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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标志着世界上经济

规模与范围最大的区域自贸协定诞生，对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稳定全球经济增

长具有标志性意义。RCEP 成员相互实施关税减让、开放市场准入、取消影响贸

易的壁垒、简化海关程序等，将进一步降低 RCEP 区域内的贸易成本，推进贸易

便利化，对于区域各国贸易投资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将为各国外贸及相

关企业创造公平、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湖南与日韩、澳新、东盟各国有着悠久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在“一带

一路”倡议下，湖南与东盟、东北亚国家的交流合作更加频繁，老挝、泰国、柬

埔寨等国俨然成为数十万湖南人的“第二故乡”。“十三五”期间，湖南与东盟

进出口规模从 2015 年的 37.08 亿美元提升至 2020 年的 117.06 亿美元，年均增

速 25.85%。RCEP 的签署，无疑对湖南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是一次历史性机遇。在

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新发展格局中，畅通湖南与 RCEP

成员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已成为湖南对外工作的首选。 

湖南省贸促会是企业走出去的帮手，是政府决策的“外脑”。近期，受省政

府委托，湖南省贸促会组织编写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别

研究系列报告，对 RCEP14 个成员国的国家概况、经贸概况、贸易投资政策及法

规、风险防范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并借助外贸大数据从湖南角度分析与 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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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在重点商品、重点产业、贸易通道等方面的合作情况，为企业开拓市场、深

化合作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指导。 

系列报告按国别独立成书。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工具性。大到宏观政策，

中到产业情况，小到办事机构，比较全面地进行整理汇编，可成为走出去企业必

备的工具书。二是指导性。对每个国家的政策点、机遇点、风险点等做了深度分

析，力求为企业提供一本参考书、路线图。三是创新性。创造性推导出 RCEP 框

架下湖南的市场机遇指数和贸易创造效应，这在全国还是首次。 

首次编辑出版 RCEP系列报告，难免有错误与遗漏，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RCEP国别研究系列报告编写委员会 

   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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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基本情况 

（一）新加坡国家概况 

1.地理与环境 

（1）地理位置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由新加坡岛及附近 63 个小

岛组成。新加坡岛东西约 50公里，南北约 26公里，地势低平，平均海拔 15 米，

最高峰 163.63 米，海岸线长 200 余公里。新加坡属东 8 时区，没有夏令时，与

北京没有时差。 

 

（2）气候条件 

新加坡地处热带，长年受赤道低压带控制，为赤道多雨气候，气温年温差和

日温差小，年平均温度在 23-35℃之间。新加坡降雨充足，年均降雨量在 2400

毫米左右，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为雨季，受较潮湿的季风影响，雨水较多，每

天平均相对湿度介于 65%到 9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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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分布 

新加坡人主要是由近一百多年来从欧亚地区迁移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

的。截至 2020年 12月末，新加坡总人口 568.58万，其中居民 404.42万（包括

352.32万公民和 52.1万永久居民）。 

  

2.政治环境 

（1）政治制度 

政府 

新加坡实行议会共和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原经议会产生，1992 年国会颁

布民选总统法案，规定从 1993 年起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由 4 年改为

6 年。总统委任议会多数党领袖为总理。总统和议会共同行使立法权。2017年 9

月 13日，哈莉玛·雅各布成为新加坡第八位总统，任期 6年。 

议会 

实行一院制，任期 5年。国会可提前解散，大选须在国会解散后 3个月内举

行。年满 21岁的新加坡公民都有投票权。国会议员分为民选议员（任期 5年）、

非选区议员（任期 5年）和官委议员（任期 2年半）。 

司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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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最高法院和总检察署。最高法院由高庭和上诉庭组成，上诉庭为终审法庭。

1994 年，废除上诉至英国枢密院的规定，确定最高法院上诉庭为终审法庭。最

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理推荐、总统委任。首席大法官梅达顺，总检察长黄鲁胜。 

（2）主要党派 

目前登记政党共 24 个。人民行动党是执政党。其他党派包括：工人党、人

民联合党、民主联合党、人民阵线、民主进步党、新加坡民主党等。人民行动党

的纲领是维护种族和谐，树立国民归属感；建立健全民主制度，确保国会拥有多

元种族代表，努力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社会。人民行动党

自 1959 年至今一直保持执政党地位。 

（3）政府机构 

新加坡政府共设有 16 个部，分别为通讯及新闻部，文化、社区与青年部，

国防部，教育部，财政部等。此外，设有 64 个法定机构，这是根据国会通过的

法令，以法律程序设立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半官方管理机构，由除国防部和外交部

以外的各政府职能部门分管。 

3.法律体系 

（1）外贸法律体系 

新加坡贸易工业部负责制定整体贸易政策。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是隶属于新加

坡贸易工业部的法定机构，是新加坡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新加坡与贸易相关的主

要法律有《商品对外贸易法》《进出口管理办法》等。 

进口管理 

货物进口到新加坡前，进口商需通过贸易交换网向新加坡关税局提交准证申

请。如符合有关规定，新加坡关税局将签发新加坡进口证书和交货确认书给进口

商，以保证货物真正进口到新加坡，没有被转移或出口到被禁止的目的地。一般

情况下，所有进口货物都要缴纳消费税。如果进口货物是受管制的货物，必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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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管部门提交准证申请并获得批准。 

出口管理 

非受管制货物通过海运或空运出口，必须在出口之后 3 天内，通过贸易交

换网提交准证申请。受管制货物，或非受管制货物通过公路和铁路出口的，需要

在出口之前通过贸易交换网提交准证申请。出口受管制货物还必须事先取得相关

主管机构的批准或许可。 

（2）外资法律体系 

新加坡负责投资的主管部门是经济发展局。新加坡的投资环境开放，并鼓励

外国投资。希望在新加坡进行商业活动的外国个人或公司可选择各种经营载体，

包括最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无论个人或企业，只要是新加坡主体均可充分享受

外资利益，并且，成立新加坡公司不受最低投资金额的限制。本地和外国投资者

均适用相同的法律和法规。  

行业鼓励政策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为鼓励、引导企业投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提升企

业劳动生产力，推出了先锋计划、投资加计扣除计划、业务扩展奖励计划、金融

与资金管理中心税收优惠、特许权使用费奖励计划、批准的外国贷款计划、收购

知识产权的资产减值税计划、研发费用分摊的资产减值税计划等税收优惠措施，

以及企业研究奖励计划和新技能资助计划等财政补贴措施。 

（3）环保法律体系 

环境和水资源部是新加坡的政府部门之一，负责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和高

标准的公共卫生以及防止传染病传播。新加坡环保法律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保护

和管理法》《公共环境卫生法》等。 

（4）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新加坡知识产权办公室是新加坡法律部的法定委员会，管理新加坡的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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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系统。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有《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 

（5）税收法律体系 

税收体系和制度 

新加坡以属地原则征税。任何人（包括公司和个人）在新加坡发生或来源于

新加坡的收入，或在新加坡取得或视为在新加坡取得的收入，都属于新加坡的应

税收入，需要在新加坡纳税。 

企业所得税 

新加坡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

包括按照新加坡法律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企业、在新加坡注册的外国公司，以及

不在新加坡成立但按照新加坡属地原则有来源于新加坡应税收入的外国公司。新

加坡根据公司的控制和管理职能是否在新加坡，对纳税人分为居民公司和非居民

公司两类。居民公司是指公司的控制和管理职能在新加坡的公司。 

个人所得税 

纳税人分为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两类。居民个人包括：新加坡公民、新加

坡永久居民以及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新加坡居留或者工作 183 天以上（含 183

天）的外籍个人。非居民个人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新加坡居留或者工作少

于 183天的外籍个人。 

消费税 

即货物和劳务税，是对进口货物和所有在新加坡提供货物和劳务服务征收的

一种税，相当于一些国家的增值税，税负由最终的消费者负担。从事提供货物和

劳务服务且年消费税营业额在 100万新元以上的纳税人，应进行消费税的纳税登

记。进行消费税登记的纳税人，其消费税应纳税额为销项税额减去购进货物或服

务支付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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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关系 

新加坡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

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所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

展友好合作关系，但却将自己看作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盟友。注重发展与

亚洲国家特别是中、日、韩、印度等重要国家的关系；奉行“大国平衡”原则，

主张在亚太建立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战略平衡格局。 

5.社会人文环境 

（1）民族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19 世纪前半期，中国、印度、马来半岛和印度尼

西亚群岛的移民进入新加坡。截至 2019 年 6月，新加坡居民中，华族占 74.4%，

马来族占 13.4%，印度族占 9.0%，其他种族占 3.2%。 

（2）语言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为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马来语为国语，英语

