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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调查概要                               
1．营业利润预期  
 (1) 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按国家和地区，按企业规模）                     
  
 (2) 盈利企业比例的变化‐2009年-2014年（按国家和地区）                     
 (3) 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按行业）            
 (4) 2014年营业利润（出口比例低于50％的企业（内销型））        
 (5) 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按成立年份）           
 (6) 2014年和2015年营业利润预期(较上年，按国家和地区）            
 (7) 2014年和205年的DI值（按国家和地区）           
 (8) 2014年和2015年营业利润预期（较上年，按行业）           
 (9)～(10) 2014年营业利润预期改善或恶化的原因            
  
 2 ．今后的业务开展  
 (1) 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按国家和地区）            
 (2) 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走势（2008年-2014年，按国家和地区）        
 (3) 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走势（2008年-2014年，中国对比亚洲主要国家）      
 (4) 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按行业，按企业规模）                        
 (5) 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主要行业，按国家和地区）                  
 (6) 今后1-2年扩大业务的原因           
 (7) 将扩充的功能（多选）                                             
 (8) 各国将扩充的功能走势图         
 (9) 业务缩小或转移、撤退的原因                                        
 (10)在华企业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                                   
 (11)～(12)员工数量的增减（上一年的变化，今后的计划）                 
 (13)经营本地化                                                       
 (14)是否在国内或国外构建了备选生产与供货体制                         
  
3．经营方面的问题   
 (1) 所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                                  
 (2)～(3)所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各国家和地区的回答率） 
 (4)～(6)各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前5项）                           
 (7) 中国和亚洲主要国家前5项对比                                     
  
4．生产成本与服务成本的上涨  
 (1) 生产成本与服务成本的上涨对业务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 
 （按国家和地区） 

    
 (2)生产成本与服务成本的上涨对业务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 
  （按行业） 
 (3) 成本上涨对策的实施（探讨）情况  
 (4) ～ ( 5)成本上涨对策的实施（探讨）  
 
5．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 
 (1) 人工费与材料费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  
 (2) 假设日本的生产成本为100，计算当地的生产成本                   
 (3) 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地明细（按国家和地区）   
 (4) 主要国家的采购地明细走势(2010年调查与2014年调查的对比） 
 (5) 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地明细（按行业） 
 (6) 原材料与零部件的本地供应商明细(按国家和地区） 
 (7) 在日本采购的零部件和材料                    
 (8) 只能在日本采购的原材料与零部件                  
 (9) 今后的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方针      
 (10)今后提高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率的原因            
 
6．进出口情况 
 (1) 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比例（按国家和地区）   
 (2) 出口目的地明细（按国家和地区）   
 (3) 进出口的结算货币  
 (4) 被认为是未来1-3年内最重要的业务、产品的出口市场的  
   国家和地区（按国家和地区） 
 (5) 是否利用了FTA、EPA （整体，按行业、按企业规模、按国家和地区） ， 
   利用率对比（按进出口），在东盟的日企的利用率走势   
 (6)～ (7) FTA、EPA的利用情况（按国家和地区）   
 
7．对经济一体化的期待 
 (1)东盟经济共同体( AEC）实施项目中备受期待的项目 
 (2)RCEP谈判所讨论项目中备受期待的项目               
                       
8．工资 
 (1) 较上年的增长率（按国家和地区） 
 (2) 较上年的增长率（中国及主要国家走势） 
 (3) 基本工资及月工资（按职业，按国家和地区）   
 (4) 全年实际负担额（按职业，按国家和地区）   
 (5) 奖金（按职业，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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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
企业数 

调查企业数 行业情况 有效 
回答率 

有效回答 占比 制造业 非制造业 

总数 10,078 4,767 100.0 2,522 2,245 47.3 

东北亚 2,263 1,559 32.7 824 735 68.9 

  
  
  
  

中国 1,412 976 20.5 616 360 69.1 

香港及澳门 325 246 5.2 48 198 75.7 

韩国 259 231 4.8 104 127 89.2 

台湾 267 106 2.2 56 50 39.7 

东盟 6,455 2,427 50.9 1,341 1,086 37.6 

  
  
  
  
  
  
  
  

泰国 1,696 648 13.6 377 271 38.2 

印度尼西亚 982 467 9.8 292 175 47.6 

越南 720 458 9.6 286 172 63.6 

新加坡 1,505 318 6.7 57 261 21.1 

马来西亚 982 292 6.1 202 90 29.7 

菲律宾 238 140 2.9 92 48 58.8 

缅甸 127 51 1.1 10 41 40.2 

柬埔寨 146 40 0.8 19 21 27.4 

老挝 59 13 0.3 6 7 22.0 

西南亚 887 508 10.7 266 242 57.3 

  
  
  
  

印度 686 422 8.9 216 206 61.5 

孟加拉国 93 38 0.8 25 13 40.9 

斯里兰卡 77 29 0.6 13 16 37.7 

巴基斯坦 31 19 0.4 12 7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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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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合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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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日方出资比例超过10％的企业）。 

调查对象 

2014年10月10日-11月14日 

调查期间 

对10,078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4,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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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答卷情况 

(家，%) 

備考 

本调查始于1987年，本年度为第28次调查。 
自2007年度起，将非制造业也列入调查对象。 
图表中的数值为四舍五入后所得结果，因此合
计数值不一定为100％。 
对台湾地区的调查由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协
助实施。 

备注 

大洋洲 473 273 5.7 91 182 57.7 

  
  

澳大利亚 320 195 4.1 56 139 60.9 

新西兰 153 78 1.6 35 43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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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左侧行业分类详细情况如下所述： 

1.食品：食品、农产及水产加工品 
2.纤维：纤维(纺织、织物、化纤)、服装及
纤维制品 

3.木材、纸浆：木材及木制品、紙及纸浆 
4.化学、医药：化学品及石油产品、医药
品、塑料制品 

5.铁、有色金属、金属：钢铁(含铸造产
品)、有色金属、金属产品(含电镀加工) 

6.一般机械器具：一般机械(含模具及机械工
具) 

7.电气设备器具：电气设备及电子仪器、电
气及电子零部件 

8.运输机械器具：运输机械(汽车、摩托
车)、运输机械零部件(汽车、摩托车) 

9.精密机械器具：精密仪器、医疗器械 
10.批发、零售业：商社、流通、销售公司 
11.金融、保险业：银行、保险、证券 
 

 
 

65.3 

34.7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及中小企业的占比 各行业占比 
各国家和地区企业数 (家) 

(%) 

(家，%)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总数 3,112 1,655 

东北亚 1,103 456 

  

中国 636 340 

香港及澳门 190 56 

韩国 189 42 

台湾 88 18 

东盟 1,408 1,019 

  

泰国 305 343 

印度尼西亚 294 173 

越南 240 218 

新加坡 243 75 

马来西亚 190 102 

菲律宾 70 70 

缅甸 38 13 

柬埔寨 20 20 

老挝 8 5 

西南亚 393 115 

  

印度 341 81 

孟加拉国 15 23 

斯里兰卡 19 10 

巴基斯坦 18 1 

大洋洲 208 65 

  
澳大利亚 158 37 

新西兰 50 28 

 非制造业 合计 2,245  47.1 

批发、零售业 1,004  21.1 

运输业 245  5.1 

建筑业 171  3.6 

通信、软件业 132  2.8 

金融、保险业 127  2.7 

其他非制造业 566  11.9 

  
有效 
回答 

占比 

 制造业 合计 2,522  52.9 

运输机械器具 453  9.5 

电气设备器具 439  9.2 

化学、医药 341  7.2 

铁、有色金属、金属 323  6.8 

食品 174  3.7 

一般机械器具 171  3.6 

纤维 100  2.1 

精密机械器具 76  1.6 

橡胶、皮革 53  1.1 

木材、纸浆 47  1.0 

其他制造业 345  7.2 

（注）批发、零售业包括制造业的销售网点 

（注）中小企业的定义依据日本《中小企业基本法》的规定。 



 本年度调查概要(3) 

Copyright © 2014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5 

答卷企业的成立年份分布图（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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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日企扩大业务积极性高于在华日企 

～2014年度亚洲及大洋洲日资企业活动实况调查结果～ 

 

 

   在华日企扩大业务的积极性降至50%以下，回答“维持现状”的企业增加。东盟日企扩大业务积极性也呈
现略减趋势，但仍保持在60%左右。在柬埔寨、印度、孟加拉国等新一批新兴市场国家，日企继续保持极大的
扩大业务积极性，达70%以上。今年最大的经营方面的问题仍是员工工资问题。为削减成本，提高本地采购率
之重要性愈发凸显。在华日企的本地采购率达66.2％，创调查历史新高。在东盟，这一数据为41.9％。除越南
外，主要国家的这一数据基本与2010年持平。 

 

1．在华日企扩大业务积极性降至50%以下（另附资料P18、19、20） 

   56.3％的企业就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回答为“扩大”，较上一年（59.8％）减少了3.5个百分点。在华日企回答为“扩
大”的比例较上年减少了7.7个百分点，为46.5％，回答“维持现状”的企业增加。东盟日企回答“扩大”的比例较上年减少2.8
个百分点，为60.3％。东盟的这一数据在2009年曾一度降至50%以下，但2012年一跃超过中国。今年将与中国的距离拉大至13.8
个百分点。菲律宾日企回答“扩大”的比例曾在2009年一度降至31.0％，之后始终保持上升趋势（今年为58.7％）。日企扩大业
务积极性最强的三个国家为柬埔寨 (79.5％)、印度 (78.2％)、孟加拉国（71.1％）等新兴市场国家。 

 

2．经营方面的最大问题为员工工资上涨问题（P32、33、66、67） 

   在经营方面的问题中举出“员工工资上涨”的企业超过70%，居首位。从各国家来看，中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的日企中
有80%以上的企业指出了这一问题。2014年共7个国家的工资增长率（较上一年度，平均）达到了两位数，分别为印度尼西亚、巴
基斯坦、缅甸、柬埔寨、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预计2015年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等4个国家的上涨率也
将达到2位数。中国方面，2010年启动工资增长率调查后，始终保持2位数上涨。但2013年后降至1位数，2015年预计为7.9％。本
年度调查结果显示，仍然有很多企业认为工资上涨问题是经营方面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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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华日企本地采购率达70%左右，创历史新高（P41、44、46、47、52） 
   成本上升对策方面，“削减管理费与间接费用”（49.5％）及“调整原材料及原材料供应商”（41.4％）占比超过40%。部分
企业提到“推动人材本地化，削减人工费”（25.7％）。提及“推动自动化和省力化（使用工业机器人等）”（21.5％）的企业占
比较3年前增加了3.6个百分点。 
    材料费在生产成本中的占比平均为60.2％。为控制材料费，75.7％ 的企业提及“提高本地采购率”方针。在华日企的本地采
购率年年上升，本年度达到66.2％，为2005年后的最高水准（2005年为46.9％）。东盟的本地采购率为41.9％，其中除越南有所上
升外，其他主要国家均基本与2010年持平。 
 
4．盈利企业占比基本较上年持平，但各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差异（P8） 
   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为“盈利”的企业占比63.9％，与上一年调查结果（64.6％）持平。按国家和地区来看，巴基斯坦的
这一占比达84.2％，居首位。其次分别是台湾（83.8％）、韩国（76.2％）、澳大利亚（71.5％）、香港及澳门（71.5％）、菲律
宾（71.2％）。盈利企业占比相对较低的是缅甸（8.0％）、老挝（23.1％）、柬埔寨（25.6％），这些国家的多数企业经营时间
尚短。按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中69.9％的企业盈利，比中小企业的52.6％多出17.3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香港及澳门、越
南、马来西亚、中国等地区，大型企业的盈利企业占比较之中小企业高出20个百分点。 
 
5．2015年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景气度大幅改善（P13、14、16） 
   关于2015年的预期，回答营业利润将得到“改善”的企业占比达到49.1％，回答“恶化”的企业较之2014年预测有所减少，为
11.7％。景气度指数DI值（营业利润较上一年“改善”的企业占比减去“恶化”的企业占比所得数值）为37.4个百分点，较之2014
年预测值增加了21.3个百分点。改善的最大原因是“当地市场销售额增加” 。同时，在孟加拉、柬埔寨等新兴市场国家，DI值超
过60个百分点，景气度得到了大幅改善。 
   
6．FTA及EPA的利用以纤维、运输机械器具等行业为主（P58） 
   开展贸易业务的企业之中，利用了FTA、EPA（无论日本是否缔结）相关政策的企业有43.7％，较之上一年调查结果
（41.2％），增加了2.5个百分点。按进出口来看，该利用率较上一年调查结果分别增加了2.5个百分点。按各国家和地区来看，利
用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为韩国、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泰国，均为50%以上。按行业来看，纤维、运输机械器具、化学及医药、食品
等行业对FTA、EPA的利用率较高，均达到了50%以上。 
   
7．企业期待AEC、RCEP促进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P61､63) 
   关于2015年即将启动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EC），63.9％的企业抱有期待的是“通关手续的简化（报关表的统一、进出口的单
一窗口制度）”。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及老挝的日企对此期待较高，有70%以上的企业均做此回答。此外，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RCEP）谈判所讨论的内容中，“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最受关注，56.7％的企业对此抱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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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营业利润预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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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为“盈利”的企业占比为63.9％，较上一年的64.6%（2013年调查，n=4,514）减少了0.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亏
损”的企业占比为21.4％，较上一年的20.6％增加了0.8个百分点。 
从各国家和地区的盈利企业占比来看，巴基斯坦的盈利企业占比最高，为84.2％。其次是台湾、韩国、澳大利亚、香港及澳门、菲律宾，
这些国家和地区均超过了70％。 
缅甸多数企业经营时间尚短， 68.0％的企业回答为“亏损”，较上一年的30.8％增加了37.2个百分点。 
大型企业中有69.9％的企业盈利，较中小企业的52.6％高出17.3个百分点。有效回答企业数超过30家的调查对象国家和地区共11个，在这
些国家和地区，大型企业的盈利企业占比均超过了中小企业。特别是在香港及澳门、马来西亚、越南、中国、印度尼西亚这6个国家和地
区，大型企业的盈利企业占比较之中小企业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 

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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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小企业的n≧30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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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亚（中国除外），虽然香港及澳门地区盈利企业占比较上
一年有所减少，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数字仍在70%以上。台
湾的盈利企业占比达到83.8％，创历史新高。 
东盟5国中，2个国家的盈利企业占比増加，3个国家有所减少。
印度尼西亚较上一年减少了4.1个百分点，该国家自2011年以
来，已连续3年减少。菲律宾是唯一一个盈利企业占比超过70%的
国家。 
中国、印度、越南的盈利企业占比均同比增加。其中，印度较上
一年增加了7.2个百分点，达53.0％，为历史最高水平。中国的
该数据较上一年增加了3.4个百分点，为64.1％。 

东北亚（中国除外） 东盟5国 

中国、印度、越南 

盈利企业比例的变化 ‐ 2008年-2014年(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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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1年以后的香港包括澳门 



1.营业利润预期(3) 

Copyright © 2014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10 

48.8  

60.8  

65.8  

78.4  

79.6  

7.5  

10.1  

10.5  

12.2  

5.6  

43.8  

29.1  

23.7  

9.5  

14.8  

印度（n=80） 

印度尼西亚(n=79) 

越南（n=38） 

泰国（n=74） 

中国（n=108) 

60.0  

69.9  

71.2  

80.6  

25.5  

12.4  

12.1  

13.9  

14.6  

17.7  

16.7  

5.6  

马来西亚(n=55) 

中国(n=113) 

泰国(n=66) 

越南(n=36) 

57.5  
61.1  
63.3  
63.5  
66.0  
66.4  
70.6  
71.2  
73.3  
77.2  

90.0  

11.0  
19.4  

6.7  
12.4  

13.6  
16.8  
13.7  
11.0  

14.9  
15.2  

6.7  

31.5  
19.4  

30.0  
24.1  
20.4  
16.8  
15.8  
17.8  

11.9  
7.6  

3.3  

印度尼西亚(n=73) 

马来西亚(n=36) 

越南(n=30) 

泰国(n=137) 

印度(n=103) 

中国(n=137) 

新加坡(n=146) 

澳大利亚(n=73) 

香港及澳门(n=101) 

韩国(n=79) 

台湾(n=30) 

