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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调查结果

1.需求减少和市场萎缩压低了营业利润和业务扩大意愿

❖ 盈利企业占比为60.3％，较上一年度调查结果（64.9％）下降4.6个百分点。在新冠疫情基本结束的情
况下，业绩恶化的原因中“当地市场需求减少”的占比最高，达到将近7成。

❖ 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27.7％，首次低于3成。回答“维持现状”
的企业占比较上年增长了2个百分点，回答“缩小”的企业占比增长了4.4个百分点。关于缩小业务的主
要原因，很多企业表示是因为需求减少和市场萎缩。

2.大企业面临的主要课题是竞争日趋激烈，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课题是成本高和新客户开拓
停滞

❖ 关于经营上的问题，回答“员工工资上涨”的企业占比为67.0％，继上年之后依旧最多。

❖ 除工资上涨外，大企业面临的主要课题还有“竞争对手崛起”“自身商品价格（缺乏）优势”，中小企
业面临的主要课题还有“新客户开拓停滞”和“采购成本增加”。

3.日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竞争的意识在所有行业都超过7成

❖ 关于在华日资企业视为竞争对手的企业，回答本土企业（中国企业）的占比在整体中占将近9成。

与同为日资的企业竞争的意识则在非制造业较强。

4.脱碳措施由大企业率先实施，在过去几年稳步推进

❖ 关于脱碳措施的实施情况，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与计划今后采取措施的企业总共达到将近8成。包括中
小企业在内，脱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 关于实施脱碳措施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企业指出了制度模糊不清、性价比和成本问题。

5.利用RCEP的企业中有大约7成用于进口，未利用的企业面临学习利用经验的课题

❖ 将“不涉及物品进出口”等非对象企业排除后的企业作为基数算出的RCEP利用率为36.3％。

❖ 回答正在利用协定的企业中有大约7成回答用于进口，有大约5成回答用于出口。未利用的企业中有大约
四分之一将缺少经验列为未利用RCEP的原因。

主要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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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
企业数

调查企业数 构成 有效
答卷率有效答卷 占比 制造业 非制造业

总数 14,018 4,982 100.0 2,221 2,761 35.5

中国 1,496 715 14.4 406 309 47.8

◼ 本调查活动的目的在于掌握亚洲、大洋洲日
资企业活动的实际情况，并广泛提供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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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 8月21日～9月20日

调查期间

◼ 在中国，对1,496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
715家企业给出了有效答卷。各个国家和地区
的详情如右表所示（有效答卷率为47.8％）。

答卷情况

◼ 调查始于1987年，本年度为第37次调查。
◼ 自2007年度调查起，将非制造业追加为调查

对象。
◼ 将回答1个问题以上的企业视为有效回答。
◼ 各幻灯片括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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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不一定等于100％。

备注

调查概要（1）
（家、％）

调查概要

省市 中国
上海
市

广东
省

江苏
省

山东
省

北京
市

辽宁
省

四川
省

湖北
省

天津
市

重庆
市

福建
省

浙江
省

其他

答卷
企业
数

715 113 100 81 77 74 72 46 41 26 26 24 13 22

中国 429 286

上海市 62 51

广东省 59 41

江苏省 39 42

山东省 43 34

北京市 58 16

辽宁省 43 29

四川省 35 11

湖北省 24 17

重庆市 20 6

天津市 13 13

福建省 11 13

浙江省 10 3

其他 12 10

大企业 中小企业非制造业 合计 309 43.2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65 9.1 

运输业 55 7.7 

销售公司 38 5.3 

信息通讯业 33 4.6 

业务相关服务业 32 4.5 

金融、保险业 20 2.8 

零售业 12 1.7 

建筑业 8 1.1 

房地产与租赁业 5 0.7 

餐饮业 5 0.7 

教育与医疗 3 0.4 

旅游、娱乐业 2 0.3 

农林水产业 1 0.1 

其他非制造业 30 4.2 

（家）

制造业 合计 406 56.8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66 9.2 

铁、有色金属、金属 40 5.6 

普通机械设备 37 5.2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37 5.2 

食品 28 3.9 

塑料制品 28 3.9 

化学、医药 27 3.8 

纺织与服装 25 3.5 

电器电子产品 24 3.4 

运输机械设备 18 2.5 

纸、木制品、印刷 17 2.4 

橡胶、陶瓷业、土石 16 2.2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 14 2.0 

其他制造业 29 4.1 

不同行业占比 （家、％） 不同企业规模的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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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概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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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及统筹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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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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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38.2

26.8 27.0 

34.1

38.2

31.3 31.3 

44.7

23.5

41.9 41.7 

2020年调查

（851）

2021年调查

（667）

2022年调查

（690）

2023年调查

（690）

改善 持平 恶化

（参考）各调查实施年度的本期营业利润预测（中国整体）60.3 

64.9 

76.9 

62.5 

72.0 

68.0 

68.8 

61.4 

67.1 

66.7 

65.1 

64.3 

61.7 

63.6 

61.6 

74.8 

57.9 

63.5 

45.8 

68.0 

45.5 

47.7 

44.0 

60.7 

43.9 

67.3 

19.5 

18.4 

15.4 

25.0 

16.0 

16.0 

18.8 

18.6 

18.6 

15.8 

18.3 

19.4 

19.8 

19.5 

17.2 

16.2 

18.4 

17.6 

37.5 

20.0 

22.7 

20.5 

24.0 

14.3 

22.0 

18.2 

20.2 

16.8 

7.7 

12.5 

12.0 

16.0 

12.5 

20.0 

14.3 

17.5 

16.5 

16.3 

18.5 

16.9 

21.2 

9.1 

23.7 

18.9 

16.7 

12.0 

31.8 

31.8 

32.0 

25.0 

34.1 

14.6 

23年调查（693）

22年调查（692）

23年调查（13）

22年调查（16）

23年调查（25）

22年调查（25）

23年调查（64）

22年调查（70）

23年调查（70）

22年调查（57）

23年调查（109）

22年调查（98）

23年调查（81）

22年调查（77）

23年调查（99）

22年调查（99）

23年调查（76）

22年调查（74）

23年调查（24）

22年调查（25）

23年调查（44）

22年调查（44）

23年调查（25）

22年调查（28）

23年调查（41）

22年调查（55）

盈利 持平 亏损

Ⅰ.营业利润预期

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按省市）：

盈利占比依旧保持降低趋势，广东省和湖北省亏损占比扩大1
◼ 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为“盈利”的企业为60.3％，较上年（64.9％）下降了4.6个百分点。

◼ 将各省市营业利润预测与上年进行对比后发现，浙江省、重庆市、北京市等回答盈利的占比有所增长，但
广东省、福建省、天津市、湖北省的盈利占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广东省、湖北省的亏损占比增长了
10个百分点以上。

