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国 际 商 情 参 考

第

期
总第1 �期

202 年 月2 日

2

2 9
�3

期
4

4



1

目录

【国别介绍】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贸易往来】

2023 年中国与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贸易进出口情况

2023 年四川与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贸易进出口情况

【经贸动态】

马来西亚致力成为东南亚电动汽车生产中心

马来西亚出口有望在 2024 年复苏

印尼多举措扩大出口贸易

二手车和两轮车将提振印尼汽车市场

菲律宾颁布 2023 年互联网交易法

2024 年菲农业有望实现更高增长

前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签证须知

【投资观察】

东盟发布 2023 年投资报告

【贸易实务】

中企在菲律宾开展贸易投资合作需知晓的基本法律规则



2

【国别介绍】

马来西亚

一、概况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国土被南海分隔成东、西两部分，全国面
积共 33 万平方公里。人口 3394 万（2022 年）。官方语言是马来语，
但英语、中文和泰米尔语也广泛使用。2023 年马来西亚人均GDP为
13034 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行列（IMF统计）。

二、重点/特色产业

马来西亚在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也是东南
亚的电子和汽车制造中心之一。

服务业 马来西亚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吸收就业人数占马来
西亚雇佣员工总数六成以上。其中，旅游业是服务业的重要部门之一。
2022 年，服务业产值占马GDP58.3%，同比增长 10.9%

制造业 马来西亚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主要包括电子、
石油、机械、钢铁、化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2022 年，制造业产值占
马 GDP24.1%，同比增长 8.1%。

采矿业 以开采石油、天然气为主。2021 年，马来西亚采矿业产
值占GDP的 6.4%，同比增长 2.6%。

物流业 马来西亚公路网里程约 14.4 万公里，铁路网总里程 1833
公里。目前，马来西亚共有 8 个国际机场，22 个港口，主要港口 7
个，巴生港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港口。

近年来重点支持或优先发展产业

数字经济 2021 年 2 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马来西亚数字经
济蓝图》（Malaysian Digital Economy Blueprint， 简称MyDIGITAL），
旨在推动马来西亚进行数字化转型，目标是到 2030 年将所有领域的
商业生产力提高 30%，使数字经济对马来西亚 GDP 的贡献率达到
22.6%。

新能源及绿色产业 2021 年 6 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了新的能源
发展规划，旨在降低对化石燃料依赖、减少碳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
发电占比。规划主要包括三个目标：一是截至 2025 年，国内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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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由当前的 8GW增加至 18GW，占比由当前的 16%
提升至 31%，并在 2040 年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至 40%。二是按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规定的马来西亚国家自主贡献
（NDC），以 2005 年水平为基准，至 2030 年将国内能源部门的 碳
排放系数降低 45%，并在 2035 年进一步实现降低 60%。三是不再新
建任何煤电项目，并在 2033 年停用总装机容量为 7GW的燃煤电站。

三、对外贸易

2023 年马来西亚贸易规模继续保持。根据马来西亚贸工部 2024
年 1 月公布的 2023 年马来西亚全年贸易统计数据，马全年贸易规模
为 2.64 万亿令吉，虽然同比下降 7.3%，但仍连续 3年贸易规模保持
在 2万亿令吉以上。其中出口额为 1.43 万亿令吉，下降 8%；进口 1.21
万令吉，下降 6.4%；贸易顺差为 2141 亿令吉。贸易额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棕油和天然气等）和地缘政治冲突
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高企的通胀率抑制消费、全球半导体领域处于
下行周期、去年基数较高等。东盟、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是马来
西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占到马来西亚对外贸易总额的 67.7%。

2023 年马来西亚自全球进口主要商品：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
三个品类，进口额占马进口总额的 70.5%。

2023 年马来西亚自全球出口主要商品：电子电器、石油及其产品、
化学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及零部件、金属制品等 5大类，占马出口
总额的 63.4%。

马来西亚进出口商品管理及检验检疫要求
（１）进口管理。1998 年，马来西亚海关禁止进口令规定了四类

不同级别的限制类进口。第一类是 14 种禁止进口品，包括含有冰片、
附子成分的中成药，45 种植物药以及 13 种动物及矿物质药。第二类
是需要许可证的进口产品，主要涉及卫生、检验检疫、安全、环境保
护等领域，包括禽类和牛肉（必须符合清真认证）、蛋、大米、糖、
水泥熟料、烟花、录音录像带、爆炸物、木材、安全头盔、钻石、碾
米机、彩色复印机、部分电信设备、武器、军火以及糖精。第三类是
临时进口限制品，包括牛奶、咖啡、谷类粉、部分电线电缆以及部分
钢铁产品。第四类是符合特别条件后方可进口的产品，包括动物、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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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品、植物及植物产品、香烟、土壤、动物肥料、防弹背心、电子
设备、安全带及仿制武器。

