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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和江西省的地区生
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8％、4.8％、5.1％和5.1％。四
个省份中，湖北省增速最高，除湖南省外，其他三个省份均
高于全国增速（5.0％）。

该地区的日本社团组织主要包括：湖北省武汉市的武
汉日本商会（截至2025年3月，拥有161家会员企业）、
湖北省的湖北日本人会（会员人数约400人）、湖南省的
湖南日本人会（会员人数约100人）以及河南省的河南日
本人会（会员人数约40人）。在上述地区，日本贸易振兴
机构（JET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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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

湖北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4年，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60,012亿元，比上年增长

5.8％，增速比全国5.0％的平均水平高出0.8个百分点。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5,462.18亿元，增长3.1％；第二产业增加值

21,573.76亿元，增长6.4％；第三产业增加值32,977.03亿元，

增长5.9％。第二产业中，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7.7％。其中，采矿业增加值增长5.3％，制造业增长

7.9％。

全年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6.5％。制造业投资增长15.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5.4％，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业、医药

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77.7％、21.1％、20.0％；房地产开发投

资下降5.9％，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全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276.7亿元，比上年

增长5.1％，继2023年后再次超过疫情前2019年（20,224.23

亿元）的水平，实现进一步增长。分行业看，限额以上批发

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销售额分别增长5.8％、8.1％、

4.5％、10.0％，均呈同比增长态势。随着线上购物需求的持

续扩大，限额以上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长24.2％，增速显著。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987元，增长4.4％；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2,580元，增长6.0％。

全年全省进出口总额7,058.4亿元，比上年增长9.6％。

其中，出口4,863亿元，增长12.4％；进口2,195.4亿元，增长

3.7％。省内外贸企业数量首破9,500家。2024年，湖北省有

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数量增加8.6％，其中，民营企业数量

占比超九成。2024年湖北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增长19.8％，

占出口值的比重提高到了25.5％。

2024年，东盟连续第4年位居湖北省第一大贸易伙伴

地位，对其进出口突破1,500亿元，增长3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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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个。实际使用外资（FDI）19.2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9.6％。

湖南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4年，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53,230亿元，同比增长

4.8％，自2023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后，经济总量继续稳

步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899.69亿元，增长3.0％；

第二产业增加值19,534.64亿元，增长5.7％；第三产业增加

值28,796.66亿元，增长4.5％。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7.3％。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比出现负增长的2023年

（下降3.1％）快5.9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长9.5％、设备工器

具购置投资增长9.5％、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5.9％。

自2024年起，中国各省实施《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在该政策推动下，湖南省全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300.14亿元，同比增长5.4％，比全国

平均水平（3.5％）高1.9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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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湖南省进出口额5,636.6亿元，其中，出口3,344.8

亿元，进口2,291.8亿元。全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

8,315家，与2023年基本相当。民营企业进出口4,380.2亿元，

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77.7％。2024年，湖南省进口伙伴比

2023年多16个。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额增长4.4％。

对非洲国家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500亿元。从具体商品看，

出口汽车266.8亿元、增长38.2％，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

其零部件99.3亿元、增长23.6％，工程机械、“新三样”等产

品出口规模创新高。2024年，全省进口增长5.9％，连续两年

突破2,000亿元。

河南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4年，河南省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3,589

亿元，同比增长5.1％，其地区生产总值在中部地区四个省份

位居第一。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491.40亿元，增长

3.3％；第二产业增加值24,346.17亿元，增长6.8％；第三产

业增加值33,752.42亿元，增长4.1％。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0％，比2023年加快4.9个

百分点。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1.6％，全年持续保持两位

数增长态势。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0.5％，亦保持两位数

增长。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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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596.69亿元，同比增长

6.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0％。在限额

以上单位的23类商品中，有19类商品零售额实现同比增长。

外贸进出口总值8,201.7亿元，同比增长1.2％，连续五

年居全国前十位。河南省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3,314.4亿

元，增长3.9％，占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0.4％。贸易市

场方面，对东盟进出口1,091.5亿元，增长1.7％；对欧盟进

出口1,066.3亿元，增长13.3％；对非洲进出口308.3亿元，

增长20.1％；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838.7亿元，

增长3.6％。从主要出口商品看，出口汽车336.2亿元，增长

30.1％；出口铝材242.3亿元，增长34.1％；出口家具101.5亿

元，增长8.3％。

江西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4年，江西省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4,202亿元，同比增