为行政用语。 

（3）宗教 

新加坡提倡宗教与族群之间的互相容忍和包容精神，实行宗教自由政策，确

认新加坡为多宗教国。新加坡人信仰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

基督教等。佛教是全国第一大宗教，佛教信徒占人口的 33.19%。 

（4）习俗 

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拥有多元种族的城市国家。华人的传统教育比较严格，

伦理道德观念强，重视家祖宗舍，保留着过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

日的习惯。马来族宗教思想较浓，风俗习惯与宗教息息相关，回教法律和苏丹制

度维系生活和团结；作为宗教禁忌，马来人不吃猪肉，不喝含酒精饮料，待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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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用右手。 

（5）节假日 

新加坡的法定节假日为 11天。比较重要的节日有：华人新年（同中国春节）；

中秋节（农历 8月 15日）；开斋节（伊斯兰教历 10月新月出现之时）；泰米尔新

年（每年 4、5月间）；国庆节（8月 9日）； 圣诞节（12月 25日）。此外，还有

元旦、复活节、哈芝节、劳动节等。新加坡实行每周 5天工作制，周六、日为休

息日。 

（6）主要媒体 

电视媒体 

新加坡电视机构拥有并经营 2个频道，一个播送华文节目，另一个播送英文

节目，每天播送 24 小时。12家电视私人公司经营 2个频道，一个主要为马来族

和印度族居民服务，另一个主要播送体育及文艺节目。 

广播媒体 

1936 年开播，1959 年 1 月起以马来语、英语、华语、泰米尔语广播。现有

15个波段，每周广播 1307小时。新加坡广播电台拥有并经营 12 个国内电台和 3

个国际电台。 

报刊媒体 

目前新加坡共有 16份报刊，其中 3份为免费索取报刊，每日发行数目达 120

万份。主要中文报纸有：《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我报》和《大拇

指》；主要英文报纸有：《海峡时报》《商业时报》《新报》和《今日报》；马来语

和泰米尔语出版的《每日新闻》和《泰米尔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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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加坡经济概况 

1.宏观经济 

货币 

2021 年 12月，新元/人民币汇率 1新加坡币(SGD)=4.6486 人民币(CNY)。 

经济增长率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年经济负增长，同比下降 8.2%。其中，制造业占 21.5%，

批发零售业占 18.2%，金融保险业占 15.7%，运输仓储业占 5.4%。 

2015-2020年新加坡宏观经济数据 

年份 GDP（亿美元） 经济增长率（%） 人均 GDP（美元） 

2015 2968 1.9 53630 

2016 2969 2.0 52962 

2017 3240 3.6 57722 

2018 3610 3.2 64015 

2019 3721 0.7 65166 

2020 3401 -5.4 59843 

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产业结构 

2020 年，农业在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不足 1%，工业贡献了约 

24.37%，服务业贡献了约 70.95%。 

吸引外资 

2020 年 FDI下降 21%至 910亿美元，仍是东盟区域内最大的 FDI接收国和最

大的投资来源地。该国吸收 FDI三大行业（金融、批发和零售贸易、制造业）的

FDI均下降，其中制造业降幅最大，超过 80%。 

物价指数 

2020 年新加坡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为 99.82，同比下降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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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 

2021 年 7月，新加坡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为 5355亿新元。 

失业率 

2020 年全年总体失业率 3.0%，同比上升 0.7个百分点。 

公共债务 

新加坡 2020 财政年的整体预算赤字在轮番疫情援助措施的叠加下达到 649

亿新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13.9%。这也是新加坡独立以来的最大财政赤字。 

主权信用等级 

截至 2020年 6月，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对新加坡主权信用评级为 AAA,，展望

为稳定。 

2.发展规划 

新加坡发布了“制造业 2030愿景”，致力于在 2030年将新加坡打造成先进

制造业的全球业务、创新与人才中心，并以过去 10 年的增长幅度为目标，在未

来 10 年继续争取 50％的增长，同时确保制造业对新加坡 GDP 的贡献保持在 20%

左右。其重点在于对知识产权的投入，开发“独一无二技术和产品”。而新加坡

政府将重点通过投资先进制造业的基础建设、建立强大的研究生态系统以及支持

企业采纳工业 4.0 转型，这三大方面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3.基础设施建设 

（1）公路 

新加坡 15%的土地面积用于建设道路，形成以 8条快速路为主线的公路网络。

新加坡公路总里程数 3500公里，其中高速路 164 公里。新加坡道路交通规则与

中国有所不同，机动车驾驶舱位于右侧，车辆靠左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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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路 

新加坡轨道交通发达，轨道交通线路总长 228.1公里，其中地铁（MRT）199.3

公里，设 122 个站点（地铁转换站不重复计算），轻轨（LRT）28.8 公里，设 42

个站点。 

 

（3）空运 

新加坡是亚太地区重要的航空运输枢纽。樟宜国际机场为全球最繁忙的机场

之一。100 多家航空公司在此运营通往全球 400 多个城市、每周超过 7200 个班

次的航空网络，平均每 84秒即有一架飞机起降。 

（4）水运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和亚洲主要转口枢纽之一，也是世界第一大燃

油供应港。新加坡港已开通 200 多条航线，连接 1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个

港口，有 5 个集装箱码头，集装箱船泊位 54 个，为全球仅次于中国上海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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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装箱港口。 

（5）通信 

新加坡电信业比较发达，新加坡曾连续二年在世界数码竞争力排行榜中名列

第二，也是前五名中唯一的亚洲经济体。互联网普及率为 87%。 

（6）电力 

新加坡发电以火电为主，天然气占 95.6%，石油占 0.35%，其他能源占 4.03%。

总装机容量 13792.6 兆瓦。新加坡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主要电力发展方向，2025

年拟实现太阳能 1.5 GW，2030达到 2 GW，未来屋顶光伏太阳能和浮动太阳能潜

力将得到释放。 

4.贸易发展与贸易结构 

新加坡货物进出口额为 7032.65亿美元，同比下降 6.15%。其中，出口 3741.98

亿美元，下降 4.13%；进口 3290.67亿美元，下降 8.33%。贸易顺差 451.31亿美

元，增长 43.91%。中国、美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香港是新加坡前五大贸

易伙伴，进出口额分别为 989.31亿美元、753.34亿美元、751.57 亿美元、546.00

亿美元、500.56亿美元，分别下降 1.71%、下降 3.84%、下降 9.28%、增长 12.00%、

增长 4.57%，占新加坡进出口额的 14.07%、10.71%、10.69%、7.76%、7.12%。电

子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贵金属及饰品、精密仪器是新加坡的前五大

贸易商品，进出口额分别为 2410.14亿美元、1110.88亿美元、795.19亿美元、

429.18亿美元、336.20 亿美元，分别增长 10.16%、下降 5.55%、下降 35.44%、

增长 17.19%、增长 0.74%，占新加坡进出口额的 34.27%、15.80%、11.31%、6.10%、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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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园区及境外经贸合作区 

（1）经济特区 

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对外资也实行国民待遇，上

述园区内无特殊税收优惠政策，各个园区主要根据区内产业发展的特点而建，区

内相关产业的配套基础设施比较完备，可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是新加坡境内的指定区域，进口及出售或出口的货物在此无需缴

交关税或货物税或消费税。目前新加坡有 8个自由贸易区：丹戎巴葛码头和吉宝

码头—自由贸易区；三巴旺货运码头—自由贸易区；Brani码头—自由贸易区；

吉宝物流园—自由贸易区；吉宝物流园链接桥—自由贸易区；巴西班让码头—自

由贸易区；裕廊港—自由贸易区；新加坡机场物流园—自由贸易区。 

商业园 

国际商业园、樟宜商业园、洁净科技园、纬壹科技城内的启奥城、媒体工业

园和启汇城。 

特殊工业园 

裕廊岛的石油化学工业园，淡滨尼、巴西立、兀兰的晶圆厂房，淡滨尼的先

进显示器工业园，大士生物医药园、生物科技园的生物产业园，樟宜机场物流园、

裕廊岛的化工物流园和物流产业园，麦波申、大士的食品产业园、岸外海事中心、

实里达航空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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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家园 

裕廊东的企业家园、新加坡科学园的 iAxil、红山－新达城科技企业家中心、

菜市科技园。 

（2）经贸合作区 

中国在新加坡未设有经贸合作区。 

6.营商环境 

（1）外资市场准入 

新加坡负责投资的主管部门是经济发展局，成立于 1961 年，是隶属新加坡

贸工部的法定机构，也是专门负责吸引外资的机构，具体制订和实施各种吸引外

资的优惠政策并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 

资格管理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在新加城进行商业活动总体上是十分自由的，对在新加

