“扩大”意愿占3成，为2007年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缅甸、斯里兰卡有约3成企
业回答“缩小”。

2.关于经营上的问题，工资上涨和采购成本增加成为企业的负担

❖ 关于经营上的问题，制造业回答“采购成本增加”的企业占比达到将近8成的水平。此外，“员
工工资上涨”是所有地区和行业共同存在的问题。

3.开展脱碳措施的企业（包括计划开展）超过7成，较上年大幅增长

❖ 将脱碳措施视为经营课题的企业约占7成。已经开展脱碳措施的企业不到4成，将今后计划开展
包括在内后超过7成，较2021年调查大幅增长。另外，还存在顾客对成本增加缺乏理解以及缺乏
激励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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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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0 4,392 100.0 1,962 2,430 30.7

东北亚 2,693 1,323 30.1 569 754 49.1

中国 1,539 720 16.4 410 310 46.8

香港与澳门 468 286 6.5 52 234 61.1

台湾 542 232 5.3 76 156 42.8

韩国 144 85 1.9 31 54 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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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以与日本企业的分公司和派驻人员办事
处）。

调查对象

◼ 2022年 8月22日-9月21日

调查期间

◼ 对14,290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4,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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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回收情况

（家、％）

◼ 调查始于1987年，本年度为第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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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175 4.0 44 131 40.3

澳大利亚 298 128 2.9 29 99 43.0

新西兰 136 47 1.1 15 32 34.6

西南亚 1,322 408 9.3 195 213 30.9

印度 982 273 6.2 136 137 27.8

孟加拉国 214 74 1.7 29 45 34.6

巴基斯坦 66 40 0.9 22 18 60.6

斯里兰卡 60 21 0.5 8 13 35.0

东盟 9,841 2,486 56.6 1,154 1,332 25.3

越南 1,816 603 13.7 309 294 33.2

泰国 2,853 538 12.2 300 238 18.9

新加坡 1,084 404 9.2 91 313 37.3

印度尼西亚 1,788 368 8.4 196 172 20.6

马来西亚 943 224 5.1 120 104 23.8

菲律宾 515 153 3.5 85 68 29.7

缅甸 470 95 2.2 15 80 20.2

柬埔寨 290 77 1.8 26 51 26.6

老挝 82 24 0.5 12 12 29.3

调查概要

2022年调查概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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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调查概要（2）

％
％

各行业占比（制造业） 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数 （家）（家、％）

东北亚 902 421 

中国 451 269

香港与澳门 202 84

台湾 182 50

韩国 67 18

东盟 1,406 1,080

越南 312 291

泰国 212 326

新加坡 297 107

印度尼西亚 246 122

马来西亚 143 81

菲律宾 85 68

缅甸 60 35

柬埔寨 37 40

老挝 14 10

西南亚 311 97 

印度 219 54

孟加拉国 44 30

巴基斯坦 36 4

斯里兰卡 12 9

大洋洲 139 36

澳大利亚 111 17

新西兰 28 19

非制造业 合计 2,430 55.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534 12.2

销售公司 419 9.5

运输业 272 6.2

建筑业 235 5.4

信息通讯业 222 5.1

业务相关服务业 186 4.2

金融与保险业 181 4.1

房地产与租赁业 79 1.8

矿业与能源 50 1.1

旅游、娱乐业 49 1.1

零售业 45 1.0

餐饮业 27 0.6

教育与医疗 26 0.6

农林水产业 12 0.3

其他非制造业 93 2.1

有效回答 占比

各行业占比（非制造业） （家、％）

有效回答 占比

制造业 合计 1,962 44.7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280 6.4

铁、有色金属、金属 265 6.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189 4.3

化学与医药 168 3.8

普通机械设备 153 3.5

电器电子产品 123 2.8

食品 120 2.7

塑料制品 119 2.7

纺织与服装 114 2.6

橡胶、陶瓷业、土石 83 1.9

纸、木制品、印刷 74 1.7

运输机械设备 70 1.6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 66 1.5

其他制造业 138 3.1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占比

62.8 

37.2 大企业

中小企业％

（注1）企业规模是指日本总公司（母公司法人）的规模。
（注2）中小企业的定义依据日本《中小企业基本法》规定。

大企业 中小企业

总数 2,758 1,634

％

调查概要



5Copyright © 2022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2022年调查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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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与水产加工品

2 纺织与服装
纺织（纺纱、织物、化纤）
服装与纤维产品（含鞋类、手套、皮革制
品、缝制品）

3 纸、木制品、印刷

木材与木制品
家具、室内装饰与装备
纸与纸浆
印刷与出版

4 化学与医药
化学品与石油产品
医药品

5 塑料制品 塑料制品

6 橡胶、陶瓷业、土石
橡胶产品
陶瓷业与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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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通讯设备与业务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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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与保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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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与统筹管理公司
外观设计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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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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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63.5

85.5

81.8

79.2

73.5

73.2

71.9

64.9

63.8

63.0

62.9

60.3

59.6

59.5

51.9

47.6

47.3

42.7

40.0

31.0

18.0

18.9

10.8

7.9

13.1

15.7

13.9

13.5

18.4

18.6

22.7

24.7

26.7

12.8

19.7

25.9

19.1

20.0

23.5

15.0

23.0

16.4

17.7

3.6

10.3

7.7

10.8

13.0

14.6

16.8

17.7

14.4

12.4

13.0

27.7

20.8

22.2

33.3

32.7

33.8

45.0

46.0

总数（4,155）

东盟（2,350）

韩国（83）

澳大利亚（126）

台湾（221）

新加坡（388）

印度尼西亚（339）

印度（267）

中国（692）

泰国（527）

马来西亚（216）

香港与澳门（267）

菲律宾（146）

新西兰（47）

越南（558）

巴基斯坦（27）

老挝（21）

孟加拉国（55）

柬埔寨（68）

斯里兰卡（20）

缅甸（87）

盈利 持平 亏损

（％）

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按国家和地区）

63.0

57.1

85.3

79.8

76.8

72.2

71.3

70.3

66.4

65.5

63.4

62.6

61.5

59.7

56.8

54.3

43.2

39.2

33.3

27.3

15.5

14.8

15.6

4.9

8.2

9.2

15.1

13.9

10.8

13.4

17.9

15.1

15.5

16.1

17.2

22.7

17.0

24.3

17.7

27.8

22.7

12.4

22.2

27.2

9.8

12.0

14.1

12.7

14.8

18.9

20.1

16.7

21.4

21.8

22.3

23.1

20.5

28.6

32.4

43.0

38.9

50.0

72.1

总数（4,382）

东盟（2,529）

韩国（102）

台湾（208）

澳大利亚（142）

中国（668）

香港与澳门（324）

巴基斯坦（37）

新加坡（447）

菲律宾（84）

印度尼西亚（350）

泰国（554）

印度（273）

马来西亚（186）

新西兰（44）

越南（646）

孟加拉国（37）

柬埔寨（79）

斯里兰卡（18）

老挝（22）

缅甸（161）

盈利 持平 亏损

（％）

（参考）上年调查：2021年营业利润预测（按国家和地区）

◼ 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为“盈利”的企业占比为65.6％，较2021年调查结果（63.0％）增长了2.6个百分点。

“亏损”的企业占比为16.4％，较2021年调查结果（22.2％）下降了5.8个百分点。

◼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东盟的盈利企业占比较2021年调查结果增长了6.4个百分点。印度增长了10.4个百分

点。另一方面，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盈利企业占比降低，亏损企业占比增长。

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

盈利企业占比增长，中国和巴基斯坦降低

Ⅰ.营业利润预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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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企业占比的走势 - 2009年-2022年（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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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香港与澳门 台湾 韩国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越南

马来西亚 泰国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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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老挝 缅甸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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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

整体 东北亚

东盟六国 东盟（CLM）

（注）2009年-2010年的香港与澳门不包括澳门。

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各地区走势）：

盈利企业占比恢复至新冠疫情前水平

（％）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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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印度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西南亚

（％） （％）

（％） （％）

（注）柬埔寨为2010年后，老挝为2011年后。

Ⅰ.营业利润预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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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75.6

75.3

73.7

71.9

68.3

66.9

66.7

64.6

63.4

63.2

60.2

56.3

44.1

57.4

61.1

78.0

76.3

75.6

71.2

65.3

59.4

53.9

48.4

38.5

32.9

9.2

61.9

14.3

12.8

11.1

12.0

12.3

13.7

15.4

25.8

10.8

13.8

15.8

13.8

16.9

25.5

13.2

15.2

9.4

12.5

2.2

13.9

11.8

17.9

12.1

25.3

21.2

21.4

4.6

21.4

20.3

11.5

13.6

14.3

15.8

18.0

17.7

7.6

24.6

22.8

21.1

26.0

26.8

30.4

29.5

23.7

12.6

11.2

22.2

14.9

22.9

22.7

34.1

26.4

40.4

45.7

86.2

16.7

制造业（1,935）

运输机械设备（78）

化学与医药（162）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175）

橡胶、陶瓷业、土石（57）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284）

电器电子产品（136）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66）

铁、有色金属、金属（277）

塑料制品（123）

普通机械设备（152）

食品（123）

纸、木制品、印刷（71）

纺织与服装（102）

其他制造业（129）

非制造业（2,447）

金融与保险业（159）

销售公司（447）

矿业与能源（45）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518）

运输业（262）

信息通讯业（229）

房地产与租赁业（91）

业务相关服务业（182）

零售业（52）

建筑业（243）

旅游、娱乐业（65）

其他非制造业（84）

盈利 持平 亏损

非
制
造
业

制
造
业

66.3

77.1

73.9

73.5

73.2

69.8

69.2

67.6

65.7

65.0

62.5

58.3

57.6

50.5

64.4

65.0

79.6

76.8

75.0

72.7

71.4

65.3

59.4

58.9

48.8

37.6

23.9

53.1

17.6

14.4

13.9

16.2

17.7

19.6

14.5

14.4

17.6

22.5

15.3

18.8

20.3

24.3

18.5

18.4

11.7

14.0

14.5

9.1

15.9

15.3

22.4

28.9

16.3

30.7

13.0

28.4

16.1

8.5

12.3

10.3

9.2

10.6

16.2

18.0

16.8

12.5

22.2

22.9

22.0

25.2

17.0

16.7

8.8

9.2

10.5

18.2

12.7

19.4

18.2

12.2

34.9

31.7

63.0

18.5

制造业（1,921）

电器电子产品（118）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65）

运输机械设备（68）

化学与医药（164）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189）

食品（117）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278）

铁、有色金属、金属（262）

橡胶、陶瓷业、土石（80）

纸、木制品、印刷（72）

普通机械设备（144）

塑料制品（118）

纺织与服装（111）

其他制造业（135）

非制造业（2,234）

金融与保险业（137）

销售公司（414）

运输业（248）

矿业与能源（44）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90）

房地产与租赁业（72）

信息通讯业（214）

业务相关服务业（180）

零售业（43）

建筑业（202）

旅游、娱乐业（46）

其他非制造业（81）

盈利 持平 亏损

非
制
造
业

制
造
业

（％）

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按行业） （参考）上年调查：2021年营业利润预测（按行业）

◼ 从行业来看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盈利企业占比方面，制造业为66.3％，非制造业为65.0％。较2021年调查
结果分别增长了0.9个百分点和3.9个百分点。亏损企业占比方面，制造业为16.1％，非制造业为16.7％，分
别降低了4.2个百分点和7.0个百分点。

◼ 制造业中，食品行业的盈利企业占比较2021年调查结果增长了9.0个百分点。非制造业中，旅游业、房地产租
赁业、业务相关服务业、零售业的盈利企业占比增长超过10个百分点。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35家以上的行业。

（％）

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按行业）：

制造业、非制造业的盈利企业占比均增加，亏损企业占比均降低

Ⅰ.营业利润预期

3



9Copyright © 2022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Ⅰ.营业利润预期

43.3

44.9

71.4

61.9

61.8

61.1

58.2

53.6

50.0

47.4

47.2

40.4

39.8

38.8

38.3

37.4

36.3

34.3

28.4

22.1

19.1

44.4

44.1

21.4

23.8

36.4

33.6

29.9

39.5

41.0

45.1

40.1

42.6

50.4

45.8

48.9

44.7

53.8

48.8

51.5

45.4

57.1

12.3

11.1

7.1

14.3

1.8

5.3

11.9

6.9

9.0

7.4

12.7

17.0

9.9

15.4

12.9

17.9

10.0

16.9

20.1

32.6

23.8

总数（4,102）

东盟 （2,322）

巴基斯坦（28）

老挝（21）

孟加拉国（55）

印度（262）

柬埔寨（67）

越南（550）

印度尼西亚（334）

马来西亚（215）

菲律宾（142）

新西兰（47）

泰国（528）

中国（683）

台湾（217）

澳大利亚（123）

韩国（80）

新加坡（379）

香港与澳门（264）

缅甸（86）

斯里兰卡（21）

改善 持平 恶化

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
（按国家和地区，较2021年）

2023年营业利润预期
（按国家和地区，较2022年）

（％） （％）

40.8

43.8

63.2

61.9

48.2

47.6

47.2

47.0

45.2

44.9

44.1

43.4

40.1

39.0

35.2

31.9

27.0

26.8

26.4

25.9

23.8

32.3

32.3

24.9

23.8

29.6

29.8

32.9

29.8

30.2

35.8

32.4

30.1

32.9

39.0

34.5

36.2

41.6

31.3

35.6

37.0

38.1

27.0

23.9

11.9

14.3

22.2

22.6

19.9

23.2

24.6

19.2

23.5

26.5

27.0

22.0

30.3

31.9

31.5

41.9

37.9

37.0

38.1

总数（4,128）

东盟 （2,334）

印度（261）

老挝（21）

孟加拉国（54）

越南（553）

马来西亚（216）

印度尼西亚（336）

澳大利亚（126）

新加坡（385）

柬埔寨（68）

台湾（219）

泰国（526）

韩国（82）

菲律宾（142）

新西兰（47）

香港与澳门（267）

中国（690）

缅甸（87）

巴基斯坦（27）

斯里兰卡（21）

改善 持平 恶化

营业利润预期（改善或恶化，按国家和地区）：

改善超过4成，但是预测较2021年调查有所放缓
◼ 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较2021年）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为40.8％，较2021年调查结果（43.7％）下降

了2.9个百分点。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为27.0％，较2021年调查结果（23.9％）增长了3.1个百分点。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东盟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增长。

◼ 2023年营业利润预期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为43.3％，较2021年调查结果（47.6％）下降了4.3个百分点，

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为12.3％，较2021年调查结果（10.1％）增长了2.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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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58.8 