从制造业和非制造业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来看，非制造业的盈利企业占比（64.2％）高于制造业（63.6％）。与上一年（2013年调查结果
为制造业 64.2 ％，非制造业65.2%）相比，制造业的盈利企业占比减少了0.6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减少了1.0个百分点。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的精密机械器具（72.0％）及非制造业的金融、保险业（80.8％）的盈利企业占比超过了70%。 
从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有效回答企业数居前3位的行业动向来看，运输机械器具方面，预计中国有79.6％的企业盈利，泰国有78.4％的企业
盈利。批发、零售业的盈利企业占比中，台湾为90.0％，居首位，韩国、香港及澳门、澳大利亚、新加坡均在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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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进驻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比例低于50％的企业为内销型企业，出口比例达到50％以上的企业为出口型企业。对比这两类企业的营业利润
（预测），可以看出内销型企业的盈利占比（64.1％）比出口型企业（63.8％）高出0.3个百分点。 
台湾、韩国、澳大利亚的内销型企业和出口型企业的盈利占比均高于70%。  
菲律宾、新西兰的内销型企业盈利占比较出口型企业高出15个百分点以上。孟加拉国、中国的内销型企业盈利占比分别较出口型企业高出
9.9个百分点和8.9个百分点。印度、香港及澳门、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型企业盈利占比高出内销型企业10个百分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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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成立年份来看，2014年
营业利润预测结果中，越
早成立的企业回答“盈
利”的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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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较2013年）中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41.8％，较之2013年调查（n=4,504）中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
（43.0 ％）减少了1.2个百分点。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25.7％，较之2013年调查结果（27.0％）减少了1.3个百分点。 
关于2015年预期，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49.1％，较之2013年度调查中的2014年预测（50.6％）减少了1.5个百分点。而回答“恶
化”的企业占比为11.7％，较之2013年度调查中的2014年预测（10.7％）增加了1.0个百分点。 
关于2015年预期，柬埔寨、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较高。 

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 
(按国家和地区，较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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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营业利润预期 
(按国家和地区，较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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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2014年营业利润，该
指标为16.1个百分点，较
2013年调查结果
（n=4,504）16.0个百分点
增加了0.1个百分点。按国
家和地区来看，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柬埔寨的DI值较
高。 

 
2015年DI值预计为37.4个百
分点，较2014年增加21.3个
百分点。其中，孟加拉国、
柬埔寨有望出现较大改善，
预计达到60个百分点以上。 

 

(注) DI值为Diffusion Index的简称，计算方法为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减去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该指标
旨在以数值形式体现景气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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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较之2013年调查结果（制造业：n=2,396；非制造业：n=2,108），制造业（44.1％
⇒42.9％）减少了1.2个百分点，非制造业（41.8％⇒40.6％）同样减少了1.2个百分点。 
关于2015年预期，回答“改善”的企业占比，较之2014年预测，制造业（50.9％⇒49.3％）减少1.6个百分点，非制造业（50.1％
⇒48.9％）减少1.2个百分点。按行业来看，多数行业的“改善”占比较上一年有所减少（较2014年预测）。 

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较2013年，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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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营业利润预期(较2014年，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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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改善的原因 
（与2013年调查中2013年营业利润改善的原因相对比） 

(多选，回答数量由多到少排列前５项) 

2014年营业利润预测恶化的原因 
（ 与2013年调查中2013年营业利润恶化的原因相对比） 

(多选，回答数量由多到少排列前５项) 

(％) 

(％) 

泰国 (75.0%) 
韩国(56.6%) 
马来西亚(54.8%) 
澳大利亚(53.0%) 
香港及澳门(52.3%) 

印度尼西亚(57.6%) 
中国(54.5%) 
香港及澳门(47.7%) 
新加坡(46.7%) 
越南(39.3%) 

各国家和地区及各行业的回答比例(排名前5位) 

（注）n≧30的国家和地区、行业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行业 

行业 

行业 

一般机械器具(70.2%) 
建筑业(69.2%) 
批发、零售业(67.2%) 
运输机械器具(63.0%) 
电气设备器具(48.6%) 

一般机械器具(53.2%) 
运输机械器具(51.1%) 
通信、软件业(50.0%) 
食品(50.0%) 
运输业(47.8%) 

（注）“生产效率改善”包括单元制生产方式等生产工序的改善以及生产管理的电子化。 

2014年调查（n=1,957） 

2013年调查（n=1,928） 

2014年调查（n=1,195） 

2013年调查（n=1,210） 

印度(81.9%) 
印度尼西亚(72.2%) 
韩国(71.6%) 
中国 (68.6%) 
台湾(68.6%) 

金融、保险业(80.0%) 
建筑业(78.6%) 
批发、零售业(75.3%) 
食品(73.2%) 
运输机械器具 (71.7%) 

台湾(46.2%) 
菲律宾(43.6%) 
中国(42.5%) 
越南(41.7 %) 
马来西亚(34.8%) 

精密机械器具(48.7％) 
电气设备器具(43.8％) 
纤维(42.1％) 
运输机械器具(40.1％) 
一般机械器具(32.4％) 



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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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费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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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家和地区及各行业的回答比例(排名前5位)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行业 

(％) 

（注）n≧30的国家和地区、行业 

2015年营业利润预期改善的原因 
（与2013年调查中2014年营业利润改善的原因相对比） 

(多选，回答数量由多到少排列前5项) 

2015年营业利润预期恶化的原因 
（与2013年调查中2014年营业利润恶化的原因相对比） 

(多选，回答数量由多到少排列前5项) 

印度(85.5%) 
韩国(80.4%) 
泰国(78.2%) 
澳大利亚(76.1%) 
中国(75.1%) 

菲律宾(64.6%) 
台湾(52.4%) 
中国 (50.6%) 
印度尼西亚(44.2%) 
马来西亚(42.5%) 
 

国家和地区 

印度尼西亚(79.6%) 
中国(63.1%) 
马来西亚(46.7%) 
新加坡(44.1%) 
韩国(43.8%) 

韩国(59.4%) 
澳大利亚(54.3%) 
泰国(54.2%) 
马来西亚(53.3%) 
新加坡(52.9%) 
 

行业 

销售、零售业(84.5%) 
建筑业(81.5%) 
金融、保险业(79.1%) 
运输机械器具(76.4%) 
食品(73.7%) 

纤维(49.0％) 
电气设备器具(47.2％) 
运输机械器具(40.6％) 
一般机械器具(40.3％) 
铁、有色金属、金属(38.5％) 

行业 

运输机械器具(68.2%) 
铁、有色金属、金属(56.5%) 
运输业(45.2%) 
电气设备器具(43.5%) 
化学、医药(35.1%) 

批发、零售业(59.6%) 
电气设备器具(50.0%) 
化学、医药 (48.7%) 
铁、有色金属、金属(41.3%) 
运输机械器具(40.9%) 

2014年调查（n=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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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调查（n=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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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56.3%，较之2013年调查结果59.8％（n=4,536）减少3.5个百分点。回答“缩
小”或“撤退、转移到第三国（地区）”的企业占比为4.5％，较之2013年调查结果（3.9％）增加0.6个百分点。 
按国家和地区来看，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最高的是柬埔寨，为79.5％。印度、孟加拉国也有70%以上的企业回答“扩大”。 
中国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为46.5％，较之2013年调查结果减少7.7个百分点。 

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 
(按国家和地区) 

56.3  

79.5  

78.2  

71.1  

67.3  

66.1  

64.7  

60.9  

60.7  

58.7  

55.3  

52.8  

52.6  

51.6  

46.5  

46.2  

46.2  

41.8  

40.3  

36.1  

39.3  

20.5  

20.9  

29.0  

31.0  

32.4  

33.3  

36.5  

32.1  

38.4  

41.8  

42.9  

42.1  

43.4  

46.0  

45.9  

53.9  

47.4  

57.1  

56.9  

3.7  

0.7  

1.3  

1.3  

2.0  

7.1  

2.2  

1.0  

3.0  

4.1  

6.5  

7.9  

8.8  

1.3  

6.2  

0.8  

0.2  

0.4  

0.2  

2.0  
0.6  

0.7  

1.9  

1.3  

5.3  

1.0  

1.0  

2.1  

1.3  

0.8  

总数(n=4,731) 

柬埔寨(n=39) 

印度(n=417) 

孟加拉国(n=38) 

印度尼西亚(n=465) 

越南(n=457) 

缅甸(n=51) 

泰国(n=644) 

斯里兰卡(n=28) 

菲律宾(n=138) 

台湾(n=103) 

韩国(n=231) 

巴基斯坦(n=19) 

新加坡(n=316) 

中国(n=970) 

马来西亚(n=290) 

老挝(n=13) 

澳大利亚(n=194) 

新西兰(n=77) 

香港及澳门(n=241) 

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撤退、转移到第三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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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内“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走势 
(2008年-2014年) 

关于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自2008年启动该调查时起至今，各国家和地区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走势如上所示。由该走势可以看
出，虽然全球经济在2010年时已经较之雷曼危机后的低迷状态有了大幅回升，但2011-2013年，除部分国家和地区外，大都无明显变化。在
2014年调查中，多数国家和地区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较上一年呈现减少趋势。 
2014年调查中回答“扩大”的比例较上一年减少5个百分点以上的有巴基斯坦（△28.9个百分点）、缅甸（△19.9个百分点）、孟加拉国
（△8.4个百分点）、中国（△7.7个百分点）、韩国（△7.6个百分点）、香港（△5.5个百分点）、马来西亚（△5.4个百分点）、泰国
（△5.3个百分点）。“扩大”比例较上一年增加5个百分点以上的有斯里兰卡（9.2个百分点）。 

(％) (％) (％) 

主要东盟国家 主要西南亚、大洋洲国家 东北亚 

马来西亚 

缅甸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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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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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泰国 柬埔寨 
越南 （注）2011年以后香港包括澳门 （注）柬埔寨自2010年开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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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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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内“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走势 
(2008年-2014年、中国对比亚洲主要国家) 

上表对比了自2008年启动本调查其至今中国与东盟就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走势，直到2011年，中国始终高于
东盟。但2012年出现逆转，中国为52.3％，东盟为61.4％。2012年起，东盟每年都比中国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2014年度调查中这一差距
扩大到13.8个百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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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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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n=169) 

其他非制造业(n=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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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按行业、企业规模） 

53.2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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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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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机械器具(n=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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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器具(n=433) 

铁、有色金属、金属(n=322) 

纤维(n=100) 

木材、纸浆(n=47) 

其他制造业(n=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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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行业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来看，“扩大”占比尤为高的有制造业中的食品（66.1%）、非制造业中的通信、软件业
（71.0％）、金融、保险业（63.8％）、批发、零售业（61.7％）。而木材、纸浆业中回答“维持现状”的企业超过50%，该行业“缩
小”与“撤退、转移”的占比也为所有行业之最，达10.7％。 
从企业规模来看，较之中小企业，大型企业更倾向于扩大业务，但制造业中回答“扩大”的大型企业自2011年调查起一直呈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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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主要行业，按国家和地区对比） 

关于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对比主要行业有效回答企业数超过30家的国家和地区，批发、零售业中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超过
80%的有越南（86.7％）、印度（80.6％）、印度尼西亚（80.6％）。此外，香港及澳门地区回答“维持现状”的企业超过60%。 
运输机械器具方面，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较高的为印度尼西亚（75.0％）和印度（74.7％），均超过了70%。 
中国方面，铁、有色金属、金属行业及化学、医药行业、电气设备器具行业回答“维持现状”的企业超过回答“扩大”的企业。马来西
亚的铁、有色金属、金属行业及电气设备器具行业也是“维持现状”超过“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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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业务的原因中，“销售额增长”居首位，为84.9％。其次是“发展潜力大”（47.8％）。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回答“销售额增
长”的企业占80%以上，排名靠前的有缅甸（90.9%）、韩国（88.3％）、印度（87.7％）等。 
回答“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占比较高的有缅甸（75.8％）、印度（66.6%），均超过60%。回答“管制放宽”的企业在缅甸为39.4%，高于
其他国家和地区。 

今后1-2年内“扩大”业务的原因（多选） 

销售额增长 发展潜力大 与客户的关系 
对高附加值产品 
的接纳度较高 

生产及销售网络 
调整 

成本下降 
( 采购成本 
与人工费等)  

管制放宽 容易确保劳动力 

 总数 
 (n=2,642) 

84.9   总数 47.8   总数 20.1  总数 19.4   总数 15.5   总数 8.1  总数 2.9  总数 2.5  

 缅甸 
 (n=33) 

90.9   缅甸 75.8   泰国 23.5  韩国 33.3   新西兰 30.0   台湾 16.1  缅甸 39.4   柬埔寨 10.0  

 韩国 
 (n=120) 

88.3   印度 66.6   新西兰  23.3  新西兰  33.3   香港及澳门 25.6   新西兰  13.3  澳大利亚  5.0   菲律宾 9.9  

 印度 
 (n=326) 

87.7   印度尼西亚 59.3   柬埔寨 23.3  台湾 32.1   新加坡 19.3   澳大利亚  12.5  越南 4.7   越南 6.3  

 台湾 
 (n=56) 

87.5   菲律宾 51.9   菲律宾 22.2  泰国 26.1   中国 17.6   印度 12.0  印度 4.0   新西兰  3.3  

 新西兰 
 (n=30) 

86.7   新加坡 46.0   中国 22.2  中国 23.3   台湾 16.1   中国 8.9  新西兰  3.3   新加坡 3.1  

 泰国 
 (n=391) 

86.2   中国 46.0   缅甸 21.2  越南 17.0   泰国 16.1   越南 8.7  柬埔寨 3.3   缅甸 3.0  

 马来西亚 
 (n=131) 

85.5   越南 45.0   韩国 20.8  香港及澳门 16.3   印度 14.7   香港及澳门 8.1  泰国 2.3   印度尼西亚 2.3  

 新加坡 
 (n=161) 

85.1   泰国 41.7   印度尼西亚 20.5  澳大利亚  16.3   马来西亚 14.5   韩国 7.5  中国 2.2   印度 1.5  

 越南 
 (n=300) 

85.0   韩国 38.3   越南 20.3  新加坡 16.2   越南 14.3   泰国 6.9  新加坡 1.9   马来西亚 1.5  

 香港及澳门 
 (n=86) 

84.9   澳大利亚  37.5   印度 18.4  菲律宾 16.1   印度尼西亚 13.4   柬埔寨 6.7  韩国 1.7   中国 1.3  

 印度尼西亚 
 (n=307) 

84.7   新西兰  36.7   澳大利亚  17.5  马来西亚 16.0   柬埔寨 13.3   印度尼西亚 6.5  马来西亚 1.5   香港及澳门 1.2  

 菲律宾 
 (n=81) 

84.0   香港及澳门 36.1   香港及澳门 17.4  柬埔寨 13.3   澳大利亚  12.5   菲律宾 6.2  香港及澳门 1.2   泰国 0.3  

 中国 
 (n=450) 

81.8   台湾 35.7   马来西亚 15.3  印度尼西亚 13.0   菲律宾 11.1   马来西亚 3.1  菲律宾 1.2   韩国 0.0  

 柬埔寨 
 (n=30) 

80.0   柬埔寨 33.3   新加坡 11.8  印度 12.9   韩国 8.3   新加坡 3.1  台湾 0.0   台湾 0.0  

 澳大利亚 
 (n=80) 

77.5   马来西亚 29.0   台湾 8.9  缅甸 9.1   缅甸 6.1   缅甸 3.0  印度尼西亚 0.0   澳大利亚  0.0  

(％) （注）n≧30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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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扩充的功能（多选） 

预计扩大业务的企业在以多选形式回答具体扩充的功能时，60.0％的企业提及“销售功能”，其次是“生产功能（高附加值产品）” 
33.5％，“生产功能（通用产品）”26.1％。 
韩国回答“研发功能”的企业占比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为20.8％，其次是台湾（17.5％）和中国（14.6％）。 
新加坡回答“地区统筹管理功能”的比例最高，为23.4％。 

销售功能 
生产功能 

( 高附加值产品)  
生产功能 

( 通用产品)  
物流功能 研发功能 地区统筹管理功能 

服务业务功能 
( 共享服务、 
呼叫中心等)  

 总数 
 (n=2,600) 

60.0   总数 33.5  总数 26.1   总数 12.9   总数 10.0   总数 7.6   总数 7.4 

 新加坡 
 (n=158) 

75.3   菲律宾 44.4  越南 40.3   台湾 22.8   韩国 20.8   新加坡 23.4   澳大利亚 10.0 

 澳大利亚 
 (n=80) 

73.8   泰国 41.2  菲律宾 33.3   印度 17.7   台湾 17.5   香港及澳门 12.9   印度 9.3 

 香港及澳门 
 (n=85) 

72.9   中国 38.9  印度尼西亚 33.2   香港及澳门 15.3   中国 14.6   台湾 12.3   中国 9.2 

 台湾 
 (n=57) 

71.9   韩国 38.3  泰国 29.3   印度尼西亚 14.5   印度 10.5   中国 8.1   台湾 8.8 

 韩国 
 (n=120) 

70.8   越南 35.2  中国 28.3   泰国 13.5   新加坡 10.1   泰国 8.0   韩国 8.3 

 印度 
 (n=323) 

70.3   印度尼西亚 33.9  印度 26.0   中国 12.6   泰国 8.6   印度 7.1   越南 7.6 

 马来西亚 
 (n=121) 

60.3   印度 32.2  马来西亚 24.0   新加坡 11.4   越南 8.6   马来西亚 6.6   菲律宾 7.4 

 中国 
 (n=445) 

57.5   马来西亚 32.2  台湾 14.0   菲律宾 11.1   菲律宾 7.4   澳大利亚 6.3   香港及澳门 7.1 

 印度尼西亚 
 (n=304) 

56.6   台湾 26.3  韩国 11.7   澳大利亚 10.0   印度尼西亚 7.2   韩国 5.8   新加坡 6.3 

 泰国 
 (n=386) 