长5.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605.1亿元，增长3.3％；第

二产业增加值13,688.6亿元，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

17,908.8亿元，增长4.2％。

全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8％，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1.6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1.1％，制

造业投资增长8.8％，均呈现较高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与

其他省份一样呈下滑趋势，下降8.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332.7亿元，增长4.9％。餐饮收

入465.2亿元，增长10.6％，呈稳健增长态势。限额以上单

位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零售额分别增长

45.3％、26.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514元，增长

4.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673元，增长6.2％。

全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707.5亿元，同比下降

17.2％，这是继2023年下降10.2％后连续第二年出现大幅下

滑。其中，出口3,045.5亿元，下降22.5％；进口1,662.0亿元，

下降5.5％。一般贸易进出口3,044.7亿元，下降27.4％，占全

省进出口总值的64.7％。

2024年日资企业动向（湖北省）
湖北省是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汽车相关企业的生产基

地。然而，近年来中国整车市场本土品牌加速崛起，日资企

业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以下介绍的问卷调查结果，整体

延续了自2023年以来的消极态势。

JETRO对在华日资企业的年度问卷调查（2024年8—9

月实施）结果显示，湖北省日资企业中，2024年营业利润预

期为“盈利”的企业占比为41.7％，较2023年（43.9％）下降

了2.2个百分点。同时，湖北省同年预期为亏损的企业占比

33.3％，在12个接受问卷调查的省市中位居第二。其原因包

括当地市场需求下降、行业竞争加剧，由此可以看出以汽车

产业为主的在鄂日资企业经营情况出现恶化。

2024年4月、7月和10月，武汉日本商会和JETRO武汉代

表处针对在鄂日资企业进行了前后三次经营实况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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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次问卷调查

中，对湖北省营商环境回答“满意”的企业占比在57％至

65％之间，满意度较高。另一方面，也有日资企业指出，在

“海关手续”“监管执行”“政府采购”等项目上存在“未

被与本土企业同等对待”的情况，因此在改善营商环境方

面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

＜与地方政府的交流情况＞

向湖北省政府说明在鄂日资企业问卷调查结果
（2024年5月13日、9月5日、12月11日）

2024年4月、7月和10月，武汉日本商会与JETRO武汉代

表处面向在鄂日资企业实施了三次问卷调查，汇总结果后

向湖北省政府作出了说明分享。主要情况如下：

向湖北省政府提交问卷调查结果（2024年5月13日）
武汉日本商会和JETRO武汉代表处面向在鄂日资企业

实施问卷调查（2024年4月1—12日），共59家企业参与回

答。关于2024年的投资，受销售额、订单量减少以及未来市

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多数企业回答“不投资”或“与

上年相同”，没有企业回答“大幅增加投资”。关于2024年

度全年的经济形势预测，63％的企业回答“恶化”或“略有

恶化”。回答“改善”的企业为零，回答“略有改善”的企业

也仅占8％。似乎越来越多的企业对未来展望持保留态度。

另一方面，对于未来的中国市场，多数企业仍持续认为是

“重要市场”。关于对湖北省政府的诉求，除了恢复15天免

签政策、丰富飞往武汉的直航航线外，还有企业期望政府

对振兴汽车等主要产业给予政策扶持。5月13日，武汉日本

商会和JETRO武汉代表处向湖北省政府（湖北省外事办公

室、湖北省商务厅）提交了包含日资企业诉求和期望的问卷

调查结果，以推动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向湖北省政府提交问卷调查结果（2024年9月5日）
武汉日本商会和JETRO武汉代表处面向在鄂日资企业

实施问卷调查（2024年7月15—26日），有68家企业作出了回

答。关于2024年的投资，受销售额、订单量减少、需求难以

改善以及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70％的企业回

答“减少投资”或“不投资”。关于2024年度全年的经济状

况预测，87％的企业回答“恶化”或“略有恶化”。没有企业

回答“改善”，回答“略有改善”的也仅占6％，由此可见，企

业对全年经济形势普遍持严峻的看法。对于未来的中国市

场，有85％的企业仍持续认为是“重要市场”。关于对湖北

省政府等的诉求，除了恢复15天免签政策、增加并丰富飞往

武汉的直航航线外，还有企业呼吁将工厂碳中和相关的补

贴、扶持政策，以及老旧设施改造时的扶持政策覆盖至外

资企业。9月5日，武汉日本商会和JETRO武汉代表处向湖北

省政府（湖北省外事办公室、湖北省商务厅）提交了包含日

资企业诉求和期望的问卷调查结果，以推动营商环境的进

一步改善。

虽不能确定与提交建议书的关联性，但在2024年9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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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东方航空发出通知，“自10月27日起开通前往关西