51.3 

48.0 

47.9 

47.5 

47.2 

46.2 

45.6 

43.6 

43.1 

40.2 

39.9 

39.0 

49.2 

41.3 

82.2 

63.4 

52.1 

47.6 

44.5 

42.7 

39.0 

37.4 

35.6 

31.8 

11.6 

34.6 

42.8 

33.3 

40.0 

38.4 

40.2 

40.2 

42.9 

40.0 

47.1 

43.6 

43.5 

52.1 

44.8 

49.7 

40.0 

45.8 

15.6 

34.2 

39.7 

45.7 

40.1 

47.8 

50.5 

54.8 

52.1 

41.6 

65.1 

55.6 

11.5 

7.9 

8.8 

13.7 

12.0 

12.4 

9.9 

13.9 

7.4 

12.7 

13.4 

7.7 

15.4 

11.2 

10.8 

12.9 

2.2 

2.4 

8.2 

6.7 

15.5 

9.6 

10.5 

7.8 

12.3 

26.5 

23.3 

9.9 

制造业（1,900）

食品（114）

橡胶、陶瓷业、土石（80）

纸、木制品、印刷（73）

塑料制品（117）

铁、有色金属、金属（259）

化学与医药（161）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65）

运输机械设备（68）

纺织与服装（110）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276）

电器电子产品（117）

普通机械设备（14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187）

其他制造业（130）

非制造业（2,202）

旅游、娱乐业（45）

零售业（41）

房地产与租赁业（73）

信息通讯业（210）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79）

金融与保险业（136）

建筑业（200）

业务相关服务业（179）

销售公司（407）

运输业（245）

矿业与能源（43）

其他非制造业（81）

改善 持平 恶化

40.3 

49.6 

46.9 

46.1 

44.4 

40.0 

39.0 

38.5 

38.3 

37.9 

36.5 

36.4 

36.2 

34.3 

46.6 

41.2 

65.2 

50.0 

49.4 

48.0 

41.7 

39.9 

38.6 

38.4 

37.0 

36.5 

35.0 

32.1 

28.6 

30.6 

25.0 

25.2 

26.4 

21.3 

27.1 

34.2 

27.7 

32.3 

29.6 

38.1 

23.2 

31.5 

19.6 

35.5 

28.3 

27.3 

24.3 

38.4 

32.6 

42.1 

38.6 

38.4 

38.0 

38.0 

39.9 

48.2 

31.2 

19.8 

28.1 

28.7 

29.2 

38.8 

33.9 

27.3 

33.9 

29.8 

33.9 

25.4 

40.6 

34.3 

33.8 

23.4 

6.5 

22.7 

26.3 

13.7 

25.8 

18.0 

22.7 

23.3 

25.0 

25.6 

25.1 

19.8 

制造业（1,907）

纺织与服装（111）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64）

食品（115）

普通机械设备（144）

橡胶、陶瓷业、土石（80）

塑料制品（118）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187）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274）

化学与医药（161）

铁、有色金属、金属（260）

电器电子产品（118）

运输机械设备（69）

纸、木制品、印刷（73）

其他制造业（133）

非制造业（2,221）

旅游、娱乐业（46）

零售业（44）

运输业（247）

房地产与租赁业（7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85）

业务相关服务业（178）

矿业与能源（44）

销售公司（412）

信息通讯业（208）

金融与保险业（137）

建筑业（203）

其他非制造业（81）

改善 持平 恶化

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较2021年，按行业） 2023年营业利润预期（较2022年，按行业）

非
制
造
业

制
造
业

（％） （％）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30家以上的行业。

营业利润预期（改善或恶化，按行业）：

旅游、娱乐业和零售业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增长

Ⅰ.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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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33.5 

26.1 

19.6 

18.9 

17.6 

16.4 

13.5 

12.3 

10.3 

9.6 

8.9 

7.4 

6.1 

3.3 

2.4 

2.0 

8.0 

新冠疫情促使反弹增长

新冠疫情出行限制放宽的影响

生产效率提高（仅制造业）

出口量增加促使销售额增长

当地市场购买力增加促使销售额增长

汇率波动

确立了相对于竞争公司的优势

当地生产能力增强促使当地销售额增长

提高出口价格（单价）促使销售额增长

开工率提高

削减人工费

出口目的地增加（销路扩大）促使销售额增长

销售效率提高

压缩管理费及燃料动力费

压缩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成本

压缩物流成本

乌克兰局势促使销售额增加

其他

◼ 在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的改善原因中，克服新冠疫情影响实现恢复占业绩改善原因的第1位和第2位，其中

回答“新冠疫情促使反弹增长”的企业占43.0％，回答“新冠疫情出行限制放宽的影响”的企业占33.5％。

◼ 在恶化原因中，成本增加的相关项目排名领先。特别是回答“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成本增加”导致业绩恶

化的企业占比为46.8％，约占一半。

46.8 

36.7 

30.1 

28.4 

28.2 

26.5 

26.0 

25.6 

24.2 

18.0 

17.6 

16.9 

13.3 

7.3 

6.9 

6.7 

5.2 

4.5 

3.4 

15.9 

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成本增加

物流成本增加

新冠疫情导致反弹减少

新冠疫情下出行限制的影响

人工费上涨

汇率波动

新冠疫情导致成本增加

管理费及燃料动力费上涨

未充分转嫁到销售价格上

乌克兰局势导致成本增加

出口量减少导致销售额减少

当地市场购买力降低导致销售额减少

开工率降低

乌克兰局势导致销售额减少

强大的竞争公司出现

当地生产能力缩小导致当地销售额减少

降低出口价格（单价）导致销售额减少

出口目的地减少（销路缩小）导致销售额减少

本国及他国政府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

其他

营业利润改善或恶化的原因（2022年）：

各种成本增加依然是企业的负担

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恶化原因（多选）

（％）

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改善原因（多选）

（％）

（注）“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改善原因”的回答企业数为1,663家，其中制造业为760家。“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恶化原因”的回答企业数为1,102家。
有效答卷企业数在30家以上的项目。

Ⅰ.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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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29.5 

29.1 

23.2 

20.1 

18.3 

17.5 

13.2 

12.7 

12.6 

7.9 

7.8 

7.5 

6.7 

5.3 

4.4 

10.6 

新冠疫情出行限制放宽的影响

新冠疫情促使反弹增长

生产效率提高（仅制造业）

当地市场购买力增加促使销售额增长

出口量增加促使销售额增长

当地生产能力增强促使当地销售额增长

确立了相对于竞争公司的优势

开工率提高

出口目的地增加（销路扩大）促使销售额增长

销售效率提高

提高出口价格（单价）促使销售额增长

压缩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成本

汇率波动

压缩人工费

压缩管理费及燃料动力费

压缩物流成本

其他

◼ 在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的改善原因中，新冠疫情相关项目继2022年之后继续领先。

◼ 在营业利润预测的恶化原因中，成本增加相关项目继2022年之后继续领先。依次为“原材料与零部件”“人

工费”“物流成本”“管理费与燃料动力费”，可见成本增加对企业的业绩而言依然是不小的压力。

营业利润改善或恶化的原因（2023年）：

有望克服新冠疫情实现恢复，但成本继续增加

35.9 

33.7 

32.1 

28.9 

21.3 

20.9 

20.7 

20.3 

16.7 

16.1 

14.5 

12.3 

11.7 

8.4 

7.6 

7.6 

6.8 

6.2 

20.1 

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成本增加

人工费上涨

物流成本增加

管理费及燃料动力费上涨

出口量减少导致销售额减少

汇率波动

新冠疫情导致反弹减少

未充分转嫁到销售价格上

新冠疫情导致成本增加

当地市场购买力降低导致销售额减少

乌克兰局势导致成本增加

新冠疫情下出行限制的影响

降低出口价格（单价）导致销售额减少

强大的竞争公司出现

当地生产能力缩小导致当地销售额减少

开工率降低

乌克兰局势导致销售额减少

出口目的地减少（销路缩小）导致销售…

其他

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恶化原因（多选）

（％）

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改善原因（多选）

（％）

（注）“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改善原因”的回答企业数为1,752家，其中制造业为859家。“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恶化原因”的回答企业数为498家。

有效答卷企业数在30家以上的项目。

Ⅰ.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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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20.0

51.3

47.6

27.3

25.9

25.7

25.0

23.8

20.6

20.6

17.1

16.9

13.1

4.9

0.0

▲ 4.5

▲ 11.1

▲ 11.5

▲ 14.3

▲ 15.1

总数（4,128）

东盟（2,334）

印度（261）

老挝（21）

马来西亚（216）

孟加拉国（54）

新加坡（385）

越南（553）

印度尼西亚（336）

澳大利亚（126）

柬埔寨（68）

韩国（82）

台湾（219）

泰国（526）

菲律宾（142）

新西兰（47）

香港与澳门（267）

巴基斯坦（27）

缅甸（87）

斯里兰卡（21）

中国（690）

31.1

33.8

64.3

60.0

55.7

47.6

46.7

46.3

41.0

40.0

34.5

29.9

26.3

25.4

23.4

23.4

19.5

17.4

8.3

▲ 4.8

▲ 10.5

总数（4,102）

东盟（2,322）

巴基斯坦（28）

孟加拉国（55）

印度（262）

老挝（21）

越南（550）

柬埔寨（67）

印度尼西亚（334）

马来西亚（215）

菲律宾（142）

泰国（528）

韩国（80）

台湾（217）

中国（683）

新西兰（47）

澳大利亚（123）

新加坡（379）

香港与澳门（264）

斯里兰卡（21）

缅甸（86）

景气度DI：

以东盟为中心“改善”预期增长
◼ 2022年表示景气度的DI值（注）为13.8个百分点，低于2021年调查结果（19.8个百分点）。东盟为20.0个百

分点，较2021年调查结果增长了6.0个百分点。中国为-15.1个百分点，降低了29.8个百分点。在西南亚，虽

然印度和孟加拉国有所增长，但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降低。

◼ 2023年的DI值为31.1个百分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排名领先。斯里兰卡、缅甸继2022年后继续保持

负预期。

2022年的DI值（按国家和地区） 2023年的DI值（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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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通过数据显示景气度如何变化的指标。

（百分点）（百分点）

Ⅰ.营业利润预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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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值的走势 - 2009年-2023年（按国家和地区）

整体 东北亚

东盟六国 西南亚

-70

-35

0

35

70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2023

-70

-35

0

35

70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2023

中国 香港与澳门

台湾 韩国

-70

-35

0

35

70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2023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越南 马来西亚

泰国 新加坡

-70

-35

0

35

70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2023

印度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注）2009年-2010年的香港与澳门不包括澳门。

（百分点）

景气度DI（各地区走势）：

虽然触底反弹后速度放缓，但对于2023年预期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增长

大洋洲

东盟（CLM）

-70

-35

0

35

70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2023

柬埔寨 老挝 缅甸

-70

-35

0

35

70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2023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注）柬埔寨为2011年后，老挝为2012年后。

（注）2009年-2022年为表示调查当年较上年如何变化的DI值。

2023年为2022年调查结果中表示2023年较2022年有怎样预期的DI值。

Ⅰ.营业利润预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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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业务开展：

业务扩大意愿小幅增长，中国为历史最低
◼ 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44.4％，较2021年调查结果（43.6％）增长了

0.8个百分点。此外，回答“缩小”“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的企业占比为4.7％，较2021年调查结

果（5.6％）下降了0.9个百分点。

◼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印度、孟加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超过5成，较2021年调查

结果均有所增长。中国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33.4％，（在将非制造业追加为调查对象的2007年调查后）

为历史最低水平。

44.4 

72.5 

71.6 

60.0 

54.2 

53.3 

49.4 

48.4 

47.8 

47.1 

44.6 

42.2 

42.1 

40.3 

37.6 

33.4 

29.8 

18.2 

11.7 

9.5 

50.9 

24.5 

28.4 

38.9 

45.8 

42.9 

45.8 

48.0 

50.6 

50.7 

52.6 

53.9 

55.3 

55.6 

55.7 

60.3 

63.8 

72.7 

51.1 

61.9 

3.7 

1.5 

0.8 

2.6 

4.8 

2.7 

1.4 

1.8 

2.0 

3.1 

2.6 

3.5 

4.7 

4.9 

4.3 

7.0 

30.9 

28.6 

1.0 

1.5 

0.3 

1.3 

0.9 

0.3 

0.4 

0.8 

0.8 

0.6 

2.0 

1.4 

2.1 

2.1 

6.4 

总数（4,329）

印度（269）

孟加拉国（74）

越南（597）

老挝（24）

柬埔寨（77）

韩国（83）

马来西亚（223）

印度尼西亚（362）

台湾（227）

新加坡（397）

澳大利亚（128）

巴基斯坦（38）

泰国（536）

菲律宾（149）

中国（697）

新西兰（47）

香港与澳门（286）

缅甸（94）

斯里兰卡（21）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

（％）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按国家和地区）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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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

50

60

70

80

9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总数 中国 东盟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越南 印度 澳大利亚

◼ 东盟、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澳大利亚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较2021年调查结果增长。自深受新冠疫

情影响的2020年调查以来连续2年持续恢复。另一方面，中国再次转为降低，为历史最低（注1），低于2020

年调查结果（36.6％）。

◼ 对比2009年调查以来的中国与东盟的走势发现，2012年东盟超过中国，在2014年-2016年调查中两者差距扩

大到10个百分点以上。2020年调查（1.1个百分点）和2021年调查（2.6个百分点）的结果差距甚微，但是在

2022年调查（13.5个百分点）中差距再次拉开。

（注1）在将非制造业追加为调查对象的2007年调查后。
（注2）东盟的占比是基于除文莱以外的9个国家的总和计算得出的。
（注3）柬埔寨、老挝分别自2010年、2011年之后包含在东盟的平均值中。

今后的业务开展：

各国家和地区的扩大意愿进一步恢复，但中国再次降低

今后1-2年“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走势 （2009年-2022年）

（％）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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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扩大业务的原因：

“增长能力强、发展潜力大”成为扩大业务的首要原因

今后1-2年“扩大”业务的原因（多选）

44.4 

35.3 

30.7 

25.9 

25.3 

22.4 

21.7 

12.8 

成長性、潜在力の高さ

現地市場での購買力増加

に伴う売上増加

競合他社と比較した際の

優位性の確立

輸出量の増加による

売上増加

輸出先が増えること

（販路拡大）による売上…

高付加価値製品・

サービスへの高い受容性

取引先との関係

生産・販売ネットワーク

見直し

40.6 

38.5 

37.3 

21.8 

21.1 

27.9 

23.7 

14.3 

总数
（1,886）

42.3 

32.7 

29.6 

28.2 

27.4 

20.4 

21.1 

12.4 

59.9 

45.8 

24.4 

23.7 

26.3 

20.2 

22.1 

11.8 

42.7 

19.1 

32.4 

20.6 

14.7 

27.9 

17.7 

13.2 

东盟
（1,130）

西南亚
（262）

大洋洲
（68）

东北亚
（426）

（％）

◼ 关于今后1-2年“扩大”业务的原因，所有地区回答“增长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占比最高，超过

