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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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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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基本情况 

（一）菲律宾国家概况 

1.地理与环境 

（1）地理位置 

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遥遥相对，南和西南隔苏

拉威西海、巴拉巴克海峡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相望，西濒南中国海，东临太

平洋，总面积 29.97 万平方公里，共有大小岛屿 7000多个。 

 

（2）气候条件 

菲律宾属季风型热带雨林气候，高温多雨，湿度大，台风多。全年平均气温

为 27℃，年降水量 2000-3000毫米，年平均湿度 78%。 

（3）人口分布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菲律宾人口总数

10958.11 万人，人口密度约为 378 人/km²，增长率：1.412%，在亚洲排名第 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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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环境 

（1）政治制度 

政府 

菲律宾实行总统制。根据现行的 1987 年宪法规定，菲律宾国家行政权由总

统行使，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由全国直接选举产生。 

议会 

菲律宾议会（即国会）为最高立法机构，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院由 24

名议员组成，由全国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 6 年。众议院由 250 名议员组成，

其中 200 名由各省、市按人口比例分配，从全国各选区选出。 

司法机构 

最高司法机关为菲律宾高等法院，下设 14 个分院，首席大法官及院长均由

总统根据法律委员会提名任命，但独立行使司法权。 

（2）主要党派 

菲律宾有 100 余个大小政党，主要政党有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简称

PDP-Laban）、国民党（简称 NP）、民族主义人民联盟（简称 NP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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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机构 

菲律宾本届政府内阁于 2016 年 6 月组成，现内阁成员 50 名。主要政府

部门有：外交部、财政部、司法部、农业部、国防部、贸工部、公共工程与

公路部等。 

3.法律体系 

（1）外贸法律体系 

菲律宾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也是东南亚

国家联盟（ASEAN）的成员国，实行多边的、自由的、外向型的贸易政策，同时

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适当保护。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法律主要包括：《海关法》《出

口发展法》《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和《保障措施法》等。 

进口管理 

《菲律宾海关现代化和关税法》（CMTA）将进口商品分为四类：自由进口商

品、管制进口商品、限制进口商品、禁止进口商品。禁止进口商品：颠覆国家政

权内容或违反菲律宾法律的印刷制品；用于非法堕胎的商品、工具、药物、广告

印刷品等；包含不道德内容的印刷品或媒体制品；包含金、银等贵金属且未标明

质量纯度的商品；违反本地法规的食品、药品；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其他主管

部门发布法律法规禁止进口的商品；限制进口商品：除非法律或法规授权允许，

否则禁止进口以下商品：枪支弹药、爆炸物等武器；赌博用具；彩票和奖券；菲

律宾总统宣布禁止的毒品、成瘾性药物及其衍生物；有毒有害危险品；其他受到

限制的商品；管制进口商品：须获得相应主管部门的许可证或授权才可进口；自

由进口商品：除禁止进口商品、限制进口商品、管制进口商品外的商品。 

出口管理 

出口商品同样按照《菲律宾海关现代化和关税法》，菲律宾政府一般对出口

贸易采取鼓励政策，主要包括简化出口手续并免征出口附加税，进口商品再出口

可享受增值税退税、外汇资助和使用出口加工区的低成本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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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资法律体系 

优惠政策框架 

财政优惠政策包括：一是免所得税。新注册的优先项目企业将免除 6年的所

得税，传统企业免交 4年所得税。扩建和升级改造项目免税期为 3年，如项目位

于欠发达地区，免税期为 6年；二是可征税收入中减去人工费用；三是减免用于

制造、加工或生产出口商品的原材料的赋税；四是可征税收入中减去必要和主要

的基建费用；五是进口设备的相关材料和零部件减免关税；六是减免码头费用以

及出口关税；七是自投资署注册起免除 4-6年地方营业税。 

非财政优惠政策包括：一是简化海关手续；二是托运设备的非限制使用，即

托运到菲律宾的设备贴上可出口的标签；三是进入保税工厂系统；四是外国公民

可在注册企业从事管理、技术和咨询岗位 5年时间，经投资署批准，期限还可延

长。 

行业鼓励政策 

菲律宾投资署每年制定一部《投资优先计划》（IPP），规定了政府优先发展

的项目领域。该计划经总统批准后在投资署官方网站（www.boi.gov.ph）上发布。 

地区鼓励政策 

为了刺激制造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菲律宾推出的最新版《投资优先计划》

（IPP）取消了对部分产业补贴的区域性限制。此外，还放宽了对旅游业补贴的

区域性限制，马尼拉、麦克坦岛和长滩都被包括在补贴范围之内，以鼓励各地兴

建更多的旅游设施。 

（3）环保法律体系 

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包括《污染控制法》《关于建立环境影响报告书制度的总

统令》《环境法典》《有毒物质、有害物质和核废料控制法》《洁净空气法》《生态

固体废物管理法》《洁净水法》等。 

（4）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1997 年，菲律宾颁布了《知识产权法典》（RA8293），并成立了知识产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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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知识产权法典》已成为该国知识产权的核心法规。菲律宾也是下列国家

知识产权条约的签字国：《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1948 年布鲁塞尔版

本）》《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里斯本修正案）》《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

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 

（5）税收法律体系 

税收体系和制度 

菲律宾税收的基本法是《国家内部收入法》、1997 年税收改革法案（RA 

No.8424）以及 2005 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 9337 号修正案（RA No.9337）。主

要税种有：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等。 

所得税 

国内公司以菲律宾国内外所有净收入为基础纳税；常驻外国公司（180天以

上）就菲律宾境内取得的净收入纳税，非常驻外国公司就菲律宾境内取得的总收

入纳税。 

增值税 

增值税税率为 12%。根据菲 2017 年税收改革法案，免征增值税的商品类别

减少至初级农产品、教育和卫生服务。 

关税 

进口到菲律宾的商品一般都要缴纳关税。根据海关代码中商品的分类确定申

请的税率。特殊商品（如进入海关免税仓库的商品）进口可以免税。进口商及其

代理应从商品进口之日起，保留进口商品记录 3年。这期间海关署有权对进口商

/代理商的记录进行事后审核，以确认是否符合海关条例及评估是否少付关税。 

4.国际关系 

菲律宾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已同 126个国家建交。由于历史原因和美

国的地位，菲律宾将美国视为经济、军事、政治上最密切的盟国；菲律宾是东盟

最早的成员国之一，重视发展同东盟其他国家的关系，将其列为菲律宾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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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先考虑。 

5.社会人文环境 

（1）民族 

菲律宾大多数人都是南岛人后裔，最大的菲律宾族群包括他加禄人、Cebuano、

Ilocano、Bicolano、Kapampangan、Maranao、Maguindanao和 Tausug。 

（2）语言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菲律宾大约有 120 到 187 种语言和方言。1987 年的

宪法将菲律宾语指定为国家语言，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3）宗教 

菲律宾 80%的人口信奉罗马天主教，6%信奉伊斯兰教，少数人信奉独立教和

基督教新教，华人多信奉佛教，原住民多信奉原始宗教。 

（4）习俗 

菲律宾人性格开朗、热情友善，非常讲究礼节礼仪。日常见面，无论男女都

握手，男人之间有时也拍肩膀。初次见面要把自己介绍给对方。拜访商界或政府

人士，宜穿西装，需事先预约时间，由秘书安排，拜访应准时赴约。 

（5）节假日 

菲律宾政府机关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国民的常规假日包括：元旦（1 月 1

日），濯足节（4 月 1 日），受难节（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复活节（每年春分月

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勇敢节（4月 9日）等。 

（6）主要媒体 

广播电视媒体 

全国有 629家广播电台，其中有 88家商业电台，10家宗教台，7家教育台。

共有 137 家电视台，其中广播局和人民电视台属官方性质，其余为私有。 

报刊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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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英文日报有《菲律宾星报》《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马尼拉公报》《商