为了保护敏感产业和战略产业，马来西亚对部分商品实施非自动
进口许可管理，主要涉及建筑设备、农业、矿业和机动车辆领域商品。

（２）出口管理。马来西亚规定，除以色列外，大部分商品可以
自由出口至任何国家和地区。但是，部分商品需获得政府部门的出口
许可，其中包括：短缺物品、敏感或战略性或危险性产品，以及受国
家公约控制或禁止进出口的野生保护物种。此外，马来西亚《1988
年海关令（禁止出口）》规定了对三类商品的出口管理措施：第一类
为绝对禁止出口，包括禁止出口海龟蛋和藤条，禁止向海地出口石油、
石油产品和武器及相关产品；第二类为需要出口许可证方可出口；第
三类为需要视情况出口。大多数第二和第三类商品为初级产品，如牲
畜及其产品、谷类、矿物、有害废弃物，第三类还包括武器、军火及
古董等。天然气、棕榈油、集成电路、榴莲。

（３）检验检疫要求
为防止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以及其

他有害生物传入，马来西亚政府对进口动植物实施检验检疫。如携带
动植物入境，需事先向马来西亚相关主管部门申请进口许可证并在入
境时遵守各项检验检疫程序。马来西亚要求所有肉类、加工肉制品、
蛋和蛋制品必须来自经农业部兽医服务局检验和批准的工厂，所有上
述进口产品必须获得兽医服务局颁发的进口许可证。

所有向穆斯林供应的肉类、加工肉制品、禽肉、蛋和蛋制品，必
须通过清真认证，牛、羊、家禽的屠宰场以及肉蛋加工设备必须获得
伊斯兰发展署（JAKIM）的检验和批准。

四、中马双边贸易

根据马来西亚贸工部 2024 年 1月公布的 2023 年马来西亚全年贸
易统计数据，2023 年中马双边贸易额 4508.4 亿令吉，下降 7.3%，占
马来西亚贸易总额的 17.1%。其中马来西亚对华出口 1922 亿令吉，下
降 8.7%；马自中国进口 2586.3 亿令吉，下降 6.2%。中国也是马来西
亚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占马进口总额的 21.3%。

中国对马出口前十大商品（2022 年）：集成电路、电话机、其他
发送或接收声音、图像或其他数据用的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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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家具及其零件、低值简易通关商品、成品油、箱包、自动数据处
理设备及其他办公机器的零附件、玩具、电子工业化工品。

中国自马进口前十大商品（2022 年）：集成电路、原油、沥青混
合物、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半导体器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
成品油、棕榈油及其分离品、铜废料及碎料、制造半导体的机器及装
置。

中国对马出口潜力商品：钢铁制品、塑料制品、工程机械设备、
机械加工设备。

马来西亚实行自由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部分商品进出口受许可
证或其他规定的限制。马来西亚是东盟第三大汽车市场，也是东盟十
国中汽车工业较发达的国家，汽车生产和销售体系较为成熟。特别是
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为支持能源转型、发展绿色经济，鼓励发展新
能源汽车。在 2023 年财政预算中，颁布了电动汽车税收优惠政策，
其中包括：在 2025 年之前对电动汽车的整车和零部件进口实施零关
税，2025 年之后，对电动汽车整车进口征收 15%关税和 5%的消费税，
电动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和消费税依然为零。此外，我电视机、洗衣
机等白色家电以及各种生活小家电在马来西亚市场也具有一定的竞
争优势。

中国自马进口潜力商品：天然气、棕榈油、集成电路、榴莲。
马来西亚分别为我液化天然气和棕榈油进口的第三、第二大来源

国。榴莲是马来西亚极富特色的热带水果，是满足国内高档水果消费
的潜力商品。

印度尼西亚

一、概况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陆地面积
约 191.4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8 亿，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官方语言
上印尼语。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5.05%，人均GDP
达 5109 美元，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

二、重点/特色产业

支柱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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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值占GDP的 13%，渔业资源丰富，是全球最大的棕榈
油生产国、第二大天然橡胶生产国。

工业：产值占GDP的 43.3%，油气和矿产资源丰富，是全球最
大的煤炭出口国。

服务业：产值占GDP 的 43.7%。旅游业是印尼非油气行业中的
第二大创汇行业。

物流业：公路全长约 54.9 万公里。铁路总长 6458 公里。空运共
有 340 个机场、179 个航空港。水运有各类港口约 2439 个，年吞吐量
约 420 万标准箱。对华贸易主要航线：马六甲海峡航线、巽他海峡航
线、龙目岛海峡航线。

近年来重点支持或优先发展产业：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数字
经济、医疗医药等

印尼出台《创造就业法》推出投资“优先清单”，在基础设施、
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医疗医药、矿产资源下游等领域，取消或放
宽股权比例等对外资的限制。以镍矿为例，印尼是全球最大镍资源国
和生产国。近年来，印尼通过禁止镍矿出口、推行镍下游化战略、打
造电动汽车产业链等系列措施政策，大力发展镍生产及相关下游产
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含镍不锈钢生产国和出口国。

三、对外贸易

2022 年，印度尼西亚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 5294.3 亿美元，增长
23.8%。其中，出口 2919.8 亿美元，增长 26.1%；进口 2374.5 亿美元，
增长 21%。

印尼自全球进口主要商品（2022 年）：成品油、原油、石油气及
其他烃类气、机动车的零件、附件、集成电路、小麦及混合麦、自动
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煤及用煤制成的类似固体燃料、金（非货币
用）。