2021年调查结果中回答比例最高的“当地市场购买力增加促使销售额增长”。

◼ 西南亚回答“当地市场购买力增加促使销售额增长”的企业占比为45.8％，相对较高。东北亚回答“确立

了相对于竞争公司的优势”的企业占比为37.3％，相对较高。

增长能力强、发展潜力大

当地市场购买力增加
促使销售额增长

确立了相对于竞争公司
的优势

出口量增加促使销售额增长

出口目的地增加（销路扩大）
促使销售额增长

对高附加值产品和
服务的接受度高

与客户的关系

生产及销售网络的调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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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 

74.5 

74.4 

73.6 

73.4 

70.5 

62.7 

57.8 

57.3 

56.5 

53.3 

51.2 

49.0 

46.4 

42.0 

总数（1,848）

香港与澳门（51）

韩国（39）

澳大利亚（53）

新加坡（169）

台湾（105）

印度（185）

越南（346）

中国（220）

泰国（209）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41）

马来西亚（104）

菲律宾（56）

孟加拉国（50）

扩充的功能：

回答扩充销售功能的企业占比不到6成

（％）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在30家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物流功能、服务业务功能、研究开发、地区统筹管理功能列出前5位国家和地区。
（注2）“销售功能”的国家和地区名称旁边括弧内的答卷企业数为所有项目相同。

扩充的功能（多选）

销售功能

22.0 

34.6 

29.8 

28.9 

26.0 

25.0 

24.9 

24.4 

23.4 

16.8 

15.1 

8.3 

5.9 

5.7 

5.1 

总数

印度尼西亚

越南

马来西亚

孟加拉国

菲律宾

印度

柬埔寨

泰国

中国

澳大利亚

新加坡

香港与澳门

台湾

韩国

生产功能
（高附加值产品）

生产功能
（通用产品）

物流功能

服务业务功能

32.4 

44.6 

39.2 

38.2 

35.7 

34.7 

33.5 

31.7 

29.3 

28.2 

22.0 

19.1 

18.9 

18.9 

11.8 

总数

中国

泰国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越南

印度

马来西亚

柬埔寨

韩国

孟加拉国

台湾

新加坡

澳大利亚

香港与澳门

11.2 

17.7 

15.4 

15.1 

14.6 

12.5 

总数

香港与澳门

韩国

澳大利亚

印度

菲律宾

7.0 

10.0 

9.8 

8.9 

8.2 

8.1 

总数

孟加拉国

香港与澳门

菲律宾

中国

泰国

研究开发

地区统筹管理功能

9.5 

18.6 

12.8 

12.0 

9.8 

9.7 

总数

中国

韩国

孟加拉国

越南

印度尼西亚

6.1 

17.2 

9.4 

8.2 

8.0 

7.8 

总数

新加坡

澳大利亚

中国

孟加拉国

香港与澳门

◼ 关于扩充的功能，回答“销售功能”的企业占比最多，为59.7％。

◼ 回答扩充“生产功能（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占比中国最高，为44.6％，泰国、印度尼西亚约为4成。其中，
在中国，回答扩充“生产功能（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占比超过回答扩充“生产功能（通用产品）”的企业
占比27.8个百分点。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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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56.5

53.3

57.8

62.7

40

45

50

55

60

65

7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中国 泰国 印度尼西亚 越南 印度

44.6

39.2
38.2

34.7
33.5

20

25

30

35

40

45

5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6.8

23.4

34.6

29.8

24.9

15

20

25

30

35

40

45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各国扩充功能的走势：

越南扩充销售功能的意愿快速增长
◼ 越南回答扩充“销售功能”的企业占比为57.8％，较2021年调查结果（49.1％）大幅增长。

◼ 泰国和中国回答扩充 “生产功能（通用产品）”的企业占比较2021年调查结果大幅降低（分别降低12.9个
百分点和6.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两国回答扩充“生产功能（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占比均较2021年
调查结果有所增长。

各国扩充功能的走势（2018年-2022年）

销售功能 生产功能（高附加值产品） 生产功能（通用产品）

（％） （％） （％）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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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33.2 

19.3 

18.2 

16.6 

11.1 

9.9 

9.4 

8.8 

8.3 

26.0 

34.1 

39.6 

19.8 

19.8 

16.5 

11.0 

7.7 

6.6 

8.8 

5.5 

29.7 

43.6 

25.6 

23.1 

10.3 

23.1 

18.0 

15.4 

12.8 

28.2 

成本增加（采购成本、人工费等）

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

出口量减少导致销售额减少

当地市场购买力降低导致销售额减少

限制加强

难以确保劳动力

强力竞争公司出现

与客户的关系

出口目的地减少（销路缩小）…

生产及销售网络调整

其他

总数（181） 东盟（91） 中国（39）

缩小业务和转移、撤退的原因：

回答“成本增加”的企业占比最多
◼ 关于“缩小”业务和“转移、撤退”的原因，回答“成本增加”（34.3％）的企业占比最多，紧随其后的

是“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33.2％）、“出口量减少导致销售额减少”（19.3％）。

◼ 将东盟与中国进行对比，中国回答“成本增加”的企业占比高出东盟9.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东盟回答

“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当地市场购买力降低导致销售额减少”的企业占比分别高出中国14.0个百

分点和9.5个百分点。

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的原因（多选）

按行业 按企业规模

制造业 非制造业 大企业 中小企业

51.4 22.4 28.6 43.5

32.4 33.6 34.8 30.4

32.4 10.3 15.2 26.1

16.2 19.6 21.4 13.0

10.8 20.6 18.8 13.0

16.2 7.5 9.8 13.0

13.5 7.5 14.3 2.9

10.8 8.4 8.0 11.6

12.2 6.5 7.1 11.6

12.2 5.6 8.0 8.7

13.5 34.6 30.4 18.8

（％）

成本增加（采购成本、人工费等）

增长能力弱、发展潜力小

出口量减少导致销售额减少

当地市场购买力降低导致销售额减少

管制增强

难以确保劳动力

强大的竞争公司出现

与客户的关系

出口目的地减少（销路缩小）导致销售额减少

生产及销售网络的调整

其他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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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整供应链：

约半数企业考虑调整供应链

自2020年至目前是否调整了供应链
（销售、采购、生产）

今后是否会调整供应链
（销售、采购、生产）

（％） （％）

◼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截至2022年下半年调查时已调整过某供应链（SC：生产、销售、采购）的企业占

比为39.1％，回答“今后调整”的企业约占一半（48.8％）。

◼ 制造业中回答“今后调整SC”的企业约占6成，比非制造业高出11.7个百分点。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48.8

50.0

57.8

49.7

43.6

59.2

40.1

51.2

50.0

42.3

50.3

56.4

40.8

59.9

総数(4,165)

ASEAN(2,378)

南西アジア(374)

オセアニア(171)

北東アジア(1,242)

製造業(1,892）

非製造業（2,273）

あり なし

总数（4,165）

东盟（2,378）

西南亚（374）

大洋洲（171）

东北亚（1,242）

制造业（1,892）

非制造业（2,273）

否是

39.1

39.7

48.9

46.8

33.9

47.5

32.1

60.9

60.3

51.1

53.3

66.1

52.5

67.9

総数(4,177)

ASEAN(2,382)

南西アジア(376)

オセアニア(169)

北東アジア(1,250)

製造業(1,898)

非製造業(2,279)

あり なし

总数（4,177）

东盟（2,382）

西南亚（376）

大洋洲（169）

东北亚（1,250）

制造业（1,898）

非制造业（2,279）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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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销售：

提高“销售价格”的企业约占4成

今后调整销售的原因（多选）
（1,180）

新冠疫情收息 44.7％

消费者行动与市场发生变化 39.3％

物流费高涨 38.6％

原材料费高涨 34.0％

人工费高涨 30.2％

◼ 向回答已调整SC的企业询问销售战略的具体调整内容，有约4成（38.9％）的企业回答“提高销售价格”，

占比最多。从地区来看，大洋洲的企业占比尤其高，为55.0％。

◼ 关于今后调整销售的原因，回答“新冠疫情收息”的企业占比最多（44.7％）。

今后的销售调整内容（多选） （％）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8

38.9

37.4

30.8

18.2

14.6

13.9

9.0

41.2

37.9

29.8

15.4

13.0

11.5

8.6

38.3

37.2

31.9

26.6

16.5

19.2

10.6

55.0

32.5

37.5

35.0

20.0

23.8

7.5

31.7

37.3

31.3

18.2

16.5

15.5

9.7

販売価格の引き上げ

販売先の見直し

販売製品の見直し

AI利用などデジタル化の推進

自社製品のEC販売の開始・拡充

オンライン展示・商談会などの活用

の推進

販売価格の引き下げ

総数（1,827） ASEAN(1,063) 南西アジア(188) オセアニア(80) 北東アジア(496)

提高销售价格

调整销售客户

调整销售产品

通过利用AI等推进数字化

启动和扩充自身产品的电商销售

推进利用线上展会和洽谈会等

降低销售价格

东北亚（496）大洋洲（80）西南亚（188）东盟（1,063）总数（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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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销售客户：

许多地区加强针对当地市场的销售
◼ 回答正在考虑调整销售客户的企业中，调整时间为“中长期”的超过7成，调整规模为“一部分（大于等

于10％小于30％）”的超过一半。

◼ 关于调整销售客户的具体模式，东北亚、东盟、西南亚均出现了加强针对当地市场的销售的趋势。

东盟
制造业

（n=160）
非制造业

（n=144）

所在国家和地区→所在国家和
地区

20家（12.5％） 40家（27.8％）

所在国家和地区→停止 11家（6.9％） 8家（5.6％）

日本→所在国家和地区 12家（7.5％） 4家（2.8％）

东北亚
制造业

（n=57）
非制造业
（n=69）

所在国家和地区→所在国家和
地区

24家（42.1％） 20家（29.0％）

所在国家和地区→停止 6家（10.5％） 7家（10.1％）

日本→所在国家和地区 4家（7.0％） 4家（5.8％）

西南亚
制造业

（n=20）
非制造业
（n=22）

所在国家和地区→所在国家和
地区

6家（30.0％） 9家（40.9％）

销售客户调整的主要模式（从高到低的顺序）销售客户调整时间

销售客户调整规模

（％）

（％）

（注1）以回答调整后的具体销售客户的企业为对象。
（注2）n为调整模式的数量。每家企业回答的调整模式最多3个。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9

32.3

54.5

13.3

0.0

29.2

50.3

15.9

4.6

一部 (1%～10%未満)

一部 (10%以上～30%未満)

一部 (30%以上～100%未満)

全部

製造業(279) 非製造業(308)

一部分（大于等于1％小于10％）

一部分（大于等于10％小于30％）

一部分（大于等于30％小于100％）

全部

非制造业（308）制造业（279）

5.6

75.5

19.0

4.3

79.0

16.7

一時的

中長期的

わからない

製造業(306) 非製造業(329)

暂时

中长期

不清楚

制造业（306） 非制造业（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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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采购：

约半数企业考虑调整供应商
◼ 向回答已调整SC的企业询问具体的采购调整，有约半数（50.1％）的企业回答今后有计划调整供应商。

◼ 关于今后调整采购的原因，回答“原材料费高涨”的企业占比最多，达到55.3％。紧随其后的是“应对销

售客户与供应商停运或关闭导致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达到48.5％。

今后的采购调整内容（多选） （％）

今后调整采购的原因（多选）（1,305）

原材料费高涨 55.3％

应对销售客户与供应商停运或关
闭导致今后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48.5％

推动本地采购 46.9％

应对物流混乱导致今后供应链断
裂的风险

45.6％

物流费高涨 42.8％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10

50.1

38.7

32.0

32.0

26.1

10.6

53.5

38.9

33.5

31.7

25.4

11.0

45.7

38.8

27.1

30.9

26.6

10.6

31.3

33.8

20.0

41.3

20.0

11.3

47.4

39.1

32.7

31.7

28.4

9.5

調達先の見直し

調達先との連携強化

原材料・部品の変更

在庫量の見直し

複数調達化(不測の事態の備え)

デジタル化(ECサイトなど)の推進

総数（1,827） ASEAN(1,063) 南西アジア(188) オセアニア(80) 北東アジア(496)

调整供应商

加强与供应商的合作

变更原材料和零部件

调整库存

多家采购（应对突发事态）

推进数字化（电商网站等）

东北亚（496）大洋洲（80）西南亚（188）东盟（1,063）总数（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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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供应商：

供应商调整有转为本地采购的趋势
◼ 关于供应商调整规模，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回答“一部分（大于等于10％小于30％）”的企业占比均占约一半。

◼ 从供应商调整的具体模式来看，推动本地采购尤其突出。东盟和西南亚的制造业出现了由日本采购转为本地

采购的动向。另一方面，东北亚的制造业回答在本地内调整供应商的企业占比最多。

东盟 制造业（n=363）
非制造业

（n=139）

所在国家和地区→所在国家和
地区

31家（8.5％） 25家（18.0％）

日本→所在国家和地区 47家（12.9％） 8家（5.8％）

中国→所在国家和地区 33家（9.1％） 4家（2.9％）

东北亚 制造业（n=130）
非制造业
（n=58）

所在国家和地区→所在国家和
地区

28家（21.5％） 11家（19.0％）

日本→所在国家和地区 31家（23.8％） 6家（10.3％）

所在国家和地区→停止 7家（5.4％） 2家（3.4％）

西南亚
制造业

（n=58）
非制造业
（n=21）

日本→所在国家和地区 9家（15.5％） 4家（19.0％）

中国→所在国家和地区 8家（13.8％） 3家（14.3％）

供应商调整的主要模式（从高到低的顺序）供应商调整时间

供应商调整规模

（％）

（％）

（注1）以回答具体调整后的供应商的企业为对象。
（注2）n为调整模式的数量。每家企业回答的调整模式最多3个。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11

3.5

79.4

17.1

4.8

77.5

17.7

一時的

中長期的

わからない

製造業(568) 非製造業(271)

暂时

中长期

不清楚

非制造业（271）制造业（568）

34.8

50.8

12.4

2.1

30.7

47.6

18.6

3.2

一部 (1%～10%未満)

一部 (10%以上～30%未満)

一部 (30%以上～100%未満)

全部

製造業(534) 非製造業(248)

一部分（大于等于1％小于10％）

一部分（大于等于10％小于30％）

一部分（大于等于30％小于100％）

全部

制造业（534） 非制造业（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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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调整生产：

关注“加强投资”和“推动自动化”
◼ 向回答已调整SC的企业询问生产的具体调整内容，回答“加强新投资”的企业占比最多。另一方面，东北

亚回答“推动自动化”的企业占比为31.9％，超过“加强新投资”（23.4％）。

◼ 关于调整生产的原因，回答“生产成本合理化”的企业占比（58.0％）最多。

今后的生产调整内容（多选） （％）

今后调整生产的原因（多选）
（819）

生产成本合理化 58.0％

人工费高涨 51.8％

原材料费高涨 36.9％

新冠疫情收息 31.5％

环保管制增强 29.9％

12

30.2

26.6

16.5

13.3

9.6

6.2

32.8

25.8

16.6

12.4

9.4

6.2

36.7

21.8

17.0

12.8

11.2

5.9

22.5

15.0

12.5

8.8

3.8

2.5

23.4

31.9

16.9

16.1

10.5

6.9

新規投資などの増強

自動化・省人化の推進

デジタル化(IoTの導入など)の推進

生産地の見直し

アウトソーシングの活用

新規投資などの中止・延期

総数（1,827） ASEAN(1,063) 南西アジア(188) オセアニア(80) 北東アジア(496)

