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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调查概要

调查目的：掌握海外日资企业活动的实际状况，并将调查结果广泛提供给日本企业和政策负责人。

调查方法：利用JETRO海外事务所的网络，在83个国家和地区选出18,726家日资企业（日方出资比例超过10％
的本地法人、日本企业的分公司或派驻人员办事处），采取在线发放和回收问卷的方式，以这些企
业为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其中，7,632家企业提交了有效答卷。有效回答率为40.8％。

本年度调查的特点：汇报在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减速、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用于保障经济安全的法规不断增
加等国际商业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各国家和地区日资企业的业绩预期和新课题应对情况的
最新动向。

本报告的内容：按主要地区汇报结果之前，首先汇报全球共同的调查项目：Ⅰ.营业利润预期、Ⅱ.今后业务开
展的方向、Ⅲ.应对脱碳、Ⅳ.雇佣环境和工资的结果。

地区 对象企业数 有效答卷企业数 回答率 实施时间 对象国家和地区

北美 1,874家 829家 44.2％ 9月6日-9月26日 2个国家

中南美 721家 455家 63.1％ 8月23日-9月27日 7个国家

欧洲 1,457家 830家 57.0％ 9月1日-9月25日 23个国家

俄罗斯 110家 73家 66.4％ 9月13日-9月29日 1个国家

亚洲大洋州（注） 14,018家 4,982家 35.5％ 8月21日-9月20日 20个国家和地区

中东 260家 228家 87.7％ 9月4日-9月27日 10个国家

非洲 286家 235家 82.2％ 9月4日-9月27日 20个国家

所有地区小计 18,726家 7,632家 40.8％ 83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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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地区调查概要

调查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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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调查结果

1.在华业绩显著恶化。预计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首次低于3成。

❖ 海外日资企业中2023年预计盈利的企业占63.4％。时隔3年首次降低。在华业绩显著恶化。在韩国、
香港、越南和新加坡，业绩恶化也超过改善。

❖ 在中国预计“扩大”业务的企业自调查开始以来首次低于3成。另一方面，预计“转移、撤退到第
三国”的企业低于1％。可见企业对继续开展业务持谨慎态度。

❖ 在印度、巴西、南非等全球南方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旺盛的内需对改善海外日资企业的业绩起到了
推动作用。看清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开拓形势后，扩大当地业务的意愿强烈。

2. 通货膨胀导致工资上涨速度加快，特别是在新兴国家。

❖ 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才短缺问题更为严重。美国、荷兰有超过7成的企业面临着该问题。

❖ 2023年基本工资增长率（名义）较高，印度为9.8％，墨西哥为8％。另一方面，欧洲主要发达国家
基本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仍然存在。

（注）只要没有注释单独列出，本调查中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是指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美国、
墨西哥、巴西、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阿联酋、南非这18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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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营业利润预期



5Copyright © 2023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盈利企业占比时隔3年首次减少1
◼ 2023年预计“盈利”的企业占比为63.4％，“亏损”的企业占比为18.3％。“盈利”的占比较上年（64.5％）

降低1.1个百分点。盈利企业占比减少的情况是2020年以来时隔3年首次出现。

◼ 中小企业盈利占比较上年减少，与大企业的差距拉大。从行业来看，银行（91.8％）较高。高利率下业绩稳

定发挥了作用。宾馆与旅游的亏损占比较上年减少31.4个百分点，出现复苏迹象。

海外日资企业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 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盈利、亏损占比排名前5位的行业）

Ⅰ.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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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及非洲的盈利企业占比增加2
◼ 中东的盈利企业占比为68.8％（较上年增加12.1个百分点），非洲为58.4％（较上年增加9.5个百分点），

两者均为历史最高。较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分别增加16.5个百分点和8.1个百分点。

◼ 在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南非的盈利占比最高，达到86.0％，较上年增加26.0个百分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有矿产资源需求稳定、国内市场复苏、周边市场增长等。

盈利企业占比的变化趋势（按主要地区，2019年-2023年） 主要国家和地区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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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景气度的DI值远低于上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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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营业利润较上年“改善”的企业为35.1％。较上年减少5.0个百分点。“恶化”的企业为30.6％，

增加5.1个百分点。墨西哥因当地和北美市场的需求增加，“改善”的占比较上年增加10.2个百分点。

◼ 表示景气度的DI值（注）的所有地区小计为4.5个百分点，远低于上年的14.6个百分点。中国“恶化”企

业的占比连续2年超过4成，DI值为-14.7个百分点，是除去俄罗斯和香港之外的最低值。

（注） Diffusion Index的简称。本调查中是指较上年“改善”的企业占比（％）减去“恶化”的企业占比后得到的数值。

主要国家和地区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较上年） DI值的变化趋势（按主要地区，2019年-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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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DI值较上年降低28.7个百分点4
◼ 中国的DI值连续2年维持在-15个百分点左右。越南2023年的DI值（-3.7）较上年减少28.7个百分点。该减

少幅度在主要国家和地区中较低，与新加坡（-32.1）相当。

◼ 印度的DI值为44.4个百分点，继上年后在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依旧最高。墨西哥（34.1个百分点）排在印度

之后，为第二高。美国DI值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市场的需求减少”。

中国【改善＜恶化】

印度【改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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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恶化”占比高的行业
（n=15以上）
1.运输与仓储（71.7％）
2.金属产品（61.3％）
3.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48.6％）