印尼对全球出口主要商品（2022 年）：煤及用煤制成的类似固体
燃料、棕榈油及其分离品、铁合金、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铜矿砂及
其精矿、褐煤、不锈钢平板轧材、工业用脂肪酸、脂肪醇、镍锍、氧
化镍烧结物及镍冶炼的其他中间产品、载人机动车辆。

四、中印（尼）双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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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印尼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和进口来源国。
2023 年，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1394 亿美元，同比下降
5.9%。其中，进口、出口均略有下降。

中国自印尼进口前十大商品（2022 年）：铁合金、褐煤、煤及用
煤制成的类似固体燃料、镍锍、氧化镍烧结物及镍冶炼的其他中间产
品、棕榈油及其分离品、不锈钢；不锈钢半制品、石油气及其他烃类
气、不锈钢平板轧材、工业用脂肪酸、脂肪醇、铜矿砂及其精矿 。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前十大商品（2022 年）：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及其部件、推土机、挖掘机、压路机等工程机械、合成纤维长丝纱
线的机织物、钢铁结构体及其部件、平板显示模组、绝缘电导体、变
压器、静止式变流器及电感器、铁或非合金钢平板轧材、机动车的零
件、附件、主要产业情况 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医疗
医药等。

（1）中国对印尼出口潜力商品：机械器具、集成电路、机动车
及其零部件、鞋靴、护腿和类似品、机织物。

（2）中国自印尼进口潜力商品：煤炭、棕榈油、热带水果、水
海产品、燕窝。

菲律宾

一、概况

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国土面积约为 29 万平方公里。人口总
数约 1.2 亿（2022 年），是东南亚第二人口大国。官方语言是菲律宾
语和英语。2023 年菲律宾人均GDP达 3859 美元（世行统计）。

二、重点/特色产业

支柱产业：农业、矿业、服务业、旅游业等。
农业 菲律宾是世界第二大香蕉出口国，第二大椰子油出口国，

第二大菠萝出口国。
矿业 菲律宾是世界上最大的镍矿出口国，2022 年出口镍矿 14.6

亿美元。
服务业 菲律宾是最大的业务流程外包(BPO)目的地，BPO 行业

价值估计达 1500 亿美元。超过 100 万菲律宾人受雇于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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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 菲律宾的旅游业年产值约占GDP的 10%。
物流业：菲律宾的公路总里程 3.3 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长度 509.2

公里。航空货运量 5300 万吨，港口总数量约 400 个。水运航线总长
3219 公里。2022 年，海港吞吐量为 5.5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790 万标
箱。中国是马尼拉北港最大贸易往来目的地。

近年来重点支持或优先发展产业：农业、矿业、服务业、旅游业
等。

三、对外贸易

2022 年菲律宾对外贸易进出口额 2248.2 亿美元，增长 13%。其
中，出口额789.3亿美元，增长5.8%；进口额1458.9亿美元，增长17.3%。

菲律宾自全球进口主要商品（2022 年）：集成电路、成品油、煤
及用煤制成的类似固体燃料、原油、载人机动车辆、小麦及混合麦、
电话机；其他发送或接收声音、图像或其他数据用的设备、自动数据
处理设备及其他办公机器的零附件、流通中的货币现钞(包括纸币及
硬币)、半导体器件。

菲律宾对全球出口主要商品（2022 年）：集成电路 绝缘电导体 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椰子油、棕榈仁油或 巴巴苏棕榈果油及其
分离品 印刷机器及其零件、附件 未锻轧的精炼铜及铜合金 变压器、
静止式变流器及电感器 半导体器件 定制型软件、检测报告、蓝图及
类似品(仅用于出口) 电话机；其他发送或接收声音、图像或其他数据
用的设备。

四、中菲双边贸易

菲律宾是中国在东盟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
进口来源国。2023 年，中菲贸易进出口达 71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
其中，进口、出口均呈下降态势。

中国我对菲律宾出口潜力商品（2022 年)：铁或非合金钢平板轧
材、成品油电话机；其他发送或接收声音、图像或其他数据用的设备
集成电路、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鞋靴、钢铁管及空心异型材、
玩具、家具及其零件、低值简易通关商品、绝缘电导体。

中国我对菲律宾进口潜力商品(2022 年）：集成电路、镍矿砂及
其精矿、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他办公机器的零附件、半导体器件、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未锻轧的精炼铜及铜合金、固定、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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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调 ( 微调 ) 电容器 、褐煤 、变压器、静止式变流器及电感器 、
鲜或干的香蕉，包括芭蕉。

中国对菲律宾出口潜力商品：消费品、服装饰品；中间品、铁或
钢；资本品、轮船、航空器。

中国自菲律宾进口潜力商品：水果—榴莲；矿产—镍矿；农产品
—椰子油；加工食品。

（来源：本期“国别介绍”内容摘自商务部、海关总署网站等）

【贸易往来】

2023 年中国与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贸易进出口情况

据海关统计数据（以美元统计）显示，2023 年 1-12 月，中国与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均有不同程度下
降。