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按省市、时间序列） （％）

中国整体

浙江省

重庆市

北京市

辽宁省

上海市

江苏省

广东省

山东省

福建省

四川省

天津市

湖北省

（注）“22年调查”是针对调查实施年度2022年营业利润预测的答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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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36.1 

28.8 

26.7 

14.2 

11.5 

7.6 

6.9 

6.9 

当地市场需求减少

与其他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

出口目的地市场需求减少

人工费上涨

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成本上升

汇率波动

其他支出（如管理费）增加

当地市场的销售体制缩减

出口体制缩减

生产效率、销售效率和开工率等下降

67.7

42.7 

24.9 

23.8 

22.2 

21.6 

16.8 

16.8 

16.2 

7.0 

当地市场需求增加

其他支出（如管理费）减少

生产效率、销售效率和开工率等提高

出口目的地市场需求增加

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成本降低

汇率波动

人工费降低

当地市场的销售体制增强

出口体制增强

◼ 2023年在华营业利润预测改善的原因中，“当地市场需求增加”的占比最高，为42.7％。其次依次是管

理费等支出减少以及生产效率、销售效率和开工率等提高。

◼ 恶化原因中，“当地市场需求减少”最高，为67.7％。其次依次是与其他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和出口目

的地市场需求减少。

营业利润预测改善或恶化的原因（2023年）：

新冠疫情结束后，当地市场的需求增减影响利润

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恶化的原因（多选）

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改善的原因（多选） （％）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为288家。

（注2）当地销售/出口体制缩小是指减少产品、服务、人员等。

2

（％）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为185家。

（注2）当地销售/出口体制增强是指扩充产品、服务、人员等。

Ⅰ.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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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71.4 

63.2 

55.0 

48.1 

41.7 

重庆市（6）

浙江省（7）

北京市（19）

广东省（20）

上海市（27）

山东省（24）

➀ 当地市场需求增加

50.0

48.5

47.1

45.5

42.1

40.8

重庆市（10）

江苏省（33）

北京市（17）

四川省（11）

辽宁省（19）

上海市（49）

84.0

80.0

80.0

73.7

69.4

69.0

湖北省（25）

天津市（15）

重庆市（10）

辽宁省（19）

上海市（49）

广东省（58）

营业利润预测改善或恶化的原因（2023年，按省市）：

关于恶化原因，回答当地市场需求减少的占比较多3
◼ 关于改善原因，重庆市、浙江省、北京市、广东省回答“当地市场需求增加”的占比为5成以上。
◼ 关于恶化原因，回答“当地市场需求减少”的占比在主要省市超过5成，其中湖北省、天津市、重庆市、辽宁

省超过7成。辽宁省和福建省回答“出口目的地市场需求减少”的占比超过5成。关于恶化原因，湖北省有4成
企业选择“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成本上升”。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省市。多选。（注2）改善原因有效答卷企业数为185家。 （注3）恶化原因有效答卷企业数为288家。

Ⅰ.营业利润预期

➁ 其他支出（如管理费）
减少

➂ 生产效率、销售效率和
开工率等提高

④ 出口目的地市场
需求增加

➀ 当地市场需求减少
➁ 与其他公司的竞争日趋

激烈
➂ 出口目的地市场

需求减少

52.6

50.0

48.3

46.7

40.0

39.7

辽宁省（19）

福建省（10）

山东省（29）

天津市（15）

重庆市（10）

广东省（58）

40.0

33.3

33.3

30.0

27.6

26.3

湖北省（25）

天津市（15）

江苏省（33）

重庆市（10）

广东省（58）

辽宁省（19）

④ 原材料及零部件
采购成本上升

33.3 

30.4 

30.0 

29.2 

26.7 

26.3 

重庆市（6）

江苏省（23）

广东省（20）

山东省（24）

四川省（15）

北京市（19）

40.0 

35.0 

34.8 

33.3 

28.6 

20.0 

湖北省（5）

广东省（20）

江苏省（23）

山东省（24）

浙江省（7）

四川省（15）

57.1 

45.0 

40.0 

29.2 

26.1 

25.0 

广东省（20）

辽宁省（19）

四川省（15）

上海市（49）

山东省（24）

江苏省（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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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39.3

23.7

25.3

63.8

55.6

62.9

67.8

5.7

3.7

12.4

5.8

1.4

1.0

1.2

23年调查（210）

22年调查（214）

23年调查（97）

22年调查（87）

32.2

35.1

21.7

28.2

57.0

57.2

66.1

66.1

9.8

5.4

11.1

5.2

0.9

2.3

1.1

0.6

23年调查（214）

22年调查（222）

23年调查（189）

22年调查（174）

今后的业务开展（按省市，按企业规模，较上年）：

扩大和缩小意愿因地区和企业规模而呈现明显差异1
◼ 关于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从中国整体来看，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27.7％，自2007年度将非制

造业纳为调查对象实施调查以来首次低于3成。回答“缩小”的企业占比（9.3％）较上年增长了4.4个百分点，
但回答“转移、撤退”的企业占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

◼ 从省市来看，四川省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超过5成，重庆市超过4成，山东省、浙江省、上海市回答“扩
大”的占比超过中国整体水平。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回答“缩小”的占比均超过1成，大企业有“扩
大”意愿的企业占比虽较上年有所降低，但依旧超过3成。

按省市

27.7 

33.4 

50.0 

46.5 

42.3 

52.0 

33.8 

34.8 

30.8 

29.4 

30.1 

38.0 

26.8 

28.8 

25.0 

32.9 

22.5 

35.2 

21.2 

27.3 

20.8 

32.0 

19.8 

30.7 

15.4 

28.6 

62.3 

60.3 

43.5 

46.5 

50.0 

44.0 

58.4 

56.5 

61.5 

52.9 

64.6 

57.0 

62.0 

66.1 

68.1 

58.2 

65.0 

61.1 

60.6 

65.7 

62.5 

68.0 

72.8 

66.7 

69.2 

67.9 

9.3 

4.9 

6.5 

4.7 

7.7 

4.0 

7.8 

5.8 

7.7 

17.7 

5.3 

5.0 

11.3 

3.4 

6.9 

6.3 

10.0 

1.9 

16.2 

6.1 

16.7 

7.4 

1.3 

11.5 

3.6 

0.7 
1.4 

2.3 

2.9 

1.7 

2.5 

2.5 

1.9 

2.0 

1.0 

1.3 

3.8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中国整体
23年调查（710）

22年调查（697）

四川省
23年调查（46）

22年调查（43）

重庆市
23年调查（26）

22年调查（25）

山东省
23年调查（77）

22年调查（69）

浙江省
23年调查（13）

22年调查（17）

上海市
23年调查（113）

22年调查（100）

辽宁省
23年调查（71）

22年调查（59）

北京市
23年调查（72）

22年调查（79）

湖北省
23年调查（40）

22年调查（54）

广东省
23年调查（99）

22年调查（99）

福建省
23年调查（24）

22年调查（25）

江苏省
23年调查（81）

22年调查（75）

天津市
23年调查（26）

22年调查（28）

（％）

大企业

中小企业

按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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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
造
业