中国“恶化”的主要原因
（前几位）（n=288）
1.当地市场的需求减少

（67.7％）
2.与其他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

（38.9％）
3.出口目的地市场的需求减少

（36.1％）

越南“恶化”占比高的行业
（n=15以上）
1. 运输与仓储（63.3％）
2. 电器电子产品
（63.2％）
3. 贸易公司（49.2％）

越南“恶化”的主要原因（前
几位）（n=277）
1.当地市场的需求减少

（50.5％）
2.出口目的地市场的需求减少
（49.5％）
3.人工费上涨（31.0％）

Ⅰ.营业利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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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与旅游行业改善显著，运输与仓储行业恶化超过5成5
◼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汽车等）“改善”超出“恶化”20多个百分点，较上年有所恢复。

但是2024年预计“恶化”的企业占比为14.5％，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12.3％）。

◼ 在非制造业中，宾馆与旅游的“改善”占比明显更高。另一方面，运输与仓储的“恶化”占比超过5成。

除了上年运费高涨带来的反弹外，需求减少、与其他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也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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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14.5

26.4

7.0

26.5

9.5

2023(n=52)

2024(n=52)

2023(n=63)

2024(n=63)

2023(n=476)

2024(n=475)

2023(n=239)

2024(n=230)

2023(n=83)

2024(n=84)

改
善
占
比
前
5
位
的
行
业

恶
化
占
比
前
5
位
的
行
业

79.1

81.4

49.2

42.9

45.3

34.5

41.9

42.7

41.7

41.7

15.1

15.1

36.5

49.2

39.5

56.3

37.8

45.3

25.8

41.7

5.8

3.5

14.3

7.9

15.1

9.2

20.3

12.0

32.5

16.7

2023(n=86)

2024(n=86)

2023(n=63)

2024(n=63)

2023(n=86)

2024(n=87)

2023(n=74)

2024(n=75)

2023(n=120)

2024(n=120)

2023年及2024年的营业利润预测（较上年，按行业）

36.6

43.9

30.9

43.8

32.5

12.3

2023(n=3,365)

2024(n=3,348)

33.8

40.6

37.4

48.3

28.9

11.2

2023(n=3,842)

2024(n=3,839)

（注）2023年改善占比/恶化占比分别列出前5位行业（n=50以上）。

Ⅰ.营业利润预期

改善 持平 恶化 改善 持平 恶化



10Copyright © 2023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Ⅱ.今后业务开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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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业务扩大意愿首次跌破3成1

今后1-2年业务开展的方向（按主要国家和地区）

◼ 回答今后1-2年“扩大”当地业务的企业为47.0％（较上年增加1.6个百分点），未达到新冠疫情前2019年

（48.9％）的水平。在印度超过75％的企业希望“扩大”。

◼ 中国“扩大”首次低于3成。另外，“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只有0.7％。

◼ 从行业来看，运输机械设备的扩大意愿低。中国和美国等主要市场的变化（电动化）以及需求减少是主要原因。

4.2

20.5

27.7

41.9

42.2

43.9

49.5

49.9

51.2

51.4

53.0

53.9

54.9

56.4

56.7

57.7

68.9

75.6

47.0

53.5

70.3

62.3

52.9

54.1

53.1

46.3

45.4

47.6

47.1

40.0

44.7

41.9

39.4

40.8

38.5

24.5

22.7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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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n=71）

香港（n=195）

中国（n=710）

新加坡（n=418）

泰国（n=595）

英国（n=98）

印度尼西亚（n=497）

美国（n=721）

荷兰（n=84）

法国（n=70）

阿联酋（n=100）

韩国（n=76）

德国（n=253）

墨西哥（n=218）

越南（n=841）

南非（n=52）

巴西（n=106）

印度（n=295）

所有地区小计（n=7,582）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

43.4 

49.9 

69.2 

67.1 

65.1 

62.8 

60.6 

35.2 

34.8 

34.5 

33.3 

24.1 

50.8

44.9

26.9

31.7

34.9

34.9

37.6

59.1

54.3

55.9

59.5

71.4

0% 50% 100%

制造业（n=3,374）

非制造业（n=4,208）

医疗器械（n=52）

食品、农产与水产加工品（n=240）

医药品（n=43）

人才介绍、人才派遣（n=43）

咨询（n=109）

钢铁（n=88）

信息通讯设备与业务用设备（n=46）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汽车等）（n=478）

服装与纤维产品（n=84）

运输机械设备（汽车等）（n=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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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业）

Ⅱ.今后业务开展的方向

（（注）只列出n=40以上的行业。

“扩大”占比高的前5位行业

“扩大”占比低的后5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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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10.1 

9.9 

7.8 

6.5 

5.0 

4.5 

3.1 

-2.7 

-3.3 

-3.7 

-5.7 

-10 -5 0 5 10 15 20

ブラジル

フランス

南アフリカ

ドイツ

英国

メキシコ

韓国

インド

シンガポール

ベトナム

UAE

中国

欧洲和中南美扩大业务的意愿恢复2
◼ 从主要地区来看，在欧洲和中南美预计“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较上年增加5个百分点以上。除了欧洲、