坡的外商投资无一般性要求或义务，但仍存在一些受管制的行业，包括银行和金

融服务、保险、电信、广播、报纸、印刷、房地产、游戏等，对这些行业的投资

需取得政府批准。在这些行业中，特定法律也可能对其设置外国股权限制、特殊

许可或其他要求的规定。  

股权限制 

新加坡对外资进入新加坡的方式无限制。除银行、金融、保险、证券等特殊

领域需向主管部门报备外，绝大多数产业领域对外资的股权比例等无限制性措

施。  

优惠政策 

享有先锋企业（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称号的公司，自生产之日起，其从事

先锋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享受免征不超过 15 年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先锋企业由新

加坡政府部门界定。通常情况下，从事新加坡目前还未大规模开展而且经济发展

需要的生产或服务的企业，或从事良好发展前景的生产或服务的企业可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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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企业”资格。  

（2）商务成本 

水价 

新加坡本地自然水资源严重不足，是世界上极度缺水的国家之一。2020 年

水费为每立方米 2.39-3.69新币。 

电价 

2020年，居民和非居民用户的低压用电含税价格为每千瓦小时 0.2463新元。 

气价 

2020 年，家庭用户天然气含税价格为 0.1711新元/kWh 。 

劳动力需求 

2020 年 12月失业率连续第二个月有所下滑。整体失业率下降了 0.1%，达到

3.2%。居民与公民失业率都下降了 0.2%。非居民就业率降低了 16%。 

工资水平 

所有年龄组和不同职业的总收入中位数为 4000新。月收入水平最低的是年

龄段在 20 岁至 24 岁之间的文职工作，月收入仅为 1800 新。在 40 岁至 44 岁这

个阶段，月收入水平最高，平均月收入薪资中位数为 5550新。 

房屋价格 

新加坡房产板块，可以划分成 28 个邮区，3 大区域。分别是核心中央区、

中央区、中央区外溢。核心中央区是新加坡最核心地段，包括第 1，4，9, 10，

11邮区，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档住宅豪宅区，核心中的核心。2.5 万-5万新币/平

方米，新加坡房价天花板。中央区，中产聚集地，属于中高档住宅。这里主要为

3、8 12邮区，也包括了 1、2、4、5、6、7、13、14、15、20和 21 的部分邮区。

2万--3 万新币/平方米。中央外溢区，就是刚需老百姓聚集地，房价相对便宜些，

在新加坡占地面积区域属于三个里面最大的。位置包括了 16至 19、21、22、23

和 25至 28邮区。1.6万--2.5万新币/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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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南与新加坡经贸合作概况 

（一）双方经贸发展总体情况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总额从 2015 年的 8.79 亿美

元增至 2020 年的 19.06 亿美元1，2020 年同比增长 13.6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6.74%。其中，2020 年出口总额 17.73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1%；进口总额 1.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54%。 

 

图 2-1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贸易进出口总额 

1.近六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重点产品分析 

（1）带轮玩具，玩偶车，玩偶，模型，智力玩具（HS：9503）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带轮玩具，玩偶车，玩偶，

模型，智力玩具”（HS：9503）从 2015年的 14.83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7093.42

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47.91%；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309.59%。 

 
1 因小数点四舍五入，本报告进出口额与进口额加出口额之和会有细微不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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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HS：9503）总额 

（2）灯具及照明装置、发光装置（HS：9405）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灯具及照明装置、发光装

置”（HS：9405）从 2015 年的 0.19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22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35.49%；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45.02%。 

 
图 2-3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HS：9405）总额 

（3）除坐具、寝具外的家具（HS：9403）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除坐具、寝具外的家具”

（HS：9403）从 2015 年的 0.19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98 亿美元，2020 年同

比增长 69.64%；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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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HS：9403）总额 

（4）坐具及其零件（HS：9401）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坐具及其零件”（HS：

9401）从 2015 年的 0.09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82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62.6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56.57%。 

 
图 2-5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HS：9401）总额 

（5）塑料制品（HS：3926）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塑料制品”（HS：3926）

从 2015 年的 0.03 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58亿美元，2020年同比下降 13.72%；

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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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HS：3926）总额 

（6）各种箱、包、盒、套等容器类（HS：4202）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各种箱、包、盒、套等容

器类”（HS：4202）从 2015年的 0.19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47 亿美元，2020

年同比下降 8.7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20.57%。 

 
图 2-7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HS：4202）总额 

（7）制造半导体、集成电路、平板显示器的机器及装置（HS：8486）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制造半导体、集成电路、

平板显示器的机器及装置”（HS：8486）从 2015 年的 29.6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

的 4392.44 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541.35%；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71.82%。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别研究系列报告·新加坡篇 

 

 20 

 

 
图 2-8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HS：8486）总额 

（8）供运输或包装货物用的塑料制品（HS：3923）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供运输或包装货物用的塑

料制品”（HS：3923）从 2015年的 0.02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35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172.73%；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70.04%。 

 

图 2-9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HS：3923）总额 

（9）节日（包括狂欢节）用品或娱乐用品，包括魔术道具及嬉戏品（HS：

9505）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节日（包括狂欢节）用品

或娱乐用品，包括魔术道具及嬉戏品”（HS：9505）从2015年的96.87万美元增至2020

年的3333.63万美元，2020年同比下降10.5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1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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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HS：9505）总额 

（10）餐桌、厨房或家用钢铁器具及其零件；钢铁丝绒；钢铁制擦锅器、

洗刷擦光用的块垫、手套及类似品（HS：7323）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餐桌、厨房或家用钢铁器

具及其零件；钢铁丝绒；钢铁制擦锅器、洗刷擦光用的块垫、手套及类似品”（HS：

7323）从 2015 年的 0.04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32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44.74%；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55.05%。 

 
图 2-11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HS：7323）总额 

2.近六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重点产品分析 

（1）带轮玩具，玩偶车，玩偶，模型，智力玩具（HS：9503）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带轮玩具，玩偶车，玩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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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智力玩具”（HS：9503）从 2015年的 14.83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7093.42

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47.91%；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309.59%。 

 

图 2-12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HS：9503）总额 

（2）灯具及照明装置、发光装置（HS：9405）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灯具及照明装置、发光装置”

（HS：9405）从 2015 年的 0.19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22 亿美元，2020 年同

比增长 35.49%；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45.02%。 

 

图 2-13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HS：9405）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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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坐具、寝具外的家具（HS：9403）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除坐具、寝具外的家具”（HS：

9403）从 2015 年的 0.19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98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69.64%；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38.92%。 

 
图 2-14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HS：9403）总额 

（4）坐具及其零件（HS：9401）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坐具及其零件”（HS：9401）

从 2015 年的 0.09 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82亿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62.60%；

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56.57%。 

 
图 2-15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HS：9401）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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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塑料制品（HS：3926）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塑料制品”（HS：3926）从 2015

年的 0.03 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58亿美元，2020年同比下降 12.36%；六年复

合增长率为 76.67%。 

 

图 2-16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HS：3926）总额 

（6）各种箱、包、盒、套等容器类（HS：4202）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各种箱、包、盒、套等容器类”

（HS：4202）从 2015 年的 0.19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47 亿美元，2020 年同

比下降 8.7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20.57%。 

 
图 2-17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HS：4202）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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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供运输或包装货物用的塑料制品（HS：3923）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供运输或包装货物用的塑料制

品”（HS：3923）从 2015 年的 0.02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35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172.7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70.04%。 

 

图 2-18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HS：3923）总额 

（8）节日（包括狂欢节）用品或娱乐用品，包括魔术道具及嬉戏品（HS：

9505）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节日（包括狂欢节）用品或娱

乐用品，包括魔术道具及嬉戏品”（HS：9505）从 2015 年的 96.87 万美元增至

2020年的 3333.63万美元，2020年同比下降 10.5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2.93%。 

 

图 2-19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HS：9505）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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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餐桌、厨房或家用钢铁器具及其零件；钢铁丝绒；钢铁制擦锅器、洗

刷擦光用的块垫、手套及类似品（HS：7323）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餐桌、厨房或家用钢铁器具及

其零件；钢铁丝绒；钢铁制擦锅器、洗刷擦光用的块垫、手套及类似品”（HS：

7323）从 2015 年的 0.04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32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44.74%；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55.05%。 

 

图 2-20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HS：7323）总额 

（10）塑料制的餐具、厨房用具、家庭用具及卫生或盥洗用具（HS：3924）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塑料制的餐具、厨房用具、家

庭用具及卫生或盥洗用具”（HS：3924）从 2015 年的 0.02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

的 0.3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32.31%；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67.59%。 