非
制
造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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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38.9

23.3

19.7

16.6

9.3

2.1

57.3

44.6

16.8

18.6

8.2

销售功能

生产（高附加价值商品）

新业务开发

生产（通用品）

研发

客服

地区统括功能

23年调查（193） 22年调查（220）

62.5

57.9

47.6

32.0

28.6

27.3

27.3

16.7

江苏省（16）

辽宁省（19）

广东省（21）

山东省（25）

四川省（21）

上海市（33）

重庆市（11）

北京市（18）

88.0

76.2

75.8

63.6

63.2

57.1

56.3

55.6

山东省（25）

广东省（21）

上海市（33）

重庆市（11）

辽宁省（19）

四川省（21）

江苏省（16）

北京市（18）

扩大的功能（按省市）：

回答扩大的企业中有将近7成回答扩大销售功能2
◼ 关于回答扩大的企业所扩大的功能，“销售功能”（68.4％）与上一年度调查一样依旧最多，其次依次是

“生产（高附加价值商品）”（38.9％）和“新业务开发功能”（23.3％）。

◼ 从省市来看，山东省回答扩大“销售功能”的企业占比最多，有将近9成，江苏省（62.5％）回答“生产

（高附加价值商品）”的企业占比最多。

今后扩大的功能（多选） 按省市、答卷占比（多选）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省市。

（％）

销售功能

生产（高附加价值商品）

（％）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注）23年调查与22年调查的选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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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业务和转移、撤退的原因以及具体情况（按省市，按行业）：

广东省和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回答缩小和转移、撤退的企
业较多

3
◼ 从省市来看，广东省回答“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的企业最多，从行业来看，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最多。

◼ 关于“缩小”业务的原因，很多企业表示是因为中国的需求和销售额减少、汽车销售下滑等。

（注）回答“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的企业数在2家以上的行业和

省市。

制造业（403） 46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5） 15

纺织与服装（25） 6

铁、有色金属、金属（39） 5

普通机械设备（37） 4

塑料制品（28） 4

橡胶、陶瓷业、土石（16） 3

运输机械设备（18） 2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14） 2

非制造业（307） 25

运输业（54） 6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65） 4 

信息通讯业（33） 4

业务相关服务业（32） 3

销售公司（37） 2

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的企业的具体情况
（按省市，按行业，家）

按省市 71

广东省（99） 18

辽宁省（71） 8

上海市（113） 6

江苏省（81） 6

山东省（77） 6

北京市（72） 5

湖北省（40） 5

天津市（26） 4

福建省（24） 4

四川省（46） 3

重庆市（26） 2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需求和销售额减少，市场萎缩（31家）
• 除了市场疲软导致销售额减少外，对未来的预期也较低

（中小企业，运输及仓储）
• 客户减产导致订单减少。越来越多的客户转移（中小企业，

普通机械设备）
日系车衰败（15家）
• 电动化导致内燃机市场规模缩小（大企业，运输机械设备

零部件）
• 日系车销售前景不明朗（中小企业，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7家）
• 对华风险意识增强（大企业，其他非制造业）

“缩小”业务的主要原因（摘自自由描述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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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4.3

14.8

30.1

30.7

32.0

41.8

55.0

53.3

16.723年调查（634）

22年调查（593）

21年调查（616）

收益额几乎全部用作投资 收益额一半左右用作投资 几乎未投资 无累计利润

73.2

58.8

4.0

3.3

给母公司的股息

作为留存收益积累（用于未来投资

和业务发展）

投资集团成员公司

其他

用作中国国内生产和销售等扩能投资的本金在
中国累计收益额中的占比

（中国整体，按企业规模，按行业）

9.2

13.3

13.0

14.7

16.0

17.8

30.9

29.9

34.5

29.0

32.0

27.8

45.0

56.8

52.6

36.9

52.0

54.4

14.9

19.4

23年调查（382）

22年调查（368）

21年调查（386）

23年调查（252）

22年调查（225）

21年调查（230）

4
◼ 回答将在华累计收益额“几乎全部”或“一半左右”用作中国国内生产和销售等扩能投资的本金的占比为

41.5％。另外，上次调查中没有的“无累计利润”选项的占比达到16.7％。

◼ 中小企业回答将“几乎全部”或“一半左右”用于再投资的占比合计为43.7％，超出大企业（40.1％）3.6个
百分点。制造业超过半数的企业已经开展再投资。

中国整体

按企业规模 按行业

Ⅶ.中国单设

12.6

15.8

16.3

9.6

12.4

12.7

39.3

39.2

40.2

17.8

19.1

20.2

31.6

45.0

43.5

55.6

68.5

67.2

16.5

17.0

23年调查（364）

22年调查（342）

21年调查（363）

23年调查（270）

22年调查（251）

21年调查（253）

大
企
业

中
小
企
业

制
造
业

非
制
造
业

将几乎全部或一半左右用于再投资 41.5％

（％）

将几乎全部或一半左右用于再投资 40.1％

将几乎全部或一半左右用于再投资 43.7％

将几乎全部或一半左右用于再投资 51.9％

将几乎全部或一半左右用于再投资 27.4％

累计收益的再投资（按企业规模，按行业）：

大企业、中小企业开展再投资的占比均为4成以上

（％）（％）

Ⅱ.今后的业务开展

（参考）累计收益除在中国国内再投资
之外的使用方法（多选）

（注）2023年度调查新增“无累计利润”选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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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76.9 

74.6 

74.2 

72.7 

70.0 

64.7 

64.5 

61.1 

60.0 

江苏省（79）

浙江省（13）

辽宁省（63）

广东省（93）

福建省（22）

经营上的问题：

工资上涨、客户开拓、竞争对手崛起是主要课题
◼ 关于在华日资企业整体的经营上的问题，回答“员工工资上涨”的企业占比最多（67.0％），其次依次是“新

客户开拓停滞”（50.2％）和“竞争对手崛起”（50.2％）。

◼ “员工工资上涨”在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中都是最大课题。制造业的第2位是采购成本增加，

非制造业的第2位是新客户开拓停滞。除工资上涨外，大企业的主要课题还有竞争对手崛起和商品价格的优势，

中小企业的主要课题还有新客户开拓和采购成本增加。

答卷项
中国整体
（655）

制造业
（377）

非制造业
（278）

大企业
（398）

中小企业
（257）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67.0 70.3 62.6 65.6 69.3

