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体は96％まで
2025年建议的诉求

＜整体理念＞

提高公平性、可预见性和透明度，以确保商机

＜建议的三要素＞

1. 公平竞争
　　为建立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希望修订妨碍公平竞争的各项制度，在政府采购、标准制定等

方面公平对待内外资企业，进一步改革知识产权制度。

2. 对外开放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希望进一步放开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采用国际

标准。

3. 提高行政服务的可预见性、透明度和便利性
　　为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希望简化行政手续，提高办理速度，大幅取消审批和认证。同时，

希望统一制度的执行和解释，在制度变更时预留充足的准备时间。

＜今年的重点领域＞

1. 促进人员交流更加活跃
　　为构建良好的中日关系，希望营造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的环境。而顺畅的人员交流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基础，促进对话则尤为关键。2024 年11月，中国恢复了对日本普通护照持有者的免签政策。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同时期待中日之间的人员交流能够更加活跃。为实现这一目标，希望为在华日

本人营造安全、安心的环境，消除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透明性，推动免

签政策常态化。

2. 构建富有活力且稳定的贸易关系
　　构建基于规则、自由且高度透明的贸易体制，为推动中日两国助力全球经济发展，持续呼吁完

善贸易相关条例。过度的出口管制及贸易措施，极有可能阻碍民生用品供应链，应仅针对真正涉及

国家安全的物品，并希望能够合理施行。此外，持续强烈呼吁尽早解除或放宽对日本食品等产品的

进口限制。期待全球贸易关系不受国际形势和政治因素左右，实现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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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行公平合理的经济政策（政府采购、补贴、监管等）
　　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外资企业的积极参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关键，我

们希望中国推行合理且高度透明的经济政策，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具体而言，希望外资企

业能够有效参与政府采购，切实落实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原则，公平执行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

并统一发布企业扶持政策信息。制定政策时，希望充分吸纳外资企业意见。期待中国展现强劲稳

健的经济运行能力，提供公平的发展机遇。

＜关于本白皮书＞
・	《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白皮书》由中国日本商会编制，旨在促进与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对话，

汇总了中国各地日资企业面临的课题及相关建议。本白皮书自2010 年起每年编制发行一期，今

年已是第16 期。

・	在本白皮书的编制作过程中，我们向中国日本商会及中国各地商会中的 8,268 家日资会员企业征

集了意见，并将这些日资企业的意见如实反映到建议中。

・	本白皮书将由中国日本商会及其他组织的干部递交给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官员。原则上，由日

本经济团体联合访华团的团长亲自递交至中国中央政府领导层。

＜本白皮书的观点与价值＞
・	中国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约占全球GDP 的17％），已成为众多外资企业的重要

收益来源。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外资企业通过创造就业机会、传播管理与技术经验，以及对本土企业产生的辐射带动作用等，为

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中国与外资企业长期培育互利共赢关系。实现“中国经济稳健发展与企业成长”，有助于实现各

方利益最大化。

・	本白皮书包含大量具体建议和思路，能够助力那些期望“增加投资”“推动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增

加就业和税收”“实现企业健康发展”的组织和个人达成目标。

＜本白皮书的构成＞
・	在综合概要中介绍了过去一年的改善成果，摘取出本期白皮书中期待改善的主要建议内容，并附

上了建议事项一览表。

・	本白皮书分为四大部分：“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的现状”“共同问题及建议”“各产业的现状及建

议”“各地区的现状及建议”，共27章、包含 557条建议，主要涉及以下领域。

	 共同领域：贸易、投资、竞争法、税务及会计、劳务、知识产权、节能及环保、物流、政府采购、

商会组织。

	 涉及的行业：食品、电力、化学、药品、家电、汽车等制造业，以及通信、运输、流通及零售、金融、

旅游等服务业。

	 涉及的地区：华北、华东、华南、东北、中部、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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