56.0   香港及澳门 18.8  澳大利亚  11.3   韩国 10.0   马来西亚 5.0   菲律宾 3.7   印度尼西亚 5.6 

 越南 
 (n=290) 

43.8   澳大利亚  16.3  新加坡 6.3   越南 7.9   香港及澳门 4.7   印度尼西亚 3.6   泰国 5.4 

 菲律宾 
 (n=81) 

43.2   新加坡 15.8  香港及澳门 4.7   马来西亚 7.4   澳大利亚 3.8   越南 3.5   马来西亚 2.5 

(％) （注）n≧50的国家和地区 



2013年到2014年，预计扩大“销售功能”的企业占比在印度、中国、越南呈下滑趋势，印度尼西亚则出现上升趋势。 
2013年到2014年， 预计扩大“通用产品生产功能”的企业占比，除印度尼西亚以外，均呈上升趋势。 
2013年到2014年， 预计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功能”的企业占比在印度、泰国呈上升趋势，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出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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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今后的业务开展(8) 
各国将扩充的功能走势图(2012-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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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缩小”或“撤退、转移”业务的企业在以多选形式回答其原因时，占比最高的选项是“销售额减少”（63.7％），其次是“成本增加”
（49.3％）。 
对比东盟与中国，中国提及“成本增加”的企业占比较之东盟，高出18.7个百分点。 
从不同行业来看，制造业中回答“成本增加”、“难以确保劳动力”、“对高附加值产品接纳度低” 的企业占比相较于非制造业，分别高出
22.8个百分点、13.4个百分点、11.8个百分点。 
对比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选择“成本增加”的中小企业占比较之大型企业高出11.4个百分点。 
 

业务缩小或转移、撤退的原因 
（多选） 

0 20 40 60 80 

(％) 

行业分类 企业规模 

制造业 非制造业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销售额减少 63.1  64.6  66.1  60.9  

成本增加 
(采购成本和人工费等)  

58.2  35.4  44.0  55.4  

发展潜力小 36.9  29.1  31.2  37.0  

难以确保劳动力 19.7  6.3  11.9  17.4  

生产及销售网络调整 12.3  15.2  14.7  12.0  

与客户的关系 11.5  13.9  10.1  15.2  

对高附加值产品的接纳度低 15.6  3.8  11.0  10.9  

管制变严 10.7  3.8  9.2  6.5  

其他 9.8  20.3  16.5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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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华企业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回答“缩小”（6.5％）或“撤退、转移到第三国（地区）”（1.0％）的企业为73家（占比
7.5％），仅比上一年增加1.3个百分点。而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减少了7.7个百分点，为46.5％。 

 关于业务“缩小”或“撤退、转移”的原因，回答（多选）“成本增加”（65.3％）、“销售额减少”（61.1％）的企业占比较高，回
答“发展潜力小”的企业也超过了30%。回答“难以确保劳动力”的企业占比较之上一年减少了12.7个百分点。 

 从不同行业来看，制造业（56家）多于非制造业（17家），其中电气设备器具为17家，化学、医药8家。回答“缩小”或“撤退、转
移”的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是纤维行业，33家中有6家（18.2％）做此回答。 

在华企业今后1-2年的业务发展方向 

65.3  

61.1  

31.9  

19.4  

16.7  

13.9  

12.5  

12.5  

11.1  

66.1  

58.9  

32.1  

32.1  

14.3  

21.4  

17.9  

8.9  

14.3  

成本增加 

（采购成本和人工费等） 

销售额减少 

发展潜力小 

难以确保劳动力 

对高附加值产品的接纳度低 

管制变严 

生产与销售网络的调整 

其他 

与客户的关系 

14年调查（n=72) 13年调查（n=56） 

0 20 40 60 80 

(％) 

100 回答缩小或撤退、转移业务的企业情况 

制造业 56家   (9.2%) 

电气设备器具  17家  (15.2%) 

化学、医药   8家  (10.7%) 

纤维   6家  (18.2%) 
铁、有色金属、金属   6家   (9.1%) 

精密机械器具   4家  (13.3%) 

运输机械器具   4家   (3.7%) 

一般机械器具   3家   (7.1%) 

非制造业  17家   (4.7%) 

批发、零售业   5家   (3.6%) 

通信、软件业   4家   (9.8%) 

建筑业   3家  (27.3%) 

（注２）括号内数字为各省市、各行业中回答“业
务缩小”或“撤退、转移到第三国（地区）”的企
业在回答企业数中所占比例。 

上海市 
10家 

(9.5%) 

辽宁省 
8家 

(8.0%) 

山东省 
10家 
(8.8%) 

广东省 
23家 

(8.8%) 

（注１）回答企业数为３家以上的行业、省与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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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39.5  

46.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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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维持现状 缩小 撤退、转移到第三国(地区) 

业务缩小或撤退、转移的原因 

江苏省 
4家 

(7.4%) 

北京市 
5家 

(5.5%) 

天津市 
4家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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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当地员工增减情况来看，关于上一年的变化，老挝、柬埔寨、印度等国回答“增加”的企业超过60%。 
 关于今后1年内的计划，回答“增加”的企业最多的是缅甸（77.6％），柬埔寨、印度、老挝等国也超过了60%。 
 回答上一年“减少”的企业占比较高的国家为澳大利亚、中国、马来西亚，均超过20%。回答今后1年内计划“减少”的企业占比较高的

为中国（18.0％）、马来西亚（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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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数量的增减（上一年的变化、今后的计划、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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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国家和地区来看日籍员工增减情况，关于上一年的变化和今后1年内的计划，所有国家和地区均回答“基本维持现状”的企业最多。 
 关于上一年的变化，回答“减少”的企业占比较高的是中国、柬埔寨、香港及澳门，均为20%左右。 
 关于今后1年内的计划，回答“增加”的企业占比最高的是缅甸，为36.7％。回答“减少”的企业占比最高的是中国，为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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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n=26) 

新西兰(n=68) 

大型企业(n=3,019) 

中小企业(n=1,561) 

増加 基本维持现状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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増加 基本维持现状 减少 

20 40 60 80 100 0 

(％) 上一年的变化 今后1年内的计划 

员工数量的增减（上一年的变化、今后的计划、按国家和地区） 

日籍员工 
0 



30.3 

25.3 

24.2 

19.6 

9.3 

8.8 

4.7 

52.7 

41.5 

26.1 

19.2 

17.2 

17.1 

3.9 

8.4 

32.7 

24.0 

23.6 

22.6 

9.0 

9.2 

4.5 

54.0 

42.9 

26.5 

20.3 

16.3 

16.2 

4.1 

8.0 

25.7 

27.9 

25.4 

13.8 

10.0 

7.9 

4.9 

50.2 

38.9 

25.4 

17.0 

19.2 

18.8 

3.6 

9.2 

难以减少日籍员工数量 

日籍员工的语言能力(英语、当地语言)问题 

妨碍了经营本地化进程 

日籍员工的管理能力 

总部迟迟不向当地下放权限 

人才提拔方针与总部不一致 

缺少可以分配给当地人才的职位 

其他 

 当地人才的能力和意识 

妨碍了经营本地化进程 

 难以招聘到干部储备人才 

 当地的策划与市场营销能力 

 干部储备人才离职率过高 

 当地的产品与服务开发能力 

 当地人才的语言能力(日语、英语)问题 

妨碍了经营本地化进程 

 其他 

没有问题 

总数(n=4,326) 大型企业(n=2,864) 中小企业(n=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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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本地化 

0 20 40 60 

(％) 

67.4 

49.9 

39.0 

30.9 

24.2 

16.9 

12.9 

12.1 

7.0 

2.2 

1.9 

70.7 

56.8 

41.5 

34.3 

23.8 

19.2 

13.2 

12.4 

5.7 

2.8 

2.0 

61.3 

36.7 

34.3 

24.5 

25.0 

12.5 

12.3 

11.5 

9.3 

1.1 

1.7 

为推动经营本地化而加强当地人才

的培训和培养 

提拔当地人才(部长、科长级别、店

长)  

为推动经营本地化而录用可立刻发

挥作用的、有工作经验的当地人才 

为推动经营本地化而开展重视能力

的人事制度改革 

提高当地产品与服务开发能力 

提拔当地人才(高管级别)  

加大当地销售战略决定权限 

总部向当地下放权限 

没有采取经营本地化措施 

通过M&A获得人才及经营资源 

其他 

总数(n=4,672) 大型企业(n=3,050) 中小企业(n=1,622) 

0 20 40 60 

(％) 

80 
为推动经营本地化而采取的措施（多选） 推动经营本地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多选） 

 在“为推动经营本地化而采取的措施”中，企业回答最多的是“为推动经营本地化而加强当地人才的培训和培养”（67.4％）和“提拔
当地人才（部长、科长级别、店长）”（49.9％）。从不同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回答“提拔当地人才（部长、科长级别、店长）”
的比例较中小企业高出20.1个百分点。大型企业回答“为推动经营本地化而开展重视能力的人事制度改革”和“为推动经营本地化而加
强当地人才的培训和培养” 的比例较中小企业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在“推动经营本地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提及“当地人才的能力和意识”等当地方面问题的企业较多。 

总
部
・
日
本
方
面
的
问
题 

当
地
方
面
的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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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生产地与供货地 

日本 中国 泰国 

总数(n=4,506) 30.4 13.0 12.1 

  

中国(n=938) 32.3 4.1 12.7 

泰国(n=622) 38.3 16.9 2.3 

印度尼西亚(n=439) 30.8 13.4 17.1 

越南(n=436) 33.3 17.7 14.0 

印度(n=402) 29.6 15.7 22.6 

40.0 44.1  

60.0 55.9  

13年调查 

（n=4,347) 

14年调查 

（n=4,506) 

0% 

20% 

40% 

60% 

80% 

100% 
否 

是 

53.9  
51.4  

50.0  
48.2  
47.8  

46.5  
46.3  

44.9  
44.6  

43.6  
42.8  

40.6  
40.1  

36.8  
35.6  

33.3  
29.2  

26.8  
11.1  

马来西亚(n=256) 
柬埔寨(n=37) 

斯里兰卡(n=20) 
越南(n=436) 
泰国(n=622) 
台湾(n=99) 

菲律宾(n=136) 
中国(n=938) 

新加坡(n=289) 
韩国(n=225) 

香港及澳门(n=229) 
印度尼西亚(n=439) 

印度(n=402) 
孟加拉国(n=38) 

澳大利亚(n=191) 
老挝(n=12) 
缅甸(n=48) 

新西兰(n=71) 
巴基斯坦(n=18) 

回答已在国内外构建替代生产・供货商体制的企业占比为44.1％，较
2013年的调查结果（40.0％）增加了4.1个百分点。 
在替代生产与供货地中、日本（30.4％）占比最高，其次是中国
（13.0％）、泰国（12.1％）。 

是否在国内或国外构建了替代生产・供货商体制 

回答“是”的企业占比(按行业) 
0 20 40 60 

(％) 

54.5 
73.1 

62.8 
59.2 
58.4 

54.3 
53.3 

51.3 
49.0 

34.0  
29.7  

31.8  
40.8  

38.9  
33.6  

22.0  
19.4  

制造业(n=2,457) 
橡胶、皮革(n=52) 

电气设备器具(n=422) 
运输机械器具(n=441) 

铁、有色金属、金属(n=320) 
化学、医药(n=337) 

一般机械器具(n=167) 
精密机械器具(n=76) 

纤维(n=98) 
木材、纸浆(n=47) 

食品(n=165) 

非制造业(n=2,049) 
金融、保险业(n=103) 
批发、零售业(n=941) 
通信、软件业(n=125) 

运输业(n=214) 
建筑业(n=155) 回答“是”的企业占比(按国家和地区) 

0 20 40 60 
(％) 

（注）“其他制造业”及“其他非制造业”除外。 

替代生产与供货地（多选） (%) 

（注）n ≧400的国家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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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多选) 

回答项目          
2014年调查 
（％） 

2013年调查 
（％） 

增减 
（百分点） 

第1位 员工工资上涨 72.2  70.9   1.3 

第2位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  51.4  53.2  △ 1.8 

第3位 员工素质 48.4  46.6   1.8 

第4位 难以管控质量 46.0  44.9   1.1 

第5位 难以现地采购原材料与零部件 44.6  43.2   1.4 

第6位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 38.9  40.2  △ 1.3 

第7位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 38.9  39.3  △ 0.4 

第8位 采购成本增加 38.8  39.5  △ 0.7 

第9位 新客户开拓无进展 37.8  36.6   1.2 

第10位 通关等各类手续繁杂 35.4  33.7   1.7 

关于经营方面的问题，回答最多的是“员工工资上涨”，为72.2％。其次是“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51.4％）。此外，回
答“员工工资上涨”的企业占比较高的是中国（83.9％）、印度尼西亚（83.8％）、柬埔寨（80.0％），均在80%以上。 
从不同行业来看，制造业回答“员工工资上涨”和“主要客户要求降价”的企业占比较非制造业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从不同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基本情况相同。但其中选择“竞争对手的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的大企业（54.8％）较中
小企业高出（45.1％）9.7个百分点，选择“新顾客的开拓毫无进展”的中小企业（42.4％）较大型企业（35.4％）高出7.0个百分点。 

行业类别 企业规模 

制造业 非制造业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77.8 65.9 73.7 69.4 

53.5 49.1 54.8 45.1 

52.9 43.5 48.3 48.6 

46.0 - 44.0 48.8 

44.6 - 44.6 44.6 

45.6 31.4 39.0 38.8 

38.9 - 39.1 38.7 

38.8 - 38.8 38.8 

34.6 41.4 35.4 42.4 

43.2 26.4 34.8 36.3 

(%) 



３.经营方面的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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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多选，个国家和地区的回答率) 

员工工资上涨 
竞争对手崛起 
（成本方面的竞争） 

员工素质 难以管控质量 
难以现地采购原材料与
零部件 

72.2  

83.9  

83.8  

80.0  

74.4  

72.9  

71.7  

71.1  

70.2  

68.9  

68.0  

67.4  

66.0  

61.5  

60.5  

44.4  

44.2  

42.1  

34.0  

32.9  

0  25  50  75  100  

总数(n=4,679) 

中国(n=962) 

印度尼西亚

(n=458) 

柬埔寨(n=40) 

越南(n=445) 

新加坡(n=314) 

印度(n=413) 

澳大利亚(n=194) 

泰国(n=635) 

马来西亚(n=289) 

缅甸(n=50) 

韩国(n=227) 

香港及澳门

(n=241) 

老挝(n=13) 

孟加拉国(n=38) 

斯里兰卡(n=27) 

菲律宾(n=138) 

巴基斯坦(n=19) 

台湾(n=100) 

新西兰(n=76) 

(％) 

51.4  

64.3  

56.8  

55.7  

54.5  

53.9  

53.7  

51.0  

50.0  

49.8  

47.8  

46.4  

46.4  

45.1  

44.4  

42.0  

40.3  

38.7  

35.0  

23.1  

0  25  50  75  100  

总数(n=4,665) 

印度(n=409) 

韩国(n=227) 

印度尼西亚

(n=458) 

新加坡(n=312) 

斯里兰卡(n=26) 

中国(n=961) 

台湾(n=100) 

孟加拉国(n=38) 

马来西亚(n=287) 

泰国(n=636) 

香港及澳门

(n=237) 

越南(n=446) 

澳大利亚(n=193) 

巴基斯坦(n=18) 

缅甸(n=50) 

菲律宾(n=139) 

新西兰(n=75) 

柬埔寨(n=40) 

老挝(n=13) 

48.4  

68.4  

60.0  

57.9  

56.3  

55.6  

50.5  

50.4  

49.3  

49.0  

46.2  

44.0  

38.2  

36.6  

32.9  

32.5  

32.0  

31.6  

30.9  

22.2  

0  25  50  75  100  

总数(n=4,679) 

孟加拉国(n=38) 

柬埔寨(n=40) 

印度(n=413) 

印度尼西亚

(n=458) 

中国(n=962) 

马来西亚(n=289) 

泰国(n=635) 

菲律宾(n=138) 

越南(n=445) 

老挝(n=13) 

缅甸(n=50) 

香港及澳门

(n=241) 

韩国(n=227) 

新西兰(n=76) 

澳大利亚(n=194) 

台湾(n=100) 

巴基斯坦(n=19) 

新加坡(n=314) 

斯里兰卡(n=27) 

46.0  

66.7  

53.7  

53.2  

52.0  

50.2  

48.0  

46.2  

44.4  

40.3  

37.2  

36.8  

36.3  

33.3  

33.3  

28.3  

22.2  

22.2  

17.8  

15.6  

0  25  50  75  100  

总数(n=2,400) 

老挝(n=6) 

中国(n=598) 

印度(n=203) 

泰国(n=367) 

越南(n=279) 

孟加拉国(n=25) 

斯里兰卡(n=13) 

马来西亚(n=171) 

印度尼西亚

(n=283) 

香港及澳门(n=43) 

柬埔寨(n=19) 

菲律宾(n=91) 

台湾(n=51) 

巴基斯坦(n=12) 

韩国(n=99) 

缅甸(n=9) 

澳大利亚(n=54) 

新加坡(n=45) 

新西兰(n=32) 