第2位
新客户开拓
停滞

50.2 46.7 55.0 45.0 58.4

第2位 竞争对手崛起 50.2 52.8 46.8 55.8 41.6

第4位 商品价格的优势 46.9 51.2 41.0 49.7 42.4

第5位 员工素质 44.6 44.6 44.6 44.0 45.5

第6位 采购成本增加 42.7 56.5 24.1 37.7 50.6

第7位 难以招聘人才 40.5 42.7 37.4 39.2 42.4

第8位 汇率波动 38.3 35.8 41.7 35.9 42.0

第9位
降低成本的努力接
近极限

34.0 45.9 18.0 31.2 38.5

第10位 质量管理 28.4 35.5 18.7 24.9 33.9

经营上的问题（排名前十，多选）

Ⅲ.经营上的问题

1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排
名
前
五
的
省
市

88.9 

86.2 

84.6 

80.0 

73.9 

排
名
前
五
的
行
业

塑料制品
（27）

信息通讯业
（29）

铁、有色金属、金
属

（39）

房地产与租赁业
（5）

化学、医药
（23）

第2位 新客户开拓停滞

64.0 

61.8 

59.1 

54.5 

52.7 

天津市（25）

湖北省（34）

重庆市（22）

福建省（22）

广东省（93）

运输业
（50）

纸、木制品、印刷
（17）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62）

金融、保险业
（18）

房地产与租赁业
（5）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行业同时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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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25） （％）

1 商品价格的优势 72.0

2 新客户开拓停滞 64.0

2 员工工资上涨 64.0

4 竞争对手崛起 60.0

4 员工素质 60.0

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

北京市（67） （％）

1 竞争对手崛起 59.7

2 员工工资上涨 58.2

3 商品价格的优势 35.8

4 新客户开拓停滞 34.3

4 汇率波动 34.3

辽宁省（63） （％）

1 员工工资上涨 74.6 

2 汇率波动 57.1 

3 新客户开拓停滞 52.4 

4 采购成本增加 42.9 

5 商品价格的优势 41.3 

江苏省（79） （％）

1 员工工资上涨 77.2 

2 新客户开拓停滞 50.6 

3 采购成本增加 49.4 

4 商品价格的优势 45.6 

4 员工素质 45.6 

上海市（104） （％）

1 员工工资上涨 67.3 

2 员工素质 52.9 

3 新客户开拓停滞 50.0 

4 竞争对手崛起 48.1 

5 商品价格的优势 43.3 

2

Ⅲ.经营上的问题

山东省（70） （％）

1 员工工资上涨 61.4 

2 采购成本增加 55.7 

3 竞争对手崛起 54.3 

4 商品价格的优势 52.9 

5 新客户开拓停滞 48.6 

各省市的问题（排名前五，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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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的问题（按省市）

各省市的问题（排名前五，多选）

广东省（93） （％）

1 员工工资上涨 74.2 

2 采购成本增加 55.9 

3 新客户开拓停滞 52.7 

4 难以招聘人才 48.4 

5 竞争对手崛起 45.2 

重庆市（22） （％）

1 商品价格的优势 59.1 

1 新客户开拓停滞 59.1 

3 竞争对手崛起 50.0 

3 员工工资上涨 50.0 

5 采购成本增加 40.9 

湖北省（34） （％）

1 商品价格的优势 70.6 

2 新客户开拓停滞 61.8 

2 员工工资上涨 61.8 

4 竞争对手崛起 58.8 

5 降低成本的努力接近极限 55.9 

四川省（45） （％）

1 员工工资上涨 57.8 

2 竞争对手崛起 51.1 

3 商品价格的优势 46.7 

3 新客户开拓停滞 46.7 

5 员工素质 44.4 

3

Ⅲ.经营上的问题

福建省（22） （％）

1 员工工资上涨 72.7 

2 降低成本的努力接近极限 59.1 

2 采购成本增加 59.1 

4 新客户开拓停滞 54.5 

5 商品价格的优势 45.5 

浙江省（13） （％）

1 员工工资上涨 76.9 

2 员工稳岗率 61.5 

2 员工素质 61.5 

2 降低成本的努力接近极限 61.5 

5 商品价格的优势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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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65.2

69.9

71.6

66.7

25.4 

23.8 

23.6 

28.1 

5.1

2.9

3.0

1.2

4.4

3.4

1.9

4.0

23年调查（199）

22年调查（173）

23年调查（182）

22年调查（155）

79.4

75.2

73.4

73.0

72.4

62.8

61.7

59.9

52.9

14.5

21.1

21.3

20.1

25.3

28.2

31.2

29.4

30.8

2.2

2.1

4.2

5.1

1.4

2.7

4.6

6.2

8.8

3.9

1.5

1.1

1.8

1.0

6.3

2.6

4.5

7.5

食品（27）

普通机械设备（35）

纺织与服装（2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4）

铁、有色金属、金属（37）

塑料制品（28）

化学、医药（2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7）

电器电子产品（22）

68.3

68.4

69.5

81.0

74.3

73.5

73.5

72.0

70.5

69.2

67.6

64.5

62.4

62.4

58.6

24.5

25.8

24.1

14.5

22.9

18.2

18.4

24.7

23.3

25.7

27.0

23.4

30.1

30.2

31.4

4.1

2.1

2.6

2.5

0.2

1.5

7.8

2.6

1.2

2.5

3.5

6.6

4.1

4.2

8.7

3.2

3.7

3.8

1.9

2.7

6.8

0.4

0.7

5.0

2.7

1.9

5.4

3.3

3.3

1.3

23年调查（381）

22年调查（328）

21年调查（360）

湖北省（24）

浙江省（12）

四川省（17）

重庆市（14）

北京市（7）

福建省（19）

辽宁省（35）

江苏省（65）

广东省（75）

上海市（29）

山东省（48）

天津市（18）

供应商构成：

本地采购率约为7成，电器电子产品的日本采购率约为3成1
◼ 从中国的供应商构成（平均值）来看，“当地”占比（68.3％）最高，“日本”（24.5％）、“东盟”（4.1％）紧

随其后。本地采购率与上一年度（68.4％）基本持平。从省市来看，湖北省继上一年度后，本地采购率继续超过8
成。上海市、山东省、天津市从日本采购超过3成。

◼ 从行业来看，食品的本地采购率最高，达到79.4％。化学、医药（31.2％）、电器电子产品（30.8％）以
及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9.4％）的日本采购率相对较高，为3成左右。

■当地 ■日本 ■东盟 ■其他

（注）按行业为有效答卷企业数在20家以上的行业。

按省市 按行业

原材料及零部件供应商构成（按省市、按行业、按企业规模，百分比合计为100％）

仅制造业

（％） （％）

中国整体

（注）按省市为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省市。

按企业规模

大企业

中小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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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