业镜报》《商业世界报》《自由报》《马尼拉时报》和《马尼拉纪事报》。菲文日报

有《消息报》和《菲律宾快报》。 

（二）菲律宾经济概况 

1.宏观经济 

货币 

2021年 12月，菲律宾比索/人民币汇率为 1比索(PHP)=0.1277人民币(CNY)。 

经济增长率 

2015-2019年，菲律宾经济增长较快，在亚洲地区位列前茅。2020年，新冠

病毒肺炎疫情沉重打击了菲律宾经济，全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 9.5%，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人均 GDP）从 2019年的 3319 美元降至 2020年的 2980 亿美元。亚洲

发展银行（ADB）预计，2021年和 2022年菲律宾 GDP增速将分别达到 4.5%和 5.5%。 

2015-2020年菲律宾宏观经济数据 

年份 人均 GDP（美元） GDP增长率（%） 

2015 2858 5.8 

2016 2947 6.8 

2017 2989 6.7 

2018 3104 6.2 

2019 3319 5.9 

2020 2980 -9.5 

数据来源：菲律宾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产业结构 

菲律宾经济构成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比分别为 8.3%、30.3%、61.4%。

家庭消费占 74.6%，政府消费占 12.8%，资本形成实际总额占 GDP 的 25.5%，净

出口对 GDP增长贡献依然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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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资 

菲律宾对外商投资总体上持欢迎态度，但在股份比例上对外资有较为严格的

限制，加之基础设施老化、政局不稳以及恐怖威胁等不利因素制约，该国吸引外

资的规模不大。菲律宾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国批准的外国投资总量从 2019 年

的 3901 亿比索（约 77 亿美元）大幅下降至 2020 年的 1121.23 亿比索（约 22

亿美元）。美国和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外资来源地，FDI规模分别是 353.72比索

和 155.96 亿比索，来自英国和开曼群岛的外商投资规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是

394.1%和 268.8%，达到 130.76亿比索和 4.29亿比索。 

物价指数 

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以 2012 年为基点（100 点），2020 年 12 月消费者

物价指数（CPI）达到 126.2，此后 CPI 继续波动上升,2021 年 8 月达到 129.3

的历史峰值；从年度通胀率来看，2020年菲律宾全年平均值仅为 2.6%，但 2021

年通胀率持续走高，8月的月度通胀率高达 4.9%，创 2019年 1月以来的最高值。 

外汇储备 

菲律宾中央银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12月底，菲律宾外汇储备为 1101.17

亿美元（按现价美元计算）。 

失业率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企业运营和消费支出，2020 年上半年菲律宾失

业率曾一路走高，当年 4月失业率曾高达 17.6%。下半年疫情有所缓和、经济略

有复苏，2021年 1月失业率降至 8.7%，7 月继续降至 6.9%并创 2020年 4月新冠

病毒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的最低点。 

公共债务 

为应对新冠疫情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2020

年 12月当月，菲政府财政赤字高达 3026 亿比索（上年同期为 2511亿比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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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财政赤字总额累计达到 1.37 万亿比索，远高于 2019 年的 6602 亿比索。菲

律宾财政部下属国库局的数据显示，2020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例已

从 2019 年的 39.6%飙升至 2020年的 53.5%。 

主权信用等级 

根据国际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的数据，菲律宾在标准普尔信用等级是 BBB+，

前景稳定；穆迪信用评级是 BAA2，前景稳定；惠誉信用评级是 BBB，前景稳定；

在日本信贷评级机构（JCR）的评级则由 BBB+上升为 A-。 

2.发展规划 

杜特尔特总统上台之初即提出“2040 愿景”。“2040 愿景”提出菲律宾长

期发展目标：到 2040 年，菲律宾成为富足的中产国家，人民充满智慧、创新，

生活幸福、健康，多元化家庭充满活力，社会信任度高，抵抗灾害能力强。 

3.基础设施建设 

（1）公路 

菲律宾公路通行里程约 20万公里。其中，混凝土公路占 58.72%，沥青公路

占 29.9%，砂石路占 11.4%，土路占 0.24%。其中，路况良好的占 35.16%，路况

一般的占 32.12%，路况不佳、较差的占 23.56%，有 9.17%的公路路况未作评估。 

（2）铁路 

菲律宾铁路主要集中于吕宋岛，现有铁路线约 500公里。由于铁路设施远远

无法满足交通需要，菲律宾政府大力发展铁路建设，计划在吕宋岛和棉兰老岛新

建南北铁路、棉兰老铁路等，以改善居民出行交通和满足货运需求。 

（3）空运 

菲律宾有近 300 个机场，国内航线遍及 40 多个城市，主要机场有首都马尼

拉的尼诺·阿基诺国际机场、宿务市的麦克坦国际机场和达沃机场等。菲律宾已

与 30 多个国家（地区）签订了国际航运协议。作为东南亚参与全球贸易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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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菲律宾是唯一能在 4小时之内抵达东亚主要首都城市的国家。 

 

（4）水运 

菲律宾水运航线总长 3219 公里，共有 400 多个主要港口。大多数港口需要

扩建和升级，以容纳大吨位轮船和货物。 

（5）通信 

菲律宾的通信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国内网络质量较高，共有 6 个可用平台：

专线、移动电话、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广播以及 VSAT 系统。菲律宾信息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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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技术部推出“PipolKonek”项目，计划在全国 13000个公共场所覆盖免费无线

网络，目前已经覆盖了南三宝颜、塔威塔威部分地区。 

（6）电力 

菲律宾能源部公布的《2020 年能源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总装

机容量为 26286兆瓦（MW），比上年新增 655 兆瓦（MW）,在建装机容量为 23410

兆瓦（MW），电力销售及消费量累计达到 101756吉瓦时（GWh），电力供需基本平

衡。 

4.贸易发展与贸易结构 

2020 年菲律宾货物进出口额为 1546.70 亿美元，同比下降 15.59%。其中，

出口 639.12 亿美元，下降 9.13%；进口 907.59 亿美元，下降 19.62%。贸易逆差

268.47 亿美元，下降 36.94%。中国、日本、美国、香港、韩国是菲律宾前五大

贸易伙伴，2020年菲律宾对五国/地进出口额为 305.81亿美元、186.46亿美元、

168.27亿美元、118.72 亿美元、95.75亿美元，分别下降 13.56%、下降 12.79%、

下降 14.47%、下降 10.71%、下降 18.24%，占菲律宾进出口额的 19.77%、12.06%、

10.88%、7.68%、6.19%。机械设备、特殊交易品及快速通过商品、电子电气设备、

矿物燃料、车辆及零件是菲律宾的前五大贸易商品，2020年前 12月进出口额分

别为 433.05 亿美元、190.95 亿美元、158.74 亿美元、87.64 亿美元、60.75 亿

美元，分别下降 9.01%、下降 0.93%、下降 21.51%、下降 40.06%、下降 36.22%，

占菲律宾进出口额的 28.00%、12.35%、10.26%、5.6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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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园区及境外经贸合作区 

（1）经济特区 

根据 7727号共和国令（1992年基地转化和发展法）等法令，菲律宾设有克

拉克自由港、苏比克湾自由港、弗德克工业区、卡加延、三宝颜等独立经营的经

济区。根据 7916 号共和国令（1995 年特殊经济区法），菲律宾还建设了一系列

单独关税区——特殊经济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EZ），以改善投资环境、

提供优惠政策，从而吸引本地和外国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根据菲律宾经济区管

理署（PEZA）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共有 379个各类经济区。 

（2）经贸合作区 

目前，中资企业在菲律宾暂无经贸合作区。 

6.营商环境 

（1）外资市场准入 

菲律宾政府将投资领域分为优先投资领域、限制投资领域和禁止投资领域。 

优先投资领域 

对于优先投资领域，菲律宾政府定期制定《投资优先计划》，列出政府鼓励

投资的领域和可以享受的优惠条件，引导内外资向国家指定行业投资。  

限制外资清单 

菲律宾政府不定期更新外国投资负面清单。最新的第 11 版外国投资负面清

单（FINL）更新了开放给外国投资的行业，以及只限菲律宾公民的行业。 

禁止投资领域 

在新版外国投资负面清单（FINL）中，完全禁止外国实体投资的行业包括未

经备案的大众媒体/电子商务、核武器制造、小型矿山等 11大类。 

（2）商务成本 

水、电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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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水费实行阶梯水价，按照马尼拉水务 2020 年 4 月 1 日执行的价格，

