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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中国各地日资企业在商务环境上所面临的问
题展开了分析，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进行了归
纳汇总，并作为建议向中国政府（中央、地方）
提出。

➢ 向中国日本商会及中国各地商会组织的日资企业
（8,353家法人会员）征求意见。

➢ 总共由28章组成，建议条数共计526条。由活跃在
中国商务第一线的中国日本商会会员企业的约50
名人员执笔。

什么是《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2年白皮书》 2



➢ 整体理念
“确保公平性（特别是要提高可预见性和透明度）”

➢ 建议的三要素
1．公平竞争
2．对外开放
3．行政规章的执行及程序

➢ 今年的重点领域
①“放宽新冠肺炎疫情相关限制（恢复和增加与日本的直航航班、快速签发签证，
放宽制约常驻人员来华赴任或日籍员工来华出差的各种手续、缩短集中隔离时间
等）”
②“关于碳中和的合作与诉求”
③“数据跨境和管理相关问题”

➢ 综合概要
集中列出了“新冠肺炎疫情与日资企业”“碳中和与日资企业”相关建议，并介
绍了在华日资企业CSR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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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改善的主要项目

➢ 记载了去年的建议中按照白皮书建议的方向得到了改善的主要项目（2022年白皮书
日文P14、中文P15）。

➢ 希望中方在各领域继续加大改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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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版白皮书，“投资”建议③）
•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的限制及禁止条款进一步减少。
※2018年版：48项→2019年版：40项→2020年版：33项→ 2021年版：31项

（ 2021年版白皮书，“税务及会计”建议⑥）
•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方面，2021年底颁布了延续通知，明确规定有关津补贴优惠政策执行期限

延长至2023年底。

（ 2021年版白皮书，“医疗器械及体外诊断试剂”建议3．）
• 《医疗器械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2021年第47号）和《体外诊断试剂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

（2021年第48号）均明确规定，延续注册的批准时间在原注册证有效期内的，延续注册的注册
证有效期起始日为原注册证到期日次日，由此明确了新旧注册证的有效期限。

（ 2021年版白皮书，“化妆品”建议5．）
• 《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管理规定》于2021年5月1日颁布实施，其中，免除了普通化妆品的产品

安全试验中的动物试验。作为免除条件，需取得“生产企业所在国（地区）政府主管部门出具
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相关资质认证”，日本厚生劳动省签发的“化妆品制造许可证”被认定为
有效资料。



日资企业对中国社会的贡献

➢ 许多日资企业除在中国境内进行再投资外，还在商业以外例如扶贫和环境保护等
领域开展各种活动，为中国社会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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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日资企业有效问卷数（616家，2021年度JETRO调查）中，约五成企业将
在华累计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或“一半左右”用作投资本金，用于增强在
中国境内的生产和销售等能力。

• 在华日资企业有效问卷数（639家，2021年度JETRO调查）中，约四成企业回
答在中国已经开展社会公益（CSR）事业。其中，超过一成企业将超过1％的
在华累计收益用于CSR事业支出。在开展CSR事业的领域中，“慈善”占比最
高，达到48.8％，其次是“环保”，占44.7％，其他依次为“社会福利”“
教育”“治灾”和“国际交流”。

• 中国日本商会收集了日资企业具体开展的CRS事业实例后发现，日资企业开
展的援助活动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包括贫困地区支援、环保、促进碳中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残障人士支援、教育支援、救灾支援等



项目 概要

为贫困地区

和贫困人群

提供援助

• 向贫困地区的小学捐赠书包和校服。

• 资助贫困地区学生就学。为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并与教师、学生开展交流活动。