加强新投资等

推进自动化、省人化

推进数字化（引入IoT等）

调整产地

利用外包

暂停或推迟新投资等

东盟（1,063） 西南亚（188） 大洋洲（80） 东北亚（496）总数（1,827）



27Copyright © 2022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调整产地：

在本地内调整生产网点是主流
◼ 向正在研究调整产地的企业询问调整对象产地和变更后的调整对象产地的模式，东北亚和东盟均出现了在

本地内调整生产网点的趋势。

◼ 关于制造业的产地调整规模，回答“中长期”的企业占比最多，达到72.9％。

东盟 仅制造业（n=53）

所在国家和地区→所在国家和地区 7家（13.2％）

日本→所在国家和地区 5家（9.4％）

中国→停止 4家（7.5％）

所在国家和地区→越南 3家（5.7％）

东北亚 仅制造业（n=28）

所在国家和地区→所在国家和地区 11家（39.3％）

中国→越南 4家（14.3％）

西南亚 仅制造业（n=13）

日本→所在国家和地区 3家（23.1％）

所在国家和地区→所在国家和地区 2家（15.4％）

产地调整的主要模式（从高到低的顺序）

产地调整时间

产地调整规模 （％）

（％）

（注1）以回答调整后的具体产地的企业为对象。
（注2）n为调整模式的数量。每家企业回答的调整模式最多3个。
（注3）由海外集团成员公司工厂制造的（最终）产品、由OEM等其他公司制造的（最终）

产品还包括变更采购方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13

34.2

41.7

21.7

5.6

31.0

36.2

20.7

12.1

一部 (1%～10%未満)

一部 (10%以上～30%未満)

一部 (30%以上～100%未満)

全部

製造業(120) 非製造業(58)

一部分（大于等于1％小于10％）

一部分（大于等于10％小于30％）

一部分（大于等于30％小于100％）

全部

制造业（120） 非制造业（58）

4.2

72.9

22.9

1.3

64.5

34.2

一時的

中長期的

わからない

製造業(144) 非製造業(76)

暂时

中长期

不清楚

制造业（144） 非制造业（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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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经营体制调整和出勤比例：

出勤比例在90％以上的超过6成，今后呈扩大趋势

2021年
（4,013）

2022年
（4,060）

2023年
1月后

（3,952）

原则上所有员工均出勤
（出勤比例：90％以上）

39.9 62.4 66.5

出勤为主，部分远程办公
（出勤比例：55％以上低于90％）

20.7 19.0 18.3

以相同的频率和比例实施远程办公和
出勤
（出勤比例：45％以上低于55％）

13.4 6.1 4.5

远程办公为主，部分出勤
（出勤比例：10％以上低于45％）

12.5 4.7 3.0

原则上所有员工均远程办公
（出勤比例：低于10％）

7.3 1.7 1.4

没有可实施远程办公的工种 6.2 6.2 6.4

今后的管理与经营体制调整内容（多选） 2021年后出勤比例的变化

◼ 关于管理与经营体制调整，有约6成企业回答今后调整“加强人才培养”。东北亚回答“调整运用居家办公和远程

办公”的企业占比（36.8％）相对较高。

◼ 关于出勤比例，回答90％以上的企业占比在2021年-2022年间大幅增长，并回答2023年后将继续扩大出勤比例。

（％）

（％）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14

65.1

32.3

31.7

29.4

29.4

27.6

66.0

33.5

28.1

29.0

27.5

29.1

64.3

29.9

36.8

30.6

32.7

25.8

人材育成の強化

スタッフの待遇調整

在宅勤務やテレワークの

活用の見直し

経営の現地化の推進

管理・事務手続きのデジタル化による

人員配置の見直し

海外駐在員の配置体制の見直し

総数(4,154) ASEAN(2,344) 北東アジア(1,268)

加强人才培养

调整员工的待遇

调整运用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

推进本地化经营

通过管理与办公手续的数字化调整人员配置

调整海外派驻人员的配置体制

总数（4,154） 东盟（2,344） 东北亚（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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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派驻人员数量的变化：

关于减少海外派驻人员数量的原因，回答“推动本土化”的企业占比最多

56.9

43.4

28.1

6.5

3.3

2.9

新規事業立上げ・…

景気回復・売り上げ増に伴う体制強化

現地監督・管理を目的とした体制強化

事業再編・移転にかかる体制の強化

現地従業員との置き換え

その他

增加的原因（多选，615）

减少的原因（多选， 733）

海外派驻人员的数量较新冠疫情前的变化

◼ 关于截至2022年下半年调查时的海外派驻人员数量，回答较新冠疫情前没有变化的企业占比约6成。另一

方面，回答减少的企业占比为24.4％。

◼ 关于减少海外派驻人员的原因，回答“推进本土化导致体制缩小”的企业占比（59.8％）最多。

（％）（％）

（％）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15

59.8

25.5

17.1

8.9

6.3

4.8

11.3

現地化推進に伴う体制の縮小

景気低迷・売り上げ減に…

事業再編・移転にかかる体制の縮小

リモートワークの定着に伴う体制の縮小

就労査証取得が難しくなった…

デジタル化に伴う体制の縮小

その他

新业务的启动和业务的扩大等导致体
制增强

经济复苏和销售额增长导致体制增强

以现场监管为目的的体制增强

业务重组和转移的体制增强

替换为本地员工

其他

推进本地化导致体制缩小

经济不景气和销售额减少导致体制缩小

业务重组和转移的体制缩小

远程办公的渗透导致体制缩小

工作签证获批难导致体制缩小

数字化导致体制缩小

其他

10.1

15.0

15.5

23.9

10.4

16.0

9.6

15.5

8.0

10.5

65.5

67.1

56.8

59.1

64.7

66.3

78.4

75.0

67.8

69.9

24.4

17.9

27.7

17.1

24.9

17.7

12.0

9.5

24.3

19.7

現時点(4,113)

今後の予定(4,116)

現時点(368)

今後の予定(369)

現時点(2,309)

今後の予定(2,312)

現時点(167)

今後の予定(168)

現時点(1,269)

今後の予定(1,267)

総
数

南
西

ア
ジ

ア
A
S
E
A
N

オ
セ

ア
ニ

ア
北

東
ア

ジ
ア

増加 変化なし（コロナ前の水準と同じ） 減少

目前（1,269）

今后计划（1,267）东
北
亚

无变化（与新冠疫情前一样）

目前（4,113）

今后计划（4,116）

目前（368）

今后计划（369）

目前（2,309）

今后计划（2,312）

目前（167）

今后计划（168）

大
洋
洲

东
盟

西
南

亚
总
数

增加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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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60.4

52.4

19.9

5.8

2.4

景気回復・売り上げ増に伴う体制強化

新規事業立上げ・…

現地化推進に伴う体制の強化

事業再編・移転にかかる体制の強化

その他

当地员工数量的变化：

今后增加当地员工的企业约占4成

增加的原因（多选，1,596）

减少的原因（多选，565）

当地员工的数量较新冠疫情前的变化

◼ 回答与新冠疫情前相比今后1-2年当地员工数量预计增加的企业约占4成（38.9％），较目前高出15.5个百

分点。另一方面，回答预计减少的企业占比较目前低11.7个百分点。

◼ 从地区来看，西南亚回答预计增加的企业占比为55.0％，相对较高。

（％）
（％）

（％）

16

44.1

41.4

22.3

14.3

15.4

景気低迷・売上減に伴う体制の縮小

コスト削減に伴う体制の縮小

事業再編・移転にかかる体制の縮小

デジタル化に伴う体制の縮小

その他

经济复苏和销售额增长导致体制增强

新业务的启动和业务的扩大等导致体制增强

推进本地化导致体制增强

业务重组和转移的体制增强

其他

经济不景气和销售额减少导致体制缩小

压缩成本导致体制缩小

业务重组和转移的体制缩小

数字化导致体制缩小

其他

23.4

38.9

37.3

55.0

24.9

42.3

16.4

32.2

17.6

29.2

51.1

47.2

40.6

33.7

50.3

45.5

62.6

59.7

53.9

52.7

25.5

13.8

22.1

11.3

24.8

12.3

21.1

8.2

28.5

18.1

現時点(4,106)

今後の予定(4,109)

現時点(362)

今後の予定(362)

現時点(2,314)

今後の予定(2,317)

現時点(171)

今後の予定(171)

現時点(1,259)

今後の予定(1,259)

総
数

南
西

ア
ジ

ア
A
S
E
A
N

オ
セ

ア
ニ

ア
北

東
ア

ジ
ア

増加 変化なし（コロナ前の水準と同じ） 減少

总
数

无变化（与新冠疫情前一样）

目前（4,106）

今后计划（4,109）

目前（362）

今后计划（362）

目前（2,314）

今后计划（2,317）

目前（171）

今后计划（171）

目前（1,259）

今后计划（1,259）东
北
亚

东
盟

西
南
亚

大
洋
洲

减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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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

工资上涨、采购成本增加、汇率波动成为企业的负担
◼ 关于所有地区和行业共同存在的经营上的问题，回答“员工工资上涨”的企业占比最多（70.9％），紧随

其后的是“采购成本增加”（69.0％）和“汇率波动”（66.9％）。

◼ 制造业中“采购成本增加”（78.3％）的回答率占据首位，较非制造业高出19.8个百分点。

所有地区和行业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多选）

回答项目 （％）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70.9

第2位 采购成本增加 69.0

第3位 汇率波动 66.9

第4位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与价格方面的竞争） 51.7

第5位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50.3

第6位 新顾客开拓停滞 44.0

第7位 员工素质 39.8

第8位 税务（法人税、转让定价调整等）负担 37.8

第9位 通告和规则内容未充分告知 37.2

第10位 客户要求降价 36.7

Ⅲ.经营上的问题

（注）经营上的问题各相关项目中记载的回答率是指按领域分类的“销售与营业方面”“财务、金融与汇率方面”“雇佣与劳务方面”“贸易制度方面”“生产与采购方面”各
提问内的回答占比。

1

按行业（％） 按企业规模（％）

制造业 非制造业 大企业 中小企业

74.7 67.8 70.7 71.1

78.3 58.5 69.4 68.5

67.5 66.3 67.0 66.6

54.5 49.3 55.3 45.8

53.5 47.1 50.3 50.3

37.7 49.4 41.7 47.7

41.5 38.5 38.2 42.6

41.3 34.9 40.3 33.6

36.0 38.3 37.4 36.7

42.9 31.3 35.3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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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

东盟主要国家工资上涨问题排名领先
各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前5项，多选）

（注1）回答率排名前5项。淡粉色高亮表示未进入Ⅲ.1整体调查地区总数前10的项目。

新加坡 （％）

1 员工工资上涨 81.5

2 采购成本增加 70.8

3 汇率波动 70.0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与价格方面的竞争） 53.3

5 新顾客开拓停滞 45.8

马来西亚 （％）

1 员工工资上涨 78.7

2 汇率波动 73.3

3 采购成本增加 72.3

4 员工留存率 52.8

5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与价格方面的竞争） 50.9

泰国 （％）

1 采购成本增加 78.9

2 员工工资上涨 71.4

3 汇率波动 68.9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与价格方面的竞争） 53.6

5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49.7

印度尼西亚 （％）

1 员工工资上涨 82.8

2 采购成本增加 80.9

3 税务（法人税、转让定价调整等）负担 73.9

4 汇率波动 64.2

5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57.9

越南 （％）

1 员工工资上涨 75.2

2 采购成本增加 66.1

3 汇率波动 62.8

4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57.6

5 税务（法人税、转让定价调整等）负担 49.8

菲律宾 （％）

1 汇率波动 65.6

2 税务（法人税、转让定价调整等）负担 61.3

3 员工工资上涨 61.1

4 采购成本增加 60.4

5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57.3

（注2）经营上的问题各相关项目中记载的回答率是指按领域分类的各提问“销售与营业方面”“财务、金融与汇率方面”“雇佣与劳务方面”“贸易制度方面”“生产与采购方面”

内的回答占比。

Ⅲ.经营上的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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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

新兴国家中有3个国家回答汇率波动的企业占比排第一，电力供不应
求也成为问题 各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前5项，多选）

柬埔寨 （％）

1 员工工资上涨 61.9

2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55.8

3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与价格方面的竞争） 55.8

4 税务（法人税、转让定价调整等）负担 53.2

5 员工素质 50.8

老挝 （％）

1 汇率波动 70.6

2 通告和规则内容未充分告知 68.8

3 采购成本增加 66.7

4 原材料及零部件本地采购难 66.7

5 员工工资上涨 47.4

缅甸 （％）

1 汇率波动 89.3

2 资金结算相关限制严格 69.3

3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62.7

4 电力供不应求、停电 60.3

5 订货量减少 54.1

印度 （％）

1 员工工资上涨 77.2

2 采购成本增加 76.1

3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63.0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与价格方面的竞争） 59.2

5 税务（法人税、转让定价调整等）负担 58.6

巴基斯坦 （％）

1 汇率波动 84.9

2 采购成本增加 79.0

3 进口关税高 75.0

4 电力供不应求、停电 68.4

5 员工工资上涨 61.3

斯里兰卡 （％）

1 电力供不应求、停电 73.3

2 员工工资上涨 71.4

3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70.0

4 原材料及零部件本地采购难 66.7

5 订货量减少 57.1

孟加拉国 （％）

1 报关等各项手续繁琐 73.2

2 汇率波动 72.6

3 原材料及零部件本地采购难 67.4

4 电力供不应求、停电 65.2

5 采购成本增加 63.0

（注1）回答率排名前5项。淡粉色高亮表示未进入Ⅲ.1整体调查地区总数前10的项目。

（注2）经营上的问题各相关项目中记载的回答率是指按领域分类的各提问“销售与营
业方面”“财务、金融与汇率方面”“雇佣与劳务方面”“贸易制度方
面”“生产与采购方面”内的回答占比。

Ⅲ.经营上的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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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

在东北亚和大洋洲各国，工资上涨也成为课题
各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前5项，多选）