对马来西亚，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为 1902 亿美元，同比下降 5.2%。
其中，进口 1029 亿美元，同比下降 6.3%；出口 874 亿美元，同比下
降 3.9%。对印度尼西亚，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为 1394 亿美元，同比下
降 5.9%。其中，进口 742 亿美元，同比下降 4.7%；出口 652 亿美元，
同比下降 7.3%。对菲律宾，双边货物贸易总额 71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其中，进口 19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5.3%；出口 524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6.3%。详情见下表一。

表一：中国与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贸易进出口数据表
（2023 年 1-12 月）

单位：亿美元

国别

进出口 进口 出口

金额 占比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马来西亚 1902 3.2% -5.2% 1029 -6.3% 874 -3.9%

印度尼西亚 1394 2.35% -5.9% 742 -4.7% 652 -7.3%

菲律宾 719 1.21% -16% 195 -15.3% 524 -16.3%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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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四川与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贸易进出口情况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 1-12 月，四川与马来西亚的货物
贸易进、出口均大幅下降。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为 56.23 亿美元，同比
下降 36.2%。其中，进口 10.43 亿美元，同比下降 25.4%；出口 45.8
亿美元，同比下降 38.2%。

2023 年 1-12 月，四川与印度尼西亚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双双增
长。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为 24.6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9%。其中，进
口 1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出口 12.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3%。

2023 年 1-12 月，四川与菲律宾的货物贸易出口有较大增幅，进
口额略有下降。双边货物贸易总额 14.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7%。
其中，进口 2.41 亿美元，同比下降 24%；出口 12.43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4.3%。详情见下表二。

表二：四川与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贸易进出口数据表
（2023 年 1-12 月）

单位：亿美元

国别

进出口 进口 出口

金额 占比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马来西亚 56.23 4.13% -36.2% 10.43 -25.4% 45.8 -38.2%

印度尼西亚 24.65 1.81% 36.9% 12.2 42% 12.45 29.3%

菲律宾 14.84 1.09% 12.7% 2.41 -24% 12.43 24.3%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经贸动态】

马来西亚致力成为东南亚电动汽车生产中心

马来西亚致力于吸引更多电动汽车制造商，力争成为东南亚地区
电动汽车生产中心。这是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长东姑·扎夫
鲁（Tengku Zafrul Abdul Azir）2 月 20 日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的汽车行
业活动上发表指导性讲话时所强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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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姑指出，马来西亚成为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电动车生产中心的
许多便利条件。除了战略位置、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严格的法律外，马
来西亚还拥有雄厚的电气和电子工业，为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和电
动汽车等其他行业提供稳定的供应。

他还估计，东南亚地区电动汽车市场预计将以每年 33%的速度增
长，从 2021 年的约 5亿美元增长到 2027 年的 27 亿美元。

（来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网）

马来西亚出口有望在 2024 年复苏

由于主要市场的复苏，马来西亚 2024 年第一季度的贸易出现了
积极的迹象，从而支持了该国今年的经济发展。

马来西亚投资银行(IB)预测该国的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反弹4.7%和
5.6%，预计今年出口反弹的主要推动力是电子产品周期的预测转折，
因为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预计全球半导体销售将在 2024 年反弹
13.1%。

与此同时，公共投资银行(PIVB)表示，2024 年对马来西亚的电气
和电子(E&E)出口商来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因为E&E产品的出口占
该国出口总额的 40%以上。

此外，马来西亚财政部预计，制造业的商品出口将增长 5.5%。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MITI) 2 月 20 日表示，该国 2024

年第一个月的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13.3%，达到 2347.3 亿林吉特(近 490
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 8.7%，达到 1224.3 亿林吉特，进口增长 18.8%，
达到 1123 亿林吉特。这是连续 10个月下滑后首次出现增长。

（来源：人民日报）

印尼多举措扩大出口贸易

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印尼全
年出口量较 2022 年同比增长 8.55%，其中 12 月的出口额达 224.1 亿美
元，自 2020 年 5 月以来连续 44 个月实现贸易顺差。印尼财政部官员
表示，2023 年印尼出口整体向好趋势展现了经济发展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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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印尼持续出台政策举措扩大出口贸易。印尼贸易部设立
了贸易促进中心等专门机构。2023 年 9 月，印尼政府成立国家促进出
口特别工作组。相关部门、机构积极加强对市场信息和数据的收集、
调研和分析，以便为出口企业提供政策引导，提高出口企业竞争力。
去年 12 月，印尼外交部召开相关论坛，分析印尼在亚太和非洲地区
的商业活动机遇。印尼外交部还计划制定 2024 年区域专题和经济数
据报告。

印尼官方数据显示，中小微企业出口商数量占到印尼出口商总数
的 77.28%，但出口额仅占出口总额的 4.1%。为此，印尼相关政府部
门从政策、资金、信息等多方面向中小微企业倾斜，通过增加融资、
提供培训、放宽市场准入资格和程序、举办国际贸易博览会、发展电
子商务和电子支付等多项举措优化中小微企业出口商的营商环境，鼓
励并扩大中小微企业产品出口，促进公平竞争、实现共同发展。