中南美，在北美、西南亚、非洲也都超过5成。

◼ 巴西的“扩大”占比较上年增加约15个百分点。在巴西和印度，汽车等产品的旺盛内需对日资企业的业

务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经济预期和市场复苏的不明朗压低了意愿。

回答“扩大”的占比与上年的对比（按国家和地区，部分精选）

36.8

44.9
45.4

47.0 

30％

40％

50％

60％

70％

8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全地域計 北米

中南米 欧州

北東アジア ASEAN

南西アジア 中東

アフリカ

“扩大”占比的变化趋势（按主要地区，2013年-2023年）

（百分点）

Ⅱ.今后业务开展的方向

（注）所有地区小计包括大洋洲、俄罗斯。但是2013年-2014年中东、2014年俄罗斯未纳入调查对象，

不包括在相应年份的所有地区小计中。

英国

韩国

中国

巴西

南非

法国

德国

墨西哥

印度

越南

新加坡

阿联酋

北美

欧洲

中东

东北亚

西南亚

中南美

所有地区小计

非洲

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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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和缩小业务的主要原因（摘自自愿填写）3
“缩小”业务的主要原因

需求及销售额减少，市场缩小（31家）
• 除了市场低迷导致销售额减少外，对前景期待也较低（中小企业，运输

与仓储）
• 客户减产导致订单减少。客户转移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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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华风险意识增加（大企业，其他非制造业）

• 香港中转的业务减少（大企业，贸易公司）
• 转移到其他亚洲地区（中小企业，零售）

• 很难勾勒业务增长前景（大企业，矿业）
• 无法向巴西及南美地区分配足够的经营资源（大企业，非制造业）

• 因物价上涨，积极探讨改变商流（大企业，销售公司）
• 派遣派驻人员有困难（成本、签证条件等）（大企业，销售公司）

• 销售额减少（9家）
• 销售价格与成本不匹配（大企业，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
• 人工费上涨导致利润恶化（中小企业，服装与纤维产品）
• 进口限制导致停止进口（中小企业，贸易公司）

• 材料费、人工费高涨（6家）
• 整合美洲网点（中小企业，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 汽车电动化导致零部件群发生变化（大企业，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 很难留住美国优质人才（中小企业，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 汽车（含摩托车）市场扩大（32家）
• 对印度以西（中东及非洲地区）出口增加（8家）
• 投资扩大，海外日资企业增加（8家）
• 印度产品的定位相对提高（大企业，贸易公司）
• 生产商品种类增加，质量提高（大企业，贸易公司）

• 对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整个中南美地区出口增加（7家）
• 期待开拓新业务（6家）
• 汽车代工厂（OEM）、供应商的需求增加（大企业，贸易公司）

• 对包括周边国家（赞比亚、纳米比亚、刚果等）在内的撒哈拉
以南非洲出口增加（6家）

• 投资扩大，海外日资企业增加（13家）
• 内需扩大，来自本地企业的洽询增加（11家）
• 对东盟内部、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增加（8家）
• 本地采购的要求强烈（大企业，纺织）

• 对北美出口增加（9家）
• 期待近岸外包引发需求扩大、生产转移（8家）
• 转向本地采购（特别是替代从中国采购）（5家）

• 对中欧、东欧、非洲、土耳其等的出口增加（7家）
• 电动车市场扩大（7家）
• 欧洲内部半导体市场扩大（6家）
• 环保管控日益严格致使需求增加（大企业，化学品与石油产品）

“扩大”业务的主要原因

中国

香港

巴西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美国

印度

巴西

南非

越南

墨西哥

德国

（注）“扩大”占比高的前6位国家和地区，“缩小”占比高的前6位国家和地区（不包
括阿联酋、俄罗斯）

Ⅱ.今后业务开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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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75.0

59.3

56.3

52.4

52.1

51.8

47.4

46.6

45.6

45.3

40.0

36.4

22.6

8.7

41.7

21.6

34.9

33.0

38.1

39.1

38.4

43.4

45.2

50.0

46.4

52.4

42.3

58.6

33.3

11.2

3.4

5.7

10.7

9.5

8.8

9.8

9.2

8.2

4.4

8.3

7.7

21.2

18.8

58.0

整体(n=6,091)

印度(n=264)

越南(n=733)

巴西(n=103)

南非(n=42)

墨西哥(n=215)

美国(n=703)

印度尼西亚(n=435)

韩国(n=73)

阿联酋(n=68)

新加坡(n=384)

泰国(n=548)

中国(n=659)

香港(n=186)

俄罗斯(n=69)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4

所在国家和地区销售额占自己集团内份额的预期

今后2-3年的预期 今后5年以上的预期

37.8

63.3

50.0

48.3

48.1

47.7

41.2

41.1

38.2

37.8

36.0

32.1

25.6

18.8

4.3

53.3

34.5

42.9

47.5

42.3

46.3

55.9

52.9

55.3

56.8

55.2

62.4

57.1

67.7

40.6

8.9

2.2

7.1

4.2

9.6

6.0

2.9

6.0

6.5

5.4

8.8

5.4

17.3

13.4

55.1

整体(n=6,107)

印度(n=267)

南非(n=42)

越南(n=737)

巴西(n=104)

墨西哥(n=216)

阿联酋(n=68)

美国(n=698)

印度尼西亚(n=434)

韩国(n=74)

新加坡(n=386)

泰国(n=551)

中国(n=660)

香港(n=186)

俄罗斯(n=69)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预测印度和越南的销售额份额将增加
◼ 预计今后进驻地销售额占自己集团内销售额的份额“扩大”的企业占比在印度、南非、越南、巴西和墨

