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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中部地区（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河南省)
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河南省

2023年，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影响较上年有所减缓，
中部地区经济指标呈增长态势。2023年，湖北、湖南、
江西和河南四省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6.0％、
4.6％、4.1％和4.1％，增速比上年有所上升。进入2023
年以后，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管控措施相继取消，呈现
出较为稳健的经济增长态势。

该地区有两个日本社团组织，一个是位于湖北省武
汉市的武汉日本商会（会员企业：163家，截至2024年1
月），一个是位于湖南省的湖南日本人会（约100名会员）。
在上述地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与各省市政府及日本社团
组织协作，积极开展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的各种工作。

湖北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3年，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5,803.63亿元，比上

年增长6.0％。增速比全国5.2％的增速水平高出0.8个百分

点，较上年（增长4.3％）增长1.7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5,073.38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20,215.5

亿元，增长4.9％；第三产业增加值30,514.74亿元，增长

7.0％。在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6％，14个行业中有9个行业增长，2个行业创下两位数增

长记录。

全年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5.0％。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和交通投资大幅增加，分别增长

6.4％和5.0％。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尤其严重的个人消费继续呈现复

苏趋势。反映消费趋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041.89亿

元，比上年增长8.5％，高出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之前的2019

年水平（20,224.23亿元）。新冠疫情期间，网络购物服务需

求高涨，这一趋势在2023年依然持续，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

长9.0％，高出线上线下合计零售总额的7％的增长率。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990元，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1,293元，增长8.0％。

货物进出口总额6,449.7亿元，比上年增长5.8％。其中，

出口4,333.3亿元，增长4.7％；进口2,116.4亿元，增长7.9％。

分进出口国家和地区看，对东盟进出口额最高，为

1,085.2亿元，增长13.6％；对欧盟进出口额825.6亿元，增

长10.1％。全年新设立外商投资项目648个。实际使用外资

（FDI）27.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

湖南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3年，湖南省全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万亿元大关，

达到50,012.85亿元，比上年增长4.6％。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4,621.28亿元，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18,822.81亿

元，增长4.6％；第三产业增加值26,568.76亿元，增长4.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1％。

与各产业呈现稳健的增长态势相反，固定资产投资呈

现低迷态势，比上年下降3.1％。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203.34亿元，比上年增长

6.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43元，增长4.1％；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921元，增长7.0％。

全年进出口总额6,175亿元，比上年下降12.1％。其

中，出口4,009.4亿元，下降21.9％；进口2,165.6亿元，增长

14.6％。一般贸易出口3,465.4亿元，下降23.3％；加工贸易

出口405.3亿元，增长5.1％。分国家和地区看，对香港出口

536.8亿元，增长3.1％；对美国、欧盟和东盟出口分别为

449.7亿元、355.5亿元和761.8亿元，分别下降37.9％、29.4％

和34.2％，均出现下跌。

江西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3年，江西省全年地区生产总值32,200.1亿元，同比

增长4.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450.4亿元，增长4.0％；

第二产业增加值13,706.5亿元，增长4.6％；第三产业增加值

16,043.2亿元，增长3.6％。

全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659.8亿元，同比增长

6.3％，尤其是餐饮收入呈现大幅增长，达到366.6亿元，增

长14.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554元，增长4.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358元，首次突破2万元，增长

7.1％。

货物进出口总值5,697.7亿元，同比下降10.2％。其中，出

口3,928.5亿元，下降17.3％；进口1,769.2亿元，增长11.1％。

一般贸易进出口4,203.7亿元，下降14.2％，占全省进出口总

值的73.8％。从出口商品看，锂离子蓄电池出口43.9亿元，增

长150.4％；太阳能电池出口344.2亿元，增长42.7％。

河南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3年，河南省全年地区生产总值59,132.39亿元，比

上年增长4.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360.15亿元，增长

1.8％；第二产业增加值22,175.27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

增加值31,596.98亿元，增长4.0％。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2.1％。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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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投资下降19.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9.4％，第三产业

投资下降0.4％；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004.45亿元，同比增长6.5％。

尤其是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烟酒类呈大幅增长，分别

增长10.5％和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234元，增

长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3元，增长7.3％。

货物进出口总值8,107.88亿元，比上年下降3.8％，增速

减缓。其中，出口5,279.97亿元，增长2.4％；进口2,827.91亿

元，下降13.5％。

2023财年日资企业动向（湖北省）
自2022年12月以来，新冠病毒疫情管控措施大幅放宽，

日常生活恢复至疫情蔓延前的状态，但日资企业的经营情

况却不容乐观。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驻华日资企业的年度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8—9月实施），湖北省日资企业