 
图 2-21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HS：3924）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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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六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重点产品分析 

（1）制造半导体、集成电路、平板显示器的机器及装置（HS：8486）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口“制造半导体、集成电路、平板

显示器的机器及装置”（HS：8486）从 2015 年的 29.6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2813.42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3563.3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48.65%。 

 

图 2-22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HS：8486）总额 

（2）集成电路（HS：8542）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口“集成电路”（HS：8542）从 2015

年的 0.2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24 亿美元，2020 年同比下降 10.29%；六年复

合增长率为 3.00%。 

 
图 2-23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HS：8542）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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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蒸馏高温煤焦油所得的油类及产品；芳族成份重量超过非芳族成份的

类似产品（HS：2707）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口“蒸馏高温煤焦油所得的油类及

产品；芳族成份重量超过非芳族成份的类似产品”（HS：2707）从 2015年的 0.0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13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79.04%；六年复合增长率

为 100.00%。 

 

图 2-24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HS：2707）总额 

（4）理化分析仪器及装置，测量或检验仪器及装置（HS：9027）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口“理化分析仪器及装置，测量或

检验仪器及装置”（HS：9027）从 2015 年的 0.06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12

亿美元，2020年同比下降 9.0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4.49%。 

 
图 2-25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HS：9027）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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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成橡胶及从油类提取的油膏，初级形状或板、片、带；税号 40.01

所列产品与奉税号所列产品的混合物，初级形状或板、片、带（HS：4002）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口“合成橡胶及从油类提取的油

膏，初级形状或板、片、带；税号 40.01 所列产品与奉税号所列产品的混合物，

初级形状或板、片、带”（HS：4002）从 2015 年的 0.05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07亿美元，2020 年同比下降 0.18%；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6.87%。 

 
图 2-26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HS：4002）总额 

（6）铸模及铸芯用粘合剂（HS：3824）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口“铸模及铸芯用粘合剂”（HS：

3824）从 2015 年的 0.04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593.19 万美元，2020 年同比增

长 100.0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572.89%。 

 
图 2-27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HS：3824）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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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热烹煮蒸馏汽蒸干燥气化冷却设备，家用除外（HS：8419）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口“加热烹煮蒸馏汽蒸干燥气化冷

却设备，家用除外”（HS：8419）从 2015年的 32.79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536.62

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2385.63%；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74.89%。 

 
图 2-28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HS：8419）总额 

（8）有机表面活性剂（肥皂除外）；表面活性剂制品、冼涤剂（包括助洗

剂）及清洁剂，不论是否含有肥皂，但税号 34.01 的产品除外（HS：3402）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有机表面活性剂（肥皂除外）；

表面活性剂制品、冼涤剂（包括助洗剂）及清洁剂，不论是否含有肥皂，但税号

34.01 的产品除外”（HS：3402）从 2015 年的 0.05 亿美元降至 2020 年的 0.05

亿美元，2020年同比下降 38.77%；六年复合增长率为-0.41%。 

 

图 2-29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HS：3402）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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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记录式或非记录式的液体比重计及类似的浮子式仪器、温度计、高温

计、气压计、湿度计、干湿球湿度计及其组合装置（HS：9025）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口“记录式或非记录式的液体比重

计及类似的浮子式仪器、温度计、高温计、气压计、湿度计、干湿球湿度计及其

组合装置”（HS：9025）从 2015年的 0.0 美元增至 2020年的 4974480.0 美元，

2020年同比增长 100.0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 

 

图 2-30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HS：9025）总额 

（10）测量或检验仪器、器具及机器（HS：9031）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测量或检验仪器、器具及机

器”（HS：9031）从 2015 年的 0.0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489.77 万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373.03%；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 

 
图 2-31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HS：9031）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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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南与新加坡大宗商品出口分析 

（1）金属硅 

从近三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金属硅贸易额从 2017 年的 0.0

万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0.1 万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100.00%；三年复合增长率

为 100.00%。从运输方式看，2019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金属硅贸易额最多的是水

路运输，出口额 0.1 万美元，占比 100.0%。从出口关区看，2019 年湖南对新加

坡出口金属硅关区贸易额最多的是上海海关，出口额 0.1万美元，占比 100.0%. 

 

图 2-31 2017-2019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金属硅总额 

（2）钢材 

从近三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钢材贸易额从 2017 年的 0.22 亿

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0.29 亿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21.37%；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16.11%。从运输方式看，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钢材贸易额最多的是水路运

输，出口额 0.29 亿美元，占比 99.7%。从出口关区看，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

口钢材关区贸易额最多的是天津关区，出口额 0.12亿美元，占比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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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2017-2019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钢材总额 

（3）大豆 

从近三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大豆贸易额从 2017 年的 2402.0

美元降至 2019 年的 1247.0 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1562.67%；三年复合增长率

为-27.95%。从运输方式看，2019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大豆贸易额最多的是水路

运输，出口额 0.12 万美元，占比 100.0%。从出口关区看，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

出口大豆关区贸易额最多的是深圳海关，出口额 0.12万美元，占比 100.0%. 

 

图 2-33 2017-2019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大豆总额 

（4）聚乙烯 

从近三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聚乙烯贸易额从 2017 年的 0.0

万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1.12 万美元，2019 年同比下降 97.17%；三年复合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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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00%。从运输方式看，2019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聚乙烯贸易额最多的是水

路运输，出口额 1.12 万美元，占比 100.0%。从出口关区看，2019 年湖南对新加

坡出口聚乙烯关区贸易额最多的是黄埔关区，出口额 1.12万美元，占比 100.0%. 

 
图 2-34 2017-2019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聚乙烯总额 

（5）聚氯乙烯 

从近三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新加坡出口聚氯乙烯贸易额从 2017 年的

10.62 万美元降至 2019 年的 9.82 万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3737.87%；三年复

合增长率为-3.82%。从运输方式看，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聚氯乙烯贸易额

最多的是水路运输，出口额 9.82 万美元，占比 100.0%。从出口关区看，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聚氯乙烯关区贸易额最多的是深圳海关，出口额 9.82 万美

元，占比 100.0%. 

 
图 2-35 2017-2019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聚氯乙烯总额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别研究系列报告·新加坡篇 

 

 35 

 

（二）双方经贸合作市场主体情况 

1.新加坡对湖南外商直接投资分析 

从新加坡在湖南新设立外资企业来看，2020 年来自新加坡的投资涉及领域

较为多元，投资金额共为 2.9亿元人民币。主要营运范围包括建筑、社会经济咨

询、企业管理、太阳能发电、仓储、光电子器件制造等领域。其中以仓储行业投

资额最高，达到 2.4亿元人民币，主要营运范围包括仓储设施建设、维修、经营、

管理及配套服务，仓储服务，自有仓储租赁，物业管理，仓储及物流相关信息咨

询服务。具体的投资市州为岳阳市。其余领域中，除光电子器件制造投资市州为

怀化市外，均投资于长沙市。 

2019 年来自新加坡的投资同样涉及多个领域，投资金额为 5.5亿元人民币。

主要营运范围包括品牌策划；机器设备租赁、批发；机械设备零售；非金属矿及

制品批发；仓储；新材料；塑料制品生产及零售等。其中投资额最高的是仓储行

业，投资额为 2.2 亿元人民币，投资市州为株洲市。其他领域中除新材料技术投

资于郴州市，塑料制品生产及零售投资于岳阳市外，其余均投资于长沙市。 

2.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产业分析 

（1）家具寝具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家具寝具产业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48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3.16亿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51.54%；六年复合增

长率为 45.72%。 

其中，2020年出口 3.16亿美元，进口 0美元，湖南在与新加坡的贸易中出

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灯具及照明装置、发光装置”为主，

2020年无进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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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家具寝具产业总额 

（2）玩具/游戏运动用品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玩具/游戏运动用品产业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03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2.31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32.68%；

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38.09%。 

其中，2020年出口 2.31亿美元，进口 0美元，湖南在与新加坡的贸易中出

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带轮玩具，玩偶车，玩偶，模型，

智力玩具”为主，2020年无进口产品。 

 

图 2-37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玩具/游戏运动用品产业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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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子电气设备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电子电气设备产业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5.13 亿美元降至 2020年的 2.0亿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1.13%；六年复合

增长率为-17.16%。 

其中，2020 年出口 1.74 亿美元，进口 0.26 亿美元，湖南在与新加坡的贸

易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传声器、扬声器、耳机、音

频扩大器”为主，进口产品主要以“集成电路”为主。 

 

图 2-38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电子电气设备产业总额 

（4）机械设备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机械设备产业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4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2.0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66.32%；六年复合增长