西哥等新兴国家相对较高。

◼ 对今后5年以上的形势做出分析后，预测所在国家和地区在自己集团内的存在感“扩大”的企业占比在
印度和越南分别为四分之三和大约6成。国内市场的潜力有助于激发中期的业务扩大意愿。

（注）欧洲未纳入对象。

（％） （％）

Ⅱ.今后业务开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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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采购率（全行业平均，按主要国家和地区）

◼ 从主要国家和地区日资企业平均本地采购率的对比来看，中国约7成，明显更高。此外，泰国、印度尼西亚、

印度的平均本地采购率也超过5成。

◼ 从今后1-2年的方针来看，希望“扩大”本地采购率的企业占四分之一，而“维持现状”超过7成。在主要国

家和地区中只有印度有超过5成的企业回答今后“扩大”本地采购。

中国的本地采购率约7成，今后预测印度将扩大5

46.4

69.0

57.7

53.1

50.8

48.3

43.2

42.7

39.7

37.0

35.8

34.5

33.4

33.2

27.9

26.9

25.6

25.1

16.4

0％ 20％ 40％ 60％ 80％

全 体(n=5,177)

中国(n=513)

タイ(n=462)

インドネシア(n=368)

インド(n=218)

ベトナム(n=567)

米国(n=548)

ブラジル(n=77)

フランス(n=42)

韓国(n=53)

メキシコ(n=176)

シンガポール(n=251)

香港(n=126)

英国(n=55)

南アフリカ(n=28)

ドイツ(n=183)

ロシア(n=38)

オランダ(n=51)

UAE(n=39)

今后1-2年本地采购的方向（按主要国家和地区） （％）

25.2 

27.6 

51.2 

55.2 

38.7 

50.0 

37.9 

43.2 

31.8 

28.0 

30.9 

33.4 

29.1 

28.5 

28.2 

27.3 

26.4 

29.0 

26.0 

30.8 

24.5 

21.2 

71.4 

68.8 

47.0 

43.4 

58.1 

42.9 

60.5 

55.8 

66.5 

70.3 

66.5 

64.0 

68.7 

70.3 

71.8 

72.7 

69.8 

64.5 

68.5 

59.0 

72.8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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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業種（n=5,320）

製造業のみ（n=3,094）

全業種（n=217）

製造業のみ（n=145）

全業種（n=31）

製造業のみ（n=14）

全業種（n=588）

製造業のみ（n=380）

全業種（n=176）

製造業のみ（n=118）

全業種（n=528）

製造業のみ（n=383）

全業種（n=374）

製造業のみ（n=246）

全業種（n=39）

製造業のみ（n=11）

全業種（n=53）

製造業のみ（n=31）

全業種（n=73）

製造業のみ（n=39）

全業種（n=481）

製造業のみ（n=293）

全
体

印
南

越
墨

中
尼

U
蘭

伯
泰

拡大 現状維持 縮小

印度

南非

越南

墨西哥

中国

印度尼西亚

阿联酋

荷兰

巴西

泰国

（注）1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全行业“扩大”
占比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

Ⅱ.今后业务开展的方向

南非（n=28）

韩国（n=53）

英国（n=55）

印度（n=218）

德国（n=183）

新加坡（n=251）

美国（n=548）

香港（n=126）

泰国（n=462）

中国（n=513）

墨西哥（n=176）

越南（n=567）

俄罗斯（n=38）

印度尼西亚（n=368）

荷兰（n=51）

巴西（n=77）

法国（n=42）

整体（n=5,177）

全
体整体

全行业（n=5,320）

仅制造业（n=3,094）

全行业（n=217）

仅制造业（n=145）

全行业（n=31）

仅制造业（n=14）

全行业（n=588）

仅制造业（n=380）

全行业（n=176）

仅制造业（n=118）

全行业（n=528）

仅制造业（n=383）

全行业（n=374）

仅制造业（n=246）

全行业（n=39）

仅制造业（n=11）

全行业（n=53）

仅制造业（n=31）

全行业（n=73）

仅制造业（n=39）

全行业（n=481）

仅制造业（n=293）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阿联酋（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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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应对脱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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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脱碳措施的企业进一步增加1
◼ 在进驻地“已经采取脱碳措施”或者“计划采取措施”的企业共计77.6％。

◼ 自2021年以来采取脱碳措施的企业一直在增加。但是，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占比与2021年相比，大企业增加

了13.3个百分点，中小企业增加了8.1个百分点，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差距拉大。

已经采取脱

碳措施

44.9％
尚未采取措施，

计划今后采取

32.7％

没有采取措施

的计划

22.4％

n=7,131

脱碳措施采取情况

72.5

62.7

59.1

57.7

53.8

53.5

53.4

53.1

50.6

47.6

44.3

43.2

41.6

39.2

36.2

34.4

27.1

21.7

25.3

25.8

25.0

31.7

25.3

31.5

29.3

34.6

25.7

33.8

35.4

32.2

38.2

34.8

38.3

41.5

5.8

12.0

15.1

17.3

14.4

21.2

15.1

17.6

14.9

26.7

21.9

21.4

26.2

22.6

29.0

27.3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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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フランス(n=69)

オランダ(n=83)

英国(n=93)

南アフリカ(n=52)

ブラジル(n=104)

UAE(n=99)

韓国(n=73)

ドイツ(n=239)

インド(n=269)

シンガポール…

インドネシア…

中国(n=681)

米国(n=702)