中，2023年营业利润预测为“盈利”的企业占比为43.9％，较

2022年（67.3％）大幅下降了13.4个百分点。预测为“亏损”

的企业占比为34.1％，较上年的14.6％上升了19.5个百分点。

其原因包括当地市场需求下降、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成本

上涨，可以看出，以汽车产业为主的在鄂日资企业经营情况

出现恶化。经济恶化也对企业未来拓展业务的意愿带来了

影响，22.5％的在鄂日资企业表示未来将“扩大规模”，这

与2022年调查时的35.2％相比下降了9.7个百分点；10％的企

业回答将“缩小规模”，2.5％的企业回答将“转移、撤退到

第三国（地区）”。

2022年7月和2月，武汉日本商会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武汉事务所针对在鄂日资企业进行了前后两次经营实况调

查。在该项调查中，除了就企业经营情况作出提问以外，还

听取了日资企业对湖北省政府的建议等情况。建议主要包

括：增加与日本的定期往来航班；为人工费上涨提供支援

（减税、发放补贴等）；灵活开展外籍常驻人员的工作许

可、签证和居留许可审批工作等等。2024年4月以后，在鄂日

资企业将与湖北省之间举办座谈会，对于上述情况，届时将

会向湖北省方面作出说明。

＜与地方政府的交流情况＞

湖北省人民政府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会晤，续签合作
备忘录（2023年3月22日）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佐佐木理事长访问了湖北省武汉

市，这也是他在新冠病毒疫情平息之后在华出差的第一

站。在与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忠林进行会晤期间，双方

就促进双方贸易和投资合作，共同续签了湖北省人民政府

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合作备忘录（2011年以来第三次）。次

日23日，佐佐木理事长出席了“相约春天赏樱花”经贸洽谈

会开幕仪式。他与湖北省省委书记王蒙徽交换了意见，并

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要推动有助于促进中日双方理解的

举措。

向湖北省政府说明在鄂日资企业问卷调查结果
（2023年4月4日、8月2日、12月28日）

2023年3月、7月和12月，武汉商会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武汉事务所面向在鄂日资企业实施了三次问卷调查，汇总

结果后并向湖北省政府作出了说明分享。主要情况如下：

向湖北省政府作出说明（2023年4月4日）
面向在鄂日资企业实施问卷调查（2023年3月27日—31

日），有108家企业作出了回答。对于2023年的经营情况，

56％的企业回答“基本与计划一致”。与2022年3月底问卷

结果相比，回答“与计划一致”的企业占比减少（2022年

3月74％→2023年3月56％），回答“缩小规模”的企业占比

（2022年3月17％→2023年3月36％）增加。另一方面，关于

今后的中期经营，约70％的企业回答“维持现状”或者“扩

大规模”。在该问卷调查中，企业最大的希望是恢复日本与

武汉的直航航班。对于提交希望恢复武汉-东京的定期直航

航班的建议书，98％的回答企业表示出赞同。希望利用航班

者为996人。武汉日本商会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向湖北省政

府（湖北省外事办公室、湖北省商务厅）提交了问卷调查结

果和希望恢复直航航班的建议书。希望湖北省政府进一步

改善营商环境。虽不能确定与提交建议书的关联性，但在

2023年6月7日，中国东方航空发出通知，“自7月1日起开通前

往东京的直飞航班”。

向湖北省政府作出说明（2023年8月2日）
武汉日本商会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武汉事务所面向在

鄂日资企业实施问卷调查（2023年7月26日—31日），有80

家企业作出了回答。关于2023年的经营，回答“缩小规模”

的企业大幅增加，达到了64％（截至2023年3月底，相同项

目回答为36％；截至2022年7月，相同项目回答为37％）。

关于2025年以后的中期经营，以往会有约70％的企业回答

“维持现状”或者“扩大规模”。但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上

述两种回答的合计比例下降到了60％左右。回答“缩小规

模”的企业趋于增加，达到了14％。关于对湖北省政府等方

面的建议，回答最多的依然是增加与日本的定期航班次数

（71％）。为人工费上涨提供支援（61％）的回答依然占很大

一部分。此外，建议内容还包括了期望灵活开展工作许可和

居留许可审批工作、保障电力等能源稳定供应、出台经济刺

激措施、产业振兴措施、促进销售、促进消费、用工等方面

提供支援等。8月4日，武汉日本商会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向

湖北省政府（湖北省外事办公室、湖北省商务厅）提交了日

资企业的建议和期望等问卷调查结果并作出了说明。希望

湖北省政府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向湖北省政府作出说明（2023年12月28日）
武汉日本商会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武汉事务所面向在