针对出口产品中初级原材料占多数的情况，近几年印尼政府更加
重视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鼓励投资加工产业。从 2014 年开始，印
尼不断调整矿业政策，包括减少部分矿石原材料出口，鼓励投资建设
冶炼厂，将更多原材料用于生产不锈钢等加工产品，旨在延长国内产
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例如，通过将镍矿加工成镍铁，其附加值可
增加十几倍，可望带来更多外汇收入。印尼贸易部国家出口发展局表
示，未来将致力于发展原材料下游产业，继续出台相关举措提高出口
产品附加值，以期进一步扩大 2024 年出口贸易。

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和进口来源国。
印尼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中印尼双边货物贸易额达 1271.2
亿美元。印尼将 2024 年对中国的出口目标提高到 650 亿美元至 700
亿美元，并制定了多项合作计划。印尼贸易部国家出口发展局局长迪
迪·苏梅迪表示，印尼出口部门不断深化对华贸易合作，将通过举办
博览会等方式在中国市场加强推介印尼产品。

过去 12年，印尼对中国、新加坡等 13个主要出口目的国的出口
额占出口总额的 75%。为使贸易市场更加多元化，印尼贸易部不断开
拓出口市场，寻求与非洲、中东、拉美等地的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外
贸合作，探讨签订自贸协定、优惠贸易协定和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等合作形式，扩大国内产品销路。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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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和两轮车将提振印尼汽车市场

雅加达邮报 1月 30 日报道，分析师预计今年印尼的新车销量将
从 2023 年的低迷中反弹。电动汽车（EV）的市场份额仍然很小，但
正在快速增长。

根据印尼汽车制造商协会（Gaikindo）的数据，2023 年印尼全国
新车销量下降 100 万辆，同比下降 4%。然而，根据印度尼西亚摩托
车工业协会（AISI）的数据，新摩托车销量继续呈上升趋势，达 624
万辆，同比增长 20%。2024 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至 650 万台，超过新
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购买二手车的贷款支出也在不断增长。

分析师认为，支出可能会从新车转向更便宜的替代品，例如二手
车和两轮车。然而，随着电动汽车日益流行，今年新车销量将出现反
弹。

（来源：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菲律宾颁布 2023 年互联网交易法

近日，菲律宾通过了在线上交易中保护消费者和商家的法案，为
此目的设立了电子商务局，出台了 2023 年互联网交易法。该法案规
范了电子商务，旨在保护消费者和供应商以及数据隐私。

该法案适用于交易其中一方在菲律宾；促成交易的商家或数字平
台迎合菲律宾市场的所有 B2B 和 B2C 的互联网交易，无论其是否在
菲律宾设有公司。该法案不适用于 C2C交易或线上媒体内容。

该法案授权建立一个电子商务局，该局将制定发展数字商务部门
的方案和政策，并将执行相关法律如确保线上商家和数字平台注册。
它还将建立一个包括全国所有线上商家、数字平台、电子零售商和电
子市场的数据库。电子零售商、线上商家以及线上交易平台有 18 个
月的时间进行合规调整。

（来源：南亚标准研究暨成都技术贸易措施）

2024 年菲农业有望实现更高增长

据菲律宾《每日论坛报》1月 28 日报道，菲阿尔拜省众议员萨尔
塞达称，由于菲农业部长劳雷尔大力推行改革，菲农业今年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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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增长。菲去年GDP增长约 6%，但却未能使许多菲律宾人脱贫。
萨称，菲今年经济将从农业部提高产量的计划中受益，推动实现 6.5%
至 7.5%的经济增长，此外农业增长对消除贫困具有关键作用。

菲农业部长近期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农渔业发展三年计划，主要
是投资收获后设施，实现粮食减损；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获得更准
确的生产数据；建设冷藏设施，缓解蔬菜季节性供应过剩问题。

（来源：驻菲律宾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前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签证须知

一、马来西亚
公务护照、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免签，需持 6个月以上有

效护照，需提前 3天办理数字入境卡(MDAC)，签证停留期为 30天。
二、印度尼西亚
（一）公务护照：互免签证。可免签入境 30 天，免签原则上不

能延期。
（二）公务普通护照：落地签/电子签。
（三）普通护照：旅游电子签/落地签。
1.访问签证：颁发给以访问为目的的政府公务人员、旅游者以及

进行社会活动和商务活动者，印尼方颁发此类签证分为一次入境签证
（停留期 60 天）和多次签证（每次停留期 60 天），每次延 60-180
天；

2.落地签证：颁发给在印尼旅游、社会文化访问（不包含新闻采
访）、商务访问或政府公务活动的人员，停留期为 30 天。印尼政府
允许中国公民在指定的印尼机场、港口的开放口岸办理落地签证
（ VISA ON ARRIVAL ） 或 通 过 印 尼 移 民 局 官 方 网 站
https://molina.imigrasi.go.id/办理电子落地签证 e-VOA。根据现行规
定，申请者需持有效护照（有效期半年以上）和往返机票，向口岸的
专柜申请签证，费用为 50 万印尼盾，无需填写申请表。落地签证停
留期 30 天，期满后可到当地移民部门或通过印尼移民局官方网站申
请延期一次 30 天。

三、菲律宾
（一）公务护照：互免签证。可免签证进入菲律宾停留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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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务普通护照：免签。可免签证进入菲律宾停留 30 天。
（三）普通护照：办理签证。免签情况：持中国普通护照持有申