率为 37.90%。 

其中，2020 年出口 1.59 亿美元，进口 0.41 亿美元，湖南在与新加坡的贸

易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制造半导体、集成电路、平

板显示器的机器及装置”为主，进口产品主要以“制造半导体、集成电路、平板

显示器的机器及装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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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机械设备产业总额 

（5）塑料制品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塑料制品产业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12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1.63亿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14.37%；六年复合增

长率为 68.93%。 

其中，2020 年出口 1.59 亿美元，进口 0.04 亿美元，湖南在与新加坡的贸

易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塑料制品”为主，进口产品

主要以“初级形状的丙烯或烯烃聚合物”为主。 

 

图 2-40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塑料制品产业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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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钢铁制品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钢铁制品产业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29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06 亿美元，2020 年同比下降 1.91%；六年复合增

长率为 29.73%。 

其中，2020 年出口 1.06 亿美元，进口 6.42 万美元，湖南在与新加坡的贸

易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餐桌、厨房或家用钢铁器具

及其零件；钢铁丝绒；钢铁制擦锅器、洗刷擦光用的块垫、手套及类似品”为主，

进口产品主要以“钢铁制品”为主。 

 
图 2-41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钢铁制品产业总额 

（7）纸/纸板/纸浆等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纸/纸板/纸浆等产业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从

2015年的 0.09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69 亿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5.91%；六

年复合增长率为 49.34%。 

其中，2020 年出口 0.69 亿美元，进口 2.81 万美元，湖南在与新加坡的贸

易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纸、纸板、纤维素絮纸或纤

维素纤维网纸制的箱、盒、匣、袋及其他包装容器；纸或纸板制的卷宗盒、信件

盘及类似品，供办公室、商店及类似场所使用的”为主，进口产品主要以“成卷

或成张矩形（包括正方形）的任何尺寸的经涂布、浸渍、覆盖、染面、饰面或印

花的纸、纸板、纤维素絮纸及纤维素纤维网纸，但税目 48.03、48.09 或 48.10

的货品除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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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纸/纸板/纸浆等产业总额 

（8）陶瓷制品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陶瓷制品产业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22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54亿美元，2020年同比下降 39.00%；六年复合增

长率为 19.52%。 

其中，2020年出口 0.54亿美元，进口 0美元，湖南在与新加坡的贸易中出

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陶瓷洗涤槽、脸盆、脸盆座、浴缸、

坐浴盆、抽水马桶、水箱、小便池及类似的固定卫生设备”为主，2020 年无进

口产品。 

 
图 2-43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陶瓷制品产业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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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光学/医疗精密仪器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光学/医疗精密仪器产业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从

2015年的 0.1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53 亿美元，2020年同比下降 22.31%；六

年复合增长率为 39.07%。 

其中，2020 年出口 0.28 亿美元，进口 0.25 亿美元，湖南在与新加坡的贸

易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已装配的各种材料制透镜、

棱镜、反射镜及光学元件，作为仪器或装置的零件、配件，但未经光学加工的玻

璃制上述元件除外”为主，进口产品主要以“理化分析仪器及装置，测量或检验

仪器及装置”为主。 

 

图 2-44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光学/医疗精密仪器产业总额 

（10）皮革制品等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皮革制品等产业湖南对新加坡进出口从 2015 年

的 0.19 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5亿美元，2020年同比下降 8.05%；六年复合增

长率为 21.28%。 

其中，2020 年出口 0.5 亿美元，进口 0 美元，湖南在与新加坡的贸易中出

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各种箱、包、盒、套等容器类”为

主，2020 年无进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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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2015-2020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出口皮革制品等产业总额 

（三）双方经贸合作通道建设情况 

1.近六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运输方式分析 

（1）水路运输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一的运输方式是水路运输。从近六年出

口总额来看,水路运输总额从 2014年的 4.9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12.61亿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106.84%；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20.81%。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出口占比从 2014年的 66.88%增长至 2019年的 79.46%，六年间占比增长 12.58%。 

 

图 2-46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水路运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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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航空运输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二的运输方式是航空运输。从近六年出

口总额来看,航空运输总额从 2014 年的 2.4 亿美元降至 2019 年的 1.5 亿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488.26%；六年复合增长率为-8.89%。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出口占比从 2014 年的 32.70%下降至 2019 年的 9.48%，六年间占比下降 23.22%。 

 
图 2-47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航空运输总额 

（3）公路运输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三的运输方式是公路运输。从近六年出

口总额来看,公路运输总额从 2014年的 0.03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1.04亿美元，

2019 年同比增长 3345.6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2.32%。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

看，出口占比从 2014年的 0.42%增长至 2019年的 6.56%，六年间占比增长 6.14%。 

 
图 2-48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公路运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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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运输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四的运输方式是其他运输2。从近六年出

口总额来看,其他运输总额从 2014 年的 0.0 万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7129.63 万美

元，2019年同比增长 64713.66%；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从近六年出口占

比来看，2014年与 2019年出口占比均小于 0.01%，六年间占比微幅波动。 

 

图 2-49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其他运输总额 

2.近六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运输方式分析 

（1）水路运输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一的运输方式是水路运输。从近六年进

口总额来看,水路运输总额从 2014年的 0.17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0.37亿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23.3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6.96%。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进口占比从 2014 年的 43.76%下降至 2019 年的 40.42%，六年间占比下降 3.34%。 

 
2 其他运输主要包括管道运输、驮畜运输、人力扛运、电线传输等方式，因分别计算均金额较小，

合计为"其他运输"。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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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0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水路运输总额 

（2）公路运输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二的运输方式是公路运输。从近六年进

口总额来看,公路运输总额从 2014年的 0.08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0.33亿美元，

2019年同比下降 43.7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31.74%。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进口占比从 2014年的 21.64%增长至 2019年的 36.25%，六年间占比增长 14.60%。 

 

图 2-51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公路运输总额 

（3）航空运输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三的运输方式是航空运输。从近六年进

口总额来看,航空运输总额从 2014年的 0.13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0.2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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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同比增长 41.31%；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9.80%。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进口占比从 2014年的 34.59%下降至 2019年的 23.30%，六年间占比下降 11.29%。 

 

图 2-52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航空运输总额 

（4）邮件运输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四的运输方式是邮件运输。从近六年进

口总额来看,邮件运输总额从 2014年的 0.0 万美元增至 2019年的 3.04万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100.0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2014年与 2019年进口占比均小于 0.01%，六年间占比微幅波动。 

 

图 2-53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邮件运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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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六年湖南与新加坡出口关区分析 

（1）深圳海关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一的关区是深圳海关。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深圳海关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1.41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12.72亿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160.08%；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55.26%。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深圳海关占比从 2014 年的 19.24%增长至 2019 年的 80.14%，六年间占比增长

60.91%。 

 

图 2-54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深圳海关出口总额 

（2）长沙关区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二的关区是长沙关区。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长沙关区出口总额从 2014年的 2.47亿美元降至 2019年的 1.04亿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5598.73%；六年复合增长率为-15.84%。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长沙关区占比从 2014 年的 33.66%下降至 2019 年的 6.56%，六年间占比下降

27.09%。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别研究系列报告·新加坡篇 

 

 48 

 

 
图 2-55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长沙关区出口总额 

（3）上海海关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三的关区是上海海关。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上海海关出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49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0.67亿美元，

2019 年同比增长 19.69%；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6.32%。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上海海关占比从 2014年的 6.71%下降至 2019年的 4.21%，六年间占比下降 2.50%。 

 

图 2-56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上海海关出口总额 

（4）宁波关区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四的关区是宁波关区。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宁波关区出口总额从 2014 年的 111.16 万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3372.84

万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241.57%；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97.88%。从近六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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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来看，宁波关区占比从 2014 年的 0.15%增长至 2019 年的 2.13%，六年间占

比增长 1.97%。 

 
图 2-57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宁波关区出口总额 

（5）南宁关区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五的关区是南宁关区。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南宁关区出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1 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0.32亿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103.98%；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27.10%。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南宁关区占比从 2014年的 1.30%增长至 2019年的 1.99%，六年间占比增长 0.69%。 

 

图 2-58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南宁关区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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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津关区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六的关区是天津关区。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天津关区出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12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0.19亿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5.35%；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9.48%。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天

津关区占比从 2014 年的 1.65%下降至 2019 年的 1.20%，六年间占比下降 0.45%。 

 
图 2-59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天津关区出口总额 

（7）广州海关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七的关区是广州海关。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广州海关出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41亿美元降至 2019年的 0.18亿美元，

2019年同比下降 23.33%；六年复合增长率为-14.94%。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广州海关占比从 2014年的 5.53%下降至 2019年的 1.14%，六年间占比下降 4.40%。 