65.3

65.4

84.3

75.7

71.3

70.3

68.3

67.9

67.0

62.8

61.6

60.9

58.6

55.8

27.5

29.8

28.7

11.6

21.1

26.0

19.5

29.7

29.6

25.6

33.5

31.6

33.3

30.2

35.3

6.6

4.9

5.9

4.1

3.2

2.7

10.2

2.0

2.5

7.3

3.7

6.9

5.8

11.2

8.9

23年调查（306）

22年调查（313）

21年调查（338）

四川省(17）

辽宁省(27）

北京市(6）

福建省(18）

浙江省(9）

重庆市(12）

山东省(36）

上海市(24）

湖北省(14）

江苏省(55）

广东省(64）

天津市(12）

78.8

72.8

68.3

63.0

58.9

53.5

41.2

18.1 

22.8 

22.3 

31.3 

32.4 

40.4 

48.5 

3.2 

4.4 

9.4 

5.7 

8.7 

6.2 

10.4 

食品（20）

普通机械设备（32）

铁、有色金属、金属（24）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5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7）

电器电子产品（20）

塑料制品（26）

本地供应商构成（本土、日资、其他外资企业） （按省市、按行业、按企业规模，百分比合计为100％）

64.0

64.6

68.0

66.0

29.9 

29.9 

24.9 

29.7 

6.1 

5.5 

7.1 

4.3 

23年调查（160）

22年调查（162）

23年调查（146）

22年调查（151）

按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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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供应商构成：

本土企业占比65％，食品有大约8成从本土企业采购2
◼ 从本地供应商构成（平均值）为“本土企业”（65.9％）、“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27.5％）、

“其他外资企业”（6.6％）。从省市来看，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湖北省、广东省从日资企业
采购的比例超过3成。

◼ 从行业来看，继上一年度后，食品从本土企业采购的比例增至近8成。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从日资企
业采购的比例较上年有所减少，从本土企业采购的比例有所增长。

大企业

中小企业

■本土企业 ■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 ■其他外资企业

仅制造业

（％） （％）

（％）

Ⅳ.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

按行业

（注）按省市为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省市。

中国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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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占销售额的平均比例（按省市，以0～100％来答卷））

平均出口比例（按省市）：

中国整体的平均出口比例转为略有增长

◼ 从中国整体水平来看，出口额占销售额的平均比例为34.6％，较上年（31.3％）转为增长。其中，100％出口
型企业（出口比例100％）的占比为5.5％，100％内销型企业（出口比例0％）的占比为28.5％。

◼ 从省市来看，平均出口比例超过5成的只有辽宁省（58.5％）。湖北省（52.5％）、四川省（48.6％）、北京
市（47.2％）、重庆市（40.9％）等的国内销售比例100％的企业较多。另一方面，辽宁省（12.7％）和山东
省（9.9％）的出口比例100％的企业较多。

28.5

52.5
40.0

48.6 47.2

33.7 40.9
25.0

17.5 15.2 16.9
20.8

14.3

25.2

27.5

24.0

24.3
20.8

30.6
18.2

25.0

28.8 32.6

25.4
16.7

11.1

11.0

5.0

8.0

5.4
7.5 12.2

13.6

16.7 21.3

4.3 11.3

12.5

14.3

12.4

12.5

24.0 8.1
9.4 7.1

18.2

16.7
8.8

18.5 12.7 12.5

12.7

17.5

2.5
4.0

8.1 9.4 12.2
4.5 16.7

18.8
23.9

23.9 33.3

34.9

5.5 5.4 5.7 4.1 4.5 5.0 5.4
9.9

4.2 12.7

34.6

13.1

22.1 22.6 24.3 26.2
28.1

32.6
37.0

42.1 44.7 45.6

58.5

中
国
整
体

湖
北
省

天
津
市

四
川
省

北
京
市

上
海
市

重
庆
市

浙
江
省

江
苏
省

广
东
省

山
东
省

福
建
省

辽
宁
省

（639） （40） （25） （37） （53） （98） （22） （12） （80） （92） （71） （24） （63）

0% 1～不超过25％ 25～不超过50％ 50～不超过75％ 75～不超过100％ 100% 平均

（％）

Ⅴ.进出口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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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的出口比例（按省市）：

在出口比例高的省份，今后缩小出口的企业多于扩大出口的企业
◼ 关于今后1～2年的出口比例，中国整体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13.4％，回答“缩小”的企业占比为

13.7％。回答“维持现状”的企业占比最多，为72.9％，占到整体的7成以上。

◼ 从省市来看，在平均出口比例第1位的辽宁省和第3位的山东省，回答计划缩小出口比例的企业占比超过2

成。

（％）

2

Ⅴ.进出口情况

今后1～2年的出口比例（按省市）

13.4 

20.0 

18.8 

18.6 

16.7 

15.3 

14.1 

12.8 

10.0 

9.7 

9.5 

8.2 

4.8 

72.9 

70.0 

75.0 

57.6 

75.0 

74.1 

51.6 

80.2 

80.0 

80.6 

76.2 

85.7 

81.0 

13.7 

10.0 

6.3 

23.7 

8.3 

10.6 

34.4 

7.0 

10.0 

9.7 

14.3 

6.1 

14.3 

中国（568）

四川省（30）

湖北省（32）

辽宁省（59）

浙江省（12）

广东省（85）

山东省（64）

上海市（86）

福建省（20）

江苏省（72）

天津市（21）

北京市（49）

重庆市（21）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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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的利用情况（多选，按行业）

67.8

95.5

85.7

75.0

73.3

80.0

71.4

70.0

制造业（115）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22）

普通机械设备（7）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8）

非制造业（45）

销售公司（15）

运输业（7）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20）

正在利用 26.6 未利用 46.7 不涉及物品进出口

10.4
不知道 16.4 中国整体（636）

RCEP的利用情况：

利用企业中有大约7成回答用于进口3
◼ 在华日资企业中，正在利用RCEP的企业占比整体为26.6％。将“不涉及物品进出口”等非对象企业排

除后的回答企业作为基数计算出的利用率整体为36.3％。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企业超出中小企业7.4

个百分点。

◼ 回答正在利用RCEP的企业中，有大约7成回答用于进口，有大约5成回答用于出口。运输机械设备零部

件有9成以上回答用于进口。

是否利用RCEP
（％）

36.3 

39.3 

31.9 

46.6 

35.4 

28.6 

24.6 

中国整体（466）

大企业（275）

中小企业（191）

大企业（163）

中小企业（130）

大企业（112）

中小企业（61）

（％）

整体

制造业

非制造业

（注）以回答“正在利用”“未利用”的企业为基数。

（％）

RCEP利用率（按企业规模）

出
口

进
口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在6家以上，取排名前三的行业。
（注2）以回答“正在利用”的企业为基数。

Ⅴ.进出口情况

52.2

83.3

81.8

75.0 

51.1

85.7

60.0 

20.0 

制造业(115)

纺织与服装(12)

铁、有色金属、金属(1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8)

非制造业(45)

运输业(7)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20)

销售公司(15)



