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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西部地域（重慶市、四川省、陝西省）

第６章
西部地区（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

１．重庆市
重庆市是中国省级城市中人口最多的直辖市，与成都

市同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带动了内陆经济的发
展。特别是对日资企业而言，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汽车、
摩托车和电子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

2020年1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获
批，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地区正在快速发展，该地区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第四大经济圈，吸引了众多日资企
业的关注。

2022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传播下的大范围行动
限制以及夏季供电紧张，重庆市经济面临多重困难，但在
2022年底到2023年，各类状况得以缓和，防疫政策明显
放宽。从2023年起，人员往来有望恢复，经济也将有望加
速发展。

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
2022年，重庆经济遭遇多重困难。特别是在8月的电力

短缺和11月的大范围出行受限期间，工业生产下降至同比负

增长。

2022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129亿元，比上

年增长2.6%，低于全国3.0%的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3.2％。分产业看，汽车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0.2%，摩托车产业下降6.4%。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降0.3％，与同比下

降0.2%的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餐饮业收入比上年下降

1.9％，新冠病毒疫情传播导致的出行受限成为最大制约

因素。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增幅显著，分别增长7.8％和

15.9％。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0.7％，远低于全国

5.1％的增长水平。全年进出口总额8,158亿元，比上年增长

2.0％，远远低于全国4.4％的增速。

表: 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2022年） 

项目 金额 增长率 
（％）

GRP（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9,129 2.6
第一产业（亿元） 2,012 4.0
第二产业（亿元） 11,694 3.3
第三产业（亿元） 15,423 1.9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 3.2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 0.7

基础设施投资额（亿元） - 9.0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亿元） - -20.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3,900 -0.3
进出口总额（亿元） 8,158 2.0

进口额（亿元） 2,913 2.9
出口额（亿元） 5,245 1.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 2.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5,509 4.6

资料来源： 重庆市统计局、重庆市海关

日资企业进驻情况
进驻重庆市的日资企业共234家（截至2021年10月，日本

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调查结果），主要包括汽车、摩托车等

运输设备、IT及电子、物流相关企业等。日资商会组织有重

庆日本商工俱乐部，截至2023年3月，共有法人会员86家。在

渝日本人约240人（截至2022年10月，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

的调查结果）。

2022年，豪雅（HOYA）株式会社与京东方科技集团

（BOE）在重庆市成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目前正在建设工

厂，计划2024年投产。

日资企业的业绩动向及课题
根据2022年秋季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当地日资企业

开展的问卷调查（2023年2月发布），在渝日资企业中，回答

2022年营业利润预期为“盈利”的企业占比为68.0%，比上年

的59.1%有所改善。回答“亏损”的企业占比为16.0%，比上年

的27.3%有所下降。在华日资企业预期“盈利”的比例从上年

的72.2%下降到64.9%，相比之下，在渝日资企业营业利润情

况处于向好趋势。关于今后的业务开展方向，在华日资企业

中回答“扩大”的占比由上年的40.9%大幅下降至33.4%，而

重庆市则由上年的50.0%上升至52.0％，为所有省市中的最

高值。相邻的四川省的该数字排名第二，可见西南地区有意

扩大业务规模的日资企业较多。

关于经营上的问题，多数在渝日资企业列出了“采购成

本增加”（75.0％）、“竞争对手崛起”（64.0％）等方面的问

题，其比例均远远超过全国整体水平。关于原材料及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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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购，回答“本地采购”的企业多达82.9％，在全国所有省

市中，重庆市继上年再次位居首位。

关于脱碳措施，在渝日资企业中回答“已经采取措施”

的比例为60.0％，该比例在所有省市中最高。关于脱碳化具

体措施内容，76.2%的企业选择“节约能源资源”，38.1%的

企业选择“能源结构电力化”，重庆市的这一比例在所有省

市中也是最高。

＜建议＞
① 继续与日资企业开展直接对话。

　在2020年之前定期举行的直接对话，是在重庆开
展经营的日资企业直接沟通经营问题的宝贵机
会。希望2023年防疫措施大幅放宽后，重庆市政
府相关部门和日资企业之间继续保持直接对话。