44.6  

79.0  

70.3  

61.5  

61.1  

58.2  

56.7  

55.6  

50.0  

50.0  

41.1  

40.0  

36.8  

33.4  

31.1  

23.5  

23.3  

20.4  

20.2  

15.6  

0  25  50  75  100  

总数(n=2,400) 

柬埔寨(n=19) 

越南(n=279) 

斯里兰卡(n=13) 

印度尼西亚

(n=283) 

菲律宾(n=91) 

印度(n=203) 

缅甸(n=9) 

老挝(n=6) 

巴基斯坦(n=12) 

泰国(n=367) 

孟加拉国(n=25) 

马来西亚(n=171) 

中国(n=598) 

新加坡(n=45) 

台湾(n=51) 

香港及澳门(n=43) 

澳大利亚(n=54) 

韩国(n=99) 

新西兰(n=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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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户要求降价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 采购成本增加 新客户开拓无进展 通关等各类手续繁杂 

38.9  

48.9  

46.0  

44.5  

42.9  

41.8  

41.4  

38.9  

38.5  

38.1  

36.8  

34.7  

32.9  

32.4  

31.4  

27.8  

26.4  

23.1  

20.0  

10.0  

0  25  50  75  100  

总数(n=4,665) 

韩国(n=227) 

台湾(n=100) 

印度(n=409) 

中国(n=961) 

马来西亚(n=287) 

泰国(n=636) 

印度尼西亚

(n=458) 

斯里兰卡(n=26) 

新加坡(n=312) 

孟加拉国(n=38) 

新西兰(n=75) 

香港及澳门

(n=237) 

菲律宾(n=139) 

越南(n=446) 

巴基斯坦(n=18) 

澳大利亚(n=193) 

老挝(n=13) 

柬埔寨(n=40) 

缅甸(n=50) 

(％) 

38.9  

57.8  

55.6  

48.8  

48.2  

47.5  

42.4  

37.8  

37.5  

37.3  

34.6  

30.8  

30.8  

28.6  

24.1  

21.1  

16.0  

11.1  

8.3  

0.0  

0  25  50  75  100  

总数(n=2,400) 

新加坡(n=45) 

马来西亚(n=171) 

香港及澳门(n=43) 

澳大利亚(n=54) 

中国(n=598) 

韩国(n=99) 

印度尼西亚

(n=283) 

新西兰(n=32) 

台湾(n=51) 

泰国(n=367) 

越南(n=279) 

斯里兰卡(n=13) 

菲律宾(n=91) 

印度(n=203) 

柬埔寨(n=19) 

孟加拉国(n=25) 

缅甸(n=9) 

巴基斯坦(n=12) 

老挝(n=6) 

38.8  

53.9  

53.0  

51.2  

45.6  

44.3  

42.5  

38.2  

36.8  

35.6  

35.2  

33.3  

33.3  

32.0  

28.6  

27.5  

24.2  

23.7  

9.4  

0.0  

0  25  50  75  100  

总数(n=2,400) 

斯里兰卡(n=13) 

印度尼西亚

(n=283) 

香港及澳门(n=43) 

马来西亚(n=171) 

印度(n=203) 

中国(n=598) 

泰国(n=367) 

柬埔寨(n=19) 

新加坡(n=45) 

澳大利亚(n=54) 

缅甸(n=9) 

巴基斯坦(n=12) 

孟加拉国(n=25) 

菲律宾(n=91) 

台湾(n=51) 

韩国(n=99) 

越南(n=279) 

新西兰(n=32) 

老挝(n=6) 

37.8  

47.4  

43.2  

40.5  

40.4  

38.9  

38.0  

38.0  

37.5  

36.3  

35.1  

34.2  

31.0  

29.5  

27.5  

27.0  

23.1  

22.2  

20.0  

15.4  

0  25  50  75  100  

总数(n=4,665) 

中国(n=961) 

韩国(n=227) 

香港及澳门

(n=237) 

新加坡(n=312) 

印度(n=409) 

缅甸(n=50) 

马来西亚(n=287) 

柬埔寨(n=40) 

越南(n=446) 

泰国(n=636) 

孟加拉国(n=38) 

印度尼西亚

(n=458) 

菲律宾(n=139) 

澳大利亚(n=193) 

台湾(n=100) 

斯里兰卡(n=26) 

巴基斯坦(n=18) 

新西兰(n=75) 

老挝(n=13) 

35.4  

61.1  

60.8  

58.9  

55.3  

52.0  

45.5  

43.2  

42.1  

31.9  

26.9  

26.3  

24.0  

14.9  

13.5  

10.3  

8.8  

7.3  

7.3  

4.2  

0  25  50  75  100  

总数(n=4,542) 

越南(n=434) 

印度(n=403) 

印度尼西亚

(n=448) 

孟加拉国(n=38) 

缅甸(n=50) 

老挝(n=11) 

中国(n=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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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前10项，多选，个国家和地区的回答率) 



３.经营方面的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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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 

1 员工工资上涨(n=314) 72.9  (63.7) 

2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n=45) 57.8  (56.3) 

3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 (n=312) 54.5   (58.2) 

4 人才( 普通员工) 录用困难(n=314) 41.1  (39.0) 

5 新客户开拓无进展(n=312) 40.4  (42.2) 

马来西亚 (％) 

1 员工工资上涨(n=289) 68.9  (70.5) 

2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n=171) 55.6  (52.7) 

2 员工素质(n=289) 50.5  (49.1)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  (n=287) 49.8  (49.6) 

5 采购成本增加(n=171) 45.6     (44.2) 

泰国 (％) 

1 员工工资上涨(n=635) 70.2  (73.4) 

2 难以管控质量(n=367) 52.0  (47.1) 

3 员工素质(n=635) 50.4  (51.4)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 (n=636) 47.8  (55.5) 

5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消费低迷) (n=636) 42.5  (27.1) 

印度尼西亚 (％) 

1 员工工资上涨(n=458) 83.8  (87.5) 

2 当地货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n=455) 63.3  (55.9) 

3 通关耗时(n=448) 62.7  (63.0) 

4 难以现地采购原材料与零部件(n=283) 61.1  (50.6) 

5 通关等各类手续繁杂(n=448) 58.9  (51.9) 

越南 (％) 

1 员工工资上涨(n=445) 74.4  (78.2) 

2 难以现地采购原材料与零部件(n=279) 70.3  (71.0) 

3 通关等各类手续繁杂(n=434) 61.1  (64.5) 

4 难以管控质量(n=279) 50.2  (49.3) 

5 员工素质(n=445) 49.0  (46.3) 

菲律宾 (％) 

1 难以现地采购原材料与零部件(n=91) 58.2  (62.1) 

1 员工素质(n=138) 49.3  (49.3) 

3 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n=91) 45.1  (16.8) 

4 员工工资上涨(n=138) 44.2  (41.8) 

5 人才(技术人员)录用困难(n=138) 44.0 (38.9) 

(注)以上为回答率最高的前5项，“没有大问题”除外。橙色项为排在“3．经营方面的问题（1）”的所有调查对象地区总数前10项以外的项目。 

各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前５项，多选） 红色为较上一年增加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蓝色为较上一年减少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 
(  )内为2013年调查数据 



３.经营方面的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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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为回答率最高的前５项，“没有大问题”除外。橙色项为排在“3．经营方面的问题
（1）”的所有调查对象地区总数前10项以外的项目。 

各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前5项，多选） 

印度 (％) 

1 员工工资上涨(n=413) 71.7  (72.2)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409) 64.3  (65.3) 

3 通关耗时(n=403) 61.0  (56.8) 

4 通关等各类手续繁杂(n=403) 60.8  (55.9) 

5 员工素质(n=413) 57.9  (52.7) 

巴基斯坦 (％) 

1 当地货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n=19) 73.7  (74.1) 

2 供电不足或经常停电(n=12) 50.0 (50.0) 

2 难以现地采购原材料与零部件(n=12) 50.0  (42.9) 

2 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n=12) 50.0 (35.7) 

4 通关耗时(n=19) 47.4  (28.0) 

斯里兰卡 (％) 

1 难以现地采购原材料与零部件(n=13) 61.5  (46.7)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26) 53.9  (46.9) 

2 采购成本增加(n=13) 53.9  (46.7) 

4 人才( 普通员工) 录用困难(n=27) 46.2  (40.0) 

4 难以管控质量(n=13) 46.2  (53.3) 

孟加拉国 (％) 

1 员工素质(n=38) 68.4  (64.7) 

2 员工工资上涨(n=38) 60.5  (73.5) 

3 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n=25) 60.0  (61.5) 

4 通关耗时(n=38) 57.9  (52.9) 

5 供电不足或经常停电(n=25) 56.0 (76.9) 

柬埔寨 (％) 

1 员工工资上涨(n=40) 80.0  (63.3) 

2 难以现地采购原材料与零部件(n=19) 79.0  (78.6) 

3 员工素质(n=40) 60.0  (63.3) 

4 供电不足或经常停电(n=19) 57.9  (57.1) 

4 人才( 中层管理职位) 录用困难(n=40) 45.0  (56.7) 

缅甸 (％) 

1 员工工资上涨(n=50) 68.0  (76.9) 

2 供电不足或经常停电(n=9) 66.7  (100.0) 

3 对外汇款受限(n=50) 62.0  (53.8) 

4 通关耗时(n=50) 56.0  (50.0) 

5 难以现地采购原材料与零部件(n=9) 55.6 (100.0) 

老挝 (％) 

1 通知、规定内容传达不到位(n=11) 72.7  (30.4) 

2 难以管控质量(n=6) 66.7  (45.5) 

3 员工工资上涨(n=13) 61.5  (47.8) 

4 人才( 中层管理职位) 录用困难(n=13) 53.9  (52.2) 

4 缺少扩大业务规模所必要的现金流量(n=13) 53.9 (17.4) 

红色为较上一年增加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蓝色为较上一年减少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 
(  )内为2013年调查数据 



３.经营方面的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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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为回答率最高的前５项，“没有大问题”除外。橙色项为排在“3．经营方面的问题（1）”的所有调查对象地区总数前10项以外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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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62) 83.9  (85.3) 

2 员工素质(n=962) 55.6  (52.9) 

3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961) 53.7  (57.1) 

4 难以管控质量(n=598) 53.7  (53.8) 

5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n=598) 47.5  (49.2) 

香港及澳门 (％) 

1 员工工资上涨(n=241) 66.0  (56.6) 

2 采购成本增加(n=43) 51.2  (54.3) 

3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n=43) 48.8  (48.6) 

4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237) 46.4  (45.6) 

5 新客户开拓无进展(n=237) 40.5 (43.3) 

台湾 (％) 

1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100) 51.0  (61.5) 

2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n=100) 46.0  (45.9) 

3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n=51) 37.3  (45.6) 

4 人才(技术人员)录用困难(n=100) 36.5  (33.3) 

5 员工工资上涨(n=100) 34.0 (30.6) 

韩国 (％) 

1 员工工资上涨(n=227) 67.4 (57.8) 

2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227) 56.8 (62.7) 

3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n=227) 48.9 (43.1) 

4 当地货币兑日元汇率的变动(n=226) 47.8 (48.9) 

5 新客户开拓无进展(n=227) 43.2 (39.6) 

澳大利亚 (％) 

1 员工工资上涨(n=194) 71.1  (71.3) 

2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n=54) 48.2  (47.2) 

3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193) 45.1  (42.6) 

4 当地货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n=192) 35.4  (40.5) 

5 主要销售市场低迷(消费低迷) (n=193) 35.2 (36.8) 

新西兰 (％) 

1 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n=75) 38.7  (42.4) 

2 成本削减接近极限(n=32) 37.5  (38.7) 

3 主要客户要求降价(n=75) 34.7  (40.0) 

4 当地货币兑日元汇率的变动(n=72) 33.3 (38.8) 

5 员工工资上涨(n=76) 32.9 (25.0) 

红色为较上一年增加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蓝色为较上一年减少10个百分点以上的项目 
(  )内为2013年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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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与服务成本的上涨对业务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 
（按国家和地区） 

人工费、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与服务成本上涨，关于成本上涨是否对业务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的问题，回答“影响很
大”、“略有影响”的企业占比共为79.8％。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共约80%的企业受到了负面影响。 
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最高的是柬埔寨，为89.8％，其次是印度尼西亚、中国、老挝等国家。 
印度尼西亚各行业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纤维业，回答负面“影响很大”的企业达85.7％。 
中国各行业中，回答负面“影响很大”的企业超过半数的有纤维（59.4％）、电气设备器具（55.6％）、橡胶、皮革（53.9％）。 

0 100 20 40 60 80 
(％) 

注：n≧10的国家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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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生产成本与服务成本的上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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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与服务成本的上涨对业务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 
（按行业） 

关于成本上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回答“影响很大”或“略有影
响”的企业占比，制造业为88.5％，非制造业为70.1％。可见制
造业受到的影响更大。 
在制造业中，回答负面“影响很大”的企业占比超过50%的行业有
纤维业、木材、纸浆业。 
在非制造业中，回答受到了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最高的是运输
业。 
金融、保险业是所有行业中唯一回答“无太大影响”或“无影
响”企业占比超过50%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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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生产成本与服务成本的上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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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涨对策的实施（探讨）情况 
（多选） 

          回答项目 回答率 

第1位 削减管理费和间接费用等经费 49.5  

第2位 调整原材料及原材料供应商 41.4 

第3位 提高产品（服务）价格 29.2 

第4位 推动人才本地化，削减人工费 25.7  

第5位 提高本地采购率，减控成本 23.5 

第6位 
调整所经营的产品 
（清理、改良、提高附加值等） 

23.0 

第7位 通过量产、量贩方式降低成本 22.1 

第8位 
推动自动化和省力化 
（使用工业机器人等） 

21.5  

第9位 未采取对策 4.3 

第10位 
将部分生产或服务功能转移至 
其他国家或地区（注） 

4.1 

在成本上涨对策中，“削减管理费和间接费用等经费”占比最高，为49.5％。尤其是金融及保险业、运输业等非制造业中实施（探讨）该
对策的企业较多。 
食品、纤维、橡胶及皮革等产业，采取提高产品（服务）价格对策的企业较多。产品价格中，人工费及原材料成本占比相对较高，因此这
些成本的上涨势必会导致产品涨价。 
在运输机械器具行业中，采取（探讨）通过提高本地采购率来降低成本的企业占比达50.5％，尝试推动自动化与省力化企业占比也高达
44.5％，可见这些行业在降低成本的措施方面比其他行业更为积极。 

回答比例大幅高于平均值的行业 
0 20 40 60 80 100 

(％) 

整体（ｎ＝3,634） 
（注）中国包括向内陆地区的转移 

29.2 

51.8  

40.0  

39.3  

整体 

食品 

纤维 

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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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涨对策的实施（探讨）情况 按国家和地区 多选 （1/2） 

削减管理费与间接费用
等经费 

调整原材料及原材料供
应商 

提高产品（服务）价格 
推动人才本地化，削减
人工费 

提高本地采购率，减控
成本 

57.9  

55.3  

54.4  

54.3  

53.4  

50.9  

49.6  

48.9  

46.6  

45.8  

45.0  

43.1  

40.7  

0  25  50  75  100  

澳大利亚 

（n=152) 

中国 

（n=800) 

菲律宾 

（n=103) 

韩国 

（n=151) 

马来西亚 

（n=221) 

台湾 

（n=59) 

新加坡 

（n=238) 

香港及澳门 

（n=176) 

印度尼西亚 

（n=384) 

印度 

（n=306) 

泰国 

（n=498) 

新西兰 

（n=51) 

越南 

（n=356) 

(％) 

47.2  

47.1  

45.9  

45.6  

42.5  

41.2  

41.0  

40.7  

38.1  

35.1  

27.6  

26.5  

25.5  

0  25  50  75  100  

泰国 

（n=498) 

印度尼西亚 

（n=384) 

中国 

（n=800) 

菲律宾 

（n=103) 

马来西亚 

（n=221) 

印度 

（n=306) 

越南 

（n=356) 

台湾 

（n=59) 

香港及澳门 

（n=176) 

韩国 

（n=151) 

澳大利亚 

（n=152) 

新加坡 

（n=238) 

新西兰 

（n=51) 

43.1  

40.1  

39.2  

36.8  

33.7  

30.1  

28.8  

27.7  

26.7  

26.2  

24.9  

23.6  

20.5  

0  25  50  75  100  

新西兰 

（n=51) 

印度尼西亚 

（n=384) 

香港及澳门 

（n=176) 

澳大利亚 

（n=152) 

印度 

（n=306) 

菲律宾 

（n=103) 

台湾 

（n=59) 

新加坡 

（n=238) 

越南 

（n=356) 

马来西亚 

（n=221) 

泰国 

（n=498) 

中国 

（n=800) 

韩国 

（n=151) 

31.3  

29.4  

29.0  

28.1  

27.3  

24.7  

22.3  

21.4  

20.5  

20.5  

13.8  

13.7  

13.6  

0  25  50  75  100  

中国 

（n=800) 

印度 

（n=306) 

马来西亚 

（n=221) 

越南 

（n=356) 

新加坡 

（n=238) 

印度尼西亚 

（n=384) 

泰国 

（n=498) 

菲律宾 

（n=103) 

韩国 

（n=151) 