根、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或日本任意一种有效签证者，以旅游为
目的可免签证进入菲停留 7天。移民局可以再延长 14 天，一共 21 天。

（来源：摘自东盟商机）

【投资观察】

东盟发布 2023 年投资报告

2023 年 12 月，东盟发布《2023 年投资报告》，有关内容如下：

全球投资低迷，东盟依然强劲

2022 年，受俄乌冲突等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
下降 12%至 1.3 万亿美元。同期，东盟 FDI 流入量逆流而上，增长 5.5%
达 2240 亿美元，创历史峰值，巩固了发展中地区最大 FDI 目的地的
地位。

展望未来，尽管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粮食危机、债务压力或将减
缓东盟投资增长，但受益于国际供应链重塑、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区
域一体化持续推进以及投资者信心，东盟未来仍将保持可观的 FDI
流入。

从东盟十个成员国看，六个国家 FDI 流入量较 2021 年增长，依
次为新加坡（1412 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0 亿美元）、越南（179
亿美元）、马来西亚（171 亿美元）、柬埔寨（36 亿美元）和缅甸（30
亿美元）；两个国家较 2021 年有所下降，分别是泰国（99亿美元）
和菲律宾（92 亿美元）。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 FDI 流入量创历
史新高；柬埔寨和缅甸跻身最不发达经济体中排名前五的重要 FDI
目的地。

从全球占比看，东盟连续两年超越中国成为发展中地区最大的
FDI 目的地，并继续成为增长引擎。东盟在全球 FDI 流入中的份额从
2021 年的 14.4%上升到 2022 年的 17.3%。强劲的流入推动东盟 FDI
存量达到 3.6 万亿美元，比 2015 年（1.8 万亿美元）翻了一倍。

从投资类型看，跨国公司纷纷在东盟扩张，强化区域价值链和供
应链网络。股权投资增长 8％达 1270 亿美元，占东盟 2022 年 FD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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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再投资增长 5％达 860 亿美元，占比 38％。已公布的绿地投资、
国际项目融资和跨境并购项目数量均有所增加。

从投资领域看，制造业、金融、批发和零售以及与能源转型（如
电动汽车）、数字经济（如数据中心）相关行业的投资强劲。

制造业投资达 617 亿美元，占比从 2020 年 9%到 2021 年 26%，
再到 2022 年 28%；

电子产品占制造业已公布绿地投资的 70%，半导体和电子元器件
占 27%，电池增长 656%达 84 亿美元占 23%。

金融和银行业仍是最大的 FDI 目的行业，增长 3.6%达 630 亿美
元。

批发和零售业增长 18%达 330 亿美元，信息和通信业增长 67%达
100 亿美元。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的投资连续两年增长，
2022 年已公布的绿地投资、国际项目融资 FDI 达 780 亿美元，项目
数量增长 26%达 349 个。

2015-2022 年，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 52%和 19%。
从投资来源看，来自前 10大外资来源地的 FDI 占东盟 FDI 比重

为 71%，较 2021 年提升 8%。
美国投资居首，增长 6%，达 370 亿美元，主要在银行和金融业

以及制造业。
东盟内部投资居第二位。
日本是东盟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投资额达 260 亿美元，主要集中

于交通运输和存储业，占该领域东盟 FDI 的 88%。
中国是东盟第四大外资来源地，投资 160 亿美元，主要在制造业、

电动汽车、数字经济和房地产。
中国香港是东盟第五大外资来源地，韩国居第六位。
从内部投资看，东盟成员国内部投资连续三年上涨，2022 年达

280 亿美元，主要流向金融业和制造业，前五大行业占比 87%。印度
尼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吸引了东盟内部三分之二的投资，新加坡 2022
年增长 10%。

东盟投资政策环境持续改善
近年来，东盟成员国陆续出台有利投资的政策措施，包括：投资

便利化及配套措施，政策环境逐渐改善；东盟区域层面达成一系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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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速电动汽车、数字经济、工业 4.0 转型等领域投资的声明和协定。
这些是东盟投资活力的重要保障。

从对内投资政策看，2013-2022 年，东盟成员国共实施了 149 项
影响投资的措施（包括 111 项有利措施，27 项中立措施，11 项限制
措施），其中 90%以上对投资者有利或中性，该比例超过了 68%的全
球平均水平和 86%的亚洲平均水平。2021 年受疫情影响，该比例曾降
至 70%，主要系成员国收紧投资监管，特别是具有战略重要性、公共
卫生和国家安全相关领域。

这些政策主要涉及：
一是投资自由化，超过三分之一的有利措施与开放外资市场准入

有关。例如，越南将 2020 年投资法项下外资市场准入限制清单中的
保险对外资全面开放；菲律宾修改负面清单允许外资对可再生能源
100%投资，放松中小企业和贸易企业的外国所有权限制，允许外资
拥有对电信、航空、航运和铁路等公共服务的所有权。

二是投资激励，超过五分之一的有利措施提供了投资激励。例如，
柬埔寨制定投资法为包括高科技行业、创新研发、数字基础设施和高
附加值制造业在内的 19 个领域的投资提供激励措施；泰国减少 4个
主要投资项目的进口关税，并为外国纳税人提供个人所得税豁免。