住宅用水基价为 110.16 比索/首个 10 立方米，超过 10 立方米后单价约 11.10

比索，超过 20 立方米后单价约 20.69 比索；菲律宾电费采取分段计费制，2020

年 4月住宅用电电价约为 9比索/度，商业用电在 5-6比索/度。 

油气价 

2020 年 3月菲律宾的天然气价格约为 91.12比索/立方米，罐装液化气约为

700-800 比索/罐。另据 2021年 9月最新数据显示，菲律宾的汽油、柴油和液化

石油气（LPG）的均价分别是 56.7比索/升、44.2比索/升和 34.95 比索/升。 

劳动力供求与价格 

菲律宾劳动力素质较高，劳动力资源比较充沛，2020年 1月统计数据显示，

菲律宾 15 岁以上人口达 7299.7 万，就业率达 94.7%。就业人口中的 58.6%分布

在服务业部门，18.8%分布在工业部门，22.7%分布在农业部门。普通劳动者平均

日薪为 500比索，其中马尼拉地区的工资水平最高，日最低工资约合 600 比索。 

房屋租金 

菲律宾各地的房屋售价、租金和酒店价格如下表。 

地区 楼宇类别 交易类别 价格 

玛卡蒂中心商业区 A 级写字楼 售价 4000-6000 美元/平方米 

博尼法乔环球城 住宅及公寓 售价 3500-5000 美元/平方米 

中低档酒店 三星级 每晚房价 60-100 美元 

中档酒店 四星级 每晚房价 100-150 美元 

高档酒店 五星级 每晚房价 150-300 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菲律宾当地媒体网站信息整理 

建筑成本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菲律宾国家首都地区的建材零售价格指数

（CMRPI，以 2012 年为基点 100）持续微涨，从 3 月的 0.9%一路上升至 11 月的

1.7%。2021年 3月，CMRPI指数上涨速度趋缓，涨幅略微降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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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南与菲律宾经贸合作概况 

（一）双方经贸发展总体情况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总额从 2015 年的 2.30 亿美

元增至 2020 年的 9.91 亿美元1，2020 年同比增长 30.14%；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33.93%。其中，2020 年出口总额 8.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进口总额 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93%。 

 

图 2-1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贸易进出口总额 

1.近六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重点产品分析 

（1）皮革制鞋面的鞋靴（HS：6403）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皮革制鞋面的鞋靴”（HS：

6403）从 2015 年的 17.74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6909.88 万美元，2020 年同比

下降 30.56%；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2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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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HS：6403）总额 

（2）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试剂及不论是否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

用配制试剂，但税目 30.02 及 30.06 的货品除外；检定参照物（HS：3822）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

用试剂及不论是否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配制试剂，但税目 30.02及 30.06

的货品除外；检定参照物”（HS：3822）从 2015 年的 0.0万美元增至 2020年的

5563.02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6638348.81%；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 

 

图 2-3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HS：3822）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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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HS：6402）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

的其他鞋靴”（HS：6402）从 2015 年的 64.92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4040.51

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3.84%；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28.46%。 

 

图 2-4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HS：6402）总额 

（4）集成电路（HS：8542）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集成电路”（HS：8542）

从 2015年的 0.05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36亿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31.21%；

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47.24%。 

 
图 2-5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HS：8542）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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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塑料办公用品/手套/衣着附件/饰品/机器零件等（HS：3926）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塑料办公用品/手套/衣着

附件/饰品/机器零件等”（HS：3926）从 2015年的 64.55万美元增至 2020年的

2898.89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536.83%；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14.03%。 

 

图 2-6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HS：3926）总额 

（6）除坐具、寝具外的家具（HS：9403）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除坐具、寝具外的家具”

（HS：9403）从 2015 年的 122.4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2376.56 万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345.4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80.98%。 

 

图 2-7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HS：9403）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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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针织或钩编的女式西服套装、便服套装、上衣、连衣裙、裙子、裙裤、

长裤、护胸背带工装裤、马裤及短裤（游泳服除外）（HS：6104）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针织或钩编的女式西服套

装、便服套装、上衣、连衣裙、裙子、裙裤、长裤、护胸背带工装裤、马裤及短

裤（游泳服除外）”（HS：6104）从 2015年的 49.7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2280.99

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18.3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14.96%。 

 

图 2-8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HS：6104）总额 

（8）镍矿砂及其精矿（HS：2604）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镍矿砂及其精矿”（HS：

2604）从 2015 年的 0.71 亿美元降至 2020 年的 0.21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4.06%；六年复合增长率为-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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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HS：2604）总额 

（9）各种箱、包、盒、套等容器类（HS：4202）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各种箱、包、盒、套等容

器类”（HS：4202）从 2015 年的 0.02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2 亿美元，2020

年同比下降 52.77%；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58.23%。 

 

图 2-10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HS：4202）总额 

（10）变压器、静止式变流器（例如整流器）及电感器（HS：8504）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变压器、静止式变流器（例

如整流器）及电感器”（HS：8504）从 2015 年的 66.22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762.29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516.3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9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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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HS：8504）总额 

2.近六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重点产品分析 

（1）皮革制鞋面的鞋靴（HS：6403）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皮革制鞋面的鞋靴”（HS：6403）

从 2015 年的 17.74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6909.88 万美元，2020 年同比下降

30.56%；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229.68%。 

 
图 2-12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HS：6403）总额 

（2）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试剂及不论是否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

用配制试剂，但税目 30.02 及 30.06 的货品除外；检定参照物（HS：3822）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试

剂及不论是否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配制试剂，但税目 30.02 及 30.06的货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别研究系列报告·菲律宾篇 

 21 

 

品除外；检定参照物”（HS：3822）从 2015年的 0.0万美元增至 2020年的 5563.02

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6638348.81%；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 

 
图 2-13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HS：3822）总额 

（3）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HS：6402）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

他鞋靴”（HS：6402）从 2015年的 64.92万美元增至 2020年的 4040.51 万美元，

2020年同比增长 3.84%；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28.46%。 

 
图 2-14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HS：6402）总额 

（4）塑料办公用品/手套/衣着附件/饰品/机器零件等（HS：3926）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塑料办公用品/手套/衣着附件

/饰品/机器零件等”（HS：3926）从 2015年的 50.88万美元增至 2020年的 28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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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549.71%；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24.36%。 

 

图 2-15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HS：3926）总额 

（5）除坐具、寝具外的家具（HS：9403）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除坐具、寝具外的其他家具”

（HS：9403）从 2015 年的 122.4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2376.56 万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345.4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80.98%。 

 
图 2-16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HS：9403）总额 

（6）针织或钩编的女式西服套装、便服套装、上衣、连衣裙、裙子、裙裤、

长裤、护胸背带工装裤、马裤及短裤（游泳服除外）（HS：6104）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针织或钩编的女式西服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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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服套装、上衣、连衣裙、裙子、裙裤、长裤、护胸背带工装裤、马裤及短裤（游

泳服除外）”（HS：6104）从 2015 年的 49.65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2280.99

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18.3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15.00%。 

 

图 2-17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HS：6104）总额 

（7）各种箱、包、盒、套等容器类（HS：4202）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各种箱、包、盒、套等容器类”

（HS：4202）从 2015 年的 0.02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2亿美元，2020年同比

下降 52.88%；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58.14%。 

 

图 2-18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HS：4202）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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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针织或钩编的男式西服套装、便服套装、上衣、长裤、护胸背带工装