鄂日资企业实施问卷调查（2023年12月1日—13日）。从本次

问卷调查开始，武汉日本商会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武汉事

务与中国日本商会面向所有在华日资企业开展的《会员企业

景气、事业环境认识问卷调查》展开联动合作（以相同问题

展开问卷，对结果进行共享），共有69家企业作出了回答。

对于湖北省的回收问卷，除了在全国版调查结果中作出体

现以外，还会就问卷结果向湖北省政府等方面作出说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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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提出改善建议。建议内容主要包括免签入境、增加直

航航班、提振汽车市场、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等。12月28日，

武汉日本商会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向湖北省政府（湖北省

外事办公室、湖北省商务厅）提交了日资企业的建议和期望

等问卷调查结果并作出了说明。希望湖北省政府进一步改

善营商环境。

汇总在鄂日资企业面临的问题，并提交湖北省政府
（2024年2月20日）

应湖北省商务厅希望更深入了解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的

在鄂日资企业面临的问题的要求，在2月底与湖北省方面举

行座谈会之前，武汉日本商会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武汉事务

所开展了一次临时问卷调查，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日资企

业面临的问题。共有41家企业作出了回答。对湖北省的营商

环境表示“满意”或者“比较满意”的企业约占70％，但也

有部分企业表示，电力监管、许可审批处理以及补贴发放时

间等工作方面存在不透明情况。座谈会因春节刚过，与会人

员不齐原因而延期，但已将汇总企业面临问题的文件提交

湖北省商务厅。希望政府方面作出进一步改善。

＜建议＞
① 增加日本与武汉的定期直航航班（东京、大

阪），尽早恢复日本与长沙的定期航班
　武汉至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持续恢复，2023年7

月开始恢复运行（每周2班），2024年1月开始增
加航班（每周3班）。武汉至大阪的航班、长沙至
日本的航班仍未恢复，希望当地政府给予相应
支持。

② 继续为驻华外籍人员灵活办理工作许可证、签
证、居留许可

　高端人才未持Z字签证也能办理工作许可证和居
留许可，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有些地
区在办理工作许可证时，需要提供大学毕业证
原件，或其他一些难以提交的材料，希望进一步
灵活处理。

③ 尽快恢复来华入境免签政策
　实现日本总部出差人员顺利往来有助于提振日

资企业在中国中部地区的经济活动。希望当地
政府对恢复来华入境免签政策给予相应支持。

④ 对设立日本国总领事馆给予支持
　日本在中国中部地区还没有驻华外交机构。武

汉市目前已有160余家日资企业网点进驻，希望
当地政府支持和协助在该地设立日本领事馆。

⑤ 维持和保障执法的稳定性、透明度和便利性
　环保管控和安全标准等的执行有时因地区而

异，管控具体内容和执行判断标准有时并不明
确。希望提高透明度，规范执行。

⑥ 针对劳动力成本上涨问题，给予企业扶持措施
（减税、补贴等）

　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一些企业在招工方面面
临困难。希望当地政府在人才介绍和企业用工

方面提供帮助。希望提供就业补助资金等援助，
以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能维持就业。

⑦ 确保工厂运营和基本生活所需能源的稳定供应
　希望实现稳定的电力供应和稳定的用能收费。

如果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限电措施时，希望为企
业留出准备时间，提前发布通知。

⑧ 彻底防止夏季强降雨导致的内涝灾害
　虽然2023年没有发生重大灾害，但希望继续进

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⑨ 对外资企业适用工厂绿色转型补贴政策等
　中国中部地区的很多日资企业享受到了补贴

和减税优惠待遇，但仍有近一半的日资企业表
示“没有享受到优惠待遇”或“不了解优惠政
策”。希望为外资企业举办优惠政策说明会并设
置咨询服务窗口。

⑩ 危险品进出口监管的规范执行
　一些企业面临以下问题：无法获得危险品生产

相关新项目许可；由于危险化学品的分类范围很
大，企业能够处理的化学品有限，从而给企业经
营带来阻碍等。希望保持高度透明，规范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