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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天津市
2022年，天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

低于全国平均增速（3％）2个百分点。2022年，天津市
虽然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影响，但仍然坚持“稳中有
进”“稳中有固”的方针，制造业拉动地区振兴的成果有所
显现。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约4％。

2022年经济运行情况
2022年，天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6,311.34亿元，比上

年增长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73.15亿元，比上年增长

2.9％；第二产业增加值6,038.93亿元，下降0.5％；第三产业

增加值9,999.26亿元，增长1.7％。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9％（2021年上涨1.3％），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

下降9.9％（2021年增长4.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

下降1.0％（2021年增长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

下降5.2％（2021年增长5.2%）。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976元，比上年增长3.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003元，增长2.9％。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20,100亿元，比上年增长21.1％。

其中，出口10,600亿元，增长28％；进口9,500.3亿元，增长

14.2％。贸易收支逆差1,099.7亿元。天津市进出口总额占全国

（42.07万亿元）比重为4.8％。

天津市的特点
天津市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位于环渤海经济圈的

中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居于特殊的地理位

置。中央政府将“一基地三区”、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

区作为天津市城市功能的定位。该定位也是天津市未来在

中央政府为应对新的经济发展需求而制定的区域发展规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重点举措。2021年6月国家会

展中心（天津）在天津市落成，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国家级

会展中心。该中心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也一举改变了华北地区没有大型会展中

心的现状。

天津市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加强供应链合作，发展生物

医药、汽车产业等地方特色产业。此外，引领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产业升级，通过制造业发展地区振兴战略，提高经济

竞争力。“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全面推进消费，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目标，天津市正是五个（上海市、北京市、广州

市、天津市、重庆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一。加快中国（天

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运用天津国际会展中心构建

北方最大的商品贸易基地。

天津市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吸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RCEP成员国投资。此外，还在推进建设中埃·泰

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中欧先进制造产业园、天津意大利中

小企业园、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等。

推动高质量发展
我们认为，为在津企业营造在津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将

有利于吸引更多拥有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国外企业，有助于

天津市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为了推动在津日资企业的进

一步发展，为天津市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拟提出以下

三点建议。

一是为确保企业顺利开展业务提供支持。自新冠病毒

疫情蔓延以来，在津开展业务的日资企业不分行业均面临巨

大困难。希望天津市政府研究出台针对本地企业特有的刺

激消费需求政策。环保方面，希望研究引进有助于实现碳中

和的加氢站、引进相关车辆并在引进这类车辆时给予补贴，

放宽车间设备更新改造限制规定等。继续希望提高政策可

预见性，例如，提前发布“通知”以避免工厂突然停工。

二是完善交通环境。希望进一步完善天津与北京及日

本之间的交通环境，希望具体解决天津牌照进京限制问题。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尚未完成国际线航站楼到达区改造工

程，希望尽快完成。希望进一步扩充措施内容，解决上述等

交通问题，使出行更顺畅快捷。

三是打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天津拥有众多不同于中国其

他地区的旅游资源、美食、文化和历史。为了让身在日本的

日本人更好地了解天津的魅力，希望用日语制作天津宣传资

料。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在享受各种数字服务时，很多时候

需要使用护照进行身份验证，非常繁琐。为了进一步提高便

利性，希望研究将居留许可转为卡片式，各种认证等在同一

个平台上进行。

继续保持对话
2022年12月，天津市商务局和相关部门在新冠病毒疫情

蔓延的严峻形势下，在线上共同举办了第七届与日资企业的

意见交流会，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从企业提出的意见来看，

其中有些是由于理解不充分所致，在会上经有关部门说明后

当场得到了解决。为了推进企业的顺利发展，希望进一步加

深相互了解，不局限于每年一度的意见交流会，今后继续加

强天津市各有关部门与在津日资企业的交流对话。

＜与地方政府的交流情况＞

天津市与日资企业意见交流会
· 2022年12月16日

· 天津市方面参会人员：商务局等相关部门人员。

· 日方参会人员：18家日资企业人员、天津日本人会会长
及副会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事务所人员。

· 交流内容：围绕建议的各项内容，主管部门介绍了实际
情况，并对市政府的方针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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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① 促进企业活动，环保举措

优惠和补贴政策
· 自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开始蔓延以来，无论哪

个行业，都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在津企业认同天
津推进“一基地三区”“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
供应链从北京向天津转移的建设方针，着手投
资，目前已经发展形成堪称日资企业一大生产基
地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内，政府通过各种刺激消
费需求的措施支持经济发展，希望天津市政府
研究针对当地企业特有的刺激消费措施，例如，
规定仅在采购本地企业生产的消费品时才能享
受政府发放的补贴，或是政府相关采购优先采
购本地企业产品等。

· 目前，各方正在研究针对老龄化社会的各种政
策，但从设备的角度来看，属于重要产业的福祉
车价格高于普通车辆。希望除了福祉车的认证制
度外，还能提供政策支持，例如，在购买认证车辆
（类似新能源汽车）时给予补贴。

环保、碳中和
· 近年来，特别是在北京，加氢站等氢能相关技术

的引进工作进展迅速。为了助力天津推进“一基
地三区”“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供应链从北京
向天津转移的建设方针，希望出台与北京相同或
更好的政策。特别是希望政府研究出台扶持政
策，针对政府主导引进加氢站、引进这类车辆以
及购买这类车辆时提供补贴。

· 日资企业认为用锂离子电池替代铅酸电池来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有利于碳中和、控制成本和环
保。但是，由于工厂建设受到限制，引进生产设
备陷入困境，希望研究出台放松管制的措施。

② 完善交通环境

往返北京的交通环境
· 很多在津企业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供应链从

北京向天津转移的方针，并将总部和相关企业设
在北京，同时在津开展业务。这种情况下，天津牌
照不能进京，企业开展业务多有不便。希望基于
“区域一体化发展”理念，研究出台方便两地往
返的政策，例如，将在两地均有企业作为限定条
件，向满足这一条件的企业发放牌照，或者采取
双牌照措施等。

往返日本的交通环境
· 感谢重启并增加天津与日本的直航航班。希望今

后考虑开设众多在津日本人有意向使用的直飞
名古屋航班。

　为了给天津机场的旅客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希望尽快完成对现有第一航站楼的改造改建工
程。此外，为提升直辖市的“门户”形象，希望在
出发大厅安装自动值机设备和自动行李托运设
备，并对柜台和休息室进行改造和完善。

③ 打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用日文发布本地信息
· 天津是一个港口城市，接受了很多外来文化，有

很多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旅游资源、美食、文
化和历史。为了让身在日本的日本人更好地了解
天津的魅力，希望制作包括视频在内的日语宣传
资料。

护照身份验证限制
· 在跨省以及一些生活类应用程序中，至今依然存

在需要使用护照进行身份验证的情况，手续非常
繁琐。希望研究将居留许可转为像中国身份证一
样的卡片式，在同一平台下进行各种认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