 
图 2-60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广州海关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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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南京海关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八的关区是南京海关。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南京海关出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42亿美元降至 2019年的 0.17亿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1097.63%；六年复合增长率为-16.46%。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南京海关占比从 2014年的 5.68%下降至 2019年的 1.07%，六年间占比下降 4.61%。 

 
图 2-61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南京海关出口总额 

（9）黄埔关区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九的关区是黄埔关区。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黄埔关区出口总额从 2014年的 1.87亿美元降至 2019年的 0.16亿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22.6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38.52%。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黄埔关

区占比从2014年的25.51%下降至2019年的1.03%，六年间占比下降24.47%。 

 
图 2-62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黄埔关区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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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厦门关区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第十的关区是厦门关区。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厦门关区出口总额从 2014 年的 183.35 万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302.63 万

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7.39%；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54%。从近六年出口占比

来看，厦门关区占比从 2014 年的 0.25%下降至 2019 年的 0.19%，六年间占比下

降 0.06%。 

 

图 2-63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厦门关区出口总额 

4.近六年湖南与新加坡进口关区分析 

（1）深圳海关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一的关区是深圳海关。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深圳海关进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21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0.35亿美元，

2019年同比下降 41.23%；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51%。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深圳海关占比从 2014 年的 54.69%下降至 2019 年的 38.04%，六年间占比下降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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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深圳海关进口总额 

（2）上海海关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二的关区是上海海关。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上海海关进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02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0.25亿美元，

2019年同比下降5.18%；六年复合增长率为66.83%。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上海海关

占比从2014年的4.96%增长至2019年的27.05%，六年间占比增长22.09%。 

 
图 2-65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上海海关进口总额 

（3）长沙关区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三的关区是长沙关区。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长沙关区进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14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0.15亿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117.6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57%。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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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关区占比从 2014 年的 36.01%下降至 2019 年的 16.43%，六年间占比下降

19.58%。 

 

图 2-66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长沙关区进口总额 

（4）黄埔关区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四的关区是黄埔关区。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黄埔关区进口总额从 2014 年的 4.01 万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769.42 万美

元，2019 年同比下降 14.46%；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86.10%。从近六年进口占比

来看，黄埔关区占比从 2014 年的 0.10%增长至 2019 年的 8.46%，六年间占比增

长 8.35%。 

 
图 2-67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黄埔关区进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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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岛海关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五的关区是青岛海关。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青岛海关进口总额从2014年的0.0万美元增至2019年的641.93万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618.17%；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青岛海关占比 2014 年与 2019年均为超过 0.01%，六年间占比微幅波动。 

 
图 2-68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青岛海关进口总额 

（6）广州海关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六的关区是广州海关。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广州海关进口总额从 2014年的 84.06万美元增至 2019年的 146.29万美

元，2019 年同比增长 56.63%；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1.72%。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广

州海关占比从2014年的2.19%下降至2019年的1.61%，六年间占比下降0.58%。 

 
图 2-69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广州海关进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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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连海关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七的关区是大连海关。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大连海关进口总额从2014年的0.88万美元增至2019年的62.59万美元，

2019 年同比增长 55633.13%；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34.39%。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大

连海关占比从2014年的0.02%增长至2019年的0.69%，六年间占比增长0.66%。 

 
图 2-70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大连海关进口总额 

（8）北京关区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八的关区是北京关区。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北京关区进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0万美元增至 2019年的 24.83万美元，

2019年同比下降 14.25%；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北京关区占比 2014 年与 2019年均为超过 0.01%，六年间占比微幅波动。 

 
图 2-71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北京关区进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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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津关区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九的关区是天津关区。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天津关区进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0万美元增至 2019年的 23.15万美元，

2019 年同比增长 3260.67%；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

看，天津关区占比 2014年与 2019年均为超过 0.01%，六年间占比微幅波动。 

 
图 2-72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天津关区进口总额 

（10）成都关区 

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进口总额第十的关区是成都关区。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成都关区进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0 万美元增至 2019年的 8.98万美元，

2019年同比下降 79.6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成都关区占比 2014 年与 2019年均为超过 0.01%，六年间占比微幅波动。 

 
图 2-73 2014-2019年湖南与新加坡成都关区进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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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CEP 框架下湖南与新加坡经贸发展的

问题与机遇 

（一）RCEP 框架下中新协定主要条款解读 

1.RCEP 关税规则下湖南出口产业分析 

2020 年，湖南对新出口的前十大行业分别是家具寝具、玩具/体育用品、电

子电气设备、塑料及其制品、机械设备、钢铁制品、造纸、陶瓷制品、皮革制品

和鞋靴，上述十大行业出口合计占出口总额的 76.22%。新加坡作为世界知名的

自由港和城市国家对进口商品几乎没有关税。RCEP 协定框架下，新加坡承诺自

协定生效之日起，取消原产自协定签署国的全部进口商品关税。按海关编码前 6

位（HS6）统计,2020 年，湖南对新出口的前十大商品类别是玩具、金属家具、

枝形吊灯、塑料制品、带软垫的金属框架坐具、圣诞节用品、瓷制固定卫生设备、

电灯及照明装置、台灯/床头灯或落地灯、塑料片或纺织面料的容器，出口额分

别是 17093.42 万美元、5596.12 万美元、4840.24 万美元、4514.20 万美元、

4370.36 万美元、2810.57 万美元、2793.41 万美元、2654.08 万美元、2629.70

万美元和 2033.76 万美元，出口额合计为 4.93 亿美元，占湖南对新出口总额的

27.86%。RCEP协定框架下，新加坡对上述湖南主要出口商品均无关税。 

HS2 行业类别 
2020 年出口额（万

美元） 
占比% 关税率 

94 家具寝具 31565.57 17.81 

无关税 

95 玩具/体育用品 23148.09 13.06 

85 电子电气设备 17382.35 9.81 

39 塑料及其制品 15943.97 9.00 

84 机械设备 15841.29 8.94 

73 钢铁制品 10576.30 5.97 

48 造纸 6903.27 3.90 

69 陶瓷制品 5393.81 3.04 

42 皮革制品 4977.16 2.81 

64 鞋靴 3336.62 1.88 

合计 135068.43 7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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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进口商品关税变动分析（HS8） 

按中国海关编码前 8位（HS8）统计，2020年湖南自新加坡进口的前十大商

品共 8341.73 万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62.52%，机电类商品的关税已全部取消，

少量化工产品仍保留关税：非离子型有机表面活性剂的基础关税率是 6.5%，RCEP

协定生效后第十年关税才降为零；芳烃混合物的基础关税率是 7.0%，协定生效

后第一年即取消关税。未列名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化学产品及配制品的基础关

税率是 6.5%，未列入中国对新加坡的关税减让承诺表。 

HS8 编码描述 

2020 年

进口额（万

美元） 

占比 
基础

税率 

1 年

内关

税率 

10年

内关

税率 

20 年

内关

税率 

84862010 
制半导体器件或 IC 的氧化扩散等热处理

设备 
1515.06  11.35% 0  0  0  0  

27075000 

芳烃混合物，根据 ISO 3405 方法（等同

于 ASTM D 86 方法），温度在 250℃时

的馏出量以体积计（包括损耗）在 65％

及以上 

1346.22  10.09% 7.0% 0 0 0 

85423290 其他用作存储器的集成电路 1053.01  7.89% 0 0 0 0 

84862021 
制造半导体器件或 IC 的化学气相沉积装

置 
986.39  7.39% 0 0 0 0 

85423990 其他集成电路 687.56  5.15% 0 0 0 0 

38249999 
未列名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化学产

品及配制品 
593.19  4.45% 6.5% -- -- -- 

85423190 其他用作处理器及控制器的集成电路 560.51  4.20% 0 0 0 0 

84198990 
未列名利用温度变化处理材料的机器、装

置等 
536.62  4.02% 0 0 0 0 

34021300 非离子型有机表面活性剂 532.83  3.99% 6.5% 5.9% 0 0 

90275000 使用光学射线的其他仪器及装置 530.34  3.97% 0 0 0 0 

合计 8341.73  62.5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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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CEP 框架下双方经贸存在的问题 

1.湖南对新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湖南对新加坡出口额增长十分迅速，2019 年出口额同比增长 1.5 倍，2020

年在此基础上再度同比增长 11.66%。截止 2020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额位列中

部六省第一，位列全国第八。但从贸易产品结构来看，湖南对新的出口与前列城

市并不相同，机电产品、 矿物产品、 化学产品、 珠宝首饰、 仪器仪表是新加

坡的前五大进口商品，出口额排在前五的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北京市、山

东省对新出口也基本符合这个结构。而湖南对新出口额最多的产品分别是家具寝

具（占比 17.81%）、玩具（占比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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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自身进口看，进口量最大的是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占其进

