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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四川省及成都市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四川省成都市已成为中国

第四个拥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成都作为中国西南地区
的经济中心，正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四川省成都市具有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产业集群方面，已拥有汽车、摩托车
和IT等生产基地，投资环境良好。同时，作为拥有巨大潜力
的主要消费市场，成都也吸引了许多日本企业的关注。

此外，2020年还获批国家级项目“中日（成都）城市建
设和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示范项目”和“中日（成都）地方
发展合作示范区”项目，这有望推进成都的中日合作事业。

2022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传播后采取的出行限制和
各种严格的防疫措施，四川省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加之全国
范围内的极端高温和四川省的严重缺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
电力短缺，这对四川省工业生产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

2023年，各类状况得以缓和，中国国内和中日之间的
人员往来得以恢复并增加，在重建供应链体系时，在探索尚
未开拓的市场时，四川省成都市将再次成为人们热切关注
的焦点。

四川省和成都市经济运行情况
2022年对于四川省和成都市的经济而言，是严峻艰难

的一年。

上海封城从2022年3月持续到5月，导致报关手续和长

江物流陷入瘫痪，进而使供应体系部分依托于长江的四川省

制造业受到冲击。在夏季席卷全国的极端高温导致电力需

求激增的情况下，四川省遭遇了严重的降雨不足，发电大坝

的水位降至临界水位以下，导致电力供应大部分依托于水力

发电的四川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电力短缺。这种史无前例的

电力紧缺导致四川省几乎所有工厂被迫停产数周。不仅是工

业，在商业、民生等方面该省也被迫实施严格的节省用电措

施。进入2022年9月，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急剧增加，成都

实行大规模外出限制，街上行人寥寥无几。12月，成都早于

全国其他地区，发生新冠病毒的大面积传播感染。

尽管是这一年艰难严峻，2022年，四川省的地区生产总

值仍确保了2.9%的同比增长，几乎与全国3.0%的增速持平。

成都市也确保了2.8％的同比增长。9月成都市实施大规模

限制出行措施时，在政府支持和企业努力下，工业生产通过

“防疫泡泡”模式得以维持，由此将对供应链的影响降到了

最低。相对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四川

省增长3.8%，成都市增长5.6%。

2022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2%。其

中，四川省下降0.1%，成都市下降1.7%。

2022年，四川省外贸进出口总额首破万亿大关，比上年

增长6.1%，超过了全国4.4%的平均增速。特别是出口额增

长较大，同比增长9.2%。成都市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6％。

日资企业进驻情况
进驻四川省的日资企业共502家（截至2021年10月，日

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调查结果），主要包括汽车等运输

设备、IT及电子、物流、零售及餐饮相关企业等。日资商会组

织有成都日本商工俱乐部，截至2022年8月，共有法人会员

134家及团体、个人会员11人。在川日本人数约为340人（截至

2022年10月，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调查结果）。

2022年4月，株式会社FOOD & LIFE COMPANIES在四

川成都成立成都寿司郎餐饮公司，同年11月，备受市民欢迎

的回转寿司连锁店“寿司郎”成都首店正式开业。在四川省

资阳市，株式会社桃屋在建瓶装榨菜工厂计划于2023年3月

正式投产。

表: 四川省和成都市经济运行情况（2022年） 

项目
四川省 成都市

金额 增长率
（％） 金额 增长率

（％）
GRP（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56,750 2.9 20,818 2.8

第一产业(亿元) 5,964 4.3 588 3.8
第二产业(亿元) 21,157 3.9 6,404 5.5
第三产业(亿元) 29,628 2.0 13,825 1.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 3.8 - 5.6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 8.4 - 5.0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亿元) - -4.2 - 10.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4,105 -0.1 9,097 -1.7
进出口总额(亿元) 10,077 6.1 8,346 1.6

进口额(亿元) 3,862 1.3 3,341 -1.4
出口额(亿元) 6,215 9.2 5,005 3.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 2.0 - 2.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3,233 4.3 54,897 4.3

资料来源： 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成都市统计局

日资企业的业绩动向及课题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2年秋季对当地日资企业进

行的问卷调查（2023年2月公布），47.7%的在川日资企业回

答2022年营业收入预期是“盈利”的，去年四川省的该项数

据为84%，居全部省市之首。相较于去年，今年在有效回答

数不低于10家的12个省市中，四川省回答“盈利”的企业比

例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的天津为60.7%）。回答“亏损”的企

业比例为31.8%，同样，在有效回答数不低于10家的12个省

市中，四川省比例最高。营业利润恶化的原因中，“新冠疫情

带来的行动限制的影响”占比最高，达72.7%。“新冠疫情导

致成本增加”占比为50.0%，在所有省市中比例最高。虽然没

有包括在问卷选项中，但2022年夏季实施的大规模限电也对

在川日资企业的营业利润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2023年营业利润预期回答“改善”的企业占

比减去回答“恶化”的企业占比，即“DI值”，四川省的这一

数值在所有省市中最高，为37.2个百分点。这表明，许多在川

日资企业认为2022年经营业绩恶化是特殊因素造成的短暂

性现象，2023年将有所改善。

关于今后的业务开展方向，在华日资企业回答“扩大”