香港及澳门 

（n=176) 

澳大利亚 

（n=152) 

新西兰 

（n=51) 

台湾 

（n=59) 

36.9  

29.8  

26.4  

24.3  

23.7  

23.5  

21.9  

20.3  

18.2  

17.7  

9.7  

4.0  

2.0  

0  25  50  75  100  

印度 

（n=306) 

中国 

（n=800) 

越南 

（n=356) 

菲律宾 

（n=103) 

印度尼西亚 

（n=384) 

泰国 

（n=498) 

韩国 

（n=151) 

台湾 

（n=59) 

香港及澳门 

（n=176) 

马来西亚 

（n=221) 

新加坡 

（n=238) 

澳大利亚 

（n=152) 

新西兰 

（n=51) 

（注1）ｎ≧ 50的国家和地区 
（注2）中国包括向内陆地区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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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所经营的产品 
（清理、改良、提高附加值等） 

43.1  

40.7  

29.1  

27.1  

24.5  

23.7  

23.3  

21.0  

19.3  

19.0  

18.6  

17.5  

17.1  

0  25  50  75  100  

新西兰 

（n=51) 

台湾 

（n=59) 

韩国 

（n=151) 

中国 

（n=800) 

泰国 

（n=498) 

澳大利亚 

（n=152) 

香港及澳门 

（n=176) 

新加坡 

（n=238) 

印度 

（n=306) 

印度尼西亚 

（n=384) 

马来西亚 

（n=221) 

菲律宾 

（n=103) 

越南 

（n=356) 

(％) 

通过量产、量贩方式降低成本 

28.8  

26.8  

26.8  

23.9  

23.7  

23.6  

23.3  

19.9  

17.2  

15.3  

15.1  

11.3  

9.8  

0  25  50  75  100  

台湾 

（n=59) 

印度尼西亚 

（n=384) 

印度 

（n=306) 

越南 

（n=356) 

泰国 

（n=498) 

中国 

（n=800) 

菲律宾 

（n=103) 

韩国 

（n=151) 

马来西亚 

（n=221) 

香港及澳门 

（n=176) 

澳大利亚 

（n=152) 

新加坡 

（n=238) 

新西兰 

（n=51) 

推动自动化和省力化 
（使用工业机器人等） 

33.5  

32.1  

25.8  

24.7  

22.0  

19.1  

16.5  

13.9  

11.4  

11.1  

9.9  

8.8  

7.8  

0  25  50  75  100  

马来西亚 

（n=221) 

中国 

（n=800) 

印度尼西亚 

（n=384) 

泰国 

（n=498) 

台湾 

（n=59) 

越南 

（n=356) 

菲律宾 

（n=103) 

韩国 

（n=151) 

香港及澳门 

（n=176) 

印度 

（n=306) 

澳大利亚 

（n=152) 

新加坡 

（n=238) 

新西兰 

（n=51) 

将部分生产或服务功能转移至 
其他国家或地区 

10.9  

7.4  

5.9  

5.5  

4.6  

3.9  

3.8  

3.6  

2.0  

1.7  

1.4  

1.3  

0.0  

0.0  

0  25  50  75  100  

新加坡 

（n=238) 

香港及澳门 

（n=176) 

澳大利亚 

（n=152) 

中国 

（n=800) 

韩国 

（n=151) 

孟加拉国 

（n=26) 

泰国 

（n=498) 

马来西亚 

（n=221) 

印度 

（n=306) 

台湾 

（n=59) 

越南 

（n=356) 

印度尼西亚 

（n=384) 

菲律宾 

（n=103) 

新西兰 

（n=51) 

成本上涨对策的实施（探讨）情况 按国家和地区 多选 （2/2） （注1）ｎ≧ 50的国家和地区 
（注2）中国包括向内陆地区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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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100 0 
(％) 

人工费与材料费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 
（按企业规模，按行业） 

人工费与材料费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 
（按国家和地区） 

20 40 60 80 100 0 
(％) 

日企在当地的生产成本中，人工费平均占比18.5％，材料费平均占比60.2％，材料费在成本中占到一大半。人工费占比同比增加1.3个百
分点，材料费占比同比减少1.0个百分点。 
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看，拥有较多纤维企业的孟加拉国、柬埔寨的人工费占比相对较高。材料费占比方面，多半为运输机械器具行业的
巴基斯坦（85.5％）一如往年，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印度、马来西亚等国，也都超过了60％。 

(注) 此处的“生产成本”是指用于产品生产的费用，即生产现场
的材料费、劳务费及其他经费。 

仅制造业 

18.5  

15.5  

22.5  

31.4  

23.5  

20.8  

18.9  

18.6  

18.0  

17.0  

15.9  

15.0  

13.5  

60.2  

64.0  

55.2  

50.8  

55.0  

58.2  

56.0  

56.8  

64.7  

58.4  

62.4  

63.4  

63.1  

21.3  

20.5  

22.3  

17.9  

21.5  

21.1  

25.1  

24.6  

17.4  

24.6  

21.7  

21.6  

23.5  

总数(n=2,194) 

大型企业(n=1,247) 

中小企业(n=947) 

纤维(n=95) 

一般机械器具(n=148) 

精密机械器具(n=63) 

橡胶、皮革(n=47) 

食品(n=146) 

电气设备器具(n=364) 

铁、有色金属、金属(n=307) 

化学、医药(n=305) 

木材、纸浆(n=41) 

运输机械器具(n=398) 

人工费 原材料及零部件等材料费 其他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28.6  

25.5  

24.3  

24.1  

24.0  

23.2  

20.7  

19.3  

18.7  

18.0  

17.6  

17.4  

17.3  

16.8  

16.8  

15.9  

6.2  

54.3  

61.4  

65.6  

55.6  

57.1  

61.3  

59.9  

59.1  

60.2  

57.8  

63.0  

58.0  

60.9  

59.9  

61.6  

64.4  

85.5  

17.1  

13.1  

10.1  

20.3  

18.9  

15.5  

19.4  

21.6  

21.1  

24.2  

19.4  

24.6  

21.8  

23.3  

21.7  

19.8  

8.4  

新西兰(n=28) 

孟加拉国(n=22) 

柬埔寨(n=16) 

香港及澳门(n=34) 

澳大利亚(n=43) 

斯里兰卡(n=13) 

韩国(n=88) 

泰国(n=341) 

中国(n=561) 

新加坡(n=43) 

台湾(n=43) 

越南(n=268) 

印度尼西亚(n=263) 

菲律宾(n=86) 

马来西亚(n=149) 

印度(n=172) 

巴基斯坦(n=11) 

人工费 原材料、零部件等材料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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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日本的生产成本为100，则当地的平均生产成本为78.6。 
按行业来看，木材、纸浆业、运输机械器具业、化学、医药业、铁、有色金属、金属业等行业的生产成本较高。纤维行业较低，为64.8。 
按企业规模来看，中小企业（75.4）较大型企业（81.0）低5.6个百分点。与上一年度调查结果（相差3.7个百分点）相比，其差距扩大了1.9个百
分点。 
按国家和地区来看，澳大利亚（107.0）的生产成本高于日本，孟加拉国（48.7）、柬埔寨（61.8）的生产成本则较低。 

 

(注) 此处的“生产成本”是指用于产品生产的费用，即生产现场的材料费、劳务费及其他经费。 

107.0  

94.2  

91.1  

83.7  

83.1  

82.1  

81.0  

78.5  

78.5  

77.8  

77.2  

73.2  

71.8  

70.8  

61.8  

48.7  

0 20 40 60 80 100 120 

澳大利亚(n=38) 

新西兰(n=23) 

新加坡(n=36) 

韩国(n=80) 

台湾(n=38) 

香港及澳门(n=31) 

泰国(n=312) 

印度尼西亚(n=237) 

印度(n=161) 

中国(n=513) 

马来西亚(n=138) 

越南(n=241) 

菲律宾(n=75) 

斯里兰卡(n=10) 

柬埔寨(n=14) 

孟加拉国(n=20) 

78.6  

87.4  

84.0  

80.4  

80.3  

80.0  

78.5  

77.9  

75.9  

70.6  

64.8  

0 20 40 60 80 100 

总数(n=1,990) 

木材、纸浆(n=34) 

运输机械器具(n=358) 

化学、医药(n=268) 

铁、有色金属、金属(n=282) 

一般机械器具(n=138) 

橡胶、皮革(n=41) 

电气设备器具(n=334) 

食品(n=131) 

精密机械器具(n=57) 

纤维(n=88) 

按行业 

81.0  

75.4  

0 20 40 60 80 100 

大型企业(n=1,132) 

中小企业(n=858) 

按企业规模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仅制造业 

假设日本的生产成本为100，计算当地的生产成本  
（按企业规模，按行业） 

假设日本的生产成本为100，计算当地的生产成本  
（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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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地明细 (按国家和地区） 
(按国家和地区，要求合计为100％) 

日企在当地的生产活动中，采购原材料与零部件的地点占比最高的是“当地”（48.7％），其次是“日本”（30.4％）、“东盟”
（7.0％）。本地采购率较上一年（48.0％）略有增长。日本采购率及中国采购率基本与上一年持平，东盟采购率略有下降。 
按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的本地采购率较高，且自2009年（45.8％）起连续5 年持续增长。 
日本采购率在菲律宾（43.9％）、柬埔寨（38.5％）、斯里兰卡（37.5％）、韩国（35.8％）、越南（35.1％）等国相对较高。 

0 100 20 40 60 80 

(％)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仅制造业 

48.7  

66.2  

55.1  

54.8  

51.8  

49.1  

49.0  

48.2  

43.1  

41.7  

41.1  

40.7  

35.3  

33.2  

28.4  

18.1  

8.9  

7.9  

30.4  

26.7  

16.1  

29.4  

33.5  

35.8  

15.5  

28.8  

32.4  

7.1  

30.6  

33.9  

31.6  

35.1  

43.9  

33.0  

38.5  

37.5  

7.0  

2.5  

0.9  

3.8  

1.9  

3.5  

8.0  

9.9  

10.3  

13.7  

12.8  

11.4  

15.9  

10.8  

8.8  

3.7  

17.3  

20.3  

6.2  

1.1  

5.2  

6.4  

5.8  

8.7  

6.0  

5.6  

28.2  

5.8  

7.4  

3.4  

12.5  

6.9  

31.2  

24.4  

23.5  

7.7  

4.7  

26.7  

6.8  

6.4  

5.9  

18.8  

7.1  

8.7  

9.3  

9.8  

6.6  

13.8  

8.5  

12.0  

14.1  

10.9  

10.9  

总数(n=2,205) 

中国(n=561) 

新西兰(n=28) 

泰国(n=348) 

台湾(n=43) 

韩国(n=85) 

澳大利亚(n=45) 

印度(n=177) 

印度尼西亚(n=264) 

孟加拉国(n=21) 

新加坡(n=43) 

马来西亚(n=147) 

巴基斯坦(n=10) 

越南(n=268) 

菲律宾(n=83) 

香港及澳门(n=39) 

柬埔寨(n=17) 

斯里兰卡(n=13) 

当地 日本 东盟 中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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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66.2  

56.1  54.8  55.0  
49.1  

45.2  48.2  
42.9  43.1  45.9  

40.7  

22.4  

33.2  
27.2  28.4  

35.4  
26.7  

31.0  
29.4  

38.2  

35.8  

31.1  
28.8  

33.3  32.4  29.1  
33.9  

42.5  

35.1  50.0  
43.9  

3.0  2.5  

4.7  
3.8  

2.1  

3.5  
14.8  

9.9  
15.8  

10.3  12.5  11.4  

16.6  10.8  

13.2  

8.8  

3.2  
5.2  

2.0  
5.8  

5.0  
6.0  

2.5  

5.6  5.5  7.4  
10.2  12.5  

4.4  

6.9  

3.4  4.7  5.0  6.8  
2.8  5.9  3.9  7.1  5.5  8.7  7.0  6.6  8.4  8.5  5.2  

12.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0 

(n=464) 

2014 

(n=561) 

2010 

(n=503) 

2014 

(n=348) 

2010 

(n=43) 

2014 

(n=85) 

2010 

(n=74) 

2014 

(n=177) 

2010 

(n=87) 

2014 

(n=264) 

2010 

(n=175) 

2014 

(n=147) 

2010 

(n=100) 

2014 

(n=268) 

2010 

(n=89) 

2014 

(n=83) 

中国 泰国 韩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越南 菲律宾 

本地 日本 东盟 中国 其他 

上表对比了2010年和今年调查结果中8个主要国家的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地情况，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的本地采购率有
所增加，越南的本地采购率在4年内增加了10个百分点以上。 
除马来西亚外，其余7个国家和地区的日本采购率呈现减少趋势。 
7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采购率呈增加趋势，越南最高，为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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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的采购地明细走势(2010年调查与2014年调查的对比） 



64.9  

60.5  

55.3  

42.6  

29.4  

31.4  

25.9  

35.2  

2.1  

4.4  

11.2  

13.6  

2.4  

3.3  

2.4  

3.7  

1.4  

4.3  

6.2  

中国(n=98) 

泰国(n=69) 

印度(n=69) 

印度尼西亚(n=77) 

0 20 40 60 80 100 

(％) 

运输机械器具 

60.2  

52.9  

51.9  

51.9  

28.5  

32.2  

25.3  

38.1  

5.9  

3.1  

7.2  

2.2  

4.8  

9.7  

4.3  

5.4  

7.1  

5.9  

3.6  

中国(n=69) 

泰国(n=52) 

新加坡(n=15) 

韩国(n=28) 

0 20 40 60 80 100 
(％) 

化学、医药 

66.7  

53.5  

50.2  

42.8  

28.9  

35.2  

36.3  

40.0  

0.5  

0.7  

0.9  

7.1  

2.0  

3.0  

4.3  

3.9  

8.7  

9.6  

5.9  

中国(n=65) 

印度(n=15) 

泰国(n=65) 

印度尼西亚(n=28) 

0 20 40 60 80 100 
(％) 

铁、有色金属、金属 

59.4  

40.8  

36.7 

30.8  

33.1  

32.1  

45.0  

40.4  

3.6  

7.3  

4.0  

12.5  

12.8  

6.3  

13.0  

3.9  

7.0  

8.1  

3.2  

中国(n=95) 

泰国(n=60) 

韩国(n=20) 

马来西亚(n=48) 

0 20 40 60 80 100 
(％) 

电气设备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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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与零部件供应商明细  
(按行业，要求合计为100％) 

0 100 80 60 40 20 

(％) 

按行业来看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地，木材、纸浆业以及食品业的本地采购率最高，分别为77.1％和68.7％。精密机械器具业的日本采
购率相对较高，达40%以上。 
电气设备器具业的本地采购率为38.1％，比上一年（41.2％）减少了3.1个百分点，日本采购率增加了2.7个百分点。 
在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有效回答企业数为300家以上的4个行业在中国的本地采购率达50%以上。特别是铁、有色金属、金属业在上一年
的65.4％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3个百分点，今年的本地采购率达到了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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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中本地采购率最高的4个国家 回答比例 

（注）n≧15的国家和地区。此处的n为各行业按国家和地区统计的有效回答
数。 

48.7  

77.1  

68.7  

56.7  

52.2  

48.5  

46.0  

45.9  

40.3  

39.9  

38.1  

30.4  

10.5  

10.6  

30.9  

31.4  

30.2  

36.7  

22.3  

40.2  

37.7  

35.8  

7.0  

3.6  

6.7  

2.4  

9.7  

7.4  

3.3  

6.5  

7.4  

12.8  

9.1  

6.2  

1.0  

2.3  

5.3  

2.6  

5.6  

4.1  

12.9  

6.3  

5.7  

11.6  

7.7  

7.9  

11.7  

4.7  

4.2  

8.3  

9.9  

12.4  

5.8  

3.8  

5.4  

总数(n=2,205) 

木材、纸浆(n=39) 

食品(n=149) 

一般机械器具(n=153) 

运输机械器具(n=399) 

化学、医药(n=302) 

铁、有色金属、金属(n=306) 

纤维(n=96) 

精密机械器具(n=64) 

橡胶、皮革(n=46) 

电气设备器具(n=359) 

当地 日本 东盟 中国 其他 



56.2  

87.3  

85.4  

83.8  

83.2  

81.9  

77.9  

57.7  

56.8  

55.0  

54.9  

49.3  

43.5  

42.4  

36.8  

37.4  

9.6  

10.5  

13.5  

10.5  

8.5  

17.4  

36.5  

38.0  

38.5  

40.6  

45.3  

41.2  

53.1  

55.5  

6.5  

3.2  

4.1  

2.6  

6.4  

9.6  

4.7  

5.8  

5.2  

6.5  

4.5  

5.4  

15.2  

4.5  

7.7  

总数(n=1,901) 

孟加拉国(n=19) 

韩国(n=71) 

台湾(n=36) 

新西兰(n=22) 

澳大利亚(n=34) 

印度(n=155) 

中国(n=541) 

马来西亚(n=128) 

新加坡(n=31) 

香港及澳门(n=16) 

印度尼西亚(n=230) 

越南(n=213) 

泰国(n=315) 

菲律宾(n=64) 

当地企业 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 其他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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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与零部件当地供应商明细  
 (按国家和地区，要求合计为100％) 