裤、马裤及短裤（游泳裤除外）（HS：6103）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针织或钩编的男式西服套装、

便服套装、上衣、长裤、护胸背带工装裤、马裤及短裤（游泳裤除外）”（HS：

6103）从 2015 年的 20.18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693.66 万美元，2020 年同比

增长 107.81%；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42.55%。 

 
图 2-19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HS：6103）总额 

（9）推土机、筑路机、平地机、铲运机、挖掘机、压路机（HS：8429） 

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推土机、筑路机、平地机、铲

运机、挖掘机、压路机”（HS：8429）从 2015 年的 0.05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16亿美元，2020 年同比下降 5.48%；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26.29%。 

 

图 2-20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HS：8429）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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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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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对菲律宾出口“带轮玩具，玩偶车，玩偶，模

型，智力玩具”（HS：9503）从 2015年的 26.25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524.43

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73.89%；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25.32%。 

 
图 2-21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HS：9503）总额 

3.近六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重点产品分析 

（1）集成电路（HS：8542）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口“集成电路”（HS：8542）从 2015

年的 0.05 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36亿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31.41%；六年复

合增长率为 47.48%。 

 

图 2-22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HS：8542）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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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镍矿砂及其精矿（HS：2604）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口“镍矿砂及其精矿”（HS：2604）

从 2015 年的 0.71 亿美元降至 2020 年的 0.21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4.06%；

六年复合增长率为-21.54%。 

 

图 2-23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HS：2604）总额 

（3）变压器、静止式变流器（例如整流器）及电感器（HS：8504）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口“变压器、静止式变流器（例如

整流器）及电感器”（HS：8504）从 2015年的 2.84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261.61

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991.97%；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238.43%。 

 

图 2-24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HS：8504）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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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动调节或控制仪器及装置（HS：9032）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口“自动调节或控制仪器及装置”

（HS：9032）从 2015 年的 0.9万美元增至 2020年的 737.61万美元，2020年同

比下降 0.77%；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282.42%。 

 

图 2-25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HS：9032）总额 

（5）测量或检验仪器、器具及机器（HS：9031）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测量或检验仪器、器具及机器”

（HS：9031）从 2015 年的 67.0美元增至 2020年的 3801923.0 美元，2020年同

比增长 478.06%；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792.86%。 

 

图 2-26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HS：9031）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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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二极管、晶体管，光敏半导体器件，发光二极管（HS：8541）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口“二极管、晶体管，光敏半导体

器件，发光二极管”（HS：8541）从 2015年的 24.37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304.78

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47.61%；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65.74%。 

 

图 2-27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HS：8541）总额 

（7）印刷用版（片）、滚筒及其他印刷部件（HS：8443）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口“印刷用版（片）、滚筒及其他印

刷部件”（HS：8443）从 2015 年的 0.0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272.88 万美元，

2020年同比增长 7901.4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 

 

图 2-28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HS：8443）总额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别研究系列报告·菲律宾篇 

 29 

 

（8）活鱼（HS：0301）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活鱼”（HS：0301）从 2015

年的 0.0 万美元增至 2020年的 268.39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369.00%；六年

复合增长率为 100.00%。 

 

图 2-29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HS：0301）总额 

（9）电话机，有线或无线网络的通信设备（HS：8517）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口“电话机，有线或无线网络的通

信设备”（HS：8517）从 2015年的 20.38 万美元增至 2020年的 205.53万美元，

2020年同比增长 281.85%；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58.76%。 

 
图 2-30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HS：8517）总额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别研究系列报告·菲律宾篇 

 30 

 

（10）打字机、计算机器、办公机器的零件、附件（HS：8473） 

从近六年进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打字机、计算机器、办公机器

的零件、附件”（HS：8473）从 2015 年的 0.0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78.0 万美

元，2020 年同比增长 100.0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 

 

图 2-31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HS：8473）总额 

4.湖南与菲律宾大宗商品出口分析 

（1）锌锭 

从近三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锌锭贸易额从 2017年的0.0万美

元增至 2019 年的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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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锌锭贸易额最多的是水路运

输，出口额 3.07 万美元，占比 100.0%。从出口关区看，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

口锌锭关区贸易额最多的是天津关区，出口额 3.07万美元，占比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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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2017-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锌锭总额 

（2）金属硅 

从近三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金属硅贸易额从 2017年的 0.0万

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41.11 万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39.34%；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从运输方式看，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金属硅贸易额最多的是水路运输，

出口额 41.11万美元，占比 100.0%。从出口关区看，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金属

硅关区贸易额最多的是黄埔关区，出口额 41.11万美元，占比 100.0%. 

 

图 2-33 2017-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金属硅总额 

（3）钢材 

从近三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钢材贸易额从 2017 年的 0.22 亿

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0.77 亿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38.70%；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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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4%。从运输方式看，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钢材贸易额最多的是水路运

输，出口额 0.77 亿美元，占比 99.94%。从出口关区看，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

口钢材关区贸易额最多的是天津关区，出口额 0.66亿美元，占比 85.92%. 

 

图 2-34 2017-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钢材总额 

（4）聚丙烯 

从近三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聚丙烯贸易额从 2017 年的 0.0 万美

元增至 2019 年的 34.82 万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5395.45%；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从运输方式看，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聚丙烯贸易额最多的是水路运输，

出口额 34.82万美元，占比 100.0%。从出口关区看，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聚丙

烯关区贸易额最多的是深圳海关，出口额 34.82万美元，占比 100.0%. 

 
图 2-35 2017-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聚丙烯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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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聚氯乙烯 

从近三年出口总额来看,湖南对菲律宾出口聚氯乙烯贸易额从 2017 年的 0.0 万

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0.44 万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266.67%；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从运输方式看，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聚氯乙烯贸易额最多的是水路运

输，出口额 0.44 万美元，占比 100.0%。从出口关区看，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

聚氯乙烯关区贸易额最多的是厦门关区，出口额 0.44万美元，占比 100.0%. 

 
图 2-36 2017-2019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聚氯乙烯总额 

（二）双方经贸合作市场主体情况 

1.菲律宾对湖南外商直接投资分析 

2019-2020年，未发现菲律宾在湖南进行外商直接投资。 

2.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产业分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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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13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42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106.99%；六年

复合增长率为 62.05%。 

其中，2020 年出口 0.88 亿美元，进口 0.54 亿美元，湖南在与菲律宾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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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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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电子电气设备产业总额 

（2）鞋靴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鞋靴产业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01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12 亿美元，2020 年同比下降 22.14%；六年复合增长率

为 136.74%。 

其中，2020年出口 1.12亿美元，进口 0美元，湖南在与菲律宾的贸易中出

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皮革制鞋面的鞋靴”为主，2020

年无进口产品。 

 
图 2-38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鞋靴产业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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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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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25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81亿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29.91%；六年复合增

长率为 26.20%。 

其中，2020 年出口 0.77 亿美元，进口 0.04 亿美元，湖南在与菲律宾的贸

易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推土机、筑路机、平地机、

铲运机、挖掘机、压路机”为主，进口产品主要以“印刷用版（片）、滚筒及其

他印刷部件”为主。 

 

图 2-39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机械设备产业总额 

（4）杂项化学产品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杂项化学产品产业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92.37 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6068.08 万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1351.06%；

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30.94%。 

其中，2020 年出口 0.6 亿美元，进口 27.79 万美元，湖南在与菲律宾的贸

易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

试剂及不论是否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配制试剂，但税目 30.02 及 30.06

的货品除外；检定参照物”为主，进口产品主要以“铸模及铸芯用粘合剂”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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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0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杂项化学产品产业总额 

（5）针织或钩编服装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针织或钩编服装产业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从

2015年的 0.01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51 亿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0.05%；六