メキシコ(n=212)

タイ(n=549)

ベトナム(n=770)

香港(n=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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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主要国家和地区

33.9

42.4

44.9

40.8

50.9

54.1

19.8

26.7

27.9

30.8

31.9

32.7

32.2

30.9

29.9

28.0

33.8

37.8

35.3

25.8

22.4

26.9

18.2

16.0

52.2

39.5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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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n=7,317）

2022年度(n=6,368)

2023年度（n=7,131)

2021年度（n=4,317）

2022年度(n=4,099)

2023年度（n=4,626)

2021年度（n=2,508）

2022年度(n=2,240)

2023年度（n=2,493)

全
体

大
企
業

中
小
企
業

Ⅲ.应对脱碳

（注）2022年-2023年俄罗斯未纳入对象

大
企
业

中
小
企
业

整
体

法国（n=69）

荷兰（n=83）

南非（n=52）

英国（n=93）

巴西（n=104）

阿联酋（n=99）

韩国（n=73）

德国（n=239）

印度（n=269）

新加坡（n=382）

印度尼西亚（n=474）

中国（n=681）

美国（n=702）

墨西哥（n=212）

泰国（n=549）

越南（n=770）

香港（n=188）

已经采取脱碳措施

没有采取措施的计划

尚未采取措施，计划今后采取

2021年度（n=7,317）

2022年度（n=6,368）

2023年度（n=7,131）

2021年度（n=4,317）

2022年度（n=4,099）

2023年度（n=4,626）

2021年度（n=2,508）

2022年度（n=2,240）

2023年度（n=2,493）

“已经采取措施”

较上年增加5个百分点以上的国家

和地区

◇印度尼西亚 增加8.6个百分点

◇荷兰 增加7.5个百分点

◇越南 增加5.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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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首次超过5成，采取措施的速度加快2

XXXXX

（（注）只列出n=30以上的行业。

XXXXX

脱碳措施（制造业，前10位行业） 脱碳措施（非制造业，前10位行业）

◼ 制造业采取脱碳措施的企业首次超过50％。继上年之后，与非制造业相比，制造业的措施有所进展。

◼ 制造业中采取措施进展最快的信息通讯设备与业务用设备、运输机械设备（汽车等）的“已经采取脱碳

措施”的企业占比超过75％，分别较上年增加23.9个百分点和7.1个百分点。

（％） （％）

50.5

78.0

76.7

66.0

62.7

57.5

57.1

54.8

53.2

49.6

46.7

33.4

17.1

17.5

19.1

28.5

33.1

31.9

36.6

31.9

37.6

41.7

16.1

4.9

5.8

14.9

8.8

9.4

11.0

8.6

14.9

12.8

11.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製造業(n=3,202)

情報通信機器・事務機器(n=41)

輸送用機器（自動車等）(n=103)

窯業・土石(n=47)

輸送用機器部品（自動車等）(n=453)

化学品・石油製品(n=254)

電気・電子機器(n=191)

ゴム製品(n=93)

医療機器(n=47)

電気・電子機器部品(n=250)

繊維（n=60)

40.4

73.2

64.7

63.9

59.4

53.9

52.3

45.1

44.2

43.3

38.5

32.1

15.9

14.7

23.0

37.5

29.9

21.5

28.7

39.6

38.7

36.6

27.4

11.0

20.6

13.1

3.1

16.2

26.2

26.3

16.2

18.1

24.9

0 20 40 60 80 100

非製造業（n=3,929)

銀行（n＝82)

持株・統括会社(n=34)

電気・ガス等(n=61)

鉱業(n=32)

ノンバンク(n=167)

小売(n=65)

販売会社(n=712)

運輸・倉庫(n=371)

建設・プラント等(n=282)

商社(n=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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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应对脱碳

已经采取脱碳措施

没有采取措施的计划

尚未采取措施，计划今后采取

制造业（n=3,202）

信息通讯设备与业务用设备（n=41）

运输机械设备（汽车等）（n=103）

陶瓷业与土石（n=47）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汽车等）
（n=453）

化学品与石油产品（n=254）

电器电子产品（n=191）

橡胶产品（n=93）

医疗器械（n=47）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n=250）

纺织（n=60）

非制造业（n=3,929）

银行（n=82）

控股与统筹管理公司（n=34）

电、煤气等（n=61）

矿业（n=32）

非银行类（n=167）

零售（n=65）

销售公司（n=712）

运输与仓储（n=371）

建筑、成套设备等（n=282）

贸易公司（n=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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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与非制造业针对Scope3采取的脱碳措施各不相同3
◼ 制造业中将“自己公司工业过程等的排放（Scope1）”作为温室气体减排对象的企业约占7成。另一方面，非

制造业中针对“自己公司以外的排放（Scope3）”采取措施的占比高于制造业。

◼ 大企业回答针对Scope1到Scope3所有排放采取措施的占比高出9个百分点。

70.1

43.7

19.1

52.2

36.3 41.5

0

20

40

60

80

Scope1 Scope2 Scope3

製造業 非製造業

※回答者为采取或计划采取脱碳措施的企业

64.5

41.6
31.3

53.1

36.2
28.0

0

20

40

60

80

Scope1 Scope2 Scope3

大企業 中小企業

（％）

上游 自己公司 下游

＜示例＞
⚫ 采购的产品和服务
⚫ 资本货物
⚫ 运输、配送
⚫ 员工出行

＜示例＞
⚫ 运输、配送
⚫ 出售产品的使用
⚫ 出售产品的废弃

Scope3

Scope1&2以外

Scope3

Scope1&2以外
Scope1
燃烧燃料
工业流程

Scope2
使用电、热、蒸

汽

供应链流

程

※回答者为采取或计划采取脱碳措施的企业（％）

回答针对Scope1到Scope3所有排放
采取措施
大企业34.0％，中小企业25.0％

●什么是Scope1、2、3？

（资料来源）日本环境省和经济产业省“绿色价值链平台（Green Value Chain） Platform）”

