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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西部地区　２. 四川省及成都市

２. 四川省及成都市
自2009年起，四川省成都市连续16年荣获“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榜单第一名。多数人被成都市的魅力所吸
引，据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成都市已成为中国第四个
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

经济方面，成都深耕汽车、电子产品、文化创意等现
有产业集群，作为生产基地投资环境优良，作为消费市场
潜力巨大，有力带动西南地区经济发展。2020年获批的
“中日（成都）城市建设与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示范项
目”“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等国家级项目，
更是有望助力和吸引更多日资企业来蓉投资兴业。

四川省和成都市经济运行情况
2024年，四川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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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地区生产总值也比上年

增长5.7％。

四川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6％，成都

市增长4.8％，较上年均有所增长。从四川省增速较高的

产品看，单晶硅产量比上年增长56.1％、锂离子电池增长

42.0％、汽油增长27.1％、多晶硅增长25.2％、集成电路增

长25.1％等。

从反映消费动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四川省

增长4.2％，成都市增长3.3％，这些数字与中国整体3.5％的

增长率相近，呈现出相较于上一年更为严峻的消费形势。成

都市方面，分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增长2.6％；餐饮收入增

长6.2％。升级类消费品类的新能源汽车、金银珠宝类零售

额分别增长28.9％、11.9％。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方面，相较于全国同比增加5.0％

的水平，四川省同比增长9.4％，成都市增长12.1％，呈现出

复苏态势。

表： 四川省和成都市经济运行情况（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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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97.0 5.7 23,511.3 5.7
第一产业（亿元） 5,619.9 2.5 540.1 1.9
第二产业（亿元） 22,816.9 5.6 6,752.9 5.4
第三产业（亿元） 36,260.2 6.3 16,218.3 6.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 6.6 - 4.8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 2.4 - 7.3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亿元） - -9.9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7,415.0 4.2 10,327.1 3.3
进出口总额（亿元） 10,457.2 9.4 8,390.0 12.1
进口额（亿元） - - 3,748.7 27.1
出口额（亿元） - - 4,641.4 2.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 0.0 - 0.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7,336.0 4.7 - 4.7

资料来源：	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成都市统计局

日资企业进驻情况
进驻四川省的日资企业共516家（截至2022年10月，日本

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调查结果），较上一年的502家有所增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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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2月，共有法人会员128家企业及团体加入，但与上一

年相比呈减少趋势。在川日本人数约为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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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四川省日资企业的特点表现为沿海城市

的制造企业为拓展西南地区销售渠道而设立销售公司。与

此同时，众多日资企业聚焦以成都为核心的消费市场。2024

年，集英社旗下的主题咖啡店Jump	café、日本动漫连锁店

Animate等，均在成都开设西南地区首家门店，开设了与日

本文创相关的店铺。另一方面，在制造业、零售餐饮业方

面，日资企业新增情况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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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日资企

业中，回答2024年营业利润预期为“盈利”的企业占比为

43.6％（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低于全国水平的58.4％。

营业利润恶化的原因中，“当地市场需求减少”的占比高达

62.5％。

另一方面，关于“今后的业务开展意愿”，中国整体回答

“扩大”的企业占比，制造业为22.6％，非制造业为20.5％，

而在四川省，回答“扩大销售功能”的企业占比76.9％，比例

高居全国第三。包括“生产高附加价值商品”（占比23.1％）

在内，可以看出该地区日资企业有着强烈持续扩大业务的

意愿。

此外，在后疫情时代采取的措施中，列举了“培养本土

人才”（57.9％）、“加大录用本土人才”（21.1％）、“常驻人

员岗位本土化”（18.4％）。

作为吸引日资企业的重要举措，2024年10月，成都市

携手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成都代表处、日中经济协会成都代

表处，共同举办了“2024成都对日开放合作推介活动”。该

活动为期三天，重点围绕氢能、文创、医疗健康这三大领域

开展产业推介。活动期间，不仅安排了参观市内相关设施和

中国企业的行程，还举办了这三个领域的投资说明会、联

合企业交流会等。约100家日资企业参与，在地方考察活动

中，堪称规模最大的投资交流盛会。

＜与地方政府的交流情况＞

在川日资企业座谈会
·	时间：2025年4月28日

·	中方参会人员：四川省CCPIT、四川省相关政府部门、
企业相关人士等约1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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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方参会人员：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成都日本商
工俱乐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成都代表处等约30人