• 向贫困地区中小学提供IT教育支持。

• 向贫困地区学校捐赠空调。

• 捐赠图书馆、书籍和体育用品。

环境保护 • 面向中国全境实施空瓶回收计划，推广可充装产品的利用。大幅减少塑料用量。

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支援

• 向疫区和医院捐赠了专用防护服和医用消毒酒精等医疗用品，以及空气净化器和灭菌灯等具有保健和

杀菌作用的防护物品。

为残障人士

提供专项支

持

• 为儿童福利院的孤儿和残障儿童提供专项支持。

• 组织员工探访残障儿童福利设施，并向其捐赠食品和生活用品。

提供教育

专项支持

• 举办大学生就业指导和体验活动。

• 多次举办航空课堂（飞行员、乘务员、机械师、飞行管理员、货运人员）。

支援抗灾

救灾活动

• 在河南省洪灾期间，进行了捐款，并采购了紧急救援物资。

• 在江苏省化工厂爆炸事故发生后，向当地医院紧急捐赠所需药品。

日资企业对中国社会的贡献
➢ 日资企业的主要社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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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摘自中国日本商会白皮书中所列问卷调查结果。



“放宽新冠肺炎疫情相关限制（恢复和增加与日
本的直航航班、快速签发签证，放宽制约常驻人
员来华赴任或日籍员工来华出差的各种手续、

缩短集中隔离时间等）”
• 希望尽早恢复与日本的直航航班并增加已恢复航线的班次，快速签发签证，

放宽制约常驻人员来华赴任或日籍员工来华出差的各种手续，改善集中隔离
环境并缩短集中隔离时间，取消集中隔离结束后各城市的额外隔离等措施。

• 此外，白皮书的综合概要还提出了多项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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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日资企业的影响＞
• 中国日本商会5月31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对业务影响的调查》（

实施时间为5月19日-23日，回答数为85家）。在自由回答栏，“随行家属的邀
请函”、“缩短隔离期”、“恢复北京至日本的直航航班”等被列为主要待解
决课题。

• 此外，还有很多人担心强制隔离、从国内外抵京后追加隔离等“社区自行判断
的额外措施”的实施。这些额外措施违背中央政府和市政府的判断和政策。

＜中国日本商会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的工作＞
• 6月17日，中国日本商会向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和中国驻日本大使孔

铉佑发出了“就尽早恢复日中往来事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言”。
• 该建言中包括以下要求：（1）恢复正常的签证签发手续（废除包括短期商务

签证在内的邀请函制度）；（2）修改新冠感染者两个月内不得入境中国的规
定；（3）恢复北京、上海与日本之间的直航航班；（4）确保稳定的航班运
行；(5)确保抵达出境城市的国内交通手段；(6)缩短隔离时间；(7)取消社区
（居委会）自行判断而追加的隔离措施；(8)简化企业和团体高管往来的手续
；(9)应重启面向日本留学生的留学签证签发业务；(10)重新启动中国人的出
境旅游。

新冠肺炎疫情与日资企业 8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改善事项＞
• 2022年6月17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消息称，常驻人员及其随行家属申请

赴华签证无需出具邀请函。
• 7月1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发布消息称，包括短期出差人员的签证在内，

所有签证在申请时均不再需要出具邀请函。
• 2022年6月28日，国务院宣布将境外入境人员的隔离时间从14天缩短至7天，

上海、大连、青岛、天津等主要城市也随之宣布将缩短隔离时间。
• 6月30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消息称，有既往感染史人员痊愈后可在经过

14天健康监测后赴华。
• 6月30日，ANA(全日空)宣布自7月11日起恢复北京至成田机场的直航航班（单

程航班）。

新冠肺炎疫情与日资企业 9



新冠肺炎疫情与日资企业 10

＜其他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建议＞
• 恢复中国游客赴日团体游（希望中方批准恢复）。
• 恢复中国国内入境旅游。
• 针对日籍人员尽快恢复十五日免签政策。
• 明确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措施的结束时间。
• 避免口头方式的传达和指导，改为在网站上发布相应通知或以正式文件的形