脱碳措施的范围（按行业） 脱碳措施的范围（按企业规模）

Scope1：前3位行业 运输机械设备（汽车等）（92）83.7％ 化学品与石油产品（221） 79.6％ 信息通讯设备与业务用设备（37） 78.4％

Scope2：前3位行业 矿业（31）58.1％ 信息通讯设备与业务用设备 （37） 54.1％ 有色金属（55）50.9％

Scope3：前3位行业 银行（41）62.1％ 咨询（44）56.8％ 贸易公司（470）54.5％

（注）① n=30以上的行业。② （）内数字为有效回答企业数。

（n=2,579） （n=2,641）
（n=3,677） （n=1,534）

Ⅲ.应对脱碳

制造业 非制造业 大企业 中小企业

Scope1 Scope2 Scope3 Scope1 Scope2 Sco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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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自己公司的排放也有采取减排措施的方法4

以定量方式展示具体措施
措施情况和具体例

◼ 在采取Scope3减排措施的制造业企业中，有大约一半在从产品采购、运输、消费到废弃的整个供应链上采取脱

碳措施。非制造业中也有在产品采购、运输及配送、投资方面采取措施的情况。

◼ 自己公司无排放/排放少的企业可通过Scope3减排开展脱碳措施。

（注）回答采取或计划采取Scope3减排措施的企业。

采购的产品和服务

·更换供应商
·扩大可持续原料的比例
·更换成可重复使用的包装

运输、配送（上游和下游）

·将空运、卡车运输更换成船舶、铁路运输等
·提高运输及装船的效率
·将经第三国进口的产品直接运输

售出产品的加工及消费者使用、废弃物的运输及处理

·回收利用售出产品
·开发可实现顾客脱碳的服务
·使用可回收容器销售商品
·增加碳足迹评估服务

·出行时同乘汽车/出差时乘坐轨道交通
·鼓励远程办公

员工出差和雇员通勤

·公司车辆选择租用，续租时全部改为电动车
·缩小租用办公司的面积

资本货物、租赁资产

42.3

36.9

30.4

29.1

24.8

23.1

12.1

2.1

52.7

46.2

34.3

43.4

25.5

32.4

2.4

1.9

37.4

32.6

28.5

22.4

24.5

18.7

16.6

2.1

0 20 40 60

購入した製品・サービス

輸送、配送（上流・下流）

Scope1、Scope2に含まれない燃料・

エネルギー活動

販売した製品の加工、消費者による

使用、廃棄（輸送・処理）、または

事業から出る廃棄物の輸送・処理

従業員の出張・雇用者の通勤

資本財、リース資産

投資

フランチャイズ

全体（n=1,462）

製造業（n=463）

非製造業（n=999）

Scope3的措施案例Scope3的措施对象

Ⅲ.应对脱碳

（％）

整体（n=1,462）

制造业（n=463）

非制造业（n=999）

采购的产品和服务

运输、配送（上游和下游）

不包括在Scope1和Scope2中的燃料
和能源活动

售出产品的加工、消费者使用、废弃
（运输和处理）或运输和处理企业产

生的废弃物

员工出差和雇员通勤

资本货物、租赁资产

投资

特许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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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脱碳和业务活动成为一项课题
◼ 在脱碳的国际潮流下，更多企业面临着更加具体的课题。完善制度和基础设施较晚，而且部分国家和

地区存在的地方法规成为绊脚石，阻碍了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发电等）的引进。

◼ 虽然在制定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相关的规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在理解自己公司及

供应链上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和测算标准以及采取行动应对方面存在困难。

不分地区和行业的共同课题

太阳能发电的相关限制和规定

国家和地区 内容

印度尼西亚 太阳能发电的设备引进限制等（28家）

越南 太阳能板的安装限制、耗时（22家）

墨西哥 民营太阳能发电达到一定量以上后要取得许可（17家）

泰国 太阳能发的电无处可卖（4家）

印度 太阳能发电的售电容量限制（3家）

计算包括Scope3在内的排放量，应对信息公开

国家和地区 内容

美国
（7家）

• 没有计算排放量的国际标准，不了解方法
• 减排活动数值化、测算效果有难度
• 应对公开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要求

欧洲
（20家）

• 应对CBAM，欧盟内部步调不统一
• 难以掌握供货商及运输环节的排放量
• Scope3标准不明确，没有统一的标准
• 日本与海外顾客在计算方法和标准上有差异
• 应对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

其他地区
• 应对公开气候相关信息的规定（澳大利亚）
• 应对Scope3公开要求（新加坡）

太阳能发电和排放量计算相关课题

成本增加及投资回报率

• 脱碳设备的引进成本
• 可再生能源及应对脱碳的燃料（SAF等）成本
• 循环使用材料等有助于脱碳的原材料及零部件价格昂贵
• 应对碳定价制度导致成本增加
• 难以确保收益，投资回报率低，与经济合理性冲突