年复合增长率为 104.06%。 

其中，2020 年出口 0.51 亿美元，进口 3.25 万美元，湖南在与菲律宾的贸

易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针织或钩编的女式西服套装、

便服套装、上衣、连衣裙、裙子、裙裤、长裤、护胸背带工装裤、马裤及短裤（游

泳服除外）”为主，进口产品主要以“针织或钩编的套头衫、开襟衫、背心及类

似品”为主。 

 
图 2-41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针织或钩编服装产业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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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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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01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51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104.21%；六年复合

增长率为 102.98%。 

其中，2020 年出口 0.5 亿美元，进口 53.33 万美元，湖南在与菲律宾的贸

易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其他塑料制品”为主，进口

产品主要以“初级形状的乙烯聚合物”为主。 

 

图 2-42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塑料制品产业总额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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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24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5 亿美元，2020 年同比下降 25.20%；六年复合增

长率为 15.54%。 

其中，2020年出口 0.5亿美元，进口 1.15万美元，湖南在与菲律宾的贸易

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钢铁丝制的布（包括环形带）、

网、篱、格栅；网眼钢铁板”为主，进口产品主要以“钢铁制弹簧及弹簧片”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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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钢铁制品产业总额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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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04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0.46 亿美元，2020 年同比增长 138.36%；六年复合

增长率为 66.12%。 

其中，2020年出口 0.46亿美元，进口 0美元，湖南在与菲律宾的贸易中出

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除坐具、寝具外的其他家具”为主，

2020年无进口产品。 

 

图 2-44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家具寝具产业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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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机动车辆产业 

从近六年进出口总额来看,机动车辆产业湖南对菲律宾进出口从 2015 年的

0.16亿美元增至 2020年的 0.39亿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30.85%；六年复合增

长率为 18.81%。 

其中，2020年出口 0.39亿美元，进口 0.3万美元，湖南在与菲律宾的贸易

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特殊用途的机动车辆（例如，

抢修车、起重车、救火车、混凝土搅拌车、道路清洁车、喷洒车、流动工场车及

流动放射线检查车），但主要用于载人或运货的车辆除外”为主，进口产品主要

以“公路机动车辆的零件、附件”为主。 

 

图 2-45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机动车辆产业总额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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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进出口从

2015年的 66.33万美元增至 2020年的 3582.13万美元，2020年同比增长 230.22%；

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22.06%。 

其中，2020 年出口 0.25 亿美元，进口 0.11 亿美元，湖南在与菲律宾的贸

易中出口大于进口，是净供给方。出口产品主要以“专供示范（例如，教学或展

览）而无其他用途的仪器、装置及模型”为主，进口产品主要以“自动调节或控

制仪器及装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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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 2015-2020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光学/医疗精密仪器产业总额 

（三）双方经贸合作通道建设情况 

1.近六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运输方式分析 

（1）水路运输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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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6.75亿美元，

2019 年同比增长 63.47%；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32.97%。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出口占比从 2014年的 98.71%下降至 2019年的 97.23%，六年间占比下降 1.48%。 

 

图 2-47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水路运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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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路运输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总额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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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7 万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1444.81 万

美元，2019年同比下降 75.88%；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71.12%。从近六年出口占比

来看，出口占比从 2014年的 0.60%增长至 2019年的 2.08%，六年间占比增长 1.48%。 

 

图 2-48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公路运输总额 

（3）航空运输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总额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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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1 万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482.86 万

美元，2019年同比下降 44.8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33.44%。从近六年出口占比

来看，出口占比从 2014年的 0.69%增长至 2019年的 0.70%，六年间占比增长 0.01%。 

 
图 2-49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航空运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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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六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运输方式分析 

（1）水路运输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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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 亿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0.32

亿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49.59%；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5.77%。从近六年进

口占比来看，进口占比从 2014 年的 73.80%下降至 2019 年的 48.49%，六年

间占比下降 25.31%。 

 

图 2-50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水路运输总额 

（2）公路运输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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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亿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0.3 亿

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49.69%；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54.47%。从近六年进口

占比来看，进口占比从 2014 年的 16.43%增长至 2019 年的 45.65%，六年间

占比增长 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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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公路运输总额 

（3）航空运输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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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0.04亿美元，

2019 年同比下降 42.95%；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3.63%。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进口占比从 2014 年的 9.77%下降至 2019 年的 5.85%，六年间占比下降 3.92%。 

 

图 2-52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航空运输总额 

3.近六年湖南与菲律宾出口关区分析 

（1）深圳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总额第一的关区是深圳海关。从近六年出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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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来看,深圳海关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0.15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2.61亿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42.64%；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77.11%。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深圳海关

占比从 2014年的 9.09%增长至 2019年的 37.54%，六年间占比增长 28.45%。 

 

图 2-53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深圳海关出口总额 

（2）厦门关区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总额第二的关区是厦门关区。从近六年出口总额来

看,厦门关区出口总额从 2014年的 0.04亿美元增至 2019年的 1.24亿美元，2019年

同比增长 116.78%；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3.35%。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厦门关区

占比从 2014年的 2.17%增长至 2019年的 17.85%，六年间占比增长 15.68%。 

 
图 2-54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厦门关区出口总额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别研究系列报告·菲律宾篇 

 45 

 

（3）天津关区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总额第三的关区是天津关区。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天津关区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0.03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0.99亿美元，

2019 年同比增长 55.08%；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96.09%。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天津关区占比从 2014 年的 2.06%增长至 2019 年的 14.18%，六年间占比增长

12.12%。 

 

图 2-55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天津关区出口总额 

（4）宁波关区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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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亿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0.69 亿美

元，2019 年同比增长 84.77%；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15.70%。从近六年出口占

比来看，宁波关区占比从 2014 年的 0.89%增长至 2019 年的 9.86%，六年间

占比增长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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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宁波关区出口总额 

（5）上海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总额第五的关区是上海海关。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上海海关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0.69亿美元降至2019年的0.56亿美元，2019

年同比下降 17.69%；六年复合增长率为-4.29%。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上海海关

占比从 2014年的 42.07%下降至 2019年的 8.01%，六年间占比下降 34.06%。 

 
图 2-57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上海海关出口总额 

（6）黄埔关区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总额第六的关区是黄埔关区。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黄埔关区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0.44亿美元降至2019年的0.2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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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同比增长 6.97%；六年复合增长率为-10.12%。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黄埔

关区占比从 2014年的 26.67%下降至 2019年的 3.71%，六年间占比下降 22.96%。 

 

图 2-58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黄埔关区出口总额 

（7）南京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总额第七的关区是南京海关。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南京海关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0.05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0.19亿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113.25%；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32.24%。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南京海关占比从 2014年的 2.81%下降至 2019年的 2.69%，六年间占比下降 0.12%。 

 
图 2-59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南京海关出口总额 

（8）青岛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总额第八的关区是青岛海关。从近六年出口总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别研究系列报告·菲律宾篇 

 48 

 

额来看,青岛海关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0.03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0.17亿美元，

2019 年同比增长 26.99%；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44.21%。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青岛海关占比从 2014年的 1.63%增长至 2019年的 2.41%，六年间占比增长 0.78%。 

 

图 2-60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青岛海关出口总额 

（9）汕头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总额第九的关区是汕头海关。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汕头海关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0.01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0.13亿美元，

2019 年同比增长 29.26%；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59.02%。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汕头海关占比从 2014年的 0.78%增长至 2019年的 1.87%，六年间占比增长 1.09%。 

 
图 2-61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汕头海关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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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广州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总额第十的关区是广州海关。从近六年出口总

额来看,广州海关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0.04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0.05亿美元，

2019 年同比下降 44.29%；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3.24%。从近六年出口占比来看，

广州海关占比从 2014年的 2.73%下降至 2019年的 0.76%，六年间占比下降 1.97%。 

 

图 2-62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广州海关出口总额 

4.近六年湖南与菲律宾进口关区分析 

（1）深圳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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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0.31亿美元，

2019 年同比增长 51.9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67.23%。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深圳海关占比从 2014 年的 11.26%增长至 2019 年的 46.52%，六年间占比增长

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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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深圳海关进口总额 