式来通知到位。
• 下级行政机关明确公示上级行政机关发布的有关通知，避免双方所发布的通

知或指示相互矛盾。
• 社区和街道等基层组织在制定规则时，不要在上级行政主体所作规定的基础

上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 再次上调外商投资企业的跨境融资上限
（因为尽管外商投资企业的业绩和资金周转未必能够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
水平，但跨境融资上限已降回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水平）。
• 有关部门在针对进口冷冻食品的销售发布通知时，应确保通知内容清晰明确

并做到通知到位，各地方政府应当按照统一的标准执行。
• 灵活批准包括白天时段在内的货运航班运营，以便将国际客运航班起降时段

转换为货运航班起降时段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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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碳中和的合作与诉求”

• 我们欢迎中国政府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以及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 希望对有助于碳中和的技术给予政策支持，对积极合作并为碳中和做出贡
献的企业给予优惠。

（例：对致力于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通过租赁发电机
或引进天然能源来应对限电、通过引进高效设备来提高能效的企业加大补贴力
度；对引进先进的CO2高效减排技术的企业提供政策支持）。



日资企业的碳中和推进措施

➢ 在华日资企业正在积极研究和落实碳中和行动方案。
➢ 有企业反映，在推进过程中面临成本效益、盈利能力和成本负担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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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日资企业有效回答数（666家， 2021年度JETRO调査）中，有超过六成
的企业回答“已经采取脱碳（温室气体减排）措施”或“计划今后采取”。
在“化学医药”、“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纺织服装”等行业，回答
“已经采取措施”的企业占比均达到四成以上。

• 关于具体措施，回答“节约能源资源”的企业占比最多，达到60.8％，其次
依次为，“购买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电力”35.7％、“开发环保新产
品”29.4％（多选）。

• 关于具体的脱碳措施，回答“引进光伏发电装置”的企业占比突出，另一方
面也有企业回答“需要参考其他公司案例，讨论采取更加深入的措施”。非
制造业企业则采取了将包装和包装材料改换为环保材料的措施。

• 也有一些企业反映，在推进脱碳的过程中，企业面临成本效益、盈利能力和
成本负担等问题。



日资企业有关碳中和的建议

节能及环保：
• 在断电之前及早发出通知；将相关时间表和减排目标可视化；对那些环境

贡献度较高的企业不再予以限制；确保所设定的目标不会影响企业生产和
经济增长；确保稳定供电，满足实际需求。

• 对于那些致力于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的企业，采取税收优惠政策。
• 对引进天然能源或通过引进高效设备来提高能效的企业加大补贴力度。

煤炭：
• 引进燃煤锅炉的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技术。
• 考虑采用燃煤锅炉煤碳与生物质燃料混燃的方式。

电力：
• 除了积极推进削峰填谷、负荷响应措施的企业外，还针对那些引进新型储

能设备（包括电动汽车（EV）蓄电池的应用）和设置自用可再生能源电源
等的企业制定优惠政策，例如放宽其节电目标，不对其进行限电和计划停
电，在电力交易价格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等。

• 建立一个绿色证书认证系统，以便电力用户能够向国内外证明其所用电力
为无碳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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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跨境及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 《数据安全法》于2021年9月生效，《个人信息保护法》于同年11月生效
。根据这些涉及数据的法律法规，数据跨境流动等活动将受到很大影响，
日资企业十分关注其执法和相关细则的制定动向等。

• 关于这些涉及数据的法律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应采纳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
相关方的意见，并希望尽快制定和公布执法等详细规定，并在执法方面作
出合理考量。此外，我们希望相关政府部门在实施时提供必要的事前指导，
确保企业充分的应对时间，并在相关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和合作，以确
保顺利实施。



日资企业关于数据跨境及管理的建议

技术标准及认証：
• 希望有关部门充分研究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确保在云服务等业务上不对外资