中国 （％）

1 员工工资上涨 67.6

2 汇率波动 64.1

3 采购成本增加 64.0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与价格方面的竞争） 59.2

5 新顾客开拓停滞 47.0

香港与澳门 （％）

1 采购成本增加 68.2

2 汇率波动 66.7

3 员工工资上涨 61.8

4 物流混乱 53.7

5 新顾客开拓停滞 49.4

台湾 （％）

1 汇率波动 83.9

2 采购成本增加 65.8

3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与价格方面的竞争） 58.6

4 员工工资上涨 53.9

5
人才（普通职员、行政人员、普通工人）招
聘难

46.1

韩国 （％）

1 员工工资上涨 81.8

2 汇率波动 68.8

3 采购成本增加 65.1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与价格方面的竞争） 59.5

5 客户要求降价 48.1

澳大利亚 （％）

1 员工工资上涨 75.0

2 采购成本增加 64.8

3 汇率波动 60.2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与价格方面的竞争） 47.3

5 物流混乱 44.0

新西兰 （％）

1 员工工资上涨 85.4

2 汇率波动 73.0

3 采购成本增加 70.3

4
人才（普通职员、行政人员、普通工人）招
聘难

63.4

5 物流混乱 54.1

（注1）回答率排名前5项。淡粉色高亮表示未进入Ⅲ.1整体调查地区总数前10的项目。

（注2）经营上的问题各相关项目中记载的回答率是指按领域分类的各提问“销售与营业方面”“财务、金融与汇率方面”“雇佣与劳务方面”“贸易制度方

面”“生产与采购方面”内的回答占比。

Ⅲ.经营上的问题

4



35Copyright © 2022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对经营的影响（仅东盟、西南亚、大洋洲）

人才、汇率等9项成为占比超过4成的经营风险
◼ 关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环境，将经济指标恶化（汇率、物价波动）、劳动市场变化（人工费、外国人

就业制度、离职率等）、法律法规与手续的效率（审批、外资优惠、税制）等列为主要商业风险。另外，

特别是在西南亚，企业对市场的增长有较强的预期。

对经营有正面影响（优势）
（前10项）

对经营有负面影响（风险）
（前10项）

Ⅲ.经营上的问题

60.0 

42.1 

41.6 

37.8 

36.0 

29.8 

28.9 

28.2 

24.6 

22.9 

0 20 40 60 80 100

市场增长能力

目前市场规模

语言沟通方便

派驻人员生活环境

雇佣公司所需人才和员工的便捷性…

政治和社会形势

税制优惠的完善情况（法人税、物品…

法律制度的完善情况（外资优惠和限…

人工费水平

雇佣公司所需人才和员工的便捷性…

整 体（2,267） 东盟（1,820） 西南亚（321） 大洋洲（126）

市场增长能力

目前市场规模

语言沟通方便

派驻人员生活环境

雇佣公司所需人才和员工的便捷性
（普通工人、普通职员、行政人员等）

政治和社会形势

税制优惠的完善情况
（法人税、物品税、进出口关税等）

法律制度的完善情况（外资优惠和限制等）

人工费水平

雇佣公司所需人才和员工的便捷性
（专业岗位、技术岗位等）

市场

增长预期

53.4 

47.4 

47.2 

46.3 

44.9 

44.1 

42.0 

41.5 

40.7 

37.8 

0 20 40 60 80 100

人工费水平

行政手续的高效性（批准等）

汇率变化

政治和社会形势

法律制度的完善情况（外资优惠和限…

税制及税务手续的高效性

签证和就业许可手续

离职率水平

物价波动

雇佣和劳动制度

整 体（2,479） 东盟（2,003） 西南亚（332） 大洋洲（144）

人工费水平

行政手续的效率（审批等）

汇率变化

政治和社会形势

法律制度的完善情况（外资优惠和限制等）

税制与税务手续的效率

签证和就业许可手续

离职率水平

物价波动

雇佣和劳动制度

劳动市场、
经济指标
恐将恶化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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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 

78.5 

75.0 

74.1 

70.7 

67.2 

60.0 

55.3 

54.8 

54.6 

44.4 

44.2 

40.4 

34.4 

25.6 

71.6 

61.9 

37.5 

46.1 

53.5 

25.9 

42.1 

43.6 

30.7 

27.3 

30.4 

33.7 

30.1 

12.5 

11.6 

11.1 

インド(222)

インドネシア(260)

パキスタン(32)

ベトナム(451)

バングラデシュ(58)

カンボジア(58)

全地域(2,267)

オーストラリア(94)

フィリピン(124)

ラオス(11)

マレーシア(171)

タイ(380)

シンガポール(322)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32)

ミャンマー(43)

スリランカ(9)

市場の成長性

現在の市場規模

◼ 驻印度企业对印度的市场规模和市场增长能力给予广泛好评。驻印度尼西亚、驻孟加拉国和驻越南企业

对当地市场的增长预期也很高。驻澳大利亚企业对包括出口在内的市场增长抱有期待。

◼ 驻柬埔寨和驻巴基斯坦企业对相较于目前而言的今后市场规模的增长的预期最高。

目前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能力（优势，按所在国家和地区）

市场增长预期（仅东盟、西南亚、大洋洲）

看好印度，柬埔寨也有增长潜力

+41.3

潜力领域示例
（柬埔寨）

+37.5

建筑（特别是基础设施相关）、
观光与娱乐、贸易公司与零售

（％）

Ⅲ.经营上的问题

6

印度（222）

印度尼西亚（260）

巴基斯坦（32）

越南（451）

孟加拉国（58）

柬埔寨（58）

所有地区（2,267）

澳大利亚（94）

菲律宾（124）

老挝（11）

马来西亚（171）

泰国（380）

新加坡（322）

新西兰（32）

缅甸（43）

斯里兰卡（9）

市场增长能力

目前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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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 

61.1 

93.3 

91.7 

70.5 

50.0 

42.1 

38.0 

60.0 

50.0 

40.9 

40.0 

所有地区（126）

东盟（108）

西南亚（15）

印度（12）

越南（44）

新加坡（20）

57.6 

45.0 

86.1 

92.1 

67.7 

42.1 

34.4 

41.7 

32.0 

65.1 

73.7 

51.6 

31.6 

28.1 

所有地区（144）

东盟（100）

西南亚（43）

印度（38）

印度尼西亚（31）

越南（19）

泰国（32）

市场增长能力 目前市场规模

◼ 关于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印度目前市场规模和增长能力均较高。关于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对新加坡、

越南有期待。关于建筑，对很多国家都有期待，对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增长能力的期待尤其高。关于信

息通讯，对印度增长的期待较高。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目前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能力带来的优势（主要行业）

建筑 信息通讯

市场增长预期（仅东盟、西南亚、大洋洲）

对印度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和信息通讯的增长抱有很高期待

44.0 

42.1 

57.1 

52.9 

42.9 

33.3 

28.6 

20.9 

19.3 

50.0 

17.7 

7.1 

11.1 

21.4 

所有地区（91）

东盟（88）

新加坡（14）

越南（17）

印度尼西亚（14）

泰国（18）

马来西亚（14）

63.9 

60.7 

72.4 

84.6 

80.0 

77.4 

75.0 

46.5 

42.6 

58.6 

61.5 

50.0 

51.6 

75.0 

所有地区（155）

东盟（122）

西南亚（29）

孟加拉国（13）

印度尼西亚（20）

越南（31）

印度（12）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 （％）（％）（％）

Ⅲ.经营上的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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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认为Product是“优势”（性能与质量、品牌、售后服务）。

◼ 认为Price（价格）、Promotion（营销、销售等）是“短板”的企业较多。Place（流通）方面，制造业

的交货期是优势。制造业的商业模式也存在课题。

在目标市场上的优势和短板（所有地区）

13.0 

15.7 

16.6 

17.8 

18.6 

21.5 

24.8 

25.7 

27.1 

28.2 

31.6 

35.1 

63.2 

(11.5)

(13.6)

(12.1)

(19.1)

(33.3)

(15.5)

(15.9)

(9.9)

(12.0)

(14.7)

(6.8)

(11.0)

(2.2)

知的財産

ビジネスモデル

流通チャネル

マーケティング・販売

製品・サービスの価格

経営判断（意思決定）の早さ

人材

製品・サービスの企画・設計

研究開発・技術

納期

アフターサービス

ブランド

製品・サービスの性能・品質

強み 弱み 製造業DI(1,962) 非製造業DI(2,430)

（％，百分点）

优势短板

日资企业的优势和短板

在将优势侧重于产品、价格和促销上存在课题

（注）DI值用“有优势”的企业占比减去“有短板”的企业占比算出。

Ⅲ.经营上的问题

8

产品和服务的性能与质量

品牌

售后服务

交货期

研发、技术

产品和服务的策划与设计

人才

经营判断（决策）的速度

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营销、销售

流通渠道

商业模式

知识产权

优势

课题较大
的领域

短板 制造业DI（1,962） 非制造业DI（2,430）

所在国・地域

56.8%
日本

20.1%

东盟

12.6%

中国

3.0%

美国

2.0%

欧洲

1.0%

印度

0.3%
韩国

0.1%

台湾

0.1%
その他

3.2%

主要销售市场

所在国家和地区
日本

中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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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白热化的东北亚制造业中出现在4项（价格、营销、商业模式、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企业。东盟与

其他地区相比，品牌力较低。只有大洋洲非制造业在价格方面也有竞争力的企业较多。

东盟
（1,154）

西南亚
（195）

大洋洲（44）
东北亚
（569）

东盟
（1,332）

西南亚
（213）

大洋洲
（131）

东北亚
（754）

产品和服务的性能与质量 68.0 69.2 63.6 74.3 51.1 52.1 60.3 58.0

品牌 21.6 33.3 36.4 38.5 15.8 27.7 38.9 25.3

售后服务 24.5 18.0 25.0 28.5 25.2 20.7 25.2 25.1

交货期 22.3 17.4 13.6 18.5 9.4 7.0 5.4 6.0

研发、技术 15.2 30.3 6.8 23.4 10.4 19.2 16.0 12.6

产品和服务的策划与设计 14.2 22.1 11.4 18.6 16.3 19.7 20.6 12.1

经营判断（决策）的速度 9.8 10.8 6.8 5.5 6.2 0.0 3.1 0.9

人才 6.1 10.3 6.8 △ 0.7 12.3 11.3 7.6 13.8

流通渠道 4.0 2.6 15.9 1.8 3.6 6.6 12.2 6.6

知识产权 1.4 3.1 2.3 1.2 △ 0.9 4.2 13.0 2.9

商业模式 1.1 3.6 11.4 △ 7.4 6.4 △ 0.5 15.3 0.7

营销、销售 △ 5.5 9.7 15.9 △ 10.7 0.8 6.1 16.0 △ 0.1

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 13.5 △ 19.5 0.0 △ 33.0 △ 8.7 △ 12.2 9.2 △ 18.0

在目标市场上的优势和短板（DI值，按地区） （百分点）

日资企业的优势和短板

东北亚的制造业苦于维持销售竞争力

竞争力存在课题

非制造业制造业

维持价格优势

短板

优势

（注）DI值用“有优势”的企业占比减去“有短板”的企业占比算出。

Ⅲ.经营上的问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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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6.0

14.3 17.3 

△ 20.0

△ 1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整 体（4,392） 300家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

日资企业的优势和短板

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的营销优势明显
◼ 将以进驻地为主要销售客户且业绩坚挺的300家企业（注）与整体平均进行对比发现，将营销、销售作为

公司优势的比例差距最为明显。经营判断的速度也有差距，整体上经营资源得到了有效运用。

◼ 在性能与质量等的基础上进行“推销”和“快速判断”是企业取得优良业绩的因素之一。

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
加大营销力度的措施示例

按城市进行市场分析
销售渠道多样化
提升营业员的技能

印度

推动数字化
及时按产业开展调研

新加坡

参加恢复举办的展会 越南

积极利用SNS

加大面向本地企业的销售力
度

泰国

摸索运用数字技术
接近潜在顾客的方法

澳大利亚

（注）以进驻地为主要销售市场的企业中，2022年销售额预计盈利、2022年和2023年业绩预计改善、
且回答扩大业务布局的企业（300家）

公司在销售市场上的优势（DI值）

（百分点）

产
品
和
服
务
的
性
能
与
质
量

研
发
、
技
术

产
品
和
服
务
的
策
划
与
设
计

售
后
服
务

产
品
和
服
务
的
价
格

交
货
期

流
通
渠
道

品
牌

营
销
、
销
售

人
才

知
识
产
权

商
业
模
式

经
营
判
断
（
决
策
）
的
速
度

Ⅲ.经营上的问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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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日资企业的本地采购率较2021年调查结果（47.4％）降低了0.6个百分点，基本持平。较2020年调查结

果（48.1％）降低了1.3个百分点。

◼ 从东盟采购较2021年调查结果（8.7％）降低了0.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向日本采购的比例较2021年调查

结果（29.1％）增长了1.3个百分点。

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供应商明细（按国家和地区，回答率100％）

46.8 

91.0 

68.4 

57.3 

48.7 

48.2 

47.2 

44.6 

38.4 

37.3 

32.8 

32.6 

30.5 

28.0 

22.1 

22.1 

15.3 

9.1 

6.0 

0.6 

30.4 

2.7 
25.8 

27.9 

27.0 

21.3 

30.0 

36.3 

11.8 

34.9 

33.8 

38.1 

53.0 

24.8 

44.7 

40.1 

25.6 

31.9 

24.1 

36.9 

7.8 
1.1 

3.8 

12.4 

10.1 

9.2 

4.9 

23.3 

7.9 

11.2 

9.3 

4.0 

7.4 

8.9 

18.7 

28.1 

11.4 

40.5 

29.4 

8.0 

0.9 

5.8 

4.0 

12.2 

6.8 

7.8 

10.9 

11.3 

10.6 

9.2 

9.7 

26.3 

2.4 

8.3 

21.3 

40.8 

26.6 

29.4 

7.0 

4.3 

3.7 

5.3 

7.9 

8.1 

6.9 

6.4 

15.6 

8.5 

11.7 

10.9 

2.8 

13.4 

21.9 

10.7 

9.8 

6.9 

2.9 

3.7 

整体（1,475）

新西兰（11）

中国（328）

泰国（229）

印度（99）

澳大利亚（18）

印度尼西亚（141）

台湾（54）

巴基斯坦（12）

越南（231）

马来西亚（95）

菲律宾（62）

韩国（26）

孟加拉国（24）

斯里兰卡（7）

新加坡（54）

缅甸（12）

香港与澳门（42）

柬埔寨（22）

老挝（8）

本地 日本 东盟 中国 其他

（％）

2.6

仅制造业

供应商的详情：

本地采购率没有增长，从日本进口的采购率增长

Ⅳ.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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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91.6

85.3

84.5

83.7

74.0

72.9

71.7

71.1

65.3

58.1

52.9

45.7

45.6

42.4

42.4

40.3

40.2

37.9

8.1

8.9

9.8

14.8

19.3

19.6

19.6

10.0

29.8

36.0

42.9

49.6

39.4

10.4

53.4

46.8

54.9

6.9

0.3

5.9

5.8

1.5

6.7

7.5

8.7

18.9

4.9

6.0

4.2

4.7

15.0

47.2

4.2

13.0

4.9

整体（1,236）

澳大利亚（16）

孟加拉国（20）

巴基斯坦（8）

台湾（42）

印度（82）

韩国（18）

新西兰（11）

缅甸（9）

中国（313）

马来西亚（74）

香港与澳门（12）

印度尼西亚（123）

新加坡（36）

柬埔寨（10）

菲律宾（53）

越南（193）

泰国（211）

当地企业 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 其他外资企业

◼ 从当地供应商的详情来看，当地企业占比55.2％，较2021年调查结果降低，但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为37.9％，