20Copyright © 2024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31.0 

6.0 

5.4 

为了节约成本

应客户要求

为了扩销

向第三国（地区）出口

24.6 

21.1 

15.1 

7.4 

4.9 

4.9 

3.2 

从未利用过，没有经验

自身产品不属于关税取消的对象

供应商没有要求

签发原产地证书的手续繁琐

自身产品的关税减免需要时间

没有可以咨询的地方

公司负责人不在，无法调配人员

◼ 关于利用RCEP的原因，回答“为了节约成本”的企业占比最多，将近9成。回答“应客户要求”的企业占

比也超过3成。

◼ 未利用的原因各种各样，回答“从未利用过，没有经验”的企业占比将近25％。回答“签发原产地证书的

手续繁琐”的企业占比也有7.4％。

正在利用或未利用RCEP的原因：

未利用RCEP的企业中有大约25％回答没有经验

未利用RCEP的原因（多选）

利用RCEP的原因（多选） （％）

4

（％）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为168家。

Ⅴ.进出口情况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为284家。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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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企业 日本企业 美国企业 欧洲企业 韩国企业 东盟企业

中国（608） 89.5 55.8 9.5 13.3 4.8 2.1

制造业（356） 91.3 47.2 11.0 16.0 4.8 2.5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1） 96.8 54.8 9.7 9.7 0.0 6.5 

纺织与服装（21） 95.2 14.3 4.8 9.5 0.0 4.8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56） 94.6 46.4 12.5 21.4 3.6 1.8 

铁、有色金属、金属（36） 94.4 33.3 5.6 11.1 11.1 0.0 

纸、木制品、印刷（16） 93.8 62.5 12.5 0.0 6.3 12.5 

运输机械设备（16） 93.8 75.0 6.3 12.5 0.0 0.0 

食品（27） 92.6 37.0 11.1 14.8 7.4 0.0 

橡胶、陶瓷业、土石（13） 92.3 46.2 30.8 15.4 0.0 7.7 

塑料制品（26） 88.5 61.5 7.7 7.7 0.0 0.0 

电器电子产品（21） 85.7 47.6 0.0 19.0 9.5 0.0 

普通机械设备（33） 84.8 60.6 6.1 18.2 3.0 3.0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13） 84.6 53.8 46.2 30.8 7.7 0.0 

化学、医药（22） 81.8 27.3 18.2 18.2 9.1 0.0 

非制造业（252） 86.9 67.9 7.5 9.5 4.8 1.6 

金融、保险业（19） 100.0 78.9 0.0 0.0 5.3 5.3 

零售业（12） 91.7 25.0 0.0 0.0 0.0 0.0 

销售公司（33） 90.9 60.6 21.2 24.2 6.1 3.0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60） 86.7 65.0 6.7 5.0 8.3 3.3 

运输业（47） 85.1 89.4 8.5 17.0 8.5 0.0 

信息通讯业（25） 84.0 76.0 4.0 4.0 0.0 0.0 

业务相关服务业（27） 74.1 59.3 3.7 7.4 0.0 0.0 

竞争对手（按行业）：

在运输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相比日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竞争的意识更强1
◼ 关于在华日资企业视为竞争对手的企业，回答本土企业的占比最大，将近9成，其次是日本企业，为55.8％。

◼ 在非制造业，将日资企业视为竞争对手的占比相对较高，特别是运输业和金融、保险业等行业。

（注1）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

行业（不包括“其他制造

业”“其他非制造业”）。

（注2）竞争对手参见进驻地国家

和地区登记企业的出资国

家和地区分类。不是所提

供产品和服务的原产国家

和地区分类。

（注3）回答占比7成以上为深橙色，

5成以上且不到7成为橙色，

不到5成但超过各列中国整

体回答占比10个百分点以

上为淡橙色。

竞争对手（最多3个，多选） （％）

Ⅵ.当地市场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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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38.5

31.5

57.1

53.3

52.0

46.6

46.2

43.2

42.5

41.7

41.1

38.5

36.8

33.7

35.4

33.9

32.0

28.6

28.9

40.0

30.1

30.8

35.1

32.5

33.3

35.8

53.8

47.1

36.5

21.4

27.5

36.5

14.3

17.8

8.0

23.3

23.1

21.6

25.0

25.0

23.2

7.7

16.2

29.8

23年调查（681）

22年调查（654）

21年调查（666）

北京市（70）

四川省（45）

重庆市（25）

山东省（73）

天津市（26）

湖北省（37）

江苏省（80）

福建省（24）

广东省（95）

浙江省（13）

辽宁省（68）

上海市（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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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38.2 

33.2 

69.6 
57.1 
56.3 
55.6 

46.2 
43.5 
42.9 
41.7 

38.9 
31.3 
30.8 
28.6 

24.0 

41.6 
38.9 

29.2 

84.2 
41.7 
41.5 
39.4 

36.7 
34.9 

31.3 

53.8 
27.2

36.9 
39.3 

36.5 

17.4 
25.7 

25.0 
33.3 

30.8 
41.9 
42.9 

37.5 
27.8 
43.8 

56.4 
42.9 
52.0 

33.3 
26.8 

25.5 

10.5 
50.0 
49.1 

18.2 
30.0 

46.0 
21.9 

31.8 
40.8

18.7 
22.5 

30.4 

13.0 
17.1 
18.8 
11.1 

23.1 
14.5 
14.3 

20.8 
33.3 

25.0 
12.8 

28.6 
24.0 

25.1 
34.3 

45.4 

5.3 
8.3 
9.4 

42.4 
33.3 

19.0 
46.9 

14.4 
32.0 

脱碳措施的实施情况（按行业，按企业规模）

Ⅶ.应对脱碳

（％）

脱碳措施的实施情况：

脱碳工作整体稳步推进
◼ 关于脱碳措施的实施情况，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与计划今后采取措施的企业为78.6％，较上年和上上年继续

增长。

◼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回答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占比均超过4成。金融及保险业回答已经采取措施

的企业占比为8成以上，电器电子产品回答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占比将近7成。大企业已经采取措施的占比突

破5成，中小企业已经采取措施和计划采取措施的合计占比过去3年实现稳步增长。

脱碳措施的实施情况（按省市）

1

（％）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行业（不包括其他）。

制
造
业

非
制
造
业

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与计划今后采取措施的企业的合计占比 78.6％

中国整体

23年调查（390）
22年调查（374）
21年调查（395）

电器电子产品（23）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35）

纸、木制品、印刷（16）
运输机械设备（18）

精密仪器与医疗器械（1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62）

塑料制品（28）
化学、医药（24）

普通机械设备（36）
橡胶、陶瓷业、土石（16）
铁、有色金属、金属（39）

食品（28）
纺织与服装（25）

23年调查（291）
22年调查（280）
21年调查（271）

金融、保险业（19）
零售业（12）
运输业（53）

销售公司（33）
信息通讯业（30）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63）
业务相关服务业（32）

大企业（409）
中小企业（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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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脱碳措施企业占比高的行业 （包括计划，多选）