企业实施差别对待。

汽车：
• 《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等的适用范围过于广泛，应对起来

面临很大困难，并且与该项规定本身相比，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中提
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 对于该规定及相关规定，希望能够首先充分听取行业的意见并设置合理的前
置期，然后再实施。

软件：
•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部分内容相互

重复。
• 希望尽快制定出台相关细则。

金融：
• 《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许多规定都不够详细，导致企业

难以从合规及法律角度做出判断。
• 希望能够明确是否会颁布以及何时颁布相关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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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政府采购：
⚫ 确保进口产品与国产产品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市场。
（对《政府采购法》的相应部分进行修订）
⚫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
（各级行政部门应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部通
知（〔2021〕35号）的规定）
⚫ 希望将“安可”或“信创”制度相关名单予以公开，同时明确所

适用的产品范围、要求内容和标准。公开相关认证产品的信息。
○标准：
⚫ 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标准化工作。

1.公平竞争
为建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希望修订妨碍公平竞争的各项
制度，在政府采购、标准制定等方面公平对待内外资企业，
进一步改革知识产权制度。

2022年建议的三要素 16



＜例＞
希望在以下领域等放宽负面清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对外资准入的
限制。
• 线上音乐发行服务
⚫ 数据中心、云服务等电信增值业务
⚫ 放宽对外国企业和对海外文化创意产品进口、制作、流通、销

售的限制（放宽网络动漫的预审规定等）

2022年建议的三要素

2.对外开放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希望进一步放开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
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采用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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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规章的执行及程序
为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希望简化行政手续，提高办理
速度，大幅取消审批和认证。同时，希望统一制度的执行和解
释，在制度变更时预留充足的准备时间。

＜例＞
〇贸易：
• 在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实际应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实际操作

与条款规定相矛盾的情况，或者额外提出一些该协定中本不存在
的要求，希望予以改进。对于应用协定时所发生的此类问题，希
望各地海关进行统一的应对和操作。

〇节能及环保：
• 在制定环保与节能相关的政策、法律和规划时，希望完善实施细

则，明确相关解释以及相关咨询窗口。
• 各地方、各部门在执行新规定时，希望与国家标准（GB）和地方

标准（DB）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考虑企业的能力，对现有设
备适用新规定设立过渡期和采取过渡性措施。

2022年建议的三要素 18



1．与中央政府主要部门进行对话
・2021年6月9日 商务部亚洲司
・2021年10月26日 外交部亚洲司

2．与特定政府部门等进行对话
就特定领域的课题与政府有关部门深入交换意见。

3．与地方政府进行对话
商会干部与地方政府官员会面时直接递交白皮书并就其内容进行说明。与大使馆、

领事馆及当地日本人团体合作。
（已开展的主要对话）

・2021年7月22日 陕西省省委书记 ・2021年9月8日 山东省省委书记
・2021年9月21日 吉林省省委书记 ・2021年11月2日 福建省省委书记

4．与研究机构进行对话
与智库、高校等承担着向政府建言献策职能的研究机构交换意见。

➢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约90个部门）递交白皮书。
➢就以下内容积极交换意见。

利用《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白皮书》
与中国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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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白皮书》
与中国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对话

➢ 为制定并执行更加灵活的制度，利用白皮书与中国政府部门等及各行业开展交流。
主要案例如下。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
⚫ 工业分会第3分科会LSG（生命科学小组）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有关部门交换了意

见。

＜知识产权＞
⚫ 中国IPG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有关部门交换了意见。

＜钢铁＞
⚫ 向钢铁相关行业的研究所等单位介绍了白皮书的内容。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冶金工业经
济发展研究中心

20



➢【《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2年白皮书》网站】
可下载白皮书全文（日文、中文）PDF文件。

➢ 【中国日本商会 网站】
关于北京的中国日本商会事务局的联系方式等，请浏览以下网页。

其他相关信息

http://www.cjcci.org/list/576.html

http://cjcci.org/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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