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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2024年1月，普华永道中国于上海举办年度在华

跨国企业高管会议，超过100名高管通过现场调

研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投资中国中西部地区的

看法 。

调研发现，人口、市场规模（67%），地方政府

的外资优惠政策（47%），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

势（43%）是吸引跨国企业投资中西部地区的三

大因素。

77%的受访企业将中西部地区定位为其产品或服

务的市场；47%则认为是生产基地；两成受访企

业认为中西部地区有其他定位，分别是连接南亚

和中亚的陆上通道（ 21% ）和 物流枢纽

（20%）。

受访企业在中西部的主要投资包括：销售/批发点

（ 44% ）、生产设施（ 31% ）、支持部门

（ 31% ）。其他主要投资包括：地区总部

（ 20% ）、物流设施（ 17% ）、研发机构

（14%）、采购（11%）和数据中心（6%）。

29%则表示尚未在中西部地区投资。

税收优惠（65%）、财政补贴（50%）、简化外

汇管理（36%）、改善基础设施（35%）是跨国

企业投资中西部地区最希望获得的政策支持。

超七成的受访企业曾考虑在中国中西部开展业

务，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已经进入大部分受访企

业视野。对于市场机遇的判断，跨国企业高管呈

现出分化状态——30%认为机遇巨大；15%认为

机遇巨大，甚至可以改变局势。

17%的受访企业在未来1至3年会将至少一半的投

资放在中西部地区。总体来看，受访企业对投资

中西部地区持积极态度，52%的受访企业打算将

小比例的投资放在中西部地区，17%仍将全部投

资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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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外

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3年，实际使用外资1632.5亿美元，规模仅次

于2021年和2022年，处于历史第三高。

长期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沿海地

区。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以四

川、重庆、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为代表的中

西部地区亦对外资构成强劲的吸引力。中西部地

区中，有河南、四川这样的人口大省，也有湖

北、陕西这样的教育高地，意味着这里有成为跨

国企业目标市场及研发和生产基地的巨大潜力。

近年来，通过地方政府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完善

基础设施，加大补贴力度等举措，中西部地区对

外资的吸引力不断提升。

2024年1月，普华永道中国于上海举办年度在华

跨国企业高管会议，超过100名高管通过现场调

研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投资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看

法，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主持，几

位著名大型跨国企业高管以圆桌讨论的形式，交

流了在中西部地区的经营管理经验。普华永道相

关领域合伙人亦分享了投资中西部地区的时代机

遇和优势。

我们整理和分析了跨国企业高管现场填写的

问卷、会议过程中的观点以及受邀专家的建议，

将其以如下报告形式呈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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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外资在中国的地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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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显示，2022

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排名前十的省和直辖市共吸

引外资1,627.4亿美元，占全国的86%，除北京外

其他均为沿海地区。近三年数据也显示，江苏、

广东、上海、山东、浙江、北京六地一直保持第

一到第六的位次，显示出其在吸引外资上的绝对

优势。

表1：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前10省、直辖市

排名 省份名称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美元） 占全国的比例（%）

1 江苏 305.0 16.1

2 广东 278.9 14.7

3 上海 239.6 12.7

4 山东 228.7 12.1

5 浙江 193.0 10.2

6 北京 174.1 9.2

7 辽宁 61.6 3.3

8 天津 59.5 3.1

9 福建 49.9 2.6

10 海南 37.1 2.0

排名前10合计 1,627.4 86.0

其他地区合计 264.1 14.0

数据来源：中国外资统计公报

内陆地区整体吸收外资金额远低于沿海地区，但

近年来部分内陆省份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外资统计公报》显示，

2020至2022年，湖南、湖北、陕西、山西、内

蒙古等省、自治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呈现良好

增长态势。

表2：2020-2022年部分省、自治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亿美元)

2020 2021 2022 复合年均增长率

湖南 16.8 24.1 35.3 45.0%

湖北 16.8 25.0 26.5 25.6%

陕西 4.6 10.6 14.6 78.2%

山西 2.1 2.4 8.3 98.8%

内蒙古 3.0 3.2 5.4 34.2%

部分知名跨国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案例被媒

体广泛报道。围绕电影院事业，韩国CJ集团在长

沙、岳阳已累计投资约2亿元。西门子宣布，该

公司的工业自动化产品中国智造基地将落户成

都。德国埃贝赫集团则将生产50万套汽车排气系

统的项目落户在河南许昌。

2023年，在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有所下滑的背

景下，中西部地区仍取得不错的成绩。四川的外

商直接投资到资金额达到245.2亿元，同比增长

6.5%；陕西实际使用外资99.9亿元，同比增长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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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市场和政策是跨国企业投资

中西部的最重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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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企业认为，人口、市场规模（67%）、地方政府的外资优惠政策（47%）以及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

势（43%）是推动其投资中西部市场的主要因素。

图1：跨国企业到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的驱动因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10个

地区人口仅占全国的3成左右。中西部地区人口

众多，以2022年常住人口计算，河南（9,872

万）、四川（8,374万）、湖南（6,604万）和湖

北（5,844万）均为中西部人口大省。

庞大的市场尤其有利于消费行业。中西部地区的

饮料市场基数低，年增长率在近年远高于东部沿

海。根据新华财经的报导，2023年初，可口可乐

在郑州的销量创下建厂27年来单月新纪录，2月

份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可口可乐计划在河南投

资9亿元建设新厂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

求。

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低于沿海地区，这将有

助于降低跨国企业的运营成本。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2年，上海和浙江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104,560元和71,934元，远