第1位：

运输机械设备 81.3％

第2位：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71.2

％

第1位：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79.2％

第2位：

金融及保险业 72.2％

脱碳范围、面临的课题：

在脱碳措施的实施过程中，指出制度方面和性价比的课题
◼ 关于脱碳存在的问题，除了指出在规定和法律解释上存在模糊不清等问题外，还列出了项目收益、性价

比、成本、与供应链上相关企业的合作等问题。

◼ 从各Scope的措施来看，采取措施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如下：Scope1为运输机械设备及运输机械设备零

部件，Scope2为橡胶、陶瓷业、土石、化学、医药、销售公司，Scope3为贸易公司与批发、金融及保险。

2

主要措施 主要课题
•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提高照明和空调的能效（电器电子产品）

• 投资商用电动汽车供应业务和电动汽车电池回收业务/投资海上风力发电项目/推进绿

氢、制氨、氢能利用或CCS&CCUS等ESG相关项目，使用环保材料，利用食品废弃物生

产可再生能源（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 要求供应商减排二氧化碳，统计排放数据（销售公司）

• 推动利用回收材料（纺织与服装）

• 减少塑料使用，整合送货车辆，回收销售资源等（零售业）

• 开展远程办公，通过碳补偿和购买绿电实现碳中和（获得第三方机构认证）（其他非

制造业）

• 直接购买绿电存在制度方面的困难（其他非制造业）。

• 难以正确把握规定和制度（教育与医疗）。

• 风力发电因安全方面的原因未能获得政府许可。蓄电池安装条件苛刻

（电器电子产品）。

• 由于不了解现状，减排需要时间（运输业）。

• 很难得到供应商协助。性价比低，供应商二氧化碳减排意识淡薄（销售公司）。

• 脱碳相关的政府规定、制度、方针、解释模糊不清。采取脱碳措施后，更换使用燃

料等的设备要花费巨额费用，更新换代存在困难。寻找脱碳事业的合作伙伴。项目

获得收益（贸易公司与批发业）。

• 回收材料质量不稳定，成本高（纺织与服装）。

具体脱碳措施和课题（摘自自由描述）

54.4

63.6

40.5 

58.1

47.5

39.6

42.2

35.6 

38.6

41.3

28.7

13.0 

52.2 

30.2

25.7

中国（513）

制造业（308）

非制造业（205）

大企业（334）

中小企业（179）

Scope1 Scope2 Scope3

脱碳范围 （包括计划，多选）

Scope1 Scope2

第1位：

橡胶、陶瓷业、土石 60.0

％

第2位：

化学、医药 52.9％

第2位：

销售公司 52.9％

Scope3

（注）各Scope的定义如下。
Scope1：针对经营者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燃料燃烧、工业流程）采取措施。
Scope2：针对使用其他公司提供的电、热、蒸汽而导致的间接排放采取措施。
Scope3：针对Scope1、Scope2以外的间接排放（涉及经营者活动的其他公司的排放）采取措施。

（注）列出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且Scope1、2、3各自前2位的行业。

Ⅶ.应对脱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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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9 

4.7 

4.6 

4.3 

4.2 

4.0 

4.0 

4.0 

3.7 

2.7 

1.8 

中国整体（210）

武汉市（7）

天津市（6）

苏州市（5）

北京市（41）

大连市（23）

上海市（55）

成都市（19）

广州市（11）

青岛市（18）

深圳市（5）

重庆市（7）

3.9 
5.1 

4.7 
4.5 

4.2 
4.1 
4.1 
4.1 

3.5 
3.5 

3.0 
2.9 

4.0 
5.2 

4.2 
4.0 

3.7 
3.7 

2.9 

制造业（30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9）

化学、医药（17）
食品（20）

铁、有色金属、金属（35）
普通机械设备（30）

塑料制品（23）
电器电子产品（18）

纸、木制品、印刷（16）
运输机械设备（11）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44）
纺织与服装（20）

非制造业（210）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50）

销售公司（28）
信息通讯业（22）

运输业（35）
金融、保险业（12）

业务相关服务业（20）

3.9 

5.2 

5.1 

4.7 

4.4 

4.1 

4.1 

4.1 

3.9 

3.8 

3.6 

中国整体（301）

东莞市（12）

佛山市（10）

青岛市（23）

苏州市（33）

天津市（15）

成都市（13）

武汉市（10）

大连市（20）

广州市（14）

上海市（24）

3.7 
4.7 

4.3 
4.1 

3.8 
3.8 
3.7 

3.4 
3.4 
3.3 
3.2 

2.9 

4.0 
5.1 

4.2 
4.1 

3.8 
3.7 

3.4 

制造业（289）
化学、医药（15）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9）
食品（20）

普通机械设备（29）
塑料制品（23）

铁、有色金属、金属（32）
纺织与服装（20）

纸、木制品、印刷（15）
运输机械设备（11）
电器电子产品（17）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41）

非制造业（198）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7）

销售公司（26）
信息通讯业（21）

业务相关服务业（20）
金融、保险业（12）

运输业（31）

3.7 

4.4 

4.3 

4.2 

4.1 

3.9 

3.8 

3.8 

3.5 

3.3 

中国整体（289）

天津市（15）

苏州市（33）

成都市（12）

东莞市（12）

大连市（18）

青岛市（23）

武汉市（10）

上海市（23）

广州市（14）

4.0 

5.1 

4.4 

4.2 

4.0 

4.0 

4.0 

3.9 

3.8 

3.5 

2.2 

中国整体（198）

武汉市（7）

成都市（16）

北京市（40）

青岛市（16）

广州市（10）

苏州市（5）

大连市（22）

上海市（53）

天津市（6）

重庆市（7）

工资：

同比涨薪率1
按中国各市（制造业）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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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以上的行业（“其他制造业”“其他非制造业”除外）。

（注2）涨薪率的定义参见第26页。

（％） （％） （％）

2
02
3年

←
2
02
2年

2
02
4年

←
2
02
3年

按中国各市（非制造业） 按行业

Ⅷ.工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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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基本工资（按行业，制造业）

6,573 

10,391 

8,308 

8,172 

7,342 

7,022 

5,999 

5,709 

5,027 

中国整体（250）

上海市（20）

成都市（11）

天津市（12）

广州市（11）

苏州市（32）

青岛市（18）

大连市（18）

东莞市（10）

4,178 

6,034 

5,408 

5,228 

4,993 

4,273 

3,678 

3,502 

2,544 

中国整体（281）

上海市（23）

天津市（14）

广州市（13）

成都市（14）

苏州市（32）

大连市（20）

青岛市（21）

东莞市（11）

10,543 

16,069 

12,376 

12,185 

12,049 

11,920 

9,310 

8,953 

8,639 

中国整体（280）

上海市（23）

成都市（13）

苏州市（34）

广州市（12）

天津市（15）

青岛市（22）

东莞市（10）

大连市（19）

6,573 

7,936 

7,496 

6,988 

6,572 

6,352 

6,090 

5,871 

5,672 

5,636 

5,560 

制造业（250）

化学、医药（15）

电器电子产品（15）

普通机械设备（24）

运输机械设备（11）

塑料制品（21）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4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7）

