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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華南地域（広東省、福建省、海南省）

第３章
华南地区（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

广东省
2 0 2 2 年，广 东 省 实 现 地 区 生 产总值（G R P）

129,118.58亿元，增长率为1.9％。这一结果远低于
5.5％左右的增长率既定目标。

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复苏起到了支撑作用；另一方面，
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消费及贸易的增速均出现了同比
下降。从广东省日资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来看，第一位
为“员工工资上涨”（80.2％），第二位为“采购成本增加”
（67.4％），第三位为“竞争对手崛起（成本及价格方面竞
争）”（66.3％）。

广东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2年，广东省的GRP为129,118.58亿元，增长率为

1.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340.36亿元，增长5.2％；第

二产业增加值52,843.51亿元，增长2.5％；第三产业增加值

70,934.71亿元，增长1.2％。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下降2.6％（增长率同

比回落8.9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4,900亿元，

比上年增长1.6％（回落8.3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为83,102.9亿元，比上年增长0.5％（回落

16.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3,323.4亿元，同比增长5.5％（回

落10.7个百分点）；进口29,779.5亿元，下降7.4％（回落24.8个

百分点）。

具体问题及改善建议
2022年，新冠病毒疫情给企业的运营带来了巨大冲击。

受上海封城的影响，广东省的制造业企业也出现了供应链

混乱的情况，该省7月份工业增加值的增幅同比下降23.1％。

10月份，由于省内疫情的蔓延，工业增加值的增幅同比下降

14.4％。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于2022年8月-9月实施的在华日资企

业实况调查结果显示，广东全省实现盈利的日资企业占比为

74.8％，在全国所有省市中排名第一。但有意扩大经营规模

的企业比例仅为27.3％，在所有省市中排名最末。

＜与地方政府等的交流情况＞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事务所与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

馆、各商工会开展合作，不断加强与广东省政府之间的联

系，并于2022年与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举行了意见交流

会，具体情况如下。

广州市与日资企业意见交流会
・ 2023年3月30日

・ 广州市方面的参会人员：广州市商务局局长、广州开发
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等 共50人

・ 日方参会人员：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JETRO广州事务
所、日本商工会会员企业等 共50人

・ 交流内容：在居住环境、城市与交通、营商环境、产业
政策等四个领域提出了14项要求，并得到了广州市相关
政府部门的答复。

深圳市与日资企业意见交流会
・ 2022年10月26日

・ 深圳市方面的参会人员：深圳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深圳
市商务局副局长、深圳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及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有关部门
负责人 共14人

・ 日方参会人员：来自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广州事务所、深圳日本商工会会员企业等 共
35人

・ 交流内容：针对新冠病毒防疫措施、养老保险及技术投
资领域的政府扶持政策等7项内容提出了建议和问题，
并与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交换了意见。

东莞市与日资企业意见交流会
・ 2022年9月28日

・ 东莞市方面的参会人员：东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外
事局局长、市商务局副局长、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等 共
18人

・ 日方参会人员：来自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广州事务所、东莞东部日本人会、东莞日资企
业联络会、东莞石龙日本人会等 共12人

・ 交流内容：针对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续签、香港和东莞
之间的跨境物流、A类外国人才的个人所得税退税等9
项内容提出了问题，并与东莞市政府有关部门交换了意
见。为帮助日资企业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各项优惠政策，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东莞市商务局商定，今后将定期面
向东莞的日资企业举办研讨会，为其提供政策信息。

＜建议＞
　现将日资企业在与各地政府的意见交流会上提出

的主要课题、建议以及访问企业时提出的问题作
为建议事项归纳如下。

居住环境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关于大湾区的补贴津贴，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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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7月-8月开始申请这项补贴，2022年度的
尚未开始，请告知开始时间。

营商环境方面（电力、环境、通关）的课题及建议

　由于中国环境管控越来越严格，有时会进入工厂
进行突击环境监察。由于生产安排等因素，希望
提前得到通知，并希望共享环境监察等方面的年
度计划。

　2021年夏天，广州地区的一些工厂因限电而被勒
令突然停产，或因突然停电造成重新安排生产和
停电损失。之后在2022年采取了稳定电力供应的
措施，希望共享具体措施的进展及其效果、以及
2023年计划。希望在不得已实施限电的情况下，
应有周密的规定，并提前发布公告，避免制造业
出现混乱和蒙受损失。

