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调查 关于受访者

受访者所在地区与行业

行业 受访者数量

制造与工程业 91

酒店与房地产业 77

科技、媒体与电信业 76

建筑与基础设施业 71

消费品零售业 60

工业、石油与天然气业 53

商业服务业 50

专业服务业 50

社区与个人服务业 37

批发贸易业 23

总计 588

城市 受访者数量

上海 155

北京 105

广州 65

深圳 49

其他城市 214

共计 588

15 分钟在线问卷调查

共计 588 名受访者

调查时间：
202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 月 20 日

营收在人民币 1 亿元至 40 亿元之间及 40 亿元
以上的中国企业

重点行业中的企业

企业决策者或高层管理者

企业规模划分:
大中型企业: 年营收在人民币 1 亿元至 40 亿元之间的企业
大型企业: 年营收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企业

大华银行企业展望调查报告（中国篇）
大华银行在中国内地进行了一项商业展望调查，调查对象包括 588 名企业的决策者或高层管理者。

本报告旨在全面了解不同行业企业当前的商业信心、所受到的通货膨胀影响和对未来的展望。
该报告还针对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出海发展和供应链管理等重要话题提供了独家见解。

中国



科技、媒体
与电信业

企业商业信心

概览

100%
酒店
与房地产业

97%
建筑
与基础设施业

95%
制造与工程业

通货膨胀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受访企业
受到高通胀的影响

96%
北京

95%
中国内地二线城市

企业可持续发展

受访企业已实践
可持续发展措施

企业正在寻求更多支持: 

33%

32%

33%

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

企业供应链管理 (SCM)

98% 的受访企业认为供应链管理很重要

的受访企业的供应链受到地缘政治问题的
严重影响65%

企业出海发展

9/10
受访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开拓海外业务

相比于其他行业，酒店与房地产业
和建筑及基础设施业的企业更希望
开展海外业务

49%

受访企业对 2023 年业务发展
前景持乐观态度

92%

受访企业认为当前
营商环境良好

能够提高员工技能的
培训项目

与行业内的
合作伙伴建立联系

获得可持续发展
领域的见解

94% 

93%
消费品零售业

93%
制造与工程业

92%
建筑
与基础设施业

100%
深圳

91%
广州

57%
制造与工程业

52%
酒店
与房地产业

51%
科技、媒体
与电信业

53%
北京

52%
广州

95% 94%
工业、石油
与天然气业

92%
制造与工程业

93%
中国内地
其他城市

92%
上海

工业、石油
与天然气业

81% 74%

商业服务业

64%

制造与工程业

71%
北京

69%
深圳

92%
上海

酒店
与房地产业

100% 99%
建筑
与基础设施业

92%
消费品零售业

94%
深圳

89%

受访企业
表示通胀的影响很严重

30%

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 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的成就

近 9/10 受访企业
都至少在一个部门中进行了

数字化转型

7/10 受访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取得了显著或完全的成功

对当前营商环境最为乐观的行业

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行业

对当前营商环境最为乐观的城市

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城市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领先的行业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领先的城市

在数字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行业

在数字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城市

对开拓海外市场最感兴趣的行业

对开拓海外市场最感兴趣的城市

供应链冲击最严重的行业

供应链冲击最严重的城市



收入增长最快的行业

93%
科技、媒体与电信业

88%
酒店与房地产业

88%
专业服务业

88%
上海

87%
其他城市（二线）

受访企业认为当前营商环境良好 房地产与酒店业的企业对当前营商环境的态度更为乐观

不断上涨的运营成本对消费品零售业和制造与工程业的企业影响最大

2022 年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

企业未来的业务重点

运营成本上涨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
边境管控/旅行限制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企业无法满负荷营运

整体经济下行

所在市场
疫情防控措施变严

32%

31%

28%

24%

23%

100%
酒店与房地产业

97%
建筑与基础设施业

95%
制造与工程业

96%
北京

94% 

受访企业在 2022 年的收入有所增长

3/10 的受访企业受到运营成本上升
和边境管控的影响

2022 年企业强劲的收入增长导致其产生了乐观的商业情绪

营收在人民币 40 亿元至 100 亿元之间和 500 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的
收入增长速度高于规模略小的企业

对前景最为乐观的行业

99%
酒店与房地产业

97%
制造与工程业

96%
专业服务业

98%
深圳

94%
上海

对前景最为乐观的城市

受访企业对 2023 年的业务发展
前景持乐观态度

大型企业对未来更为乐观，酒店与房地产业
和制造与工程业对前景更为乐观

建筑与基础设施业和工业、石油与天然气业的企业在业务数字化方面走在了前列为了推动未来的收入增长，企业将开展这些计划:

95%
其他城市（二线）

92%

30%
业务数字化

85% 

30%
供应链多元化

29%
拓展新客群

25%
提升员工技能

25%
降低成本

对当前营商环境最为乐观的行业 对当前营商环境最为乐观的城市

收入增长最快的城市

2022 年营商环境

2023 年展望

企业商业信心



约有 1/2 的受访企业致力于提高生产率以应对通货膨胀

非常受影响

有些受影响

企业应对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

数字化转型和与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也是企业
减轻通货膨胀影响的重要措施

通货膨胀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企业受通货膨胀影响的程度

提高生产率以节省成本

加强与供应商的价格谈判

工作流程数字化以节约成本

利用政府补助/计划

提高产品/服务的销售价格

削减公司活动的开支

运营成本增加

有些/非常受影响:

总计 营收在人民币
1 亿元至 40 亿
元之间的企业

营收超过
人民币 40 亿

元的企业

原材料成本增加

利润降低

设备/机器成本增加

54%

53%

39%

28%

超大型企业（营收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企业）受到的影响
大于大型企业（营收少于人民币 40 亿元的企业）

通货膨胀也影响了受访企业的利润率，特别是在建筑和基础设施业和工业、石油与天然气业

位于上海和广州的受访企业在提高生产率
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

商业服务业和建筑及基础设施业中

受访企业表示运营成本有所增加54% 

受访企业表示原材料成本增加53% 

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行业 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城市

受访企业受到高通胀的影响89% 

3/10 的受访企业感到通胀的影响很严重

100%
深圳

91%
广州

93%
消费品零售业

93%
制造与工程业

92%
建筑与基础设施业

59% 73%52%

89% 94%86%

30%
21%

35%

50%

47%

43%

38%

31%

26%

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的影响



提高企业声誉/打造品牌
知名度

有助于吸引投资者

更容易与跨国公司合作

有助于更好地融入
合作生态系统

能够留住/吸引人才

59%

46%

43%

40%

39%

企业可持续发展现状

企业实践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企业实践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支持

企业实践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

尚未有
可持续发展意识

有意识但尚未实施
可持续发展措施

已实施
可持续发展措施

营收在人民币
1 亿元至 40 亿元
之间的企业

营收超过
人民币 40 亿元
的企业

由于通货膨胀，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支出可能
会在 2023 年面临压力。企业需要更多的支持来推
动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那些尚未开始实践可持续发
展的企业

位于上海和北京的受访企业更重视通过实施
可持续发展来提高品牌声誉

53%
北京

52%
广州

受访企业已开始实践可持续发展措施
49%

受访企业认为可持续发展很重要，因为它
可以提高公司的声誉/品牌知名度59% 受访企业认为可持续发展

对于吸引投资者很重要46%

57%
制造与工程业

52%
酒店与房地产业

51%
科技、媒体与电信业

8%

2%

11%

43%

47%

40%

49%

51%

49%

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坚持实施
可持续发展存在一定的风险，

因为许多企业认为实施
可持续发展会影响其收入和利润

受访企业希望通过员工培训
项目和获得可持续发展领域
的见解，来解决一些在实施
可持续发展时面临的障碍

缺乏可持续融资支持

影响短期收入

缺乏专业知识

增加终端客户成本

缺乏可再生能源
基础设施

32%

30%

30%

29%

29%

与行业合作伙伴
建立联系 

员工培训项目

获得可持续发展
领域的见解

与解决方案提供商
建立联系

更便利地
获得资金或补贴

33%

33%

32%

31%

30%

对利润的担忧 29%

1/3 的受访企业担心缺乏可持续融资支持 1/3 的企业正在寻求与行业内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
以支持其实施可持续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领先的行业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领先的城市

企业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给企业带来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

近 9/10 的受访企业至少
在一个部门中进行了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鼓励刚开始数字化之旅
的企业长期推进数字化转型，将一个或几个部门的数字化实践
推广到整个企业

数据泄露风险和流程拖延是许多企业重点关注
的问题。企业需要对员工进行培训，并在开始数
字化转型时找到合适的技术解决方案

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的成就

数字化转型最为成功的行业

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 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支持

受访企业表示数字化转型
取得了显著或完全的成功

87%  

受访企业计划 2023 年在数字化
方面投入更多资金

1/3 的受访企业
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担心

存在数据泄露的风险

2/5 的受访企业希望
为员工提供培训

以支持其数字化之旅

数据泄露风险

流程拖延

网络安全问题

员工缺乏数字技能

较高的部署成本  

新旧系统不兼容

34%

30%

29%

27%

26%

26%

员工培训项目

与合适的技术供应商
建立联系

获得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与行业专家建立联系    

与行业、政府
或大型企业合作

获得业务分析
和洞察资源 

39%

39%

37%

37%

35%

32%

在数字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行业

93%
其他城市

92%
上海

95%
科技、媒体
与电信业

94%
工业、石油
与天然气业

92%

制造与工程业

74%
北京

72%
 广州

78%
科技、媒体
与电信业

78%
工业、石油
与天然气业

75%
酒店
与房地产业

数字化转型最为成功的城市在数字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城市

1/3 的受访企业认为数字化转型
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数字化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力，减轻通货膨胀
对其业务的影响