本地供应商中，“当地企业”占比最高，达56.2％。其次是“进
驻当地的日资企业”（37.4％），“其他外资企业” 
（6.5％）。 
在菲律宾、泰国，供应商中“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占比50%以
上。 
从不同行业来看，木材、纸浆业的“当地企业”占比80%以上。 

原材料与零部件当地供应商明细  
(按企业规模和行业，要求合计为100％) 

0 20 40 60 80 100 
(％) 

0 20 40 60 80 100 
(％)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仅制造业 

57.1  

54.9  

82.2  

78.8  

64.3  

62.6  

56.3  

54.7  

51.3  

47.8  

46.6  

45.1  

36.3  

38.7  

13.6  

17.9  

28.5  

33.1  

36.1  

36.9  

44.3  

41.1  

45.6  

50.1  

6.6  

6.4  

4.2  

3.4  

7.2  

4.3  

7.7  

8.4  

4.4  

11.1  

7.8  

4.8  

大型企业(n=1,071) 

中小企业(n=830) 

木材、纸浆(n=38) 

食品(n=138) 

纤维(n=83) 

一般机械器具(n=139) 

化学、医药(n=263) 

铁、有色金属、金属(n=252) 

精密机械器具(n=53) 

橡胶、皮革(n=40) 

电气设备器具(n=303) 

运输机械器具(n=350) 

当地企业 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 其他外资企业 



18.4 24.1  

81.6 75.9  

13年调查 

（n=1,805) 

14年调查 

（n=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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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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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采购原材料与零部件的企业，在回答有无只能在日本采购的原材
料与零部件的问题时，75.9％的企业回答“有”。较上一年（81.6％）
减少了5.7个百分点。 
按行业来看，除纤维业外的所有行业中，70%以上的企业存在只能在日
本采购的原材料与零部件。 
以下为回答中代表性的只能在日本采购的原材料与零部件。             

 【橡胶、皮革】 化学药剂、特殊化学产品、合成橡胶 
  【化学、医药】 特殊树脂、特殊塑料原料、涂料、添加剂、颜料 
 【电气设备器具】 半导体、特殊树脂、电线、钢材、电路板 
 【木材、纸浆】 原材料、纸板原纸 
 【一般机械器具】 钢材、马达、特殊加工品   
 【铁、有色金属、金属】 热轧钢板、特殊钢、特殊金属材料、钢
材、轴承   
 【食品】 专用香料、食品添加剂、调味料、包装材料    
 【运输机械器具】 冷锻产品、燃料喷射相关零部件、发动机核心零
部件      
 【精密机械器具】 精密传动零部件、化学药品、电子线路零部件                                              
 【纤维】 药品、特殊布料、原棉、人造革  

在日本采购的零部件与材料中 
有无只能在日本采购的原材料与零部件 

回答“有”的比例 (按行业) 
0 20 40 60 100 

(％) 

81.8 

80.7 

78.6 

76.5 

75.6 

74.1 

74.1 

74.0 

72.9 

66.7 

橡胶、皮革(n=44) 

化学、医药(n=248) 

电气设备器具(n=332) 

木材、纸浆(n=17) 

一般机械器具(n=135) 

铁、有色金属、金属(n=247) 

食品(n=81) 

运输机械器具(n=354) 

精密机械器具(n=59) 

纤维(n=75) 

80 

回答“有”的比例(按国家和地区) 

0 20 40 60 100 

(％) 

86.1  

85.4  

82.1  

80.5  

77.5  

76.1  

73.8  

73.4  

71.1  

65.9  

62.5  

56.7  

新加坡(n=36) 

马来西亚(n=123) 

菲律宾(n=78) 

印度尼西亚(n=226) 

越南(n=227) 

泰国(n=285) 

中国(n=465) 

韩国(n=79) 

印度(n=142) 

台湾(n=41) 

香港及澳门(n=32) 

澳大利亚(n=30) 

80 

（注）n≧15的国家和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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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日本采购的原材料与零部件 
为何难以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采购 

关于难以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采购的原因，提及质量与技术问题
的企业高达84.5％。其次， 36.4％的企业是因为客户指定该材料或
零部件。 
精密机械器具行业的企业，选择“质量与技术”、“生产稳定性与交
货期”、“防止技术外流及保护知识产权”等选项的企业较多。 

按国家和地区 按行业 

各国家和地区以及各行业的回答比例(由高到低排列) 

0 20 40 60 100 

(％) 

84.5 

36.4 

17.5 

12.2 

8.9 

4.4 

3.9 

因质量和技术方面的原因 

只能在日本生产 

客户指定该材料或零部件 

不可替代 

日本在生产稳定性及交货时间方面 

具有优势 

为了防止技术外流或 

保护知识产权 

日本在成本方面 

具有竞争力 

在规格变更、服务、维保方面 

需要确保及时而灵活的应对 

难以与日本供应商 

解除合作关系 

80 

(n=1,368) 

比例 

印度(n=99) 89.9 

韩国(n=58) 89.7 

马来西亚(n=102) 87.3 

印度尼西亚(n=179) 86.0 

泰国(n=214) 86.0 

比例 

精密机械器具(n=43) 95.4 

食品（n=60) 91.7 

橡胶、皮革（n=35) 88.6 

运输机械器具(n=260) 85.8 

纤维（n=49) 83.7 

比例 

纤维（n=49) 26.5 

橡胶、皮革（n=35) 22.9 

铁、有色金属、金属
（n=181) 

22.1 

（注）仅包括n≧30的国家和地区及行业 

比例 

越南(n=174) 43.1 

菲律宾(n=64) 42.2 

中国(n=338) 41.1 

比例 

马来西亚(n=102) 20.6 

菲律宾(n=64) 20.3 

泰国(n=214) 20.1 

比例 

韩国(n=58) 25.9 

马来西亚(n=102) 17.7 

中国(n=338) 15.7 

比例 

铁、有色金属、金属
(n=181) 

51.4 

运输机械器具(n=260) 41.2 

电气设备器具（n=256) 41.0 

比例 

精密机械器具(n=43) 16.3 

化学、医药（n=197) 15.7 

一般机械器具（n=101)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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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44.5  

52.3  

55.7  

60.7  

69.1  

69.9  

71.5  

58.2  

0  25  50  75  100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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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中国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越南 

泰国 

总数 

81.1  

92.9  

91.7  

84.2  

79.9  

78.4  

77.4  

76.6  

59.0  

0  25  50  75  100  

总数(n=1,674) 

印度(n=155) 

韩国(n=60) 

中国(n=474) 

泰国(n=288) 

印度尼西亚(n=204) 

越南(n=199) 

马来西亚(n=111) 

菲律宾(n=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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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方针 
(按国家和地区，多选) 

75.7  

87.0  

84.4  

81.7  

79.0  

77.6  

71.6  

68.9  

68.3  

0  25  50  75  100  

总数(n=2,263) 

印度(n=185) 

中国(n=571) 

泰国(n=356) 

印度尼西亚(n=262) 

越南(n=268) 

菲律宾(n=88) 

韩国(n=90) 

马来西亚(n=164) 

回答“提高进驻地本地采购率”的企业占比 

回答“提高东盟采购率”的企业占比 

回答“提高中国采购率”的企业占比 

12.6  

27.8  

20.7  

13.0  

0  20  40  60  

总数 

韩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8.2  

38.9  

50.6  

43.3  

42.1  

34.7  

30.1  

0  20  40  60  

总数 

东盟平均 

马来西亚 

越南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泰国 

(％) 
(％) 

(％) 

（注）n≧50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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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本地采购率过程中较为重要的 
当地供应商(按国家和地区，多选) 

（注）n≧50的国家和地区 

(％) 

(％) 

回答“当地企业” 较为重要的企业占比 

回答“进驻当地的日资企业” 较为重要的企业占比 

关于今后的原材料与零
部件采购方针，回答
“提高进驻地本地采购
率”的企业最多，占比
75.7％。 

东盟国家回答“提高东
盟采购率”的企业占比
较高，主要有马来西
亚、越南、菲律宾等
国。 

关于今后在提高当地采
购率过程中谁将成为重
要的当地供应商问题，
回答“当地企业”的企
业占81.1％，回答“进
驻当地的日资企业”的
企业占58.2％。 

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都认为“当地企业”是
重要的当地供应商，而
重视“进驻当地的日资
企业”的企业占比则在
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
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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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提高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率的原因 
(多选) 

86.6  

67.4  

17.4  

15.1  

14.8  

7.6  

降低成本 

缩短交货时间 

提高质量 

售后服务、 

维修等较为迅速 

分散风险 

客户要求 

FTA的发展 

促使关税下调 

0 20 40 60 100 

(％) 

80 

回答提高进驻地、东盟、中国采购率的企业做此回答的最大原因均为“降低成本”。 
提高进驻地采购率的最大原因是“降低成本”（86.6％），其次占比较高的原因为“缩短交货时间”（67.4％）。 
提高东盟采购率的最大原因为“降低成本”（81.6％），此外还有一定比例的企业回答“缩短交货时间”（30.2％）、“分散风险”
（28.6％）、“FTA的发展促使关税下调” （21.1％）等原因。 
提高日本采购率的最大原因是“提高质量”，占比62 .3％，此外“客户要求”也占到30%左右的比例。 
 

81.6  

30.2  

19.3  

4.6  

28.6  

4.6  

21.1  

0 20 40 60 100 

(％) 

80 

88.9  

10.0  

13.2  

1.4  

11.8  

5.4  

8.9  

0 20 40 60 100 

(％) 

80 

18.9  

14.3  

62.3  

8.3  

15.9  

29.4  

9.4  

0 20 40 60 100 

(％) 

80 

回答提高进驻地采购率的原因 回答提高东盟采购率的原因 回答提高中国采购率的原因 回答提高日本采购率的原因 

（n=1,695）  （n=626）  （n=280）  （n=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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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57.2  

77.3  

42.1  42.3  
44.0  28.2  

26.8  
33.5  

28.4  
33.8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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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30.3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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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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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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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23.5  

15.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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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27.0% 27.7%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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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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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5%（不含25%） 25-50%（不含50%） 50-75%（不含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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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比例(按国家和地区，在0-100％中选择答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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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巴基斯坦 
(n=16) 

印度 
(n=381) 

缅甸 
(n=44) 

韩国
(n=209) 

印度尼 
西亚

(n=421) 

澳大利亚 
 

(n=182) 

台湾 
(n=85) 

泰国
(n=597) 

总数 
(n=4,223

) 

中国 
(n=863) 

新西兰 
(n=68) 

香港及 
澳门 

(n=206) 

柬埔寨 
(n=32) 

马来西亚 
(n=264) 

孟加拉国 
(n=33) 

斯里兰卡 
(n=18) 

新加坡 
(n=253) 

菲律宾 
(n=132) 

越南 
(n=406) 

老挝 
(n=13) 

                        内销型  出口型 

 日企在当地的销售额中平均出口比例超过50%的有老挝（57.7％）、越南（54.3％）、菲律宾（53.8％）、新加坡（52.8％）、斯里兰
卡（51.8％）、孟加拉国（50.2％）。而巴基斯坦（10.3％）、印度（12.5％）、缅甸（16.6％）、韩国（18.7％）等国则国内销售占
比较大，出口比例不足20%。 

 纯出口型企业（出口比例100％）在老挝（46.2％）、柬埔寨（37.5％）、孟加拉国（36.4％）、越南（32.0％）等国占比较高。 
 纯内销型企业（出口比例0％）在缅甸（77.3％）、巴基斯坦（62.5％）、印度（57.2％）等国占比达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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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目的地明细 (按国家和地区，要求合计为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 

日企出口目的地中（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与地区合计）日本占比最大，平均为43.9％。其次是东盟，为22.4％。 
较之2013年调查(n=2,768)，出口目的地的主要国家与地区的构成比例无太大变化。日本增加0.2个百分点，东盟减少0.6个百分点，中国减
少0.1个百分点，增减幅度均不足1％。 
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日本”占比超过50%。“日本”占比较高的行业为通信、软件业，其中中国与越南
的该比例分别达到98.2％和90.4％ ，均已超过90%。纤维业中越南的“日本”占比最高，达95.4％。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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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n=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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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的结算货币 

出口结算货币中，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美元（63.0％）、日元（20.1％）、当地货币（10.1％）、人民币（3.2％）。进口结算货币占比
由高到低依次为美元（55.8％）、日元（29.8％）、当地货币（8.4％）、人民币（2.7％），其中美元占比低于出口，日元占比高于出
口。当地货币和人民币在进口与出口中的区别并不大。 

63.0  

94.7  

87.5  

79.2  

78.3  

74.7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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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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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美元 日元 当地货币 人民币 欧元 其他 

总数
(n=2,856) 

柬埔寨
(n=19) 

缅甸
（n=16）
孟加拉国

(n=24) 

越南
(n=318) 

印度尼西亚
(n=249) 

台湾
(n=60) 

斯里兰卡
(n=13) 

香港及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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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n=206) 

印度
(n=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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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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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n=628)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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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7)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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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1) 

马来西亚
(n=194)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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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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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未来1-3年内最重要的业务、产品的出口市场的国家和地区(按国家和地区)  

未来1-3年内最有前景的出口市场（所有参
与调查的国家和地区合计）前5名是①日
本、②印度尼西亚、③泰国、④中国、⑤越
南。 
对比上一年度调查结果，日本（＋
1.1％）、越南（＋0.8％）、泰国（＋
0.2％）均有所增加。而中国（△1.1％）、
印度尼西亚（△0.9％）略有下降。上一年
度调查结果中排名第5的CLM今年下滑至第
6，越南上升至第5。 

认为“中国” 
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认为“印度尼西亚”」 
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注）n≧10的国家和地区 

整体（2014年） 

顺

序 

总数(n=3,387) 

国名 比例 

1 日本 19.7  

2 印度尼西亚 11.9  

3 泰国 8.6  

4 中国 8.0  

5 越南 6.8  

顺
序 

马来西亚(n=164) 

国名 比例 

1 印度尼西亚 23.2  

2 日本 15.9  

3 泰国 11.6  

顺
序 

泰国(n=538) 

国名 比例 

1 印度尼西亚 25.5  

2 日本 14.3  

3 CLM 12.8  

顺
序 

新加坡(n=183) 

国名 比例 

1 印度尼西亚 35.0  

2 印度 12.6  

3 马来西亚 8.7  

顺
序 

台湾(n=74) 

国名 比例 

1 中国 44.6  

2 日本 10.8  

3 印度尼西亚、CLM 6.8  

顺
序 

韩国(n=169) 

国名 比例 

1 中国 37.3  

2 日本 13.6  

3 越南 11.2  

顺
序 

香港及澳门(n=182) 

国名 比例 

1 中国 25.8  

2 泰国、越南 11.5  

3 日本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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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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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制造业 （％） 

认为“中东” 
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顺
序 

印度(n=284) 

国名 比例 

1 中东 16.2  

2 泰国 14.4  

3 日本 14.1  

顺
序 

巴基斯坦(n=11) 

国名 比例 

1 中东 36.4  
2 其他亚洲国家 27.3  

认为“日本” 
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顺
序 

中国(n=715) 

国名 比例 

1 日本 28.4  

2 泰国 9.5  

3 美国 9.0  

顺
序 

越南(n=352) 

国名 比例 

1 日本 31.8  

2 泰国 12.5  

3 CLM 11.1  

顺
序 

孟加拉国(n=29) 

国名 比例 

1 日本 20.7  

2 欧洲 17.2  

3 中国、印度 10.3 

顺
序 

新西兰(n=52) 

国名 比例 

1 日本 30.8  

2 大洋洲 21.2  

3 中国 15.4  

顺
序 

菲律宾(n=114) 

国名 比例 

1 日本 28.1  

2 泰国 13.2  

3 美国 11.4  

顺
序 

柬埔寨(n=22) 

国名 比例 

1 日本 40.9  

2 中国、越南 13.6 

＜各国情况＞ 

Copyright © 2014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CLM：柬埔寨、老挝、缅甸 

顺
序 

印度尼西亚(n=315) 

国名 比例 

1 日本 19.7  

2 泰国 15.2  

3 印度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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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或大洋洲开展贸
易业务的日资企业中，
利用FTA或EPA的企业占
比为43.7％。 
大型企业的FTA或EPA利
用率(47.6％)高于中小
企业(36.6％) 。 
按行业来看，纤维、运
输机械器具等行业的利
用率较高。 
按国家和地区来看，韩
国的日资企业的利用率
最高，达66.7％。此
外，印度尼西亚、新西
兰、泰国的日资企业的
利用率也都超过了
50%。 
出口和进口两方面的
FTA、EPA利用率均较
2013年度调查结果增加
了2.5个百分点。 
东盟日资企业的FTA、
EPA利用率与2013年度
调查结果相比，出口和
进口双方面均增加了2
个百分点以上。 

是否利用了现有（已生效）的FTA、EPA (仅限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 

3.3 
25.5 

29.4 
33.5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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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n=650) 
食品(n=94) 

化学、医药(n=216) 

运输机械器具(n=294) 
纤维(n=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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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门(n=99) 

缅甸（n=12) 

台湾（n=53) 