② 改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在重庆市的日资制造业企业表示，劳动力长期短
缺，阻碍了稳定的生产。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重
庆市制造业企业经营环境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也
是新投资和扩大投资时的潜在障碍。企业希望
重庆市能够采取相关政策措施，吸引周边地区
职业培训学校毕业生向重庆聚集，为企业提供充
足的劳动力。

③ 提升行政服务质量

　市政府领导在推进对外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方
面展现出了积极姿态。而另一方面，部分日企对补
贴制度适用、认证手续办理、各类行政手续等方
面表达了不满。比如，行政流程不透明，主管部门
说明不充分，对待企业态度冷淡，表述内容因人
而异等。可以说，市政府为推动对外开放、改善营
商环境而作出的努力及其意识，并未很好地传达
到行政部门的基层一线，这里才是企业直接接触
的政府窗口。希望政府提高面向当地日资企业的
行政服务质量，改善各行政部门的工作态度。

④ 解决电力供应相关问题

　继2021年之后，2022再次出现了大范围限电的情
况。从2023年起，希望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确保替
代电源、变电设备和输电线路来提高供电能力，
在限制电力供应时要考虑到充分的准备时间，在
此基础上尽早发出通知，使企业的生产活动不受
干扰。

⑤ 有利于在重庆投资的企业取得更大发展的优惠
政策的出台与适用

　有企业反映，招商引资时，政府列出各种优惠政
策，而且态度积极热情，但投资后有意扩大经营
时，可以利用的优惠措施却很少。希望政府在投
资企业增资等发展过程的各阶段完善可利用的
优惠政策。此外，部分市或区一级政府为招商引
资，曾与企业单独签订优惠政策协议，事后却以
财政紧张等为理由迟迟未能兑现退税等承诺，希
望相关部门切实落实承诺。

⑥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灵活运用以及简化
手续

　希望政府在现行外国人工作许可制度的执行方
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与各公司的实际情况，在
年龄、学历和工作经验等方面放宽限制，灵活执
行发放标准，使企业员工能够更加顺利地获得
工作许可证。希望政府简化外籍人员前往当地赴
任、获得工作许可证和居留许可的一系列手续。

⑦ 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带来的红利

　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很多日资企业提出，
称不知该经济圈能够给日资企业带来怎样的红
利。希望政府向企业清晰具体地介绍这一政策会
使企业营商环境得到怎样的改善，将给企业带来
怎样的红利。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外，近期还
出现了“陆海新通道”、“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长江经济带”等推动经济发
展的新说法，政府希望企业积极参与。希望相关
部门一并介绍这些项目的政策优势。在某些情况
下，政府相关部门要求企业参加这些相关活动。
但作为企业方面，在不了解实际利益的情况下，
很难积极配合。

⑧ 改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适用上的不平等

　根据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规定，《西部地
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所列行业的企业所得税能够
享受15％的优惠，但外资企业适用的却不是《西
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而是《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因此，即便是《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
目录》中列出的行业，如果不包含在《鼓励外商
投资产业目录》中，则外资企业也无法享受优惠
税率。同一行业，内资企业可以依据《西部地区
鼓励类产业目录》享受优惠，与外资企业之间在
纳税负担方面适用不同政策，这样的制度设计导
致了内外资企业的不平等，有碍公平竞争。希望
这样的不平等问题得到解决。

⑨ 改善交通礼仪

　市内随处可见路边停车现象，居民区内狭窄的道
路，常常因大型车辆无法错车，而导致拥堵。有
人指出人行道上停车、摩托车行驶，或因施工封
锁人行道等无法确保行人安全的问题。希望相关
部门积极排查各个交通拥堵点的具体原因，加强
对路边停车和交通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设置绕
行道路以缓解拥堵，设置中央隔离带防止车辆违
规驶入，采取措施防止行人擅自穿行，希望在车
辆车牌限号的同时对道路行驶车辆进行总量管
控，从而改善道路交通情况。

⑩ 早日重启直航航班，积极恢复中日人员往来

　2022年底至2023年初，新冠病毒疫情防疫措施
已大幅放宽，但当地与日本之间的客运直飞航班
依然尚未开通。希望重庆市积极采取措施，尽早
重启直航航班，增加航班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