口总量的 49.16%，而湖南对新出口的家具寝具、玩具等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也低，2020年湖南对新出口只占全国对新出口的 3.08%，

湖南对新贸易在高附加值产品上还有很大的空间。 

2.湘新先进制造业产品未来存在产业竞争风险 

新加坡国土面积虽小，但却是有名的制造业强国。2020 年，新加坡制造业

对 GDP 的贡献约为 1060 亿新元，约占 21%，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制造业占比超

过 GDP20%的国家。同时新加坡制造业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新加

坡是全球第四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主要产业集群包括航空航天、半导体、化学

和生物医学科学等领域。新加坡目前拥有 2700 家精密工程公司，300 家半导体

企业，制造了全球大约 70%的半导体引线焊接机、60%的微阵列、35%的热循环仪

和质谱仪，占据了全球约 30%的助听器市场、20%的半导体设备、10%的制冷压缩

机市场。彭博创新指数显示，2020年，新加坡制造业产值比 2019 年增加了 7.3%，

制造能力排名全球第三；2021 年，新加坡再上升一位，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

韩国。 

从我国的长期规划来看，《中国制造 2025》这一国家级行动纲领所引导的未

来制造业方向，会与新加坡的制造业定位高度重合，在产业发展，产品贸易上有

较强的竞争关系。从湖南自身定位来看，“三高四新”战略强调“着力打造国家

重要先进制造业”，在未来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上，不可避免的会面临竞争，如何

通过产业链合理布局，实现合作共赢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3.湘新运输通道缺乏专项规划 

湖南作为内陆地区，与作为半岛的新加坡之间的贸易主要还是通过海运的方

式，2019 年湖南对新加坡出口水路运输占比达 79.46%。湖南自身不沿海，那么

必须考虑多式联运的模式，一般一个货柜箱，从湖南到新加坡先是沿水路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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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陆运去广东，然后出海，需要两到三个星期。这么长的时间就意味着许多的

货物，尤其是新鲜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就算有冷链，也几乎无法运输。 

重庆与湖南地理位置接近，面临同样的问题，但通过专项的规划优化了这一

情况。按照重庆与新加坡共同研讨的新规划，从重庆通过铁路到北部湾，然后从

北部湾通过海路到新加坡，整个行程少于七天，显著的减少了运输时间。湖南需

制定类似的运输规划，优化运输流程，综合最优运输路线、最短运输时效、最低

运输成本三方面优化现有湘新运输通道。 

（三）RCEP 框架下双方产业发展机遇 

新加坡在 RCEP 协定的成员国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3。因为新加坡自身

为自由贸易港，本身就几乎不设置关税门槛，95%以上的商品关税长期为零，只

对烟、酒、机动车辆、汽车燃料四类商品征收关税。而根据中国-新加坡自由贸

易协定，新加坡已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全部自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新加坡

对 RCEP 的承诺为“新加坡应免除本协议项下所有原产货物的关税协议，自本协

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RCEP生效后，预计不会对湖南出口新加坡带来直接影响。

从 RCEP 原产地规则促进成员内部贸易流通的角度看，会间接的提升湖南与新加

坡机电产品、汽车零部件产品、化工产品等长产业链、国际分工广泛产业的贸易

规模。 

 

 

 

 

 

 
3 因 RCEP 框架下双方产业发展机遇主要通过减税额度测算，且根据《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新加坡取消全部自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所以此处不再计算相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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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新加坡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部门 网址 

通讯及新闻部 www.mci.gov.sg 

文化、社区与青年部 www.mccy.gov.sg 

国防部 www.mindef.gov.sg 

教育部 www.moe.gov.sg 

财政部 www.mof.gov.sg 

外交部 www.mfa.gov.sg 

卫生部 www.moh.gov.sg 

内政部 www.mha.gov.sg 

律政部 www.minlaw.gov.sg 

人力部 www.mom.gov.sg 

国家发展部 www.mnd.gov.sg 

社会和家庭发展部 www.msf.gov.sg 

环境与水资源部 www.mewr.gov.sg 

贸工部 www.mti.gov.sg 

交通部 www.mot.gov.sg 

总理公署 www.pmo.gov.sg 

 

 

 

附录二 

新加坡与湖南友好城市一览表 

中方城市 外方城市 国别 结好时间 

长沙市 武吉知马市镇 新加坡 199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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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新加坡主要华人商会、社团和中资企业一览表 

1.新加坡华人商会、社团 

部门 电话 传真 电邮 网址 

中国企业（新加坡）

协会 
0065-68830708 0065-68830443 joy.yang@cea.org.sg www.cea.org.sg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0065-63378381 0065-63390605 corporate@sccci.org.sg www.sccci.org.sg  

新加坡中国商会 0065-62983622 0065-62969492 scba1@singnet.com.sg www.s-cba.org.sg 

2. 主要中资企业 

企业名称 电话 传真 网址 

中远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 68850888 63361217 www.cosco.com.sg 

中国太平保险（新加坡）有限公司 63896111 62221033  

华旗资讯（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63336388 63336766 www.aigo.co m.sg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东南亚代表处 65070256 68202590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 63348979 63335283 www.caosco.com 

青建（南洋）控股有限公司 67487117 67487227 www.cnqc.co m.sg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65352411 65343401 
www.bank-ofchina.co

m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新加坡代表处 62352979 62356131 www.ccpit.org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 63920060 62993033 www.stec.net 

南洋五矿实业有限公司 65356566 65320508  

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64117526 64117500  

中国船级社新加坡办事处 63241618 63241273  

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分行 65358133 65356533 www.ccb.com.sg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新加坡办事处 62215529 62220550 
www.xiamenair.com.c

n 

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 62274537 62275073 
www.chinaco 

nstruction.co m.sg 

mailto:joy.yang@cea.org.sg
http://www.cea.org.sg/
http://www.sccci.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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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电话 传真 网址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办事处 62223456 63232932 www.ce-air.co m 

中国电信（新加坡）有限公司 63390080 63392292 
www.chinatel 

ecomgroup.com 

首钢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62251706 62252617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新加坡营业部 62252177 62257546 www.airchina.sg 

中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66325688 66325698 www.avicintl.com.sg 

中化亚洲集团公司 63370110 63395615 www.sinochem.com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新加坡分公司 62277927 62252146 www.scg.sg 

中国华新投资有限公司 62369100 65388092  

中国国际水利电力新加坡公司 64405186 64407959 www.ciwe.co m.sg 

中国海运（新）代理有限公司 65330898 65332575  

中国海洋石油（新）国际有限公司 65356995 65352976 
www.cnooc.com.cn 

www.cnoocltd.com 

联合石化（新加坡）有限公司 68269826 68269800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 65382780 65381370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代表处 65353380 65352690  

宝钢新加坡贸易有限公司 63336818 63336819  

澳门恒和酒店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华星酒店 66228585 66228558  

中国京冶建设（新加坡）有限公司 67666883 67666779 www.jingye.com.sg 

振华（新）工程有限公司 63928301 6392830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 68231888 6823188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5517333 6551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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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新加坡投资合作基本流程、手续和注意事项 

1.在新加坡投资注册企业手续 

公司注册流程 

成员要

求 
新加坡的公司必须至少有一名董事是新加坡常住居民，至少有一名秘
书的主要或唯一居住地是新加坡。 

许可证 
公司在进行某些范围的商业活动前，还需要获得许可证。如公众娱乐、
食品商店、广告等。 

注册 
公司必须按照新加坡第 50 号法案《公司法》及相关附属法律规定的程
序在公司注册局注册登记。 

线上注

册 

公司可以通过 BizFile+系统进行在线注册，BizFile+系统是由会计和企
业管理局（ACRA）管理的电子申请和信息检索系统，会计和企业管理
局是对新加坡的商业实体、公共会计师和公司服务提供商进行监督管
理的国家监管机构。 

设立办

事处 

公司必须自注册成立之日起，设立已登记的办事处，并且必须自成立

之日起 3 个月内任命审计师。 

2.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获取信息 

新加坡所有公共工程项目的招标均由各主管部门负责对外公开发布信

息，可通过新加坡政府电子政务网站查询项目信息。私人工程项目由业

主通过报纸、网站或邀请投标的方式对外发布信息。 

招标投标 

新加坡政府工程建设严格实行国际招标制度。建筑承包商只能按照新加

坡建设局承包商注册系统（CRS）下审定的资质等级所批准的工程类型

及范围进行投标，不得跨级、跨范围投标。为保持透明和公平竞争，凡

是采购金额超过新币 3000 元，相关部门必须通过 GeBIZ 网站公开招标。

在招标完毕后，网站将发布所有投标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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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手续 