政策和制度不完善，补贴等支持力度不够

• 有政策框架，但具体路线图和制度详情不透明
• 行政审批迟滞（太阳能发电的引进等）
• 针对脱碳措施的补贴、激励力度不够

• 政府、国民、当地客户的脱碳意识淡薄，价格转嫁有困难
• 公共交通、可再生能源供电等基础设施不完善
• 缺乏能够应对脱碳的当地供应商和配套产业

脱碳意识淡薄，基础设施不完善

• 电动车充电设备尚不完善
• 缺少针对购置电动车的补贴
• 应对商用车零排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2035年新车电动化（法国）

电动汽车（EV）相关制度的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5

• 绿色电力证书发放得太少，价格高涨（中国、台湾、马来西亚）

• 提前完善排放量交易市场（泰国、巴西、智利、英国、台湾、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 未引进联合碳信用机制（JCM）（老挝、印度、加纳、肯尼亚、南非）

绿色电力证书、排放量交易市场及制度的完善等

（注）CBAM：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Ⅲ.应对脱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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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雇佣环境和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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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42.9 

45.3 

45.9 

52.0 

52.7 

61.0 

63.7 

68.9 

62.2 

57.1 

54.7 

54.1 

48.0 

47.3 

39.0 

36.3 

31.1 

中東(n=225)

アフリカ(n=231)

南西アジア(n=437)

ASEAN(n=2,908)

北東アジア(n=1,193)

中南米(n=440)

オセアニア(n=154)

欧州(n=774)

北米(n=813)

はい いいえ

48.9

50.6

48.3

56.6

51.5

51.2

49.5

51.8

43.5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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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いいえ

13.9 

31.0 

38.5 

40.4 

41.2 

42.7 

46.7 

49.5 

50.4 

51.6 

52.1 

55.6 

59.5 

63.5 

65.2 

67.5 

70.2 

72.0 

86.1 

69.0 

61.5 

59.6 

58.8 

57.3 

53.3 

50.5 

49.6 

48.4 

47.9 

44.4 

40.5 

36.5 

34.8 

32.5 

29.8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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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ロシア(n=72)

UAE(n=100)

インドネシア(n=473)

タイ(n=559)

南アフリカ(n=51)

ベトナム(n=778)

中国(n=688)

ブラジル(n=103)

インド(n=278)

英国(n=93)

香港(n=194)

シンガポール(n=390)

韓国(n=74)

メキシコ(n=211)

フランス(n=66)

ドイツ(n=237)

米国(n=711)

オランダ(n=82)

はい いいえ

北美、欧洲人才短缺现象明显1
◼ 面临人才短缺课题的日资企业在整体中超过5成。特别是大企业的制造业中占比较高。从主要地区来看，

北美、欧洲超过6成的企业面临该课题。

◼ 荷兰、美国、德国、法国有7成左右的企业面临人才短缺课题。

是否面临人才短缺课题（整体）

是否面临人才短缺课题（按主要地区）

是否面临人才短缺课题（按主要国家和地区）

Ⅳ.雇佣环境和工资

是 否

是 否

北美（n=813）

欧洲（n=774）

大洋洲（n=154）

中南美（n=440）

东北亚（n=1,193）

东盟（n=2,908）

西南亚（n=437）

非洲（n=231）

中东（n=225） 是 否

新加坡（n=390）

荷兰（n=82）

美国（n=711）

德国（n=237）

法国（n=66）

墨西哥（n=211）

韩国（n=74）

英国（n=93）

香港（n=194）

印度（n=278）

巴西（n=103）

中国（n=688）

越南（n=778）

南非（n=51）

泰国（n=559）

印度尼西亚（n=473）

阿联酋（n=100）

俄罗斯（n=72）

整体（n=7,247）

〔制造业〕大企业
（n=1,923）

〔制造业〕中小企业
（n=1,288）

〔非制造业〕大企业
（n=2,762）

〔非制造业〕中小企业
（n=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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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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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の他（運転手、建設関係など）

(n=3,718)

IT人材

(n=3,718)

上級管理職

(n=3,718)

一般事務職

(n=3,718)

工場作業員

(n=1,706)

専門職種

(n=3,718)

一般管理職

(n=3,718)

とても深刻 やや深刻 あまり深刻ではない 深刻ではない 該当なし

美国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正在蔓延，尤其是在制造业2
◼ 在美国，人才短缺主要在制造业蔓延，塑料制品、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汽车等）行业有9成左右的企业

面临人才短缺课题。

◼ 从各职业的人才短缺严重程度来看，普通管理岗位、专业岗位、工厂工人等职业人才短缺情况更加严重。

是否面临人才短缺课题（美国、德国、中国） 人才短缺的严重程度（按职业）

（注）以回答“面临人才短缺课题”的企业为对象。“不适用”是指没有雇佣

（没有雇佣计划）的职业。工厂工人只列出制造业的。

Ⅳ.雇佣环境和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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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非製造業(n=317)

製造業(n=394)

美国面临人才短缺课题占比高的行业
（n=10以上）
1. 塑料制品（96.0％）
2. 宾馆与旅游（90.0％）
3.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汽车等）
（88.1％）

德国面临人才短缺课题占比高的行业
（n=10以上）
1. 运输与仓储（90.0％）
2. 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汽车等）
（88.1％）
3. 化学品与石油产品（64.7％）