数字化让企业更加以客户为中心，帮助企业
拓宽客户渠道，并改善了客户体验

68% 

提高生产力

提高客户留存率

改善客户体验

提高数据安全性

提高产品/服务质量

增加盈利

33%

31%

31%

30%

32%

31%

企业数字化转型



43%

员工培训项目是受访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所需的一项重要支持
建筑和基础设施业和酒店与房地产业的企业能够从员工培训项目中受益更多

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所需要的支持

企业供应链管理面临的挑战 企业为供应链管理采取的主要措施

2/5 的受访企业正在
寻求员工培训项目，以帮助

他们更好地管理供应链

物资及原材料采购困难

通货膨胀导致供应成本上涨

及时供应备货（just-in-case）要求

需求/供给难以预测

流动资金管理困难

40%

37%

33%

32%

30%

大多数受访企业的供应链都受到了影响。
工业、石油与天然气业和商业服务业受到
的影响比其他行业更大

受访企业认为采购困难是供应链管理的主要挑战40% 超过 3/10 的受访企业希望建立更牢固的
供应商关系，以更好地管理供应链

受访企业的供应链
受到地缘政治问题的严重影响

受访企业认为供应链管理很重要

供应链冲击最大的行业 供应链冲击最大的城市

71%

北京

69%

深圳

81%

工业、石油与天然气业

74%

商业服务业

64%

制造与工程业

建立更牢固的供应商关系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

提前储备原材料

利用数据分析和洞察

在公司内部树立供应链风险意识

32%

31%

31%

31%

29%

库存管理问题 30%

40%

与技术/解决方案
提供商建立联系

42%

与行业内的
合作伙伴建立联系

44%

员工培训项目

38%

获得业务分析
和洞察资源

与行业机构、政府
或大型企业合作

98% 65%

通货膨胀导致的供应成本上涨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
面临的主要挑战

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希望通过供应链管理数字化、储备
原材料和充分利用数据分析，实现更好的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 企业供应链所受影响

企业供应链管理（SCM）



在东盟地区，2/5 的企业
希望在中国内地发展业务

近 3/10 的企业希望
将业务扩展到中国香港

中国企业“走出去”

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 东盟企业“走进来” *

超过 2/5 的受访企业将
投资目光投向东南亚，作为其
未来海外业务的一部分

2/5 的企业，尤其是广州
和其他城市的企业，更有兴趣在
中国香港开展业务

东南亚地区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北亚其他地区欧洲

美洲

与其他行业相比，酒店与房地产业和建筑及基础设施业
对开展海外业务更感兴趣

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是受访企业在东南亚地区首选的投资目的地

企业拓展跨境业务面临的主要挑战

2/5 的中国内地企业表示，缺乏内部人才/专业知识是
其开展海外业务时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新市场缺乏客户也是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需要克服的一个主要挑战，
尤其是酒店与房地产业和建筑与基础设施业

9/10 的受访企业计划
在未来三年内开拓海外业务

42%

19%

42%

42%

26%23%

31%

缺乏内部人才/专业知识 42%

在新市场缺乏客户 40%

缺乏对新市场了解和接触渠道 38%

难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37%

缺乏合作机会 31%

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主要动力

除了提高利润，提升商业信誉和增加营收是企业发展海外业务的主要动力

位于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的企业更多地受利润驱动，而较小城市的企业则
将营收增长作为开展海外业务的动力

2/3 的受访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以提高利润

67%

60%

56%

34%

提高利润

打造国际品牌声誉

增加营收

36%
充分利用公司的
区域/全球网络

利用政策优势

中国内地
39%

中国香港
28%

对扩展中国内地市场最感兴趣的行业对开拓海外市场最感兴趣的行业

94%
深圳

92%
上海

100%
酒店
与房地产业

99%
建筑
与基础设施业

92%
消费品零售业

45%

52%
泰国

50%
中国香港

46%
新加坡

对开拓海外市场最感兴趣的城市 对扩展中国内地市场最感兴趣的国家/地区  

46%
批发贸易业 制造与工程业

企业出海发展

* 该数据基于《大华银行商业展望调查报告》对 7 个市场逾 4,000 家企业的问卷调研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