机场的直飞航班”。

向湖北省政府提交问卷调查结果（2024年12月11日）
武汉日本商会和JETRO武汉代表处面向在鄂日资企业

实施问卷调查（2024年10月15—28日），有66家企业作出

了回答。关于2024年的投资，受销售额、订单量减少、需求

难以改善以及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70％的企

业回答“减少投资”或“不投资”。回答“大幅增加”“增

加”的企业占8％，虽然企业数量不多，但其中不乏致力于

开发制造新产品、拓展出口业务的企业。关于2024年度全

年的经济状况预测，86％的企业回答了“恶化”或“略有

恶化”。没有企业回答“改善”，回答“略有改善”的企业也

仅占3％，由此可见，企业对全年经济形势普遍持严峻的看

法。对于未来的中国市场，有80％的受访者仍持续认为是

“重要市场”。关于对湖北省政府等的诉求，除了恢复15天

免签政策、增加并丰富飞往武汉的直航航线外，还有企业

呼吁确保在鄂日本侨民的安全。12月11日，武汉日本商会和

JETRO武汉代表处向湖北省政府（湖北省外事办公室、湖北

省商务厅）提交了包含日资企业诉求和期望的问卷调查结

果，以推动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虽不能确定与提交建议书的关联性，但在2025年1月，

中国南方航空发出通知，“自2月14日起开通每周两班前往

成田机场的直飞航班”。

与湖北省副省长座谈（2024年8月2日）
2024年7月18日，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与在鄂日韩企

业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进驻湖北省的日资企业经营状况及

关切问题。8月2日，湖北省副省长程用文与在鄂日韩企业举

行座谈会。武汉日本商会和JETRO武汉代表处依据针对在

鄂日资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就日资企业对经济形势的看

法、投资展望、对中国市场的认知，以及对湖北省政府的诉

求等内容进行了说明，同时呼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

＜建议＞
 扩充日本至武汉、长沙定期直航航班

　自2023年7月武汉—成田航线恢复通航以来，该
航线运行班次已增至每周5班；武汉—大阪航
线于2024年10月恢复运营，班次达每周7班；长
沙—成田航线于2025年1月恢复运行，班次为每
周2班。尽管航线正逐步恢复，但仍希望当地政
府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更多定期直
航航班的开通，并适当增加班次安排。

 继续为驻华外籍人员灵活办理工作许可证、签
证及居留许可

　目前，高端人才虽未持Z字签证，亦可办理工作
许可证和居留许可，我们对此表示感谢。然而，
部分地区在办理工作许可证时仍需要提供大学
毕业证原件或其他一些难以提交的材料，希望
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增强灵活性。

 保障在华日本人安全
　近期，江苏省苏州市、广东省深圳市先后发生针

对日本儿童的袭击事件，各地亦出现无差别伤
害事件。鉴于日本企业在华开展业务的基本前
提在于确保员工及其家属的安全与安心，希望
进一步加强对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保障工作。

 对设立日本国总领事馆给予支持
　目前，日本在中国中部地区尚未设立驻华外交机

构，而武汉市内已拥有160余家日资企业网点，
希望当地政府加大支持力度，积极协助推动设
立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馆。

 维持和保障执法的稳定性、透明度和便利性
　现阶段，环保管控和安全标准等的执行在不同

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且部分管控内容和执行判
断标准尚不明确。希望相关部门进一步提高执
法透明度，规范执行程序。

 针对劳动力成本上涨问题，给予企业扶持措施
（减税、补贴等）

　由于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部分企业在招工及
用工过程面临较大困难。希望当地政府在人才
介绍和企业用工服务方面提供有力支持，并探
索出台就业补助资金等扶持政策，切实帮助企业
在经济不景气时稳住就业。

 确保工厂运营和基本生活所需能源的稳定供应
　希望实现电力供应稳定，并确保用能收费长期

稳定。若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限电措施时，希望提
前发布通知，并为企业预留充分准备时间。

 对外资企业适用工厂绿色转型补贴政策等
　鉴于中国中部地区部分日资企业已享受补贴和

减税优惠政策，但仍有近半数日资企业反映未
能获得优惠待遇或对相关政策了解不足，希望
相关部门为外资企业举办优惠政策说明会，并
设立专门的咨询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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