44.8

48.1

55.2

51.9

0% 50% 100%

非製造業(n=297)

製造業(n=391)

はい いいえ

68.5

66.4

31.5

33.6

0% 50% 100%

非製造業(n=130)

製造業(n=107)

美国

德国

中国

制造业（n=394）

非制造业（n=317）

制造业（n=107）

非制造业（n=130）

制造业（n=391）

非制造业（n=297）

是 否

非常严重 有点严重 不太严重 不严重 不适用

其他（司机、建筑相关等）
（n=3,718）

普通管理岗位
（n=3,718）

专业岗位
（n=3,718）

工厂工人
（n=1,706）

普通行政岗位
（n=3,718）

高级管理岗位
（n=3,718）

IT人才
（n=3,718）

中国面临人才短缺课题占比高的行业
（n=10以上）
1. 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70.6％）
2. 通信、IT等（68.2％）
3. 运输机械设备（汽车等）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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シンガポール(n=390)

ドイツ(n=236)

オランダ(n=83)

ロシア(n=70)

メキシコ(n=210)

香港(n=194)

全体(n=7,248)

悪化 変化なし 改善

很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才及雇佣情况恶化3
◼ 关于人才及雇佣情况的变化，墨西哥、俄罗斯、新加坡、英国等的“恶化”占比较上年同期更高。另一方面，

美国、中国、越南等的“改善”超过“恶化”。

◼ 各行业的DI值（注）在医疗器械（20.0个百分点）、咨询（17.5个百分点）等有所改善。另一方面，钢铁
（-10.9个百分点）、法务、会计、税务等（-17.6个百分点）的“恶化”超过“改善”。

（注） Diffusion Index的简称。本调查中是指较上年“改善”的企业占比（％）减去“恶化”的企业占比（％）后得到的数值。

人才及雇佣情况变化的DI值（按制造/非制造）

（注）①与上年同期（2022年8月-9月）相比，
②右图只列出n=50以上的行业。

（注）人才及雇佣情况变化的DI值从n=30以上的行业中按制造/非制造业提取前3位和后3位。

人才及雇佣情况的变化（按主要国家和地区）

Ⅳ.雇佣环境和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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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墨西哥等的基本工资增长超过通货膨胀率4

平均基本工资增长率（名义，按主要国家和地区）

◼ 2023年度，印度和墨西哥的基本工资增长率（名义，平均值）分别为9.8％和8.0％，均较高，巴西、

南非也超过6％。预测下期的基本工资增长率在所有地区较本期均会略有降低。

◼ 英国、德国、法国、新加坡的基本工资增长率低于当地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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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通货膨胀率为截至2023年10月的数据。资料来自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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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及稳岗的相关措施（摘自自愿填写）5

◼ 作为人才招聘及稳岗的相关措施，可以看出全球范围在推动灵活的工作方式（引进远程办公等）、与消
费者物价指数（CPI）联动定期加薪、评价制度透明化等措施。

◼ 在北美、中南美招聘时引进针对人才中介方的奖金制度等，在新兴国家和地区则有通过建设食堂等完善
福利待遇的方式维持并提高当地人才积极性的事例。

人才招聘及稳岗的相关措施和成功事例（按主要地区）

中南美

• （招聘）招聘作业人员时发放一次性
入职补助，支付人才中介奖金后，应
聘人员增加（墨西哥/运输机械设备
零部件）

• （稳岗）引入通过人事评估系统进行
系统管理的体制后，离职率下降，恢
复稳定状态（墨西哥/制造业）

欧洲

• （招聘）对外刊登招聘广告前，先在
内部刊登2周，鼓励公司内部候选人优
先应聘。（荷兰/银行）

• （稳岗）引进每周4天-5天居家办公的
制度。新冠疫情以来招聘时应聘人员
都会询问是否有居家办公制度。（德
国/教育及研究机构）

中东及非洲

• （招聘）从母公司的印度子公司招聘人
才，引入轮岗制度（阿联酋/销售公司）

• （稳岗）工资支付稳定。每年根据CPI加
薪，激发本人的工作热情和理解（南非/
其他）

北美

• （招聘）引入员工推荐答谢制度，有助
于获取优秀人才（美国/运输机械设备零
部件）

• （稳岗）根据周边美国企业（的水平）、
公允的时薪设定、生活成本调整（COLA）
来设定加薪幅度，生产效率提高20％
（美国/金属产品）

• （稳岗）不强求办公室工作人员到公司，
给予居家办公的选择权后，离职率降低
（加拿大/运输机械设备零部件）

亚洲大洋州

• （招聘）技能实习生回到祖国后，聘其
在当地网点（工厂）担任管理层（柬埔
寨/制造业）

• （招聘）在主要城市举办应届生招聘说
明会，与顶尖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
后，应届生应聘人数增加。应聘比达到
400:1（印度尼西亚/零售）

• （稳岗）食堂提供针对严格素食者的饮
食，工厂工人的稳岗率提高（孟加拉国/
制造业）

中国及北亚

• （招聘）优先面试内部人才推荐的人（中
国/销售公司）

• （稳岗）福利待遇制度与母公司看齐（出
差补贴、向符合条件的员工租借手机等）
（中国/制造业）

• （稳岗）以混合办公的形式继续执行远程
办公，提高员工忠诚度和生产效率（韩国/
运输与仓储）

Ⅳ.雇佣环境和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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