·	交流内容：就2025年电力需求预测等商务环境进行了
交流。

＜建议＞
 继续开展日资企业与省市政府的直接对话

　2024年2月，成都市政府与在蓉日资企业成功举
办了一次面对面的意见交流会。希望在2025年及
以后建立定期对话机制，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解决企业经营问题，并深化四川省、成都市
政府、企业与日资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出台优惠政策，放宽限制，推动中日示范项目
发展

　希望成都市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施具有
成都特色的优惠措施，放宽管制，以加快“中日
（成都）城市建设与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示范
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促进“中日（成都）区域
发展合作示范区”的高效运营。此外，希望政府
结合日资企业需求积极发布具体商机、市场情
况等信息。

 充分展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带来的红利
　希望政府能够及时向企业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建设进展及未来规划，并具体阐述对日
资企业的利好影响，例如创造新的商业机会、优
化营商环境等。

 积极推介清洁能源，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
　在成都的日资制造业企业中，已有企业率先实现

了全年生产工艺的碳中和。四川省拥有清洁的
电力能源结构，是中国最具碳中和潜力的地区
之一，这一优势使其在投资环境方面极具吸引
力。希望政府能够积极宣传这一竞争优势，并充
分利用其吸引更多外资投资。同时，希望相关部
门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使外资企业更便捷地
获得碳中和认证。此外，若有新的环境管控措
施或相关政策调整，希望政府能够提前发布相
关信息，并适时举办说明会。

 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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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西部地

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的行业可享受企业所得税
下调至15％的优惠税率。然而，外资企业适用的
并非该目录，而是《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这导致即便某一行业被列入《西部地区鼓励类
产业目录》，若未包含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中，外资企业仍无法享受同样的税收优惠。
目前，内资企业可依据《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
录》享受税收优惠，而外资企业则适用不同的政
策标准，造成了内外资企业在纳税负担方面的不
公平，影响了公平竞争。此外，中国国有企业中出
现了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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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宽外资零售店铺的烟草制品销售管控
　目前，外资企业不得销售烟草制品。这不仅影响

了直接的销售额，也使外资零售企业在吸引顾
客方面处于劣势，不得不与拥有烟草专卖资格
的内资企业展开不平等竞争。随着日本资本在
四川省内便利店市场的占比不断上升，为进一步
方便普通消费者，希望政府能够取消或适度放
宽相关限制。

 关于限电措施
　2024年8月下旬，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政府相

关部门实施了限电措施，要求企业在白天减少用
电，并建议尽可能将生产安排至夜间。对此，日
资企业已积极配合，调整生产计划。然而，考虑
到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频发，未来仍可能
出现类似情况。因此，希望政府能够及时共享最
新的电力供应状况，并提前发布2025年电力供
需预测。此外，若确需实施限电措施，希望政府
尽早发布通知，而非临近执行时才告知，以确保
企业有足够时间调整生产计划。

 优化就业许可及居留许可的办理流程
　2024年9月18日，成都市政府发布了《成都市进

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
若干措施》，其中包括缩短常驻人员居留许可审
批时间等利好政策。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政策落实仍存在不足，希望政府进一步予以改
进。此外，自2024年1月1日起，《四川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经营主体登记实名认证
工作的通告》正式实施，使新任常驻人员相关文
件的实名认证流程变得更加复杂。此前，企业只
需提交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并经公证的申请材
料，而新规则要求法定代表人本人进行实名认
证。尤其是当需提交日本总部高层的签名时，手
续耗时较长，影响常驻人员的赴任安排。希望相
关部门进一步优化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的办理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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