增长了1.5个百分点。

◼ 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向当地企业采购低于5成，而向当地日资企业采购占一大半。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当地供应商的详情（当地企业、日资企业、其他外资企业）
（按国家和地区，回答率100％）

（％）
2022年2021年

56.2

86.1

83.1

82.8

81.8

80.0

75.8

75.7

69.2

65.4

58.2

53.5

50.6

50.5

50.1

47.7

43.4

41.4

36.4

12.8

10.4

15.0

13.8

5.6

18.1

20.4

15.0

28.7

32.2

23.9

44.6

33.3

44.3

42.3

45.1

53.1

7.4

1.1

6.5

2.2

4.4

14.4

6.1

3.9

15.8

5.9

9.6

22.7

4.8

16.2

5.7

10.0

11.5

5.6

全 体(1,475)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9)

韓国(23)

台湾(42)

パキスタン(14)

オーストラリア(17)

バングラデシュ(18)

インド(105)

ミャンマー(19)

中国(338)

マレーシア(79)

カンボジア(13)

インドネシア(165)

シンガポール(41)

フィリピン(36)

香港・マカオ(13)

ベトナム(277)

タイ(259)

仅制造业

当地供应商的详情：

从海外日资企业采购的比例增长

Ⅳ.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2

整体（1.475）

新西兰（9）

韩国（23）

台湾（42）

巴基斯坦（14）

澳大利亚（17）

孟加拉国（18）

印度（105）

缅甸（19）

中国（338）

马来西亚（79）

柬埔寨（13）

印度尼西亚（165）

新加坡（41）

菲律宾（36）

香港与澳门（13）

越南（277）

泰国（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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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日本制造成本为100时的当地制造成本（按国家和地区）

仅制造业

79.1 

112.2 

93.4 

92.7 

86.5 

83.5 

83.0 

81.4 

80.5 

80.2 

80.0 

79.2 

76.9 

74.7 

72.6 

64.7 

59.5 

56.3 

54.2 

48.8

整体（1,306）

新西兰（9）

新加坡（41）

台湾（42）

澳大利亚（10）

印度尼西亚（134）

韩国（19）

中国（299）

巴基斯坦（10）

泰国（211）

马来西亚（85）

印度（86）

香港与澳门（26）

菲律宾（53）

越南（215）

缅甸（12）

斯里兰卡（6）

孟加拉国（21）

柬埔寨（19）

老挝（8）

2022年
2019年

78.5

91.0 

86.4 

86.1 

86.0 

85.3 

82.9 

82.6 

82.5 

81.9 

80.0 

79.8 

78.7

76.4

73.9

72.8

69.6

62.9

61.8

56.2

整体（2,026）

韩国（37）

澳大利亚（19）

台湾（51）

新加坡（73）

新西兰（19）

巴基斯坦（14）

缅甸（23）

香港与澳门（19）

印度尼西亚（277）

中国（331）

泰国（311）

马来西亚（140）

印度（181）

越南（393）

菲律宾（62）

孟加拉国（22）

柬埔寨（31）

老挝（14）

斯里兰卡（9）

与日本制造成本的对比：

各国家和地区的制造成本差距扩大

Ⅳ.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 设日本的制造成本为100时，当地平均制造成本为79.1，较2019年调查结果（78.5）增长了0.6个百分点。

除了日元贬值，还受供应链混乱导致物价上涨、人工费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 新西兰的制造成本超过日本，新加坡、台湾的制造成本超过9成。另一方面，老挝为日本一半以下，斯里兰

卡、孟加拉国、柬埔寨也低于6成。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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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费和材料费在制造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按国家和地区）

仅制造业

20.9

33.5 

33.3 

32.8 

28.9 

26.5 

25.4 

23.9 

23.9 

23.4 

23.1 

21.5 

21.5 

21.1 

20.6 

19.3 

18.6 

17.7 

14.5 

5.0 

62.9 

59.4 

57.4 

62.8 

63.0 

59.5 

59.7 

60.0 

64.2 

67.1 

62.2 

61.7 

60.7 

58.5 

63.1 

67.4 

67.9 

65.7 

66.9 

87.8 

16.2

7.1 

9.3 

4.4 

8.1 

14.1 

14.9 

16.1 

12.0 

9.5 

14.8 

16.7 

17.9 

20.4 

16.3 

13.3 

13.5 

16.6 

18.7 

7.3 

整体（1,383）

老挝（8）

柬埔寨（19）

缅甸（10）

孟加拉国（23）

澳大利亚（11）

新西兰（10）

新加坡（44）

香港与澳门（28）

韩国（20）

台湾（51）

越南（216）

泰国（231）

马来西亚（92）

中国（316）

斯里兰卡（7）

菲律宾（59）

印度尼西亚（134）

印度（92）

巴基斯坦（12）

人工费 原材料及零部件等材料费 其他

2022年2019年

19.9

30.0

27.8

25.9

24.7

24.7

23.9

23.7

22.6

22.2

21.1

20.8

20.7

20.7

19.8

18.5

18.4

17.0

13.8

9.9

58.5

52.0

56.2

65.4

57.5

49.2

60.3

58.5

55.3

54.5

47.9

55.9

58.2

55.8

60.3

59.2

60.7

62.1

66.7

81.8

22.6

18.0

16.0

8.7

17.8

26.1

15.8

17.8

22.1

23.3

31.0

23.3

21.1

23.5

19.9

22.3

20.9

20.9

19.5

8.3

整体（2,141）

孟加拉国（23）

柬埔寨（35）

斯里兰卡（12）

新西兰（22）

新加坡（78）

老挝（15）

台湾（56）

缅甸（23）

澳大利亚（20）

香港与澳门（22）

越南（413）

中国（342）

泰国（328）

韩国（40）

菲律宾（65）

马来西亚（146）

印度尼西亚（302）

印度（185）

巴基斯坦（14）

（％）（％）

制造成本的详情：

材料费高涨的影响超过人工费上涨

Ⅳ.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 人工费在制造成本中所占比例为20.9％，材料费所占比例为62.9％。与2019年调查结果相比，人工费所占

比例增长了1.0个百分点，材料费所占比例增长了4.4个百分点。在东盟等地区，虽有上调最低工资等动向，

但材料费上涨幅度超过了工资上涨幅度。

◼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的老挝、柬埔寨、缅甸，人工费比例为3成以上，相对较高。另外，巴基斯坦的材料

费比例（87.8％）自2019年起持续保持高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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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36.2 

47.2 
39.3 

38.1 

55.2 

30.7 
22.3 

44.2 
38.7 

29.0 
24.6 

42.3 

19.2 
23.2 24.6 25.0 

17.4 

31.9 

20.0 

27.3 

41.8 
25.0 

26.8 28.3 

8.6 

27.0 

32.5 

14.0 
20.8 

22.4 

18.4 

3.9 

13.7 

15.5 11.9 12.5 

12.5 

6.4 

4.1 
9.7 

9.3 10.7 

5.2 
10.1 13.6 

2.3 2.8 

8.3 

6.2 12.3 
7.2 

5.1 

6.1 

5.6 
11.1 

13.1 7.0 

5.2 
13.3 14.1 

4.7 4.7 11.7 

15.1 7.7 15.5 12.5 

8.5 

6.3 
16.0 

2.1 

6.7 

8.7 
2.8 9.3 

9.8 

12.1 

14.5 12.2 

25.6 
15.1 

17.3 
25.7 

9.6 

26.9 

19.7 

18.6 

37.5 
36.7 

17.0 

13.3 

4.6 3.6 4.2 
2.2 

6.2 
13.8 

4.4 5.3 
9.3 

17.9 
11.3 10.1 

36.5 

12.3 

22.0 
31.4 

18.8 
11.4 

42.6 

60.0 

15.8 
18.3 19.2 

24.2 25.4 
29.0 

31.3 31.8 

36.6 37.1 38.6 

46.7 
50.4 51.1 51.4 

55.9 56.1 57.5 
60.7 

74.0 

0.0

100.0

0%

50%

100%

0% 1-25％（不含） 25-50％（不含） 50-75％（不含） 75-100％（不含） 100% 平均

9.1

4.6

巴基
斯坦

（22）

印度
（196）

韩国
（72）

台湾
（183）

印度尼
西亚

（244）

缅甸
（58）

中国
（564）

泰国
（418）

新西兰
（43）

澳大
利亚

（106）

总数
（3,265）

马来
西亚

（179）

柬埔寨
（52）

香港与
澳门

（219）

越南
（432）

菲律宾
（118）

斯里
兰卡
（16）

新加坡
（281）

孟加
拉国

（47）

老挝
（15）

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的平均比例 （全行业，按国家和地区，回答率0％-100％）

◼ 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的平均比例为38.6％，较2021年调查结果增长了1.8个百分点。

◼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孟加拉国、新加坡、菲律宾、越南、香港与澳门、柬埔寨超过5成。新加坡（较2021

年调查结果增长8.9个百分点）、澳大利亚（较2021年调查结果增长7.1个百分点）等大幅增长。另一方

面，韩国、印度、巴基斯坦的平均出口比例低于2成。

Ⅴ.进出口情况

（％）

内销型（出口比例低于50％） 出口型（50％以上）

平均出口比例：

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的平均比例略微增长1



46Copyright © 2022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12.5

31.5 32.5
37.0 39.6

52.0

60.6

45.3
51.6

39.4
45.9

35.8

56.0

26.0

65.6
69.9

45.9

18.0

67.3

56.3

1.8

19.3

26.1

2.9

7.3

4.3

11.2

11.3

7.8

7.6

4.7

36.3

5.6

4.4

3.1

4.6

1.5

1.2

5.6

3.0

1.3

9.7

3.2

2.4

9.5 4.5

1.9

2.3
3.5

3.5

6.1

5.0

3.4

5.4

10.4

25.0

22.8

19.4

15.7

34.7

24.3

12.8

27.9 4.0
8.7

22.9

38.6

31.6 19.2

12.9

9.4

3.3
52.2

4.9
24.2

1.1

1.0

2.4

4.8 1.2
4.4

4.0

1.9
1.7

3.0

5.2

25.0

13.9

1.4

1.7 2.6
2.2

1.6 1.6 1.2

20.1

2.4
4.9

3.7

1.1
1.0

28.7 19.6
1.6 2.2

5.0

5.3

11.2

8.6 7.4 1.3 5.0
4.9

4.9 4.5

2.1

5.1 4.9 3.6

11.6
2.9

5.6

10.0

10.2

1.0
1.0

1.4 2.6 3.6

22.5

9.3
6.2

2.6
4.6

2.6
5.5 3.4

3.9 4.2 3.8
2.3

3.8 2.7 2.5 4.3 4.2
5.2

7.9
1.6 4.2 1.9 1.0 2.0 1.2 1.6 1.6 3.4

0%

50%

100%

日本 中国 韩国、香港、台湾 东盟 印度 其他亚洲国家 大洋洲 美国 中东、非洲 欧洲 其他

出口目的地的详情 （全行业，按国家和地区）

◼ 从海外日资企业出口目的地详情（平均）来看，日本为45.9％（较2021年调查结果降低0.4个百分点），

东盟为22.9％（较2021年调查结果没有变化），中国为7.8％（较2021年调查结果增长0.3个百分点）。

◼ 在出口型（平均出口比例5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中，孟加拉国、菲律宾、越南的出口目的地中日本所占

比例约为7成。

内销型（出口比例低于50％） 出口型（50％以上）

（％）

出口目的地的详情：

向日本出口的比例略微减少，向中国出口的比例略微增长

（注）0.9％以下数值已删除，将各图表相加后可能不到100％。

Ⅴ.进出口情况

巴基
斯坦
（8）

印度
（110）

韩国
（36）

台湾
（101）

印度尼
西亚

（139）

缅甸
（24）

中国
（360）

泰国
（299）

新西兰
（21）

澳大
利亚（56）

总数
（2,123）

马来
西亚

（120）

柬埔寨
（29）

香港与
澳门

（165）

越南
（312）

菲律宾
（84）

斯里
兰卡

（10）

新加坡
（206）

孟加
拉国

（31）

老挝
（12）

2



47Copyright © 2022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FTA/EPA/GSP利用率：

有约7成企业利用
◼ 正在利用FTA/EPA/GSP（普惠制）的企业占比为49.2％，几乎占一半。除不属于利用对象的企业外，实际

利用率为69.1％，将近7成。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的该占比超过8成。

◼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企业高出中小企业9.3个百分点，中小企业的利用滞后。

FTA/EPA/GSP利用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排名领先的1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规模

是否利用现有（已生效）FTA/EPA/GSP （仅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

正在利用, 49.2 未利用, 22.0 不属于利用对象, 28.8 总数（2,362）

利用对象企业的利用率：69.1％

（％）

69.1

85.7

82.9

82.4

79.4

78.3

77.9

74.7

72.7

72.7

69.3

总数（1,681）

老挝（7）

印度尼西亚（158）

新西兰（17）

印度（141）

澳大利亚（46）

马来西亚（104）

泰国（273）

孟加拉国（22）

韩国（44）

新加坡（150）

（％）

72.8

75.2

69.6

63.5

65.0

60.3

【大企业】整体（1,018）

【大企业】制造业（584）

【大企业】非制造业（434）

【中小企业】整体（663）

【中小企业】制造业（449）

【中小企业】非制造业（214）

（％）

（注）“不属于利用对象”是指进出口商品普通关税为0％或者正在利用除FTA/EPA/GSP以外的关税减免制度等情况。

Ⅴ.进出口情况

（注）将回答“正在利用”“未利用”的企业作为分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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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脱碳视为经营课题：

约7成企业将脱碳视为经营课题
◼ 将供应链的脱碳问题视为经营课题的企业达到了67.4％。从规模来看，大企业将脱碳视为经营课题的占比

相对较高。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将脱碳视为经营课题的占比相对较高。

◼ 关于将脱碳视为经营课题的原因，收到了“总公司的指示和计划”“顾客要求”“世界潮流”“行业要求

采取脱碳措施”等意见。

是否已将供应链的脱碳问题视为经营课题（按国家和地区，按规模）

VI.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视为经营课题的原因（自愿填写）

未视为经营课题的原因（自愿填写）

◼ 优先考虑环境污染、再利用等课题，认为这些课题更重要（泰
国，其他制造业）

◼ 与供应链的直接关联较少（香港，销售公司）
◼ 目前还不是重要课题（缅甸，信息通讯业）

◼ 顾客要求减排（韩国，化学与医药）

◼ 依据日本总公司的环境计划采取脱碳措施（巴基斯坦，运输机
械设备）

◼ 煤矿业是脱碳社会中最需要采取措施的行业（澳大利亚，矿业
与能源）

◼ 母公司的指示、指导（老挝，建筑业）

◼ 需要建立符合今后有可能设定的全球脱碳社会的业务模式（印
度，普通机械设备）

◼ 既是企业对地球环境的责任，同时也是扩大业务的机遇（新加
坡，销售公司）

（％）

1

76.9

51.1

71.5

64.0

23.1

48.9

28.5

36.0

大企業(2,374)