三是投资便利化，超过五分之一的措施旨在促进或便利投资。例
如，柬埔寨修订投资法，简化行政流程，并引入针对外国投资者的“柬
埔寨我的第二个家”签证计划；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投资部以促进和便
利外资在印尼投资经营，并减少受投资要求约束的行业数量；缅甸为
某些 FDI 项目提供货币转换豁免；泰国规定外国投资高收入者（至
少 50万美元的政府债券或资产）有资格获得长期居留签证。

四是投资限制，这些措施旨在监管和保护战略性行业和国家安
全。例如，缅甸成立监管外币交易的委员会；菲律宾为战略性行业创
建 FDI 审查机制，如与军事、网络基础设施和管道运输相关的行业，
以及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的活动。

从对外缔结投资协定看，截至 2023 年 6 月，东盟成员国已缔结
342 个双边投资协定和 83 个具有投资条款的协定，占全球国际投资协
定（IIAs）的 13％。其中，350 个协定已生效，75个协定已签署但未
生效，52个已终止。

东盟吸引 FDI 的新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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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东盟投资报告》提出了影响东盟吸引 FDI 的新兴因素
及相关政策建议：

（一）国际税收改革。国际税收改革由G20 和 OECD进行的税
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提出。这些改革，特别是对大型跨国公
司实施 15％的全球最低税，将对投资政策、投资促进和特殊经济区
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可采取以下行动：评估全球最低税对东盟对外
国投资者吸引力的潜在影响；探索超出税收措施的投资激励措施；审
查与税收激励措施相关的 FDI 促进政策和特殊经济区计划；审查 IIA
以评估实施全球最低税带来的争端解决风险。

（二）国际供应链重塑。地缘政治局势和新冠疫情引发全球供应
链重组，偏爱东盟作为“搬迁”枢纽。这促使投资者不断巩固区域立
足并加强供应链建设。可采取以下行动：加速实施《东盟投资便利化
框架》（AIFF）；积极参与东盟投资论坛和世界投资论坛等活动；最
大化利用和高质量实施东盟经济共同体和 RCEP，助力构建韧性的区
域供应链。

（三）能源转型。为到 2025 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占 23％初级能
源供应份额及 35%安装容量，东盟每年需投资 1800 亿美元，但东盟
2022 年可再生能源国际投资项目估值仅 430 亿美元。国内外投资者、
多边开发银行（MDB）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商业银行和绿色基
金）将在东盟能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私营部门在 2014-2018 年间
为东盟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超过 40％的资金支持。可采取以下行
动：制定着眼整个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鼓
励对可再生技术进行投资并将其整合到制造业，在解决可再生能源需
求的同时吸引设备制造商；鼓励包括国际投资在内的私人参与开发东
盟的生态工业公园、生态特殊经济区、环境友好的数据中心，以支持
东盟的能源过渡目标；促进区域跨境合作进行可再生电力贸易，增强
区域工业互连和一体化。

（四）电动汽车。2022 年，东盟电动汽车相关 FDI 流入量飙升 5
70％至 180 亿美元。投资集中在上游（采矿和冶炼）和中游投资（制
造业）。大多数成员国已着手增强其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目前，全球
前十大电动汽车制造商都在东盟经营发展，其中 9个在该地区积极投
资并持续扩张。可采取以下行动：进一步提高电动汽车普及率；促进
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和下游投资；培养电动汽车支持行业，实现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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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和生产网络；吸引电池回收投资，与绿色经济发展和能源过渡目
标保持一致。

（来源：中国驻东盟使团）

【贸易实务】

中企在菲律宾开展贸易投资合作需知晓的基本法律规则

菲律宾是中国企业出海“走出去”进行国际经营的重要目的地。
中国企业在菲律宾从事海外经营需知晓哪些基本法律规则？要注意
什么法律合规风险？以下从外商投资法、劳工法、公司法等七个方面
作简要介绍。

一、外商投资法
《1987 年投资法典》是菲律宾投资的基本法，适用于来自国内和

国外的投资。该法典阐述了投资基本政策，设立投资署负责法律的实
施和投资管理。《1991 年外国投资法》及其修正案规定，外国投资者
可在菲律宾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中投资经营，并规定了禁止、限制投
资的领域，即《外国投资领域表》。

二、劳工法
菲律宾涉及劳工保护的法律较为严格。涉及劳工的法律权威是

《劳动法》，对于工资标准和雇佣关系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最低工
资、工作时间、雇员保险与福利等。除《劳动法》外，雇主还要遵守
特定的福利法，包括 1997 年《社会保障法》1995 年《国家健康保险
法》和雇员补偿计划，向雇员提供强制性保险。此外，菲律宾劳工法
对于雇员权益有明确规定，企业不能随意解雇正式员工，解除雇佣合
同应支付补偿金。同时，菲律宾宪法规定工会有权代表工人进行集体
劳资谈判。