铁、有色金属、金属（25）

纺织与服装（13）

食品（17）

10,543 

13,347 

12,684 

12,118 

10,837 

10,256 

10,192 

10,138 

9,947 

9,601 

9,136 

8,071 

制造业（280）

化学、医药（17）

电器电子产品（16）

纸、木制品、印刷（14）

普通机械设备（27）

铁、有色金属、金属（3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7）

塑料制品（22）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43）

运输机械设备（11）

食品（20）

纺织与服装（20）

4,178 

5,576 

5,365 

4,969 

4,221 

3,951 

3,926 

3,905 

3,826 

3,643 

3,627 

3,549 

制造业（281）

化学、医药（14）

纸、木制品、印刷（15）

普通机械设备（26）

运输机械设备（12）

铁、有色金属、金属（31）

纺织与服装（18）

电器电子产品（17）

食品（19）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43）

塑料制品（22）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7）

工资：

月基本工资（制造业）2
工人

（单位：人民币）月基本工资（按中国各市，制造业）

（单位：人民币）

工程师 管理人员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市（制造业），在10家以上的行业（“其他制造业”除外）。

（注2）基本工资及各职级的定义参考第26页。

Ⅷ.工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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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68 

20,603 

19,771 

17,435 

17,229 

15,888 

11,617 

非制造业（197）

金融、保险业（11）

销售公司（25）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8）

业务相关服务业（22）

信息通讯业（22）

运输业（32）

工资：

月基本工资（非制造业）3

（单位：人民币）

（单位：人民币）

8,531 

10,548 

9,357 

9,091 

9,035 

7,850 

7,420 

7,386 

7,148 

6,888 

6,808 

6,591 

中国整体（215）

北京市（40）

上海市（56）

武汉市（9）

广州市（11）

重庆市（8）

深圳市（5）

苏州市（7）

大连市（22）

成都市（20）

青岛市（19）

天津市（5）

16,768 

20,935 

20,698 

19,029 

15,833 

14,583 

14,400 

13,472 

12,789 

12,717 

12,566 

12,000 

中国整体（197）

广州市（10）

北京市（40）

上海市（53）

武汉市（6）

重庆市（6）

深圳市（5）

青岛市（17）

大连市（21）

苏州市（6）

成都市（18）

天津市（5）

8,531 

9,160 

9,070 

9,049 

8,674 

8,447 

6,403 

非制造业（215）

销售公司（26）

金融、保险业（11）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52）

业务相关服务业（24）

信息通讯业（22）

运输业（37）

（注）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市（非制造业），在10家以上的行业（“其他非制造业”除外）。

职员 管理人员

月基本工资（按中国各市，非制造业）

月基本工资（按行业，非制造业）

◼ 涨薪率：除职能工资和业绩工资
等取决于个人能力的工资以外的
基本工资的涨薪率（名义）。全
行业平均。

◼ 基本工资：除去各种津贴后的工

资，截至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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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

◼ 奖金：基于基本工资（个月工资）
的奖金，2023年（度）全年发放
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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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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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且有十年左右工作经
验。

◼ 职员：正式雇佣的普通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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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
科以上学历，且有十年左右工作
经验。

Ⅷ.工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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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22 

261,679 

250,437 

228,005 

214,766 

193,401 

173,053 

169,516 

中国整体（251）

上海市（21）

天津市（10）

广州市（10）

苏州市（28）

成都市（11）

青岛市（22）

大连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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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位：人民币）

（单位：人民币）

87,562 

131,483 

115,203 

89,977 

82,419 

81,478 

79,938 

中国整体…

上海市（20）

广州市（11）

苏州市（28）

大连市（19）

成都市（12）

青岛市（19）

128,523 

175,317 

155,369 

133,216 

124,508 

123,707 

中国整体（228）

上海市（17）

广州市（10）

苏州市（29）

青岛市（17）

大连市（17）

87,562 
122,820 

108,566 
90,940 
89,001 

80,575 
80,143 
79,133 
79,037 
75,366 
72,777 
70,370 

制造业（250）

普通机械设备（25）

化学、医药（13）

纸、木制品、印刷（11）

运输机械设备（10）

铁、有色金属、金属（27）

塑料制品（19）

运输机械设备（42）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食品（18）

电器电子产品（15）

纺织与服装（17）

128,523 

148,741 

143,009 

131,164 

125,842 

122,626 

118,017 

114,219 

107,385 

97,258 

制造业（228）

化学、医药（14）

普通机械设备（23）

塑料制品（20）

电器电子产品（1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4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5）

铁、有色金属、金属（23）

食品（16）

纺织与服装（12）

193,222 

244,650 

219,892 

204,814 

199,948 

192,389 

188,879 

186,115 

183,078 

160,084 

137,479 

制造业（251）

化学、医药（15）

普通机械设备（26）

纸、木制品、印刷（10）

电器电子产品（14）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42）

塑料制品（20）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24）

铁、有色金属、金属（26）

食品（19）

纺织与服装（19）

1.9 制造业（279）

（单位：个月工资）

2.2 制造业（248） 2.3 制造业（279）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在10家以上的市（制造业），在10家以上的行业（“其他制造业”除外）。

（注2）全年实际负担额、奖金及各职级的定义参考第26页。

工人 工程师 管理人员

全年实际负担额（按中国各市，制造业）

奖金（制造业）

Ⅷ.工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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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非制造业（216） 2.3 非制造业（197）

293,139 

336,935 

319,997 

314,670 

264,969 

201,742 

非制造业（165）

销售公司（2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1）

业务相关服务业（18）

信息通讯业（19）

运输业（23）

152,158 

164,625 

161,222 

160,340 

147,944 

109,872 

非制造业（173）

贸易公司与批发业（44）

销售公司（22）

业务相关服务业（17）

信息通讯业（19）

运输业（25）

152,158 

187,538 

166,247 

162,380 

162,369 

138,003 

135,070 

123,680 

121,400 

117,726 

109,382 

中国整体（173）

北京市（38）

上海市（45）

深圳市（5）

广州市（5）

武汉市（8）

大连市（19）

青岛市（13）

重庆市（5）

天津市（5）

成都市（16）

293,139 

387,260 

355,465 

339,797 

263,000 

259,175 

233,441 

232,960 

210,840 

202,432 

190,289 

中国整体（165）

广州市（6）

北京市（38）

上海市（44）

深圳市（5）

青岛市（12）

大连市（19）

武汉市（5）

苏州市（5）

天津市（5）

成都市（15）

工资：

全年实际负担额、奖金（非制造业）5

（注1）有效答卷企业数在5家以上的市（非制造业），在10家以上的行业（“其他非制造业”除外）。

（注2）全年实际负担额、奖金及各职级的定义参考第26页。

职员 管理人员

（单位：人民币）全年实际负担额（按中国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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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工资）奖金（非制造业）

Ⅷ.工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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