（2）沈阳关区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总额第二的关区是沈阳关区。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沈阳关区进口总额从2014年的0.06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0.14亿美元，

2019年同比下降 14.62%；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8.32%。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沈阳

关区占比从 2014年的 29.42%下降至 2019年的 21.56%，六年间占比下降 7.86%。 

 

图 2-64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沈阳关区进口总额 

（3）上海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总额第三的关区是上海海关。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上海海关进口总额从2014年的0.03万美元增至2019年的950.3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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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同比增长 202.09%；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679.60%。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上海海关占比从 2014 年的 0.00%增长至 2019 年的 14.23%，六年间占比增长

14.23%。 

 
图 2-65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上海海关进口总额 

（4）大连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总额第四的关区是大连海关。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大连海关进口总额从 2014 年的 602.39 万美元降至 2019 年的 473.71 万

美元，2019 年同比增长 230865.87%；六年复合增长率为-4.69%。从近六年进口

占比来看，大连海关占比从 2014年的 28.56%下降至 2019年的 7.10%，六年间占

比下降 21.46%。 

 

图 2-66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大连海关进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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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长沙关区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总额第五的关区是长沙关区。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长沙关区进口总额从2014年的0.03亿美元降至2019年的0.03亿美元，

2019年同比下降 52.16%；六年复合增长率为-1.53%。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长沙

关区占比从 2014年的 15.05%下降至 2019年的 4.40%，六年间占比下降 10.65%。 

 
图 2-67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长沙关区进口总额 

（6）南京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总额第六的关区是南京海关。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南京海关进口总额从2014年的0.03亿美元降至2019年的0.02亿美元，

2019 年同比增长 100.00%；六年复合增长率为-9.52%。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南

京海关占比从 2014年的 15.00%下降至 2019年的 2.87%，六年间占比下降 12.13%。 

 
图 2-68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南京海关进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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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青岛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总额第七的关区是青岛海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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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1万美元，

2019年同比增长 41.91%；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100.00%。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青岛海关占比从 2014年的 0.00%增长至 2019年的 1.16%，六年间占比增长 1.16%。 

 

图 2-69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青岛海关进口总额 

（8）厦门关区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总额第八的关区是厦门关区。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厦门关区进口总额从2014年的0.0万美元增至2019年的64.21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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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关区占比从 2014年的 0.00%增长至 2019年的 0.96%，六年间占比增长 0.96%。 

 
图 2-70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厦门关区进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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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广州海关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总额第九的关区是广州海关。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广州海关进口总额从2014年的1.49万美元增至2019年的39.53万美元，

2019 年同比下降 37.66%；六年复合增长率为 92.54%。从近六年进口占比来看，

广州海关占比从 2014年的 0.07%增长至 2019年的 0.59%，六年间占比增长 0.52%。 

 

图 2-71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广州海关进口总额 

（10）海口关区 

2019 年，湖南对菲律宾进口总额第十的关区是海口关区。从近六年进口总

额来看,海口关区进口总额从2014年的0.0万美元增至2019年的26.68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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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关区占比从 2014年的 0.00%增长至 2019年的 0.40%，六年间占比增长 0.40%。 

 
图 2-72 2014-2019年湖南与菲律宾海口关区进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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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CEP 框架下湖南与菲律宾经贸发展的 

问题与机遇 
 

（一）RCEP 框架下中菲协定主要条款解读 

1.RCEP 关税规则2下湖南出口产业分析 

2020 年，湖南对菲出口的前十大行业分别是鞋靴、电机电气设备、机械设

备、杂项化学产品、针织或钩编服装、塑料及其制品、钢铁制品、家具寝具、车

辆及其零附件和陶瓷产品，上述十大行业出口合计占出口总额的 66.53%。中菲

两国均是《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国，菲律宾对中国进口商品

的关税水平一般。除车辆及其零附件外，其他行业的大多数商品关税率均低于

20%。 

从短期来看，RCEP生效后湖南受惠最多的对菲出口行业分别是机械设备、

和电子电气设备行业，分别有 1042种、542 种商品可在协定生效第一年享受“零

关税”。2020年，湖南上述两个行业对菲出口额合计为 1.64亿美元，占全年对

菲出口总额的 18.31%。 

从中长期来看，RCEP协定生效 10年内，无新增“零关税”商品。协定生效

20年后，湖南面向菲律宾出口的 129种机械设备会享受“零关税”。同时，菲

律宾将对 79种中国产塑料制品和 77种钢铁制品实施“零关税”。 

HS2 行业类别 

2020 年出

口额（万美

元） 

占比% 
最低基础

税率3 

最高基础

税率 

1 年内零

关税商品

数 

10 年

内零关

税商品

数 

20 年及

以上零

关税商

品数 

64 鞋靴 11151.62  12.44 1% 15% 17 0 17 

85 电机电气设备 8740.71  9.75 1% 20% 542 0 71 

84 机械设备 7669.01  8.56 1% 15% 1042 0 129 

 
2 值得注意的是，因 RCEP 谈判时间长达八年，最终达成的减税 HS 编码基于 2012 版 HS 编码制度，

而目前海关所用编码为 2017 版 HS 编码制度，两者之间会有些微差异。 

3 除特殊说明外，本报告关税率均采用从价税，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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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2 行业类别 

2020 年出

口额（万美

元） 

占比% 
最低基础

税率4 

最高基础

税率 

1 年内零

关税商品

数 

10 年

内零关

税商品

数 

20 年及

以上零

关税商

品数 

38 杂项化学产品 6040.30  6.74 1% 10% 122 0 12 

61 针织或钩编服

装 
5120.09  5.71 1% 15% 78 0 42 

39 塑料及其制品 4999.61  5.58 1% 15% 140 0 79 

73 钢铁制品 4992.85  5.57 1% 15% 137 0 77 

94 家具寝具 4556.18  5.08 1% 15% 78 0 10 

87 车辆及其零附

件 
3882.40  4.33 1% 15% 83 0 45 

69 陶瓷产品 2485.25  2.77 1% 15% 34 0 4 

合计 59638.02  66.53  -- -- -- -- -- 

2.RCEP 关税规则下湖南重点出口商品分析 

按海关编码前 6 位（HS6）统计,2020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的前十大商品

类别是橡塑或再生皮革外底的皮面鞋、诊断或实验用试剂及配制试剂、栓塞橡塑

鞋、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棉制针织或钩编女式上衣、玩具、棉制针织或钩

编男式上衣、稻谷、其他收录（放）音组合机、瓷制固定卫生设备，出口额分别

是 6715.52 万美元、5563.02 万美元、3556.13 万美元、2644.18 万美元、2192.21

万美元、1524.43 万美元、1521.52万美元、1444.61万美元、1247.81 万美元和

1225.97万美元，占湖南对菲出口总额的 30.83%。根据菲律宾关税承诺表，上述

品类项下的具体商品的减让幅度和年限分别如下： 

（1）橡塑或再生皮革外底的皮面鞋（HS640399） 

菲律宾承诺减让关税的橡塑或再生皮革外底的皮面鞋仅有一种，8 位 HS 编

码是 64039900。目前基础关税率为 15%，协定生效后第六年降为 13%，此后以每

三到五年降低 2~3%的速度逐步削减关税，到 RCEP生效后第 20年关税率仍为 5%。

所以，湖南对菲出口上述商品的企业受影响不大。 

 
4 除特殊说明外，本报告关税率均采用从价税，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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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编码 
基础

税率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64039900 15% 15% 15% 15% 15% 15% 13% 13% 13% 10% 10% 