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关于碳排放权交易，感谢广东省政府在2022年8
月做出的努力，首次通过有偿拍卖方式向企业发
放部分排放许可。然而，由于拍卖方式的信息披
露不足，参与企业无法立即获得实时数据，这使
得他们无法获得预期的交易结果。政府拍卖交易
后市场价格急剧上升，企业方面增加负担的风险
非常大。希望政府将拍卖次数定为每季度一次，
并定期将碳排放权投入市场。希望对每次的竞
拍数量设置上限，并实时显示剩余可竞拍的数
量，以便参与企业可以选择是否竞拍。

福建省
2022年，福建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53,109

亿元，增长率为4.7％。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和贸易均实现
同比增长，但增速低于上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汇率波动已成为最大的课题，此外仍然存在员
工工资上涨和采购成本增加等课题。

福建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2年，福建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53,109亿元，

增长率为4.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076.20亿元，增长

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078亿元，增长5.4％；第三产业增

加值24,955亿元，增长4.0％。

从各项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7.5％（增长

率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1,050亿

元，比上年增长3.1％（回落6.1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达19,829亿元，比上年增长7.6％（回落23.3个

百分点）。其中，出口额12,140亿元，增长12.3％（回落15.4个百

分点）；进口额7,688亿元，增长0.9％（回落34.8个百分点）。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9.9亿美元，增长1.8％。

具体建议及问题
福建省日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福州市、厦门市及其近郊。

从福建省日资企业所面临的课题来看，第一位为“汇率

波动”“员工工资上涨”（73.9％），第三位为“采购成本增

加”（70.0％）。尤其是人才确保面临课题较大，无论是普通

工人还是技术人员，在各省市排名中均在前五位。

＜建议＞
劳务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尤其是一些制造业企业，员工（一线工人、文
员）离职率居高不下，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
影响。包括劳务派遣公司、员工内部推荐制度以
及网上招聘等方式在内，各企业纷纷拓展招聘
渠道，但大部分企业都毫无例外地呈现出离职
率上升之势。希望能够从确保福建省日资企业稳
定运营的角度出发，由政府出面予以相应的政策
支持。

行政服务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当政府部门向企业传达有关政策时，企业往往
会在所需提交文件的提交时间即将截止时才会
接到通知。有关补贴等相关政策，希望能够及时
告知企业。此外，在企业可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关
信息的情况下，也依然希望能够及时对企业加以
提醒。

海南省
2 0 2 2 年，海 南 省 实 现 地 区 生 产总值（G R P）

6,818.22亿元，增长率为0.2％。

进出口总额2,009.47亿元，比上年增长36.8％
（回落20.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22.60亿元，增长
120.7％（上升140.3个百分点）；进口1,286.87亿元，增
长12.8％（回落60.8个百分点）。

海南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2年，海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6,818.22亿

元，增长率为0.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17.79亿元，增

长3.1％；第二产业增加值1,310.94亿元，下降1.3％；第三产业

增加值4,089.49亿元，下降0.2％。

从项目类别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下

降4.2％（增长率同比回落5.0个百分点），其中，非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268.35亿元，比

上年下降9.2％（回落35.4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2,009.47亿元，比上年增长36.8％（回落

20.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22.60亿元，增长120.7％（提高

140.3个百分点）；进口1,286.87亿元，增长12.8％（回落60.8

个百分点）。

2022年，海南离岛免税品消费金额达到495亿元，同比

增长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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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建议及问题
日资企业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抱有很大的兴趣。

截至2022年2月，海南省共有9家免税店，均由大型国有

企业负责经营。当前的审批制度并未对外资企业的准入作出

明文限制，但实际上获批的全部为国有企业。

此外，海南省全岛人口不到1,000万，存在着人力资源方

面的课题。尽管当地政府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高端人

才，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依然未能得到缓解。

＜建议＞
海南自由贸易港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① 为了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营造
更好的营商环境，希望充分利用与日资企业的意
见交流平台，定期开展交流工作。

② 海南省全岛人口数量极少，只有950万人，存在着
人力资源方面的课题。希望当地政府在通过各
种优惠政策吸引高端人才的同时，能够针对普通
劳动者出台引进及教育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
完善多元化的人才引进政策。

③ 在对海南省进行投资以及对外贸易时，日资企业
尤其关注当地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因此，
希望能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并面向日资企业进行
广泛的宣传。

④ 尽管法律法规并未明文限制外资企业投资岛内
免税商店，但外资企业的申请很难获批，目前处
于实质上由5家中国企业寡头垄断的状态。在免
税店的运营方面，希望能够为外资企业准备一
份运营指南，以便其参与该项业务，并且希望对
于内外资企业能够一视同仁，确保审批的公平
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