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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西部地区（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

１. 重庆市
重庆市常住人口约3,3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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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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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9月发布《深入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7年）》。这是在
“33618”规划下的新一轮产业政策，旨在推进打造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三大
万亿级主导产业集群、三大五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六大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十八个“新星”产业集群等发展。

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
2024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7％，增速

高出全国5.0％的增速水平。在分城市的该项排名中，重庆

超越广州，排在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和深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重点产品方

面，全市汽车产量增长9.4％，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90.5％；

液晶显示屏增长22.1％。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3.6％，略高出全

国3.5％的增速水平。其中，餐饮收入增长9.1％，商品零售增

长2.6％。

进出口总额方面，中国整体相比上一年增长了5.0％，而

重庆市仅增长0.4％，继上年之后连续两年大幅低于全国增

长水平。

表：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2024年）
项目 金额 增长率(％)

GRP（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2,193.2 5.7
第一产业（亿元） 2,135.8 2.4
第二产业（亿元） 11,690.7 4.6
第三产业（亿元） 18,366.7 6.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 7.3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 0.1
基础设施投资额（亿元） - 0.3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亿元） - -8.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5,677.4 3.6
进出口总额（亿元） 7,154.2 0.4
进口额（亿元） 2,080.6 -
出口额（亿元） 5,073.6 6.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 0.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9,778.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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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家（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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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共有法人会员74家。

在渝日本人约231人（截至2023年10月，日本国驻重庆总领

事馆的调查结果）。

近年来，进驻重庆市的日资企业中，零售餐饮企业表现

突出，形成一大特点。多数企业会先在市场情况相近的四川

省成都市开店，根据消费者反应，约一年后将店铺扩展至重

庆市。近年来进驻重庆市的零售餐饮企业，如滨寿司、寿司

郎、茑屋、niko	and等，都采用了这一方式。

此外，2024年制造业领域的大型投资项目中，豪雅

（HOYA）与中国大型液晶面板制造商京东方科技集团

（BOE）的合资企业重庆迈特光电，在两江新区设立了平板

显示光掩膜版工厂。该工厂总投资22亿元，于2024年11月投

产。当地日资企业进驻形态的特征之一，便是此类合资企业

数量较多。

日资企业的业绩动向等
根据2024年秋季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当地日资企业

开展的海外日资企业实况调查（中国篇）结果，在渝日资企

业中，回答2024年营业利润预期为“盈利”的企业占比为

50.0％，比上年的72.0％下降了20个百分点以上。回答“亏

损”的企业占比从上年的12.0％增加到27.3％。不过，在关

于市场份额的提问中，与2019年相比，有46.2％的企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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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及服务的市场份额增加，在各省市中排名第一。

关于后疫情时代的业务开展，在渝日资企业大多列

举了“培养本土人才”（55.6％）、“常驻人员岗位本土化”

（33.3％）、“CSR（企业社会责任）活动”（27.8％）等措施。

关于脱碳措施开展情况，在渝日资企业中回答“已经采

取措施”的比例为52.4％，该比例仅次于浙江省（58.8％）、北

京市（55.3％）、广东省（52.7％），在所有省市中居第四位。

＜与地方政府的交流情况＞

与重庆市市长会谈
·	时间：2024年12月3日

·	中方参会人员：重庆市市长

·	日方参会人员：金杉大使、中国日本商会

·	交流内容：日方再次敦促重庆保障在渝日本侨民的安
全与安心生活，优化日资企业的营商环境，并积极呼
吁在大阪·关西世博会相关事务中加强协作。

＜建议＞
 持续开展与日资企业的直接对话

　直接对话机制是在渝日资企业直接反映经营
管理等问题的宝贵机会。2023年3月，重庆市政
府与在渝日资企业成功举办了面对面意见交流
会。虽然2024年未能举办类似活动，但我们希望
2025年后能继续举办直接对话交流会。同时，衷
心感谢重庆市政府于2024年9月接待上海日本商
工俱乐部、11月接待中国日本商会考察团，并由
政府高层详细介绍经济形势及投资环境。

 推动有利于在重庆投资企业取得更大发展的优
惠政策出台与适用

　部分企业反映，在招商引资阶段，政府提出了多
项优惠政策，且态度积极热情，但在企业完成
投资后，若拟扩大业务规模时，可利用的优惠政
策很少。希望政府在企业增资、扩产等各发展阶
段，进一步完善相关优惠政策。同时，也有企业
反映，部分市、区级政府为招商引资，曾与企业
单独签订优惠政策协议，但因财政紧张等原因，
未能按约定兑现退税等承诺。希望政府相关部
门切实落实承诺。2024年，部分地区发生了突如
其来且缺乏合理性的税务检查和强制征税。希
望相关部门不断调整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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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日资企业反映

尚不明确该经济圈将为日资企业带来何种具体
红利。希望政府向企业清晰、具体地说明该政策
如何改善营商环境，为企业带来哪些实质性利
益。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外，近期又相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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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概念，政府鼓励
企业积极参与。政府相关部门要求企业参加这
些相关活动，但企业在不了解实际利益的情况
下难以形成积极配合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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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西部地

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的行业可享受企业所得税
下调15％的优惠税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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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即便某些行业已列
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若未同时纳入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则外资企业将无法
享受相应税收优惠。由此，同一行业内内资企业
可以依据《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享受优
惠，与外资企业在纳税负担上适用不同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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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国有企业中出现了推进
供应链国产化的动向，对此，希望政府能够纠正
这些不平等现象。

 关于限电问题
　2024年8月下旬，因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部分

相关部门实施了限电措施，要求企业在白天减
少用电量，并建议尽可能将生产安排在夜间。对
此，日资企业尽力做出配合并调整了生产计划。
鉴于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日趋频繁，
类似情况在未来仍可能发生，希望政府相关部
门及时共享最新电力供应状况及2025年度电力
供需预测。若确需实施限电措施，希望提前发布
通知，而非临近执行时才发布，以便企业有足够
时间调整生产安排。

 工厂搬迁补偿金未支付问题
　在重庆市内进行工厂搬迁过程中，部分企业在

搬迁前与相关部门就搬迁补偿金问题达成协议
并已正式签署相关文件。然而，截至目前，部分
协议内容仍未得到履行。为确保企业的健康稳
定发展，希望政府部门尽快履行既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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