中小企業(1,394)

製造業(1,693)

非製造業(2,075)

大企业（2,374）

中小企业（1,394）

制造业（1,693）

非制造业（2,075）

67.4

66.4

85.7

82.4

80.5

80.0

78.5

75.2

72.9

72.1

71.9

69.5

68.4

64.9

64.7

62.7

62.4

61.2

60.3

57.0

56.8

32.6

33.6

14.3

17.7

19.5

20.0

21.5

24.8

27.2

27.9

28.1

30.5

31.6

35.1

35.3

37.4

37.6

38.8

39.7

43.0

43.2

総数(3,768)

ASEAN(2,081)

韓国(77)

パキスタン(34)

オーストラリア(113)

ラオス(20)

インド(219)

シンガポール(343)

インドネシア(291)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43)

マレーシア(199)

バングラデシュ(59)

台湾(209)

中国(644)

スリランカ(17)

ベトナム(490)

フィリピン(133)

カンボジア(67)

タイ(464)

香港・マカオ(272)

ミャンマー(74)

はい いいえ

总数（3,768）
东盟（2,081）

韩国（77）
巴基斯坦（34）
澳大利亚（113）

老挝（20）
印度（219）

新加坡（343）
印度尼西亚（291）

新西兰（43）
马来西亚（199）
孟加拉国（59）

台湾（209）
中国（644）

斯里兰卡（17）
越南（490）

菲律宾（133）
柬埔寨（67）
泰国（464）

香港与澳门（272）
缅甸（74）

是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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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碳措施：

约4成企业已采取脱碳措施
◼ 已在进驻地以某种形式采取温室气体减排等脱碳措施的企业为37.1％。

◼ 从行业来看，运输机械设备、矿业与能源回答“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占比超过6成。

是否已在进驻地以某种形式采取脱碳措施、或者是否有计划采取措施
（％）

（％）

VI.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2

37.1

35.9

54.3

52.3

50.0

49.4

48.0

47.9

46.4

42.8

40.0

38.5

36.7

35.7

33.7

33.3

33.0

30.9

30.7

29.4

23.3

45.6

22.4

34.6

35.5

25.7

18.2

40.0

31.7

30.2

32.5

26.8

31.3

33.3

33.9

39.3

44.6

33.1

38.9

39.7

29.4

29.3

39.7

35.0

33.8

36.0

28.3

28.6

20.0

29.6

10.0

19.0

21.8

19.7

26.8

26.0

26.7

27.5

24.0

19.7

33.3

27.8

27.3

39.7

40.0

30.9

41.7

20.6

41.6

総数(3,783)

ASEAN(2,076)

パキスタン(35)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44)

ラオス(20)

韓国(79)

インド(225)

オーストラリア(117)

シンガポール(347)

フィリピン(131)

バングラデシュ(60)

中国(654)

マレーシア(196)

インドネシア(294)

タイ(466)

スリランカ(18)

台湾(209)

カンボジア(68)

ミャンマー(75)

ベトナム(479)

香港・マカオ(266)

大企業(2,397)

中小企業(1,386)

すでに取り組んでいる

まだ取り組んでいないが、今後取り組む予定がある

取り組む予定はない

总数（3,783）

东盟（2,076）

巴基斯坦（35）

新西兰（44）

老挝（20）

韩国（79）

印度（225）

澳大利亚（117）

新加坡（347）

菲律宾（131）

孟加拉国（60）

中国（654）

马来西亚（196）

印度尼西亚（294）

泰国（466）

斯里兰卡（18）

台湾（209）

柬埔寨（68）

缅甸（75）

越南（479）

香港与澳门（266）

大企业（2,397）
中小企业（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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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60.0

51.2

48.2

48.2

47.4

47.3

39.3

36.9

34.0

32.3

30.7

30.4

29.3

48.3

33.2

63.0

55.0

39.5

35.8

34.4

34.0

32.4

32.3

21.6

20.3

20.0

19.1

11.4

8.7

26.3

36.2

33.3

36.9

34.8

29.6

36.8

35.1

31.1

30.8

42.0

31.3

41.6

40.5

50.0

30.8

33.3

26.1

25.6

23.7

36.0

35.0

42.8

30.9

37.5

20.9

29.4

40.0

14.3

42.9

30.4

34.2

21.9

6.7

11.9

17.1

22.2

15.8

17.6

29.6

32.3

24.0

36.5

27.7

29.1

20.8

20.8

33.5

10.9

19.4

36.8

28.2

30.6

23.2

36.8

30.2

57.5

50.3

40.0

66.7

45.7

60.9

39.5

製造業(1,700)

輸送機器(60)

輸送機器部品(244)

電気・電子機器部品(164)

電気・電子機器(108)

ゴム・窯業・土石(76)

化学・医薬(148)

一般機械(135)

紙・木製品・印刷(65)

精密・医療機器(50)

繊維・衣服(96)

食料品(101)

鉄・非鉄・金属(227)

プラスチック製品(106)

その他製造業(120)

非製造業(2,083)

鉱業・エネルギー(46)

金融・保険業(160)

小売業(38)

販売会社(369)

商社・卸売業(468)

建設業(194)

不動産・賃貸業(68)

運輸業(235)

事業関連サービス(153)

情報通信業(187)

農林水産業(10)

教育・医療(21)

旅行・娯楽業(35)

飲食業(23)

その他非製造業(76)

制造业（1,700）

运输机械设备（60）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244）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164）

电器电子产品（108）

橡胶、陶瓷业、土石（76）

化学与医药（148）

普通机械设备（135）

纸、木制品、印刷（65）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50）

纺织与服装（96）

食品（101）

铁、有色金属、金属（227）

塑料制品（106）

其他制造业（120）

非制造业（2,083）

矿业与能源（46）

金融与保险业（160）

零售业（38）

销售公司（369）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68）

建筑业（194）

房地产与租赁业（68）

运输业（235）

业务相关服务业（153）

信息通讯业（187）

农林水产业（10）

教育与医疗（21）

旅游、娱乐业（35）

餐饮业（23）

其他非制造业（76）

制
造
业

非
制
造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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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69.2

54.9

50.0

47.9

47.6

全体(2,551)

パキスタン(26)

マレーシア(142)

カンボジア(38)

インド(163)

タイ(296)

整体（2,551）

巴基斯坦（26）

马来西亚（142）

柬埔寨（38）

印度（163）

泰国（296）

脱碳措施：

实施或正在考虑节约能源资源的企业约7成

（％）

◼ 向回答已在进驻地采取脱碳措施或者正在考虑采取脱碳措施的企业询问具体措施内容，回答节约能源资源

的企业占比为69.5％，回答购买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电力的企业占比为41.2％。

◼ 关于供应链的脱碳，正在实施或考虑实施针对Scope1或2的措施的企业达到了95.3％，正在实施或考虑实施

针对Scope3的措施的企业达到了65.1％。

脱碳的具体措施（包括正在考虑的措施） 脱碳的具体措施（包括正在研究的措施，排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
（多选，％）

节约能源资源 购买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电力

开发环境友好型新产品 绿色采购

29.3

38.1

37.3

36.4

35.1

34.4

全体(2,551)

バングラデシュ(42)

マレーシア(142)

スリランカ(11)

シンガポール(231)

中国(453)

整体（2,551）

孟加拉国（42）

马来西亚（142）

斯里兰卡（11）

新加坡（231）

中国（453）

（％）
32.5

45.9

42.3

37.9

36.8

36.8

全体(2,551)

韓国(61)

パキスタン(26)

ニュージーラン…

カンボジア(38)

インドネシア(220)

整体（2,551）

韩国（61）

巴基斯坦（26）

新西兰（29）

柬埔寨（38）

印度尼西亚（220）

（％）

孟加拉国（42）

（注1）以回答已在进驻地以某种形式采取脱碳措施、或者正在考虑采取脱碳措施
的企业为对象。“Scope1&2”是从“节约能源资源”至“其他（Scope1&2）”
中任选其一的企业占比。“Scope3”是从“开发环境友好型新产品”至“其
他（Scope3）”中任选其一的企业占比。

VI.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3

95.3

65.1

Scope1&2

Scope3

新西兰（29）

印度尼西亚（220）

（注2）Scope1-3的说明参见日本环境省网站
https://www.env.go.jp/earth/ondanka/supply_chain/gvc/supply_chain.html

69.5

41.2

18.8

6.0

5.4

32.5

29.3

21.3

2.9

省エネ・省資源化

再エネ・新エネ電力の調達

エネルギー源の電力化

市場からの排出削減のクレジッ…

その他（Scope1&2）

環境に配慮した新製品の開発

グリーン調達

調達・出荷の際の物流の見直し

その他（Scope3）

全体(2,551) 製造業(1,279) 非製造業(1,272)

（多选，％）

在市场上购买减排信用额

调整采购与出厂时的物流

节约能源资源

购买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电力

通过电力生产能源

其他（Scope1&2）

开发环境友好型新产品

绿色采购

其他（Scope3）

整体（2,551） 制造业（1,279） 非制造业（1,272）

S
co

p
e
1&
2

Sc
op

e
3

69.5

81.0

78.7

75.7

73.9

73.6

全体(2,551)

バングラデシュ…

韓国(61)

台湾(140)

マレーシア(142)

インド(163)

（％）
整体（2,551）

孟加拉国（42）

韩国（61）

台湾（140）

马来西亚（142）

印度（163）

https://www.env.go.jp/earth/ondanka/supply_chain/gvc/supply_ch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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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38.0 16.6 3.4全体(2,734)

本社にも数値目標はなし

本社には数値目標あり（現地拠点には達成義務なし）

本社には数値目標あり（現地拠点は努力目標として共有）

顧客からの要請があり、近く独自の数値目標の設定を予定

设定脱碳目标：

在进驻地有脱碳数值目标的企业占比只有2成
◼ 回答在进驻地有脱碳相关数值目标的企业占比只有17.6％。但是在当地网点没有设定数值目标的企业中有

54.6％回答总公司有数值目标。

◼ 有数值目标的企业中，由总公司设定的占50％以上，当地网点自发设定的（包括根据总公司指示设定的）

占约40％。具体而言，许多企业都设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碳中和、利用可再生能源、节约能源资源相关的

数值目标。

当地网点有无脱碳相关数值目标

（注）以回答当地网点“无”脱碳相关数值目标的企业为对象。

（％）

当地网点与总公司数值目标设定情况

◼ 实现碳中和
◼ 遵照进驻地国家和地区的基准和目标
◼ 削减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

（同比削减●％、较2013年削减●％、每年削减●吨、排放
强度削减●％等）

◼ 减少电、水、纸资源的用量，节约用电
◼ 设定可再生能源电的使用率，

替换成100％可再生能源

当地网点脱碳相关数值目标示例

当
地
网
点
有
数
值
目
标

当
地
网
点
无
数
值
目
标

54.6％

VI.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4

53.6 39.5 6.9全体(636)

本社が設定

現地拠点が自発的に設定（注）

現地拠点が顧客からの要請を満たすために設定

（％）

（注）以回答当地网点“有”脱碳相关数值目标的企业为对象。
“当地网点自发设定”还包括当地网点根据总公司指示设定具体数值的情况。

17.6

24.2

21.5

18.0

17.8

16.3

82.4

75.8

78.5

82.0

82.2

83.7

全体(3,735)

南西アジア(322)

中国(632)

東アジア(1,187)

オセアニア(163)

ASEAN(2,063)

ある ない

（％）
整体（3,735）

西南亚（322）

中国（632）

东亚（1,187）

大洋洲（163）

东盟（2,063）

有 无

整体（636）

总公司设定

当地网点自发设定

当地网点为满足顾客要求而设定

整体（2,734）

总公司也没有数值目标

总公司有数值目标（当地网点没有达成目标的义务）

总公司有数值目标（当地网点共享该目标作为努力达成的目标）

应顾客要求，计划近期设定自己的数值目标



52Copyright © 2022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设定脱碳目标：

成本增加、缺乏激励成为企业脱碳的绊脚石

（％）

◼ 关于脱碳面临的课题，成本增加、制度不透明、掌握有难度等意见引人注目。其中，关于成本增加，收到

了“无法得到顾客与客户理解”、“在竞争公司未开展措施的情况下推动脱碳有难度”、“需要建立激励

制度”等意见。

◼ 具体措施有以太阳能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的引进和投资、电动车引进与应对措施、节能等。

脱碳面临的课题与具体措施

课题 具体措施与效果

东北亚

• 开展措施多数情况会导致成本增加

• 需要按地区把握脱碳补助和优惠制度等动向

• 当地政府没有针对优先购买绿色能源和投资绿色

能源的补助制度等

• 替换成LED照明，有节能效果

• 年度耗电量的10％由太阳能发电提供

• 公车电动化

• 通过轻量化等改善汽车燃油经济性

• 参与海上风力发电事业

东盟

• 优先采用当地价格（低成本）

• 当前环境下措施本身不会直接提高企业价值

• 电气方面，由于与工业园之间有约定条款等，无

法立即大量转换能源

• 受办公大楼物业公司制约，无法引进再生能源或

绿色能源

• 利用太阳能发电将用电的大约20％换成自主发电

• 将工厂用电换成可再生能源采购

• 通过引进变频器或简易包装，降低电费和产品单价

• 将石油资源换成来自植物的资源

• 通过投资能源高效化的设备，削减成本和GHG，获取

补助

西南亚

• 在低价市场，顾客不接受成本增加。需要政府支

持

• 本地企业没有脱碳等意识，再三说明后仍无法得

到理解

• 在厂区内引进太阳能发电板

• 将办公室照明换成LED，控制电力消耗

• 应对车辆电动化，将相关商品引进该市场

• 推动配送车辆电动化

大洋洲
• 与维持成本、安全操作之间的平衡成为课题

• 法律体系不完善，规定晦涩难懂

• 参与绿氢事业，提高声誉

• 扩大与碳信用相关的造林面积

VI.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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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11.4 