高于四川（59,121元）、湖北（57,043元）、湖

南（55,780元）和河南（47,918元）等地。

人才资源也是跨国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重要

考虑。英飞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Thomas

Zimmerle 先生表示，虽然目前的规模并不大，

但公司的创新及应用中心仍选择在西安落户，主

要是由于其在半导体领域有优秀的大学和人才。

他进一步解释称，高新科技需要完整的产业生态

系统和专业人员支撑其发展，地方产业链、人才

及生态系统的完善程度将有助于吸引外资。

67%

47%

43%

27%

18%

16%

10%

5%

人口、市场规模

地方政府的外资优惠政策

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

当地供应链的完整性

人才资源

物流基础设施的便利度

外国投资者社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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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场和生产基地是跨国企业

对中西部投资的主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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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显示，77%的受访企业将中西部地区定位为其产品或服务的市场；47%定位为生产基地；连接南亚

和中亚的陆上通道（21%）以及物流枢纽（20%）位居之后。

图2：跨国企业对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定位

77%

47%

21%

20%

13%

市场

生产基地

连接南亚和中亚的陆上通道

物流枢纽

其他

中西部多个地区被视为连接南亚和中亚的区域枢

纽，西部陆海通道建设惠及重庆、贵州、四川、

陕西等多个中西部省份。数据显示，西部陆海新

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开行量已由2017年的178列增

加到目前的9,000列。中老铁路和中泰铁路也将

扩大中国内陆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连接。以中老

铁路为例，其开通运营两年来，累计发送旅客超

过2,400万人。

受访企业已在中西部地区开展多元化投资，主要

包括销售/批发点（44%）、生产设施（31%）和

支持部门（31%），这些实际投资与其对中西部

地区的定位高度契合。地区总部（20%）、物流

设施（ 17% ）、研发机构（ 14% ）、采购

（11%）、数据中心（6%）也是受访企业的选

择。29%的受访企业尚未投资。

图3：跨国企业目前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情况

44%

31%

31%

20%

17%

14%

11%

6%

6%

20%

9%

销售/批发

生产设施

支持部门（人力资源、信息技术、财务、客服等）

地区总部

物流设施

研发机构

采购

数据中心

其他

尚无投资计划

目前无投资，正在考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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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跨国企业投资中西部的政

策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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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65%）和财政补贴（50%）是最吸引受访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政策因素。简化外汇管理

（36%）和改善基础设施（35%）也是受访企业较为关注的内容。此外，受访企业期待较为综合的政策

支持，同时选择三个选项（最多选三项）的占比接近50%，选择两项的占比接近30%。

图4：吸引跨国企业到中国中西部投资的政策因素

6%

31%

35%

36%

50%

65%

其他

增加监管透明度

改善基础设施

简化外汇管理

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

政策补贴是中西部地方政府吸引外资的重要方

式。湖北省级财政对新设外资总投资1亿美元及

以上、且首年实际使用外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

的先进制造业项目的奖励累计最高可达2亿元。

湖南对世界500强企业新设立中国区总部、且注

册资本在2,000万元以上的，最高奖励1,000万

元。这些政策显示了中西部地区对于外资的重视

程度。

企业与政府间关系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参加会

议的一位跨国企业高管表示，多个省份均出台了

针对其所在行业投资的优惠政策补贴和激励措

施，但其最终选择落户在西南部某城市，其中一

个原因是一直以来与地方政府保持良好合作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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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跨国企业将积极考虑投资中西

部市场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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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企业考虑过在中西部投资开展业务，这意味着中西部市场已经进入大部

分受访企业的视野。

图5：跨国企业有否考虑过在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开展业务？

有, 72%

没有, 28%

但在对中西部市场机遇的判断上，受访企业的态

度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状态——30%的受访企业认

为中西部地区机遇巨大；15%更是认为机遇巨

大，甚至可以改变局势；44%则认为机遇一般。

图6： 跨国企业对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机遇的判断

机遇巨大，甚至

可以改变局势
15%

机遇巨大
30%

机遇一般
44%

无法作出判断
11%



图7：跨国企业未来1-3年在中国沿海及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例

100%在沿海地区
17%

大部份在沿海，小部

份在中西部
52%

一半在沿海，

一半在中西部

及其他内陆地

区
11%

大部分在中

西部，小部

分在沿海
4%

100%在中西部
2%

暂未决定
14%

在具体的投资计划上，17%的受访企业计划未来

将把至少一半的投资放在中西部地区。总体来

说，跨国企业对投资中西部地区仍保持积极态

度，高达52%的受访企业打算将小比例的投资放

在中西部地区，17%仍将全部投资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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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底，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GDP的

比率为21.1%，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中国吸引外

资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西部地区有望为跨国

企业在中国的新一轮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在跨国企业的中国战略中，中西部地区正在变得

更加重要。跨国企业在选择中西部地区作为市场

和生产基地的基础上，也逐渐将其定位为研发和

技术中心，甚至是区域总部所在地。

但跨国企业也需要认识到，中西部地区在基础设

施、营商环境、人才供给、产业链成熟度方面与

沿海地区仍然有差距。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跨

国企业而言，在关注市场潜力、引资政策、营商

环境等宏观因素外，还需要因地制宜，提高自身

产品和服务与当地市场的契合度，并与地方政

府、员工以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建立良好的关

系。

对于希望引入外资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内陆地方政

府而言，需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结合地方产业

发展方向和生产要素禀赋，为跨国企业量身定制

具有吸引力的政策组合，有效降低其生产和经营

成本。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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