柬埔寨(n=18) 

中国(n=329) 

菲律宾(n=100) 

越南(n=289) 

澳大利亚（n=95) 

新加坡(n=198) 

印度(n=255) 

马来西亚(n=178) 

泰国(n=415) 

新西兰（n=37) 

印度尼西亚(n=306) 

韩国（n=87) 

(％) (％) 

利用率对比  2013年→2014年（出口、进口） 

FTA、EPA利用率（整体，按企业规模，按行业） FTA、EPA利用率（按国家和地区） 

东盟日资企业FTA、EPA利用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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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29.7  

40.3  
43.8  40.7  40.4  42.6  

16.7 
19.7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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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下面的2张图表的利用率是按照“在出口（进口）业务中利用FTA或EPA的企业数／开展出口（进口）业务的企业数” 
            计算而得。 

 （注1）上面2张图表的利用率是按照“至少利用了1个EPA或FTA的企业数／开展出口或进口业务的企业数” 计算而得。 

36.6 
47.6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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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n=889) 
大型企业(n=1,610) 

总数(n=2,499) 

(％) 

（注）n≧10的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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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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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A、EPA的利用情况 

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下页）等国，除东盟地区FTA（AFTA）外，还有很多企业利用了与日本或中国之间的FTA或EPA。 
印度（下页）日资企业在与日本及东盟间的进口业务中对FTA的利用率较上一年有所增加。 
中国（下页）日资企业在与东盟间的进出口业务中的FTA利用率均高于上一年。特别是出口方面比上一年有了大幅增加，增幅达9.3个百分点。
韩国（下页）日资企业在与东盟及欧盟间的进出口业务中的FTA利用率均超过50％， FTA利用程度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注）也包括利用早期收获计划（早期下调特定商品的关税）。 
   双边FTA、EPA包含在多边FTA与EPA之中。 
   FTA、EPA利用率按“FTA、EPA利用企业数／进出口企业数”计算   
      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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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进口 进出口 FTA、EPA FTA、EPA FTA、EPA利用

伙伴国 企业数(家) 利用企业(家) 利用率(%) 探讨企业数(家)

日本 253 84 33.2 批发、零售 16 电气设备器具、化学、医药等 各11 运输机械器具 8 25

东盟 212 101 47.6 运输机械器具 23 批发、零售 20 电气设备器具 15 37

中国 89 36 40.4 化学、医药 9 电气设备器具、运输机械器具 各7 批发、零售 3 9

印度 80 28 35 电气设备器具 9 运输机械器具 7 化学、医药 4 8

韩国 33 14 42.4 化学、医药等 各3 一般机械器具等 各2 4

澳大利亚 39 21 53.8 电气设备器具 7 运输机械器具等 各3 食品等 各2 1

日本 315 128 40.6 批发、零售 32 运输机械器具 19 铁、有色金属、金属 17 44

中国 134 61 45.5 批发、零售 15 电气设备器具 11 运输机械器具 8 13

东盟 126 66 52.4 运输机械器具 17 批发、零售 11 电气设备器具 10 11

韩国 48 19 39.6 批发、零售 5 铁、有色金属、金属等 各3 1

印度 24 8 33.3 运输机械器具 3 铁、有色金属、金属 2 化学、医药等 各1 2

东盟 112 53 47.3 电气设备器具等 各9 运输机械器具 6 铁、有色金属、金属等 各4 6

日本 97 35 36.1 铁、有色金属、金属 5 化学、医药等 各4 批发、零售等 各3 1

中国 60 27 45 化学、医药 7 电气设备器具 4 食品 2 1

印度 29 15 51.7 化学、医药 6 电气设备器具 3 批发、零售等 各1 2

澳大利亚 20 11 55 化学、医药 5 电气设备器具 3 铁、有色金属、金属等 各1 1

日本 144 39 27.1 批发、零售 8 铁、有色金属、金属 6 化学、医药等 各5 10

东盟 98 39 39.8 批发、零售 8 电气设备器具等 各6 化学、医药 5 5

中国 71 25 35.2 电气设备器具等 5 化学、医药等 各3 食品等 各1 2

韩国 26 13 54.2 铁、有色金属、金属等 各2 电气设备器具等 各1 0

东盟 159 69 43.4 批发、零售 48 化学、医药 7 铁、有色金属、金属 4 18

印度 75 27 36 批发、零售 18 化学、医药 6 铁、有色金属、金属等 各1 11

日本 63 29 46 批发、零售 16 化学、医药 8 铁、有色金属、金属 2 3

中国 54 21 38.9 批发、零售 11 化学、医药 6 铁、有色金属、金属 2 6

澳大利亚 61 13 21.3 批发、零售 6 化学、医药 5 精密机械器具 1 7

韩国 29 13 44.8 批发、零售 8 化学、医药 4 铁、有色金属、金属 1 1

日本 155 35 22.6 批发、零售 22 化学、医药 6 铁、有色金属、金属 2 13

东盟 95 32 33.7 批发、零售 23 化学、医药 3 铁、有色金属、金属 2 8

中国 86 22 25.6 批发、零售 13 化学、医药 4 电气设备器具 2 8

日本 80 13 16.3 运输机械器具等 各3 精密机械器具等 各1 9

东盟 45 13 28.9 运输机械器具 6 电气设备器具 2 化学、医药等 各1 4

日本 87 16 18.4 批发、零售 4 化学、医药等 各3 精密机械器具 1 9

东盟 54 12 22.2 批发、零售 3 电气设备器具等 各2 化学、医药等 各1 7

菲律宾

出口

进口

马来西

亚

出口

进口

新加坡

出口

輸入

泰国

出口

进口

利用企业数　排名前3位的行业(家)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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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也包括利用早期收获计划（早期下调特定商品的关税）。 
   双边FTA、EPA包含在多边FTA与EPA之中。 
   FTA、EPA利用率按“FTA、EPA利用企业数／进出口企业数”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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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A、EPA的利用情况 

出口、进口 进出口 FTA、EPA FTA、EPA FTA、EPA利用

伙伴国 企业数(家)
利用企业

(家)
利用率(%) 探讨企业数(家)

日本 176 52 29.5 运输机械器具 11 纤维等 各7 化学、医药 5 19

东盟 146 70 47.9 运输机械器具 24 化学、医药 9 批发、零售 8 12

中国 60 19 31.7 化学、医药 4 橡胶、皮革等 3 批发、零售 2 6

日本 278 140 50.4 运输机械器具等 各37 一般机械器具等 各11 铁、有色金属、金属 8 30

东盟 181 101 55.8 运输机械器具 29 批发、零售 28 化学、医药 12 18

中国 124 55 44.4 批发、零售 22 运输机械器具 9 一般机械器具 5 14

日本 199 41 20.6 纤维 9 化学、医药 7 铁、有色金属、金属 5 29

东盟 131 45 34.4 运输机械器具 9 化学、医药等 各8 电气设备器具 6 14

中国 64 18 28.1 铁、有色金属、金属等 各3 化学、医药 2 食品等 各1 6

日本 214 41 19.2 批发、零售 6 化学、医药等 各5 食品等 各3 33

东盟 144 47 32.6 运输机械器具等 各9 化学、医药 7 纤维等 各4 19

中国 117 25 21.4 批发、零售 10 化学、医药等 各3 食品等 各1 11

香港 162 24 14.8 电气设备器具等 各6 化学、医药 3 运输机械器具等 各2 17

东盟 131 43 32.8 运输机械器具 9 批发、零售 8 纤维 6 22

台湾 68 12 17.6 电气设备器具等 各3 批发、零售 2 化学、医药等 各1 7

香港 123 15 12.2 电气设备器具 4 化学、医药等 各2 食品等 各1 12

东盟 91 44 48.4 批发、零售 13 运输机械器具 9 化学、医药 6 14

台湾 64 16 25 运输机械器具 6 电气设备器具等 各3 化学、医药等 各1 9

香港、澳门 出口 中国 87 14 16.1 批发、零售 8 食品等 各1 9

出口 中国 42 9 21.4 化学、医药 4 橡胶、皮革等 各1 6

进口 中国 27 4 14.8 化学、医药、运输机械器具 各2 5

东盟 42 23 54.8 批发、零售 8 化学、医药 7 铁、有色金属、金属 各2 7

欧盟 26 19 73.1 化学、医药 6 运输机械器具 4 批发、零售 3 2

东盟 44 30 68.2 批发、零售 17 化学、医药 5 电气设备器具等 各2 5

欧盟 31 20 64.5 批发、零售 9 一般机械器具 3 化学、医药等 各2 1

日本 63 11 17.5 批发、零售 7 运输机械器具 2 化学、医药等 各1 6

东盟 72 19 26.4 运输机械器具 9 批发、零售 6 一般机械器具 2 19

日本 199 76 38.2 批发、零售 27 运输机械器具 25 一般机械器具 5 42

东盟 148 74 50 批发、零售 28 运输机械器具 24 电气设备器具 7 33

出口 新西兰 38 9 23.7 批发、零售 4 食品等 各1 6

东盟 49 23 46.9 批发、零售 14 电气设备器具等 各2 食品等 各1 5

米国 29 7 24.1 运输机械器具 4 运输机械器具 1 3

新西兰 出口 澳大利亚 18 13 72.2 食品 4 木材、纸浆 2 纤维等 各1 3

印度尼西亚

出口

进口

越南

出口

进口

中国

出口

进口

澳大利亚
进口

台湾

韩国

出口

进口

印度

出口

进口

第3位第2位第1位

利用企业数　排名前3位的行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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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实施项目中备受期待的项目(排名前10项，多选) 

回答项目       整体 
按行业
制造业 

按行业 
非制造业 

排名前3位的国家 

第1位 
通关手续的简化 
(报关表的统一、进出口的单一窗口制度)  

63.9  71.3 54.4 
印度尼西亚 
(73.4) 

老挝 
(72.7) 

越南 
(69.6) 

第2位 
防止税收制度中的双重征税，消除源泉征收税率的
不统一 

32.0  31.1 33.1 
缅甸 
(50.0)  

越南 
(41.8) 

菲律宾 
(39.5) 

第3位 CLMV(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取消进口关税 29.6  27.4 32.5 
柬埔寨 
(69.2) 

泰国 
(41.4)  

缅甸 
(41.3) 

第4位 统一对原产地规则等的解释与执行 28.2  31.9 23.4 
印度尼西亚 
(35.6) 

柬埔寨 
(30.8) 

越南 
(30.4) 

第5位 熟练劳动者的自由流动 24.7  23.9 25.6 
马来西亚 
(32.9) 

泰国 
(30.8)  

缅甸 
(30.4)  

第6位 减少非关税壁垒( 许可证条件、强制标准等)  23.3  21.1 26.2 
印度尼西亚 
(33.0)  

新加坡 
(32.0) 

缅甸 
(26.1) 

第7位 东盟采取统一的标准、认证、标识制度 20.9  20.4 21.6 
缅甸 
(30.4)  

新加坡 
(26.2) 

印度尼西亚 
(22.7)  

第8位 区域内公平竞争环境的完善 18.5  17.5 19.8 
缅甸 
(26.1)  

印度尼西亚 
(20.6) 

新加坡 
(20.1) 

第9位 资本移动管制放宽 17.6  11.9 25.0 
缅甸 
(28.3)  

新加坡 
(23.0)  

印度尼西亚 
(19.0)  

第10位 
服务业出资限制放宽 
(东盟企业最低70％以上)  

16.0  5.6 29.4 
老挝 
(27.3) 

缅甸 
(19.6) 

泰国 
(19.5) 

（%） 

●关于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实施项目中备受期待的项目，回答“通关手续的简化（报关表的统一、进出口的单一窗口制度) ”的企业占比遥遥
领先，为63.9％。其中，印度尼西亚（73.4％）、老挝（72.7％）均超过了70%。 
●按行业来看，制造业与非制造业提及“通关手续的简化”的企业占比分别为71.3％和54.4％，制造业比非制造业高出15个百分点以上。 

仅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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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n=244) (％) 

1 通关手续的简化 57.4 

2 CLMV(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取消进口关税 38.1 

3 防止税收制度中的双重征税，消除源泉征收税率的不统一 32.8 

4 减少非关税壁垒( 许可证条件、强制标准等)  32.0 

5 东盟采取统一的标准、认证、标识制度 26.2 

泰国(n=565) (％) 

1 通关手续的简化 60.0  

2 CLMV(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取消进口关税 41.4 

3 熟练劳动者的自由流动 30.8 

4 统一对原产地规则等的解释与执行 28.9 

5 防止税收制度中的双重征税，消除源泉征收税率的不统一 24.3 

越南(n=378) (％) 

1 通关手续的简化 69.6 

2 防止税收制度中的双重征税，消除源泉征收税率的不统一 41.8 

3 CLMV(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取消进口关税 31.0 

4 统一对原产地规则等的解释与执行 30.4 

5 减少非关税壁垒( 许可证条件、强制标准等)  22.5 

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实施项目中备受期待的项目（排名前2-5项，多选） 

印度尼西亚(n=379) (％) 

1 通关手续的简化 73.4 

2 防止税收制度中的双重征税，消除源泉征收税率的不统一 35.9 

3 统一对原产地规则等的解释与执行 35.6 

4 减少非关税壁垒( 许可证条件、强制标准等)  33.0 

5 东盟采取统一的标准、认证、标识制度 22.7  

马来西亚(n=219) (％) 

1 通关手续的简化 57.5 

2 熟练劳动者的自由流动 32.9 

3 东盟采取统一的标准、认证、标识制度 22.4 

4 统一对原产地规则等的解释与执行 21.0 

5 防止税收制度中的双重征税，消除源泉征收税率的不统一 19.2 

菲律宾(n=119) (％) 

1 通关手续的简化 63.9 

2 防止税收制度中的双重征税，消除源泉征收税率的不统一 39.5 

3 熟练劳动者的自由流动 25.2 

4 统一对原产地规则等的解释与执行 21.0 

5 东盟采取统一的标准、认证、标识制度 19.3 

缅甸(n=46) (％) 

1 防止税收制度中的双重征税，消除源泉征收税率的不统一 50.0 

2 通关手续的简化 47.8 

3 CLMV(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取消进口关税 41.3 

3 CLMV的基础设施开发 41.3 

柬埔寨（n=26） (％) 

1 通关手续的简化 69.2 

1 CLMV(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取消进口关税 69.2 

3 CLMV的基础设施开发 38.5 

老挝(n=11) (％) 

1 通关手续的简化 72.7 

2 CLMV(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取消进口关税 36.4 

（注）“通关手续的简化”包括
报关表的统一、进出口的单一窗
口制度。 

仅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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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项目       整体 
按行业
制造业 

按行业 
非制造业 

排名前3位的国家 

第1位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56.7  62.8 49.0 
柬埔寨 
(83.3) 

印度尼西亚 
(68.4) 

越南 
(64.1) 

第2位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30.9  28.4 34.0 
缅甸 
(59.5) 

老挝 
(50.0) 

印度尼西亚 
(42.9) 

第3位 
采用便于使用的原产地规则(海关编码变更标
准及附加值标准的可选性规则的使用等)  

28.2  31.0 24.7 
泰国 
(35.5) 

印度 
(34.1) 

马来西亚 
(32.2)  

第4位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27.7  28.0 27.5 
新西兰 
(39.1) 

新加坡 
(38.7) 

韩国 
(32.8) 

第5位 东盟与日中韩印澳新16国全部参与 27.5  27.7 27.3 
新西兰 
(56.5) 

澳大利亚 
(42.5) 

韩国 
(32.2) 

第5位 完善区域内公平竞争环境 22.7  21.8 23.9 
新西兰 
(32.6) 

澳大利亚 
(30.1) 

韩国 
(25.7) 

第7位 放宽或撤销外资准入限制 22.6  14.2 33.0 
缅甸 
(42.9) 

新加坡 
(33.0) 

印度尼西亚 
(32.7) 

第8位 
在商品种类数与贸易量双方面提高自由度 
(关税取消率)  

22.4  23.8 20.7 
新西兰 
(39.1) 

柬埔寨 
(29.2) 

韩国 
(28.7) 

第9位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14.9  14.7 15.2 
缅甸 
(26.2) 

中国 
(23.0) 

新西兰 
(21.7) 

第10位 降低或消除服务贸易壁垒 14.3  7.9 22.3 
老挝 
(37.5) 

新西兰 

(34.8) 
缅甸 
(28.6) 

（%） RCEP谈判所讨论项目中备受期待的项目(排名前10项，多选) 仅RCEP参与国 

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中所讨论的项目，企业最期待的项目是“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占比
达56.7％，其次为“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30.9％）。 
按行业来看，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回答“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的企业占比分别为62.8％和49.0％，前者高出后者13.8个百分点，回答
“放宽或撤销外资准入限制”的非制造业占比（33.0％）较制造业占比（14.2％）高出18.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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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谈判所讨论项目中备受期待的项目（排名前5项，多选） 

柬埔寨(n=24) (％) 

1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83.3 

2 在商品种类数与贸易量双方面提高自由度(关税取消率)  29.2 

2 
采用便于使用的原产地规则  
(海关编码变更标准及附加值标准的可选性规则的使用等) 

29.2 

4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25.0 

4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25.0 

印度尼西亚(n=364) (％) 