编码描述 
第 11

年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及

以上 

备注 

橡塑或再

生皮革外

底皮面鞋 

10% 7% 7% 7% 5% 5% 5% 5% 5% 5% -- 

（2）诊断或实验用试剂及配制试剂（HS382200） 

诊断或实验用试剂及配制试剂包括以下四种：浸渍或涂有诊断或实验室试剂

的碟、板、薄膜、铝箔和塑料条（HS38220010）、浸渍或涂有诊断或实验室试剂

的纸板/纤维素网（HS38220020）、消毒指示条/带(HS38220030)、其他诊断或实

验用试剂及配制试剂（HS38220090），上述商品的基础关税率分别是 1%、1%、3%

和 1%，RCEP协定生效后第一年关税均降为零。 

（3）栓塞橡塑鞋（HS640220） 

菲律宾承诺减让关税的栓塞橡塑鞋仅包括一种，8 位 HS 编码是 64022000。

目前基础关税率为 1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降为零，这对湖南相关行业和企业有

一定利好和促进作用。 

（4）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HS392690） 

菲律宾承诺减让关税的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的种类较多，基础税率在

1-15%不等，RCEP 生效后每种商品的关税递减幅度不同，这对湖南生产出口不同

种类塑料产品的企业促进作用各不相同。 

HS 编码 编码描述 基础税率 第 1 年 第 10 年 
第 20 年及

以上 

39269020 
风扇和手幕、框架和手柄 

及其零件 
15% 15% 10% 5% 

39269041 警察盾牌 15% 10% 5% 0% 

39269042 焊接用防护面罩 15% 10% 5% 0% 

39269044 塑料救生垫（防高空坠落） 15% 10% 5% 0% 

39269049 其他塑料制品 15% 1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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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编码 编码描述 基础税率 第 1 年 第 10 年 
第 20 年及

以上 

39269053 传送带 15% 15% 10% 5% 

39269059 其他 15% 10% 5% 0% 

39269070 服装衬垫辅料 15% 10% 5% 0% 

39269092 空胶囊 15% 15% 10% 5% 

39269099 其他塑料制品 15% 10% 5% 0% 

39269060 家禽喂食器 5% 5% 2% 0% 

39269010 渔网浮子 3% 0% 0% 0% 

39269032 带印记塑料模具 3% 0% 0% 0% 

39269039 其他塑料零件 3% 0% 0% 0% 

39269081 鞋撑 3% 0% 0% 0% 

39269082 念珠 3% 0% 0% 0% 

39269089 其他塑料制品 3% 0% 0% 0% 

39269055 雷管用 J 型钩 1% 0% 0% 0% 

39269091 谷物存储罐 1% 0% 0% 0% 

（5）棉制针织或钩编女式上衣（HS610432） 

菲律宾承诺减让关税的棉制针织或钩编女式上衣仅包括一种，8 位 HS 编码

是 61043200。目前基础关税率为 1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降为零，这对湖南相关

行业和企业有一定利好和促进作用。 

（6）玩具（HS950300） 

菲律宾承诺减让关税的玩具共有 13 种，具体包括：三轮车、踏板车、踏板

车和类似的带轮玩具（HS95030010）、娃娃玩偶（HS95030021）、建筑玩具套装

(HS95030050)、动物填充玩具(HS95030060)、拼图(HS95030070)、数字/字母/

动物剪纸(HS95030091)、跳绳(HS95030092)、弹珠(HS95030093)、其他玩具/模

型 (HS95030099)、娃娃玩偶服装配饰 (HS95030022)、其他娃娃玩偶附件

(HS95030029)、电动火车(HS95030030)、娱乐模型(HS95030040)。前九种的基础

税率均为 10%，娃娃玩偶服装配饰和其他娃娃玩偶附件的基础税率是 7%，电动火

车和娱乐模型的基础税率是 5%、3%，全部在 RCEP协定生效后第一年享受“零关

税”，会给湖南玩具行业和出口企业带来一定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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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棉制针织或钩编男式上衣（HS610332） 

菲律宾承诺减让关税的棉制针织或钩编男式上衣仅包括一种，8 位 HS 编码

是 61033200。目前基础关税率为 1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降为零，这对湖南相关

行业和企业有一定利好和促进作用。 

（8）稻谷（HS100610） 

尽管湖南对菲出口的稻谷规模位居前列，但该商品未列入菲律宾对华关税减

让承诺表中，相关行业和企业不会受到影响。 

（9）收录（放）音组合机（HS852791） 

菲律宾承诺减让关税的收录（放）音组合机有两种，分别是便携式收录（放）

音组合机（HS85279110）和其他收录（放）音组合机(HS85279190)。目前基础关

税率为 1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降为零，这对湖南相关行业和企业有一定利好和

促进作用。 

（10）瓷制固定卫生设备（HS691010） 

菲律宾承诺减让关税的瓷制固定卫生设备仅包括一种，8位 HS编码是

69101000。目前基础关税率为 1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降为零，这对湖南相关行

业和企业有一定利好和促进作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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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湖南自菲律宾进口的前十大商

品共 8574.0 万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91.6%。其中，镍矿砂及其精矿、处理器及

控制器芯片的进口额分别高达 2000.9万美元和 1938.4万美元，这两种商品进口

额合计超过进口总额的四成。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中国

自菲律宾进口的镍矿砂及其精矿、集成电路类、单一功能印刷/复印/传真机和其

他光敏半导体已取消进口关税。 

湖南自菲进口的功率小于 1 千瓦直流稳压电源和测试监测仪器的基础关税

率分别为 7%和 5%，RCEP生效第一年内关税立即降为零，这将略微降低湖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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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的进口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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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40000 镍矿砂及其精矿 2000.88 21.37% 0 0 0 0 

85423190 处理器及控制器芯片 1938.39 20.71% 7.5% 6.8% 0 0 

85044014 功率＜1 千瓦直流稳压电源 1226.77 13.11% 7.0% 0 0 0 

85423990 其他集成电路 871.64 9.31% 0 0 0 0 

90328990 其他自动调节或控制仪器 737.61 7.88% 7.0% 6.3% 0 0 

85423390 放大器用集成电路 695.34 7.43% 0 0 0 0 

90318090 测试监测仪器 380.19 4.06% 5.0% 0 0 0 

84433290 单一功能印刷/复印/传真机 272.88 2.92% 0 0 0 0 

03019999 其他活鱼 268.39 2.87% 10.5% 9.5% 0 0 

85414090 
其他光敏半导体（太阳能电池

除外） 
181.90 1.94% 0 0 0 0 

合计 8574.00 91.59% -- -- -- -- 

（二）RCEP 框架下双方经贸存在的问题 

1.湘菲贸易水平偏低 

湖南对菲律宾出口的商品多为鞋靴、塑料制品、家具、服装、箱包等劳密型

商品，技术含量偏低。2020 年湖南对菲出口的皮鞋和橡塑鞋分别为 6909.88 万

美元和 4040.51万美元，位居湖南对菲出口额第一、三位；菲律宾受国内经济发

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和招商引资等条件影响，对湖南出口集成电路、矿产资源型

品的规模最大，其次是变压器、二极管、印刷电路板等电子零部件等，电子零件

多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在菲律宾的工厂组装加工后出口到湖南。2020 年湖

南自菲进口集成电路和镍矿砂分别为 0.36 亿美元和 0.21亿美元，变压器进口额

为 1261.61 万美元，位居第三。从湖南与菲律宾进出口规模较大的几类商品来看，

两者的贸易都在低技术商品领域徘徊，贸易结构仍有完善和升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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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与菲律宾农产品进出口失衡 

菲律宾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对全球出口农产品能达到 60.51 亿美元，但在计