的占比由上年的40.9%大幅下降至33.4%，为历史最低水平，

而在四川省，这一数字从上年的45.8％略升至46.5%，与同样

比上年略有增长的重庆市（52.0%）一样，在西南地区的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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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显示出较强的“扩大”意向。与其他省市相比，更多的

四川省企业将经营上的问题归为“竞争对手崛起（成本及价

格方面竞争）”和“电力短缺、停电”。

川渝地区的日资企业中，关于脱碳化措施，有一半以

上表示“已经采取措施”，在所有省市中占比最高。此外，

12.1%的在川日资企业表示“从市场购买减排积分”，这一比

例在所有省市中最高。

＜与地方政府的交流情况＞

中国贸促会外资企业座谈会
· 2022年6月30日

· 中方参会人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四川委员会

· 日方参会人员：在蓉外资企业约50家

· 交流内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由京来蓉，与
在蓉外资企业举行座谈。多家日资企业参会，与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进行交流和答疑互动。

在蓉日资企业与四川省政府的意见交流会
· 2022年11月1日

· 中方参会人员：四川省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外
事办公室、四川省投资促进局

· 日方参会人员： 33家在蓉日资企业、相关团体、日本国
驻重庆总领事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成都事务所等

· 交流内容：在蓉日资企业与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
座谈，向政府介绍了在蓉日资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和经
营层面的问题，并就政策问题发表了看法，双方进行了
答疑互动。四川省政府方面就近几年来外资的优惠政策
做出了说明。

＜建议＞
① 结合日资企业关注的问题及需求进行信息发布

　四川省、成都市以及省内各市面向日本开展了积
极的招商引资宣传活动，但省市政府的诉求多
以招商引资为目的，内容多与开发区和产业园区
的投资环境有关，对于许多日本企业而言，他们
对中国内陆地区的关注点并非投资，而是扩大内
销。因此，具体的商业需求、市场信息以及有无
潜在客户、合作伙伴等相关信息才是日资企业最
需要的信息。希望政府部门结合日资企业关注的
问题和需求发布有效的信息。希望政府部门向日
资企业介绍地方合作伙伴，积极创造中日企业间
的交流机会。

② 继续开展日资企业与省市政府的直接对话

　2022年11月，四川省政府和在蓉日资企业组织了
一次面对面的意见交流会。希望在2023年后建立
定期的直接对话机制，以解决经营问题，改善营
商环境，促进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企业与日资
企业之间的交流。

③ 出台优惠政策，放宽限制，推动中日示范项目
发展

　希望提供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成都市特有的优惠
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放宽管制，以便推动
“中日（成都）城市建设与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
示范项目”的发展，有效推进“中日（成都）地方
发展合作示范区”的运营。

④ 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带来的红利

　我们希望能及时向企业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现状和计划，并具体介绍对日本企业的
好处，如创造商业机会和改善商业环境。

⑤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积极推介清洁能源

　在成都日资企业（制造业）中，已开始出现一年
生产工艺中实现碳中和的企业。四川省拥有清洁
的电力能源结构，是中国最容易实现碳中和的地
区，这是该省在投资环境方面极具魅力的一大优
势。希望政府积极宣传这一优势，并利用它来吸
引投资。希望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使
外资企业更容易获得实现碳中和的认证。

⑥ 取消企业与金融机构交易的属地限制

　目前，进驻当地的企业所开展的跨境结算交易
（其中资本项目），存在只能由同城省内银行处
理的限制（※1）。希望政府结合建设“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政策，取消该限制，使分别位于
成都市和重庆市的银行与其客户之间自由开展
跨境交易。

　（※1）根据规定，银行向企业所在地金融主管部
门（外汇管理局）备案后则可以处理，但实际情
况是主管部门不受理此类备案。

　企业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在成都投资并
开设注册资本金账户时，金融主管部门会引导
（※2）企业开设该省市的银行账户。这样的引导
限制了进驻企业选择金融机构的范围，对于区外
银行而言，也是阻碍其与进驻该地区的企业开展
业务活动的一个因素。企业希望政府取消此类属
地限制。

　（※2）虽然相关规定已不存在地域限制，但有时
主管部门仍会口头上进行引导。重庆市也存在同
样情况。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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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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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放宽外资零售店铺的烟草制品销售管控限制

　目前，外资企业不得销售烟草制品。受此影响，
除直接的销售额外，外资企业在吸引顾客方面也
不得不与拥有烟草专卖资格的内资企业开展不
平等竞争。鉴于日本资本在四川省内便利店中的
比例越来越高，同时也为了给普通消费者提供方
便，希望取消或放宽上述限制。

⑨ 增加直航航班，恢复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

　虽然从2022年底到2023年初，新冠病毒疫情防
疫措施已大幅放宽，但该地区与日本之间每周只
有一个直达客运航班。希望尽快将包括日资航空
公司在内的直航航班数量恢复到疫情传播前的
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