1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68.4 

2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42.9 

3 放宽或撤销外资准入限制 32.7 

4 
采用便于使用的原产地规则  
(海关编码变更标准及附加值标准的可选性规则的使用等) 

31.6 

5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27.2 

菲律宾(n=118) (％) 

1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62.7 

2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39.8 

3 放宽或撤销外资准入限制) 28.0 

4 
采用便于使用的原产地规则  
(海关编码变更标准及附加值标准的可选性规则的使用等) 

27.1 

5 完善区域内公平竞争环境 25.4 

马来西亚(n=202) (％) 

1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46.5 

2 
采用便于使用的原产地规则 
 (海关编码变更标准及附加值标准的可选性规则的使用等) 

32.2 

3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29.7 

4 东盟与日中韩印澳新16国全部参与 24.3 

5 完善区域内公平竞争环境 22.3 

缅甸(n=42) (％) 

1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59.5 

2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57.1 

3 放宽或撤销外资准入限制 42.9 

4 降低或消除服务贸易壁垒 28.6 

5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26.2 

泰国(n=543) (％) 

1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50.6 

2 
采用便于使用的原产地规则  
(海关编码变更标准及附加值标准的可选性规则的使用等) 

35.5 

3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28.7 

3 东盟与日中韩印澳新16国全部参与 28.7 

5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28.2 

新加坡(n=191) (％) 

1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52.4 

2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38.7 

3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33.5 

4 放宽或撤销外资准入限制 33.0 

5 
采用便于使用的原产地规则 
 (海关编码变更标准及附加值标准的可选性规则的使用等) 

31.9 

越南(n=368) (％) 

1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64.1 

2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39.1 

3 
采用便于使用的原产地规则 
 (海关编码变更标准及附加值标准的可选性规则的使用等) 

30.2 

4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24.2 

4 放宽或撤销外资准入限制 24.2 

仅RCEP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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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谈判所讨论项目中备受期待的项目（排名前5项，多选） 

新西兰(n=46) (％) 

1 东盟与日中韩印澳新16国全部参与 56.5 

2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39.1 

2 在商品种类数与贸易量双方面提高自由度(关税取消率)  39.1 

4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34.8 

4 降低或消除服务贸易壁垒 34.8 

印度(n=331) (％) 

1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63.4 

2 
采用便于使用的原产地规则 
 (海关编码变更标准及附加值标准的可选性规则的使用等) 

34.1 

3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31.4 

3 东盟与日中韩印澳新16国全部参与 31.4 

5 在商品种类数与贸易量双方面提高自由度(关税取消率)  26.6 

澳大利亚(n=146) (％) 

1 东盟与日中韩印澳新16国全部参与 42.5 

2 完善区域内公平竞争环境 30.1 

3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26.7 

3 在商品种类数与贸易量双方面提高自由度(关税取消率)  26.7 

5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22.6 

韩国(n=171) (％) 

1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43.3 

2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32.8 

3 东盟与日中韩印澳新16国全部参与 32.2 

4 在商品种类数与贸易量双方面提高自由度(关税取消率)  28.7 

5 完善区域内公平竞争环境 25.7 

中国(n=719) (％) 

1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62.3 

2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27.8 

3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27.4 

4 东盟与日中韩印澳新16国全部参与 24.9 

5 完善区域内公平竞争环境 24.8 

老挝(n=8) (％) 

1 通关制度与手续的简化 62.5 

2 工作签证签发制度及手续的放宽 50.0 

3 降低或消除服务贸易壁垒 37.5 

4 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25.0 

4 东盟与日中韩印澳新16国全部参与 25.0 

4 完善区域内公平竞争环境 25.0 

4 在商品种类数与贸易量双方面提高自由度(关税取消率)  25.0 

仅RCEP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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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数 非 制   造   业 制   造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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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工资(2) 较上年的增长率(中国及主要国家走势) 

67 

按行业来看，非制造业的变化幅度较小。 
2014年中国、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工资增长率（总数，以下同此）呈下降趋势，除个别国家外，基本都回落到10%左右。 
中国的增长率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12.9%，之后逐年下滑，2014年为8.5%，2015年（预测）增速将放缓至7.9%。 
印度尼西亚2014年增长率为14.2%，较之急剧上升的2013年（24.7%）低了10.5个百分点。 
所有国家2015年（预测）增长率均将呈现缓慢下滑趋势。 

(％) (％) (％) 

（注）2015年为预测值 

总   数 制    造    业 非   制    造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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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12  
113  
127  
161  
173  
176  
239  
249  
253  
369  
403  
453  

1,082  
1,598  
1,793  
1,851  

3,159  
4,162  

0  2,500  5,000  

孟加拉国(17) 
老挝(6) 

柬埔寨(17) 
缅甸(6) 

斯里兰卡(12) 
巴基斯坦(9) 
越南(243) 
印度(137) 
菲律宾(73) 

印度尼西亚(239) 
泰国(313) 
中国(499) 

马来西亚(153) 
台湾(38) 

新加坡(44) 
韩国(63) 
香港(31) 

新西兰(20) 
澳大利亚(30) 

８.工资(3) 基本工资及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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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美元  单位： 美元  单位： 美元 

 单位： 美元  单位：美元 

174  
268  
323  
344  
372  
388  
402  
407  
421  
557  
673  
681  

1,000  
1,466  

2,290  
2,630  
2,829  

4,641  
5,784  

0  4,000  8,000  

老挝(3) 

柬埔寨(12) 

越南(213) 

菲律宾(68) 

巴基斯坦(9) 

中国(424) 

马来西亚(137) 

香港(14) 

新加坡(35) 

澳大利亚(26) 

569  
668  
771  
775  
810  
951  
962  
1,012  
1,028  
1,234  
1,268  
1,487  
1,857  
2,137  

3,439  
3,832  

4,362  
5,883  

7,371  

0  5,000  10,000  

孟加拉国(20) 
柬埔寨(11) 

老挝(2) 
斯里兰卡(10) 
越南(210) 
缅甸(6) 

印度尼西亚(224) 
巴基斯坦(8) 
菲律宾(66) 
中国(470) 
印度(152) 
泰国(293) 

马来西亚(142) 
台湾(38) 
韩国(68) 
香港(34) 

新加坡(38) 
新西兰(22) 

澳大利亚(30) 

222  
273  
309  
354  
378  
427  
434  
451  
474  
570  
663  

865  
991  

1,276  
2,244  
2,434  
2,447  

3,419  

4,579  

0  2,500  5,000  

巴基斯坦(5) 
孟加拉国(10) 
斯里兰卡(13) 

缅甸(29) 
老挝(7) 

印度尼西亚(143) 
柬埔寨(17) 
越南(148) 
菲律宾(35) 
印度(150) 
泰国(231) 
中国(302) 

马来西亚(66) 
台湾(40) 
香港(162) 
韩国(100) 

新加坡(210) 
新西兰(26) 

澳大利亚(98) 

731  
779  
870  
965  
978  
1,103  
1,195  
1,243  
1,244  
1,493  
1,557  

1,991  
2,032  
2,215  

4,076  
4,276  

4,425  
6,537  

8,149  

0  5,000  10,000  

斯里兰卡(12) 
巴基斯塔(5) 
孟加拉国(9) 
柬埔寨(11) 
缅甸(19) 
越南(127) 

印度尼西亚(125) 
老挝(5) 

菲律宾(32) 
印度(147) 
泰国(194) 
中国(271) 

马来西亚(63) 
台湾(37) 
韩国(101) 
香港(136) 

新加坡(195) 
新西兰(25) 

澳大利亚(94) 

基本工资：除各类津贴以外的工资，截至2014年10月。 
 
工人：正式雇用的普通工人，拥有3年左右工作经验。包
工劳动者及试用期员工除外。 

工程师：正式雇用的骨干技术人员，专科学校或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且拥有5年左右工作经验。 

管理人员(制造业)：正式雇用的销售科长级别人员，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且拥有10年左右工作经验。 

普通员工：正式雇用的普通职务人员，拥有3年左右工作
经验。劳务派遣及试用期员工除外。 

管理人员(非制造业)：正式雇用的销售科长级别人员，大
学本科以上学历，且拥有10年左右工作经验。  

 
注：柬埔寨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工资均以本国或本地区货
币计算（但缅甸可以选择本国货币或美元）。各职务以
本国或本地区货币计算的平均工资，均按照2014年10月
平均汇率(以各国家与地区央行公布汇率为准，中国则为
外汇管理局公布汇率)换算成美元。缅甸各企业使用货币
并不统一(本国货币或美元)，故将使用本国货币的企业
数据换算为美元后，再取平均值。 

制造业・工人 

非制造业・管理人员 非制造业・普通员工 

制造业・工程师 制造业・管理人员 括号内为回答企业数 



８.工资(4) 全年实际负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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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工人 

非制造业・管理人员 非制造业・普通员工 

制造业・工程师 制造业・管理人员 
 单位： 美元  单位： 美元  单位： 美元 

 单位： 美元  单位： 美元 

括号内为回答企业数 

2,615  
3,929  
3,996  
4,700  
5,800  
5,901  
6,611  
7,215  
8,693  
8,736  

12,444  
13,045  
15,641  

25,422  
33,111  

42,726  
48,435  

54,567  

76,667  

0  50,000  100,000  

老挝(3) 
孟加拉国(15) 

柬埔寨(10) 
缅甸(2) 

越南(192) 
斯里兰卡(7) 
菲律宾(56) 

印度尼西亚(170) 
印度(123) 

巴基斯坦(8) 
泰国(247) 
中国(378) 

马来西亚(83) 
台湾(28) 
香港(13) 
韩国(52) 

新加坡(27) 
新西兰(15) 

澳大利亚(29) 

1,580  
1,718  
1,887  
2,062  
2,294  
2,989  
3,618  
3,817  
4,012  
4,481  

7,120  
7,630  

8,204  

18,404  
26,285  
26,718  

32,826  
37,007  

55,089  

0  30,000  60,000  

孟加拉国(17) 
老挝(6) 

柬埔寨(16) 
缅甸(3) 

斯里兰卡(9) 
越南(213) 
印度(122) 

巴基斯坦(8) 
菲律宾(62) 

印度尼西亚(205) 
泰国(260) 

马来西亚(95) 
中国(434) 
台湾(31) 

新加坡(28) 
香港(25) 
韩国(61) 

新西兰(17) 
澳大利亚(32) 

8,683  
9,054  
11,107  
12,153  
12,312  
13,499  
15,807  
16,468  
20,123  
21,925  
22,921  
25,143  
29,499  

37,992  
54,526  
57,232  

69,548  
73,873  

102,625  

0  60,000  120,000  

孟加拉国(20) 
柬埔寨(9) 

斯里兰卡(8) 
老挝(2) 
缅甸(4) 

越南(189) 
菲律宾(55) 

印度尼西亚(193) 
印度(135) 

巴基斯坦(8) 
中国(415) 
泰国(250) 

马来西亚(86) 
台湾(31) 
香港(30) 
韩国(67) 

新加坡(28) 
新西兰(19) 

澳大利亚(33) 

10,373  

13,776  

13,811  

14,854  

15,251  

17,422  

18,452  

19,213  

19,742  

23,513  

26,109  

30,829  

35,786  

40,521  

66,404  

72,640  

74,692  
88,159  

121,060  

0  70,000  140,000  

斯里兰卡(11) 

缅甸(16) 

柬埔寨(11) 

巴基斯坦(5) 

孟加拉国(8) 

老挝(5) 

越南(104) 
印度尼西亚(110) 

菲律宾(30) 

印度(143) 

泰国(159) 

马来西亚(41) 

中国(251) 

台湾(32) 

香港(115) 

新加坡(142) 

韩国(103) 
新西兰(24) 

澳大利亚(89) 

3,860  

3,973  

4,802  

5,178  

5,599  

5,651  

7,263  

7,678  

7,848  

8,615  

11,049  

14,439  

15,441  

21,355  

34,500  

39,119  

45,204  

45,676  

65,682  

0  40,000  80,000  

斯里兰卡(11) 
巴基斯坦(5) 

老挝(6) 
缅甸(23) 

柬埔寨(15) 
孟加拉国(8) 

印度尼西亚(127) 
菲律宾(32) 
越南(117) 
印度(144) 
泰国(185) 

马来西亚(46) 
中国(272) 
台湾(32) 
香港(138) 

新加坡(149) 
新西兰(26) 
韩国(101) 

澳大利亚(93) 
全年实际负担额：企业所负担的人均总额 (基本工
资、各类津贴、社会保险、加班费、奖金等的全
年合计值。离职金除外。截至2014年（度）)。 

 
工人、工程师、管理人员(制造业)、普通员工、管
理人员(非制造业)：参照上页。 

 
注：柬埔寨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均以本国或本地区货
币计算（但缅甸可以选择本国货币或美元）。各
职务以本国或本地区货币计算的全年实际负担额
平均值，均按照2014年10月平均汇率(以各国家与
地区央行公布汇率为准，中国则为外汇管理局公
布汇率)换算成美元。缅甸各企业使用货币并不统
一(本国货币或美元)，故将使用本国货币计算的
企业数据换算为美元后，再取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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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工人 

非制造业・管理人员 非制造业・普通员工 

制造业・工程师 制造业・管理人员 
 单位： 个月  单位： 个月  单位： 个月 

 单位： 个月  单位： 个月 

括号内为回答企业数 

0.3 
0.5 

0.9 
1.1 
1.3 
1.3 
1.5 
1.6 
1.6 
1.6 
1.6 

1.9 
1.9 
2.0 

2.2 
3.3 
3.4 

3.8 
4.0 

0  3  6  

新西兰(10) 
澳大利亚(17) 

柬埔寨(11) 
印度(129) 

老挝(4) 
缅甸(3) 

斯里兰卡(9) 
孟加拉国(15) 

菲律宾(64) 
香港(13) 

越南(211) 
马来西亚(124) 

中国(416) 
新加坡(35) 

印度尼西亚(182) 
泰国(287) 
台湾(32) 
韩国(54) 

巴基斯坦(8) 

0.2 
0.5 

0.7 
0.8 
1.0 

1.3 
1.4 
1.5 
1.5 
1.6 
1.6 
1.8 
1.9 
2.0 
2.1 

3.1 
3.2 

4.1 

4.2 

0  3  6  

新西兰(10) 
澳大利亚(22) 

柬埔寨(14) 
老挝(6) 

印度(131) 
缅甸(4) 

斯里兰卡(11) 
菲律宾(69) 
越南(238) 
香港(29) 

孟加拉国(18) 
中国(493) 

马来西亚(139) 
新加坡(44) 

印度尼西亚(214) 
台湾(38) 

泰国(312) 
巴基斯坦(8) 

韩国(62) 

0.5 
0.8 
1.0 
1.1 
1.3 
1.5 
1.7 
1.7 
1.7 
1.7 

2.0 
2.0 
2.0 
2.0 

2.3 
3.3 

3.7 
3.7 

4.1 

0  3  6  

新西兰(10) 
澳大利亚(22) 
柬埔寨(10) 
印度(138) 
缅甸(3) 

斯里兰卡(10) 
越南(209) 
香港(33) 

菲律宾(66) 
孟加拉国(20) 

马来西亚(129) 
老挝(2) 

中国(457) 
新加坡(38) 

印度尼西亚(205) 
泰国(295) 
台湾(38) 
韩国(65) 

巴基斯坦(8) 

0.8 

1.1 

1.1 

1.3 

1.3 

1.4 

1.8 

2.0 

2.0 

2.0 

2.1 

2.1 

2.2 

2.4 

2.4 

2.7 

2.9 
2.9 

3.0 

0  2  4  

老挝(5) 
新西兰(18) 
柬埔寨(11) 
缅甸(18) 

澳大利亚(84) 
印度(136) 
越南(127) 

菲律宾(32) 
斯里兰卡(9) 

印度尼西亚(125) 
香港(134) 

孟加拉国(9) 
中国(267) 

马来西亚(57) 
新加坡(193) 
巴基斯坦(4) 

台湾(37) 
泰国(190) 
韩国(98) 

0.7 
0.8 
0.9 

1.2 
1.3 
1.3 

1.6 
1.6 

1.8 
1.9 
1.9 
1.9 
2.0 
2.1 

2.3 
2.7 
2.7 
2.7 
2.7 

0  2  4  

老挝(6) 
澳大利亚(87) 
新西兰(20) 
柬埔寨(16) 
缅甸(30) 
印度(141) 
越南(147) 

孟加拉国(11) 
香港(159) 

菲律宾(32) 
斯里兰卡(9) 

印度尼西亚(140) 
中国(298) 

马来西亚(58) 
新加坡(208) 

台湾(40) 
泰国(226) 

巴基斯坦(4) 
韩国(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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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咨询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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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006 东京都港区赤坂1－12－32 

TEL：03-3582-5179（亚洲大洋洲课） 

           03-3582-5181（中国北亚课） 

E-mail：ORF@jetro.go.jp（亚洲大洋洲课） 

              ORG@jetro.go.jp（中国北亚课） 

各相关人员在利用本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时，请自行判断，自负责任。JETRO尽最大可能确保信息
准确，但如果任何人因本报告所提供信息而利益受损， JETRO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