算湖南与菲律宾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5（TC 指数）时可以看出，湖南是菲律

宾的农产品净出口国，TC指数虽然从 2015 年的 1下降至 0.86，但仍然处于竞争

力极强区间内（0.6-1），这代表着湖南几乎是单方面对菲律宾出口农产品，而进

口寥寥无几。2020 年湖南对菲律宾出口农产品达到 3779万美元，自菲律宾进口

却只有 276.15万美元。 

另外从产业内贸易指数6（IIT指数）来看，湘菲之间的水果贸易互补性潜力

有待充分挖掘。菲律宾地处东南亚热带地区，盛产多种水果，是世界闻名的水果

生产和出口国，每年向中国内地大量出口香蕉、菠萝、椰子、芒果、西瓜、葡萄

等热带水果。而湖南地处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以内盆地，盛产柑橘和甜橙等，与菲

律宾出口的主要水国种类有明显差异。目前菲律宾进口水果大多流向上海、辽宁、

广东等省市，2020 年，上述三个省市自菲进口水果量达 78.03 万吨，占全国进

口总量的 79.20%，同年湖南自菲进口的水果为 360.62吨，仅占全国的 0.04%。 

2015-2020 年湖南-菲律宾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 

年份 TC 指数 IIT 指数 

2015 年 1.00  0.00  

2016 年 1.00  0.00  

2017 年 1.00  0.00  

2018 年 0.95  0.05  

2019 年 0.87  0.13  

2020 年 0.86  0.14  

3.菲律宾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湖南部分行业出口 

现阶段菲律宾人均 GDP 接近 3000 美元，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

势，与湖南的经济发展程度相似且存在一定竞争性。菲律宾遵照世界贸易组织《技

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SPS协定）

 
5 贸易竞争力指数（TC 指数）可以用来衡量一国/地产业结构的国际竞争力。TC=（出口额-进口额）

/（出口额+进口额）。 

6 产业内贸易指数（IIT指数）可以衡量两国间产业是趋向于竞争还是互补。IIT=1-|出口额-进口额|/(出

口额+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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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履行技术性法律法规通报义务。根据中国 WTO/TBT-SPS通报咨询网数据显示，

2021 年 1-10 月，菲律宾共发布 20 条 TBT 通报，涉及金属、烟花、家电和照明

装置等多个领域，主要影响湖南对菲律宾家具、照明灯具等行业的出口。 

湖南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按湖南对外贸易的主要行业定期发布各国的

TBT/SPS通报信息，包括纺织服装、食品农产品、装备制造、矿产金属、橡塑皮

革、玩具家具、木材纸张非金属制品、医药卫生、烟花陶瓷、新兴产业等 10 个

行业领域，近两年涉及菲律宾的最新通报内容如下表所示，主要影响湖南医疗器

械、农产品、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等行业的出口。 

发布时间 行业领域 TBT/SPS 最新通报 

2021 年 8 月 医药卫生 菲律宾更新器械监管、辐射健康和研究中心辐射监管部门 

2021 年 8 月 农食产品 菲律宾更新需要转基因申报的进口商品清单 

2021 年 9 月 装备制造 菲律宾公布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和充电站强制性产品认证新技术法规草案 

（三）RCEP 框架下双方产业发展机遇 

随着 RCEP 签订带来的关税减免逐步落实，结合菲律宾市场的需求情况，我

们可以发现:手提皮包、塑料机器零件、5t＜车总重≤20t 的柴油货车、烟草、

玩具、额定电压>1000V 电导体、摩托车零部件、硅酸盐水泥、塑料制家具及卫

生盥洗用具、未列名摩托车及辅助动力脚踏车共十类产业出口潜力显著增大。预

计湖南对菲律宾出口这十大产业因 RCEP 的签订将额外带来 1082.36 万美元的贸

易增量。其中，手提皮包的出口增量最大，达 253.65万美元。 

另外，市场机遇指数模型显示，钢结构体用部件及加工钢材、静止式变流器、

接收/转换且发送或再生声音等数据的设备、非办公用金属家具、涂漆或涂塑普

通钢板、玩具、额定电压≤1000V有接头电导体、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闪

速存储器和瓷制固定卫生设备等商品，也显示出较高的贸易潜力。 

1.RCEP 框架下湖南市场机遇指数 

市场机遇指数根据某一产品的出口优势、关税降幅、市场前景等三大维度指

标综合计算得出，其中，出口优势是分析一个贸易主体某一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一

个测度指标，市场前景是分析某一产品在目标国家市场规模的一个测度指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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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准点，超过 50即为有较强的市场机遇，数值越大机遇越大。 

（1）钢结构体用部件及加工钢材 

“钢结构体用部件及加工钢材”，税目 730890，对 RCEP市场机遇指数 69.13。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6.2%。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11万美元，同比增长

527.83%；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46006.78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

小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32440.70 万美元，同比

增长 33.42%，自中国进口 21888.81万美元，同比增长 42.80%，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67.47%。 

（2）静止式变流器 

“静止式变流器”，税目 850440，对 RCEP市场机遇指数 66.96。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7.0%。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 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62.88 美元，同比增长

184.78%；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16270.75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

小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42480.12 万美元，同比

增长 78.66%，自中国进口 13071.75万美元，同比增长 82.23%，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30.77%。 

（3）接收、转换且发送或再生声音等数据的设备 

“接收、转换且发送或再生声音等数据的设备”，税目 851762，对 RCEP 市

场机遇指数 66.73。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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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 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64.52 美元，同比增长

441.60%；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32756.69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

小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91073.45 万美元，同比

增长 52.05%，自中国进口 53399.05万美元，同比增长 61.02%，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58.63%。 

（4）非办公用金属家具 

“非办公用金属家具”，税目 940320，对 RCEP市场机遇指数 66.59。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15.0%。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02万美元，同比增长

317.07%；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13590.12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

小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 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9213.75 万美元，同比

增长 33.89%，自中国进口 7251.81 万美元，同比增长 45.85%，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78.71%。 

（5）涂漆或涂塑普通钢铁板材 

“涂漆或涂塑普通钢铁板材”，税目 721070，对 RCEP市场机遇指数 62.21。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10.0%。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 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60.50 美元，同比增长

352.34%；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26619.79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

小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16024.86 万美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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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9.67%，自中国进口 15363.42 万美元，同比增长 12.10%，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95.87%。 

（6）玩具；娱乐用模型；各种智力玩具 

“玩具；娱乐用模型；各种智力玩具”，税目 950300，对 RCEP市场机遇指

数 61.85。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8.6%。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09万美元，同比增长

128.41%；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33848.25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

小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17516.15 万美元，同比

增长 7.74%，自中国进口 15175.44 万美元，同比增长 12.04%，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86.64%。 

（7）有接头电导体，额定电压≤1000V 

“有接头电导体，额定电压≤1000V”，税目 854442，对 RCEP 市场机遇指

数 61.56。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13.0%。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 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30.95 美元，同比下降

11.09%；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9247.71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小

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23785.49 万美元，同比

增长 94.90%，自中国进口 13663.34 万美元，同比增长 167.22%，中国所占市场

份额 57.44%。 

（8）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税目 392690，对 RCEP市场机遇指数 60.91。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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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02万美元，同比下降

24.94%；2019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19068.73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小

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34544.11 万美元，同比

增长 22.10%，自中国进口 9066.96 万美元，同比增长 31.16%，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26.25%。 

（9）固态非易失性存储器件（闪速存储器） 

“固态非易失性存储器件（闪速存储器）”，税目 852351，对 RCEP 市场机

遇指数 60.83。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10.0%。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 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6.33 美元，同比增长

808.35%；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359.28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小

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15256.77 万美元，同比

增长 320.04%，自中国进口 13300.19万美元，同比增长 454.15%，中国所占市场

份额 87.18%。 

（10）瓷制固定卫生设备 

“瓷制固定卫生设备”，税目 691010，对 RCEP市场机遇指数 60.69。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15.0%。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07万美元，同比增长

10.18%；2019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23129.01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小

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 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4957.01 万美元，同比

增长 32.09%，自中国进口 3933.21 万美元，同比增长 34.92%，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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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CEP 框架下湖南贸易创造效应模型 

贸易创造效应模型是瓦顿（Verdoorn，1960）和施瓦茨（Schwartz，1972）

在为研究贸易自由化所使用的一种局部均衡分析模型。这是一种事前分析的方法。

在 RCEP 框架下根据减税规则，结合历史增速与规模，可预研预判 RCEP规则对湖

南产品带来的出口增量。 