三、公司法
菲律宾《公司法》充分鼓励外商赴当地进行投资，修订案允许成

立一人公司，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额限制，允许企业使用电子数据信
息和电子邮件通知会议，将公司存续期从以前的 50 年修改为永久，
规定如果公司经营涉及公共利益，需要设置合规官。菲律宾注册公司
要经过以下程序：向菲律宾证券委申请公司名称，经审核后无重名后
注册；向菲律宾银行开立账户，汇入或存入注册所需资金，并由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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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证明；租赁办公室；向当地证券委申请注册（如为独资公司，申
请注册的机构为菲律宾贸易局）。如外籍投资者的股份超过 40%，须
向菲律宾投资署申请营业许可权；如在有优惠待遇的行业投资想获得
优惠，在菲证券委注册后，再报菲投资署审批；向公司营业地市长办
公室申请营业许可证；通过营业地会计师行向菲律宾税务局登记，申
请纳税编号、印制或购买增值税发票；向菲律宾社会保险署和劳工就
业部注册公司职工表。如果所注册公司从事行业不需报备特别管理部
门或向特别管理部门申请从业执照，收到公司全部资料后，通常可在
两个月左右办理完成全套手续。

四、税法
菲律宾的税收体制可以分为国税(National Taxes)以及地方税

(Local Taxes)两种。国税是指由中央政府通过国内税务机关(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BIR)施行并征收的税种，主要包括所得税（Income
Tax）、增值税（Value Added Tax）、消费税（Excise Tax）、比例税
（Percentage Tax）、印花税（Documentary Stamp Tax）及赠与税（Donor’
s Tax）。地方税是指由地方政府基于宪法的授权性规定而施行并征收
的税种，主要包括不动产税（Real Property Tax）、不动产转让税（Real
Property Transfer Tax）和商业税（Business Tax）。对于特定的税种，
地方政府部门无权课征，例如所得税(除了对银行和其他金融部门课
征的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及赠与税(除《地方政府法典》(Local
Government Code)中另有规定)；销售、货物交换、服务或其他类似交
易中产生的比例税或增值税等。

五、能源法
《电力工业改革法》为菲律宾能源部门的投资提供了总体框架，

并确立了私人资本的作用、独立的发电商、开放的电网接入以及发电、
输电和配电资产的分离。《可再生能源法》（2008 年 12 月 16 日第
9513 号共和国法）提供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框架。除了制定可再生能
源项目的监管和财政激励措施外，该法案还提出上网电价（作为主要
政策工具）、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标准（为并网系统引入了最低比例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信贷交易的市场、净计量、绿色能
源选项（一种为消费者提供通过可再生能源提供的选项的机制）。该
法案还为经过认可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设备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了
财政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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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保法
主要法律法规包括菲律宾《宪法》《污染控制法》《洁净空气法》

《洁净水法》和《森林法修订案》等。
七、其他法律
【土地政策】菲律宾土地归私人所有。菲律宾禁止外国人拥有土

地。具有双重国籍的菲律宾人可以 100%拥有地产权，但必须是在菲
律宾出生后，移民到其他国家并取得他国身份的。

【购买限制】根据菲律宾宪法规定，外国人不得在菲律宾购买土
地。外国公民或公司若想获得土地，可以先成立一家菲律宾公司，公
司的股权外方占 40%以下（含 40%），菲方占 60%以上（含 60%），
并且公司至少有 5人，公司成立后，必须在菲律宾开立主要的公司银
行账户，账户的户头 31 可以单独为外国公民，可以由外国公民控制
房产收入所获得的资金，该公司在购买菲律宾土地前，须得到菲律宾
投资委员会（BOI）的许可，才可进行土地买卖的交易。

【租地规定】投资者租赁法案（第 7652 号共和国法案）允许外
国投资者在菲律宾租用商业用地最长不超过 75 年（过去规定为 50
年）。根据该法，任何到菲律宾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在遵守菲律宾法律
和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可租赁私人土地：（1）土地租赁合同期限为
50年，仅可一次性延长 25 年；（2）租赁的土地仅做投资用途；（3）
租赁合同应符合《综合土地改革法》和《地方政府法案》。

【国际法方面】宪法规定，菲律宾将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纳
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由菲律宾总统或其正式授权的代表签署的，并
经过菲律宾参议院批准的条约也是国内法律的一部分。但是，此后法
律的颁布与修改优先于条约中的相关条款，且条约条款不得削弱国家
的治安权。

（来源：走出去法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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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各相关单位、企业：

信息服务是我会为企业提供的基本服务工作之一，为更好地帮助四川企业了

解最新国际经贸动态，把握商机，扩大对外经贸交流与合作，我们利用贸促系统

与国（境）外商协会机构关系密切，渠道畅通的优势，重点收集与我省贸易投资

合作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最新经贸信息，编辑成《国际商情参考》月刊，以电子

版形式免费提供给我省相关单位和企业，以供参考。

另外，《国际商情参考》月刊也在我会的官网上同步推送，网址：

www.ccpit-sichuan.org。欢迎各相关单位及企业登录我会网站浏览。

我们希望大家对《国际商情参考》的编辑工作提出宝贵意见，请将你们的需

求及采用信息的情况反馈我们，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收集整理相关信息，为企业提

供更加切实有效的服务。

本期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不保证所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改变。我们力

求《国际商情参考》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

建议使用本期信息的单位在执行具体的经贸活动时再作专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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