建筑公司能够在企业管理局（ACRA）完成公司注册程序，之后，建筑

公司必须向新加坡建设局（BCA）申领建筑商许可（BLS）或承包商注册

（CRS）资质等级，个人公司或合伙制的企业，只能申请 C1 和 L1 资质

等级。 

3.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 

申请专利的程序 

法规 在新加坡规范专利授予的主要法律是专利法（Patents Act）。 

部门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是负责专利事务的主管部门。 

相关信息 专利申请中应当包含发明的相关信息，包括发明以及操作的说明或披露。 

有效期 专利有效期是自申请之日起 20 年，该期限不得被延长。 

 

注册商标的程序 

法规 新加坡保护商标的主要法律是商标法（Trade Marks Act）。 

申请 
商标注册可通过新加坡知识产权局网站（www.ipos.gov.sg）或直接到新加

坡知识产权局注册。物品及服务基本上分为 45 个类别。 

流程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会对商标的“特征性”进行审查。如果新加坡知识产权局没

有提出反对，该商标符合注册标准，且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其注册过程

通常需要 8 到 10 个月。 

有效期 商标注册以后长期有效，但须每 10 年更新一次。 

4.企业在新加坡报税 

企业在新加坡报税 

报税时间 

新加坡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申报为年度申报。个
人所得税的申报是每年的 4 月 15 日之前申报上一年度的个人所得税，夫
妻双方应各自填写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企业所得税申报的截止日期为每
年的 11 月 30 日。 

报税渠道 

新加坡的个人所得税可通过网络或电话进行电子申报，也可进行纸质申
报。通过网络申报个人所得税可登录 www.mytax.iras.gov.sg，网上填写
提交申报资料；通过电话申报个人所得税，可拨打 1800-356 8322 进行
申报。 

报税手续 
新加坡企业所得税的申报也分电子申报和纸质申报。电子申报可通过网
上填报资料；纸质申报可从税务局网站上下载申报表或致电 1800-356 
8622 索取申报表，填好后邮寄到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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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税资料 

企业所得税的申报资料为申报表 C、审计报告，以及税款计算表和相关

支持文件；消费税的报税资料为消费税申报表。此外，纳税人需按照要

求保存经营及账目记录、税务发票，以及进出口等相关文件，以备税务

机关检查。 

5.赴新加坡的工作许可证办理 

赴新加坡的工作许可证申请程序 

主管部门 新加坡负责外国人工作许可管理的部门是新加坡人力部，简称 MOM。 

许可制度 

雇佣准证（EP）：雇佣准证允许外国专业人员、经理和高管在新加坡工作。
自 2020 年 5 月起，候选人需有至少 3900 新加坡元的固定月薪。 

S 准证（SP）：S 准证允许中级技术人员在新加坡工作。候选人需有至少
2300 新加坡元的固定月薪。 

外国工人的工作准证（WP）：工作准证允许来自入选来源国的半熟练外国
工人在建筑、制造、海洋、加工或服务行业工作。 

其他工作证：其他工作证包括创业准证（外国人持证可在新加坡开办和经
营企业）、个人化就业准证（为高收入就业准证持有人和海外专业人员提
供的更灵活的工作证）以及外国家政工人和表演艺术家的工作准证。 

申请程序 
雇主或由雇主委托的中介公司可通过新加坡人力资源部的各种网上申请网
站提出拟聘用外籍人员的工作许可申请，人力资源部签发相应的工作许可
后，外籍人员方可入境工作。 

提供材料 

申请人大专以上学历证明复印件及其认证。 
认证可以来自数据流、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或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信息网。该认证不需要英文翻译。 

申请人护照个人资料页复印件 

雇主在会计与公司管理局登记的最新企业简况或即时信息 

可能还需要提交其他文件，例如，若申请人是海外公司的区域代表、担任
医护人员、律师、足球运动员或教练或其将就职于食品行业。如申请工作
准证，申请人需要在人力资源部工作准证网上申请网站（Work Pass Online）
提交申请，待人力资源部初步核准后，在网站上直接打印初步核准信。外
籍人员凭初步核准信入境新加坡，在完成体检、指纹登记等手续后即可获
得正式的工作准证。 

6.注意事项 

注意承包工程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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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劳务

管理 

新加坡政府规定建筑企业雇佣外籍劳务的额度限制为 1:7，即每雇用 1 名新加
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公司可最多申请雇用 7 名外籍工人。此外，承包商也必须
为每一项工程向新加坡人力资源部申请人力年配额。人力年配额，按照工程的
金额，限制此工程内所有承建和承包商能聘用的外劳人数。 

注意承包工程时的风险 

注意劳务

资格证 

中国籍建筑工人年龄必须在 18 至 50 岁之间。此外，建筑工人赴新加坡务工，
必须先通过建设局组织的技术资格专门考试（SEC），考试内容包括木工、抹
灰工、钢筋工和电焊工等工程的相关科目。目前在北京、南京、杭州、沈阳、
济南、郑州和重庆设有考点。 

注意支付

保障法案 
此法令制定： 建筑工程内施工或材料供应各方之间的付款时限；一方不遵守
时限时较为迅速的仲裁机制。 

环保风险 
《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法案》。在该法令下，雇主、承包商和分包商都有责任
实施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建筑工地的安全卫生。各方的这一义务并不能被转让
给第三方。 

 

 
附录五 

中国企业/人员在新加坡寻求保护和服务指南 

中国企业/人员在新加坡寻求保护和服务指南 

寻求法律

保护 

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在新加坡遇到问题或受到不公平待遇，均应有寻求法律

保护的意识。 

寻求当地

政府帮助 

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对新加坡投资。如遇问题，除向公司总部、中国驻新

加坡大使馆反映以外，也可直接与新加坡经发局联系（周一至周五 8.30am 至

5.30pm）。 

地址：250 NorthBridge Road #28-00 Raffles City Tower Singapore 17910  

电话：0065-68326832 传真：0065-68326565 

取得中国

驻当地使

（领）馆

保护 

湖南企业和公民在新加坡的行为受国际法和新加坡当地法律的保护和约束。湖

南企业和公民在当地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国驻外使（领）馆可根据国际法

和当地法律予以交涉和保护。湖南企业进入新加坡市场前，可征求中国驻新加

坡使馆经商参处的意见；注册后，应及时到经商参处备案并尽早加入中国企业

（新加坡）协会；平时应与使馆经商处保持联络。发生重大事故或遇重大问题

时，应在第一时间向使馆报告。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领事部 

电话：0065-64712117、64793250  

大使馆网址：www.chinaembassy.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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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电话

联系方式 

新加坡的有关紧急联系电话：999 意外（普通）；995 火警、救护车；100 新电

信查号台；62223322 中央医院；63381034 最高法院咨询；65345434 初级法院

咨询；63797719/63197722 外交部领事局；18002250000 警方热线；65470000

交通警察局；18002240000 中央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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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企业国际化经营服务平台 

——让贸易更加简单，使投资更加精准 

 

湖南企业国际化经营服务平台（Enterprise Hunan Network, 简称 EHN），

是湖南省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的“数字贸易”项目,通过广泛而深度整合经贸服务

及数据资源的方式，以促进国际贸易、促进国际投资为主要应用场景，以服务国

内外中小企业为主体，专注解决中小企业商机信息获取难、贸易投资开展难、出

海风险应对难等痛点难点问题。 

平台汇集了国内外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的信息资源，整合了政府部门以及金

融、法律、信保、外贸等机构服务企业的核心功能，同时与海外商协会、海外贸

促机构、国际合作机制等专业平台建立合作联盟，为入驻企业提供一体化、专业

化、协同化的会展管理服务、供需采购服务、权益保障服务、智库服务等四大类

别服务。 

——全球经贸信息的集大成者。第一时间集成全球经贸信息资源和国内政府

部门的权威资料，为用户提供国际市场行情、产业发展趋势、国际营商环境等方

面的资讯与数据报告，有效帮助企业了解海内外市场。 

——企业国际化经营服务生态的建设者。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引资

和引技引智并举、出口与进口并重，围绕贸易投资实操工作中的关键节点，精心

设计了多类服务功能，形成企业国际化经营服务生态链，实现“上一家平台，享

各方服务”的构想，更高水平服务对外开放。 

——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整合线上线下各类服务资源，为

有需求的客户提供专业的资金解决方案、外贸代理方案、商务洽谈方案、海外考

察方案等，让贸易不再艰难，使投资更加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