8.7 
7.3 

6.0 
5.9 
5.6 

4.8 
4.7 
4.5 
4.4 
4.3 
4.3 
4.1 
3.6 
3.5 
3.5 
2.8 
2.5 

巴基斯坦（28）
斯里兰卡（14）

印度（188）
孟加拉国（56）

老挝（17）
越南（423）
缅甸（76）

菲律宾（116）
柬埔寨（59）

印度尼西亚（241）
新西兰（27）

韩国（62）
中国（499）

马来西亚（147）
泰国（393）

新加坡（277）
澳大利亚（83）

台湾（157）
香港（217）

11.1 
9.2 
8.9 

6.9 
6.1 
5.8 
5.1 
4.6 
4.4 
4.4 
4.4 
4.3 
4.3 
3.9 
3.5 
3.4 
3.3 
3.0 
2.6 

巴基斯坦（28）
斯里兰卡（14）

印度（191）
孟加拉国（56）

老挝（17）
越南（436）

菲律宾（116）
缅甸（76）

中国（512）
马来西亚（150）

柬埔寨（61）
韩国（63）

新西兰（31）
印度尼西亚（252）

新加坡（288）
澳大利亚（84）

泰国（397）
台湾（161）
香港（222）

工资：

同比增长率
2
0
2
2
年

←
2
0
2
1
年

2
0
2
3
年

←
2
0
2
2
年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注2）增长率是指除去职能工资、业绩工资等受个人能力左右的工资后的基本工资的增长率（名义）。所有职业平均。

11.2 
10.1 

9.1 
7.9 

5.8 
5.6 
5.5 
4.9 
4.6 
4.5 
4.5 
4.3 
3.9 
3.8 
3.5 
3.3 
2.9 
2.9 
2.8 

巴基斯坦（15）
斯里兰卡（7）

印度（98）
孟加拉国（24）

缅甸（13）
老挝（8）

越南（206）
新西兰（6）

印度尼西亚（121）
菲律宾（61）
中国（288）
柬埔寨（19）

澳大利亚（21）
马来西亚（77）

泰国（220）
新加坡（58）

台湾（49）
韩国（20）
香港（36）

12.3 
9.2 

8.0 
7.8 

5.9 
5.5 
4.8 
4.8 
4.8 
4.6 

3.8 
3.8 
3.3 
3.3 
3.2 
3.1 
3.0 
3.0 
2.8 

巴基斯坦（14）
印度（99）

斯里兰卡（7）
孟加拉国（24）

老挝（8）
越南（217）
菲律宾（61）
新西兰（7）

马来西亚（79）
中国（296）

印度尼西亚（126）
缅甸（13）

新加坡（62）
韩国（21）

泰国（223）
澳大利亚（20）
柬埔寨（20）

台湾（50）
香港（38）

12.6 
12.6 

8.3 
6.8 
6.3 
6.3 
5.6 
5.1 
4.9 
4.9 
4.5 
4.4 
4.3 
4.0 
3.7 
3.6 
3.3 
2.8 
2.4 

巴基斯坦（13）
斯里兰卡（7）

印度（90）
孟加拉国（32）

老挝（9）
越南（217）
缅甸（63）

菲律宾（55）
韩国（42）

柬埔寨（40）
马来西亚（70）

印度尼西亚（120）
新西兰（21）
中国（211）
泰国（173）

新加坡（219）
澳大利亚（62）

台湾（108）
香港（181）

10.3 
10.0 

8.6 
6.3 
6.2 
6.1 
5.5 
5.0 
4.9 
4.7 
4.2 
4.1 
4.0 
3.9 
3.6 
3.5 
3.3 
3.1 
2.6 

斯里兰卡（7）
巴基斯坦（14）

印度（92）
孟加拉国（32）

老挝（9）
越南（219）
菲律宾（55）
柬埔寨（41）

韩国（42）
缅甸（63）

中国（216）
新西兰（24）

马来西亚（71）
印度尼西亚（126）

新加坡（226）
澳大利亚（64）

泰国（174）
台湾（111）
香港（184）

（单位：％）

总 数 制 造 业 非 制 造 业

Ⅶ.工资实际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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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

同比增长率（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走势）
◼ 印度、越南、泰国的2022年的增长率（总数，下同）较2021年调查结果增长。另一方面，中国降低了0.5个

百分点，印度尼西亚降低了0.1个百分点。中国2020年后的增长率维持在4％-5％之间。

◼ 中国、印度、泰国、越南的2023年的增长率（预测）较2022年为基本持平的预期。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

为增长0.6个百分点的预期。

4.5

9.1

3.5

4.6

5.5

0

5

10

15

中国 印度 泰国 印度尼西亚 越南

4.0

8.3

3.7

4.4

6.3

0

5

10

15

4.3 

8.7 

3.6 

4.5 

5.9 

0

5

10

15

（％） （％）（％）

（注）2023年的数据为预测值。

总 数 制 造 业 非 制 造 业

Ⅶ.工资实际情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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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7 
3,309 

2,692 
2,524 

2,139 
1,458 
1,241 

941 
744 
729 
648 
560 
547 
511 
431 
422 
393 
268 
220 

澳大利亚（54）
新西兰（19）

新加坡（225）
香港（180）
韩国（40）

台湾（108）
中国（216）

马来西亚（66）
泰国（182）
越南（213）
印度（85）

印度尼西亚（106）
柬埔寨（43）
菲律宾（52）

缅甸（63）
老挝（11）

孟加拉国（32）
巴基斯坦（13）
斯里兰卡（7）

工资：

基本工资和月工资 （单位：美元）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4,122 
2,934 

2,422 
1,905 
1,891 

1,206 
607 
430 
385 
374 
330 
277 
248 
246 
174 
127 
97 
92 
87 

澳大利亚（13）
新西兰（5）
香港（33）

新加坡（46）
韩国（16）
台湾（49）

中国（287）
马来西亚（78）

泰国（216）
印度尼西亚（114）

印度（89）
越南（215）
菲律宾（57）
柬埔寨（19）

巴基斯坦（12）
孟加拉国（23）

老挝（8）
缅甸（12）

斯里兰卡（7）

5,174 
3,148 

2,681 
2,329 

1,418 
933 
818 
663 
556 
540 
525 
497 
408 
402 
268 
198 
197 
179 

澳大利亚（9）
香港（12）

新加坡（42）
韩国（13）
台湾（39）

中国（249）
马来西亚（70）

泰国（195）
印度（84）

越南（186）
印度尼西亚（108）

柬埔寨（14）
巴基斯坦（11）
菲律宾（52）

孟加拉国（19）
缅甸（9）

斯里兰卡（7）
老挝（5）

6,589 
4,369 
4,195 

3,172 
2,240 

1,884 
1,649 
1,567 
1,320 
1,122 
1,114 
978 
885 
765 
756 
611 
475 
422 

澳大利亚（16）
香港（33）

新加坡（52）
韩国（18）
台湾（49）

泰国（202）
马来西亚（78）

中国（279）
印度（89）

印度尼西亚（111）
越南（199）
菲律宾（57）
柬埔寨（18）

孟加拉国（23）
巴基斯坦（15）

老挝（7）
缅甸（10）

斯里兰卡（7）

制造业/工人 制造业/工程师 制造业/管理人员

7,221 
5,219 

4,722 
4,311 

3,276 
2,488 
2,460 

2,076 
1,684 
1,642 
1,641 
1,529 
1,421 
1,303 
1,193 
1,151 
971 
922 

477 

澳大利亚（55）
新西兰（21）

新加坡（202）
香港（165）
韩国（41）
台湾（94）

中国（202）
马来西亚（63）
菲律宾（45）
泰国（158）
印度（87）

越南（182）
印度尼西亚（94）

柬埔寨（39）
巴基斯坦（13）

老挝（10）
孟加拉国（32）

缅甸（55）
斯里兰卡（7）

非制造业/职员 非制造业/管理人员
◼ 基本工资：除去各种津贴后的工资，截至2022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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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雇佣的骨干技术人员，专科学校或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且有五年左右工作经验。

◼ 管理人员（制造业）：正式雇佣的销售主管课长级别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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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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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柬埔寨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工资均使用本国或地区的货
币回答（但缅甸可选择本国货币或美元）。对于各类职
务以本国或本地区货币表示的工资的平均值，按照2022
年9月的平均汇率（各国家和地区央行公布，中国为外
汇管理局公布）换算成美元。缅甸由于各企业使用的币
种不同（本国货币或美元），因此将使用本国货币的企
业回答的数据换算成美元后，再取平均值。

Ⅶ.工资实际情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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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85 
43,952 
43,289 

36,922 
32,330 

24,821 
21,433 

14,983 
13,817 
11,064 
10,316 
10,028 
9,324 
8,394 
7,615 
6,514 
6,332 
4,021 
3,244 

澳大利亚（55）
新西兰（13）

新加坡（184）
香港（158）
韩国（35）
台湾（97）

中国（188）
马来西亚（55）

泰国（147）
越南（190）
菲律宾（41）

印度（77）
印度尼西亚（94）

柬埔寨（39）
缅甸（59）

孟加拉国（29）
老挝（6）

巴基斯坦（12）
斯里兰卡（7）

工资：

全年实际负担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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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

◼ 工人、工程师、管理人员（制造业）、职员、
管理人员（非制造业）：参照上页。

注：回答时的通货单位和美元换算参照上页。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58,120 
35,622 

30,857 
30,437 

21,477 
11,854 

7,596 
7,395 
6,314 
4,853 
4,783 
3,977 
3,541 
2,866 
2,222 
1,572 
1,312 

澳大利亚（15）
香港（32）
韩国（16）

新加坡（40）
台湾（42）

中国（247）
泰国（182）

马来西亚（62）
印度尼西亚（107）

印度（70）
越南（188）
菲律宾（49）
柬埔寨（16）

巴基斯坦（11）
孟加拉国（22）

老挝（6）
缅甸（12）

76,039 

47,595 

43,110 

38,209 

25,885 

17,514 

13,211 

12,854 

9,032 

9,023 

8,255 

6,980 

6,467 

6,276 

4,456 

3,369 

2,579 

澳大利亚（11）

香港（11）

新加坡（37）

韩国（13）

台湾（35）

中国（222）

马来西亚（58）

泰国（168）

印度尼西亚（102）

越南（171）

印度（72）

柬埔寨（12）

巴基斯坦（11）

菲律宾（44）

孟加拉国（19）

缅甸（9）

老挝（5）

94,799 

67,473 

63,511 

49,621 

42,437 

29,033 

27,784 

27,229 

20,314 

19,063 

18,400 

14,980 

13,296 

12,613 

12,184 

6,943 

6,936 

澳大利亚（16）

新加坡（47）

香港（30）

韩国（18）

台湾（43）

马来西亚（65）

中国（247）

泰国（169）

印度（77）

印度尼西亚（106）

越南（178）

菲律宾（47）

孟加拉国（22）

巴基斯坦（13）

柬埔寨（15）

缅甸（10）

老挝（6）

制造业/工人 制造业/工程师 制造业/管理人员

105,929 
77,080 

71,913 
68,993 

52,249 
44,676 
43,152 
39,716 

27,846 
25,821 
24,407 
24,132 
23,433 

18,406 
17,466 
17,226 
16,063 
15,370 

7,314 

澳大利亚（54）
新加坡（169）

香港（148）
新西兰（18）
韩国（36）

中国（180）
台湾（85）

马来西亚（57）
泰国（128）
印度（78）

菲律宾（35）
印度尼西亚（86）

越南（162）
柬埔寨（34）

巴基斯坦（12）
老挝（7）

孟加拉国（30）
缅甸（52）

斯里兰卡（7）

非制造业/职员 非制造业/管理人员

（单位：美元）

Ⅶ.工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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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3 
2.3 

2.2 
2.1 

1.9 
1.9 
1.9 
1.9 
1.8 
1.8 
1.8 
1.8 

1.6 
1.3 
1.3 
1.2 
1.1 

0.5 

台湾（111）
新加坡（225）
泰国（182）
中国（215）
韩国（35）

斯里兰卡（7）
马来西亚（69）
孟加拉国（31）

香港（177）
印度尼西亚（122）

菲律宾（53）
巴基斯坦（13）

老挝（10）
越南（216）
印度（86）

柬埔寨（42）
缅甸（63）

澳大利亚（53）
新西兰（21）

工资：

奖金 （单位：个月）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注2）奖金：以基本工资（个月）为基础的奖金，2022年（度）全年支付部分。

3.5 
3.2 

2.8 
2.3 
2.2 

2.0 
1.9 

1.8 
1.7 
1.7 

1.5 
1.4 
1.4 

0.9 
0.8 
0.8 
0.7 
0.6 

台湾（50）
韩国（16）

泰国（215）
新加坡（47）

香港（32）
中国（284）

巴基斯坦（12）
马来西亚（78）

印度尼西亚（120）
孟加拉国（24）

越南（217）
斯里兰卡（7）
菲律宾（59）

印度（81）
柬埔寨（19）

澳大利亚（12）
老挝（8）

缅甸（11）

3.6 
3.0 
2.9 

2.6 
2.1 
2.1 

1.9 
1.9 
1.8 
1.8 

1.6 
1.5 

1.4 
1.1 

1.0 
0.8 
0.8 

0.6 

台湾（40）
韩国（12）

泰国（196）
新加坡（43）
中国（247）

巴基斯坦（11）
马来西亚（71）

印度尼西亚（112）
孟加拉国（20）
斯里兰卡（6）

香港（11）
越南（187）
菲律宾（53）
澳大利亚（8）

印度（78）
柬埔寨（14）

老挝（5）
缅甸（6）

制造业/工人 制造业/工程师

3.4 
2.5 
2.4 
2.4 

2.2 
2.2 
2.1 
2.0 
2.0 
1.9 
1.9 
1.9 
1.8 

1.7 
1.4 
1.4 
1.2 
1.2 

1.0 

台湾（97）
新加坡（202）
中国（199）
泰国（155）
韩国（35）

马来西亚（65）
老挝（9）

印度尼西亚（110）
香港（163）

巴基斯坦（13）
斯里兰卡（7）

孟加拉国（31）
越南（185）
菲律宾（47）

印度（86）
澳大利亚（52）
柬埔寨（38）

缅甸（54）
新西兰（21）

非制造业/职员 非制造业/管理人员

3.8 
3.0 
2.9 

2.7 
2.3 

2.1 
2.0 
2.0 
1.9 

1.7 
1.6 
1.5 
1.5 

1.1 
0.9 

0.8 
0.7 
0.7 

台湾（50）
新加坡（53）
泰国（199）
韩国（17）

中国（274）
香港（32）

印度尼西亚（117）
马来西亚（79）
巴基斯坦（15）
孟加拉国（24）

越南（201）
斯里兰卡（7）
菲律宾（56）

澳大利亚（14）
印度（81）

柬埔寨（18）
老挝（7）
缅甸（9）

制造业/管理人员

Ⅶ.工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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レポートに関するお問い合わせ先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海外调查部

亚洲大洋洲课、中国北亚课

0081-3-3582-5179（亚洲大洋洲课）

0081-3-3582-5181（中国北亚课）

ORF@jetro.go.jp（亚洲大洋洲课）

ORG-survey@jetro.go.jp（中国北亚课）

邮编107-6006

日本国东京都港区赤坂1-12-32 ARK森大厦6楼

◼ 免责条款

【注】包括不足一个单位的情况，所以尾数可能不一致。

【免责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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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在阅读完报告后

配合填写问卷调查
（所需时间：约1分钟）

https://www.jetro.go.jp/form5/pub/ora2/20220039

本报告相关咨询请联系

https://www.jetro.go.jp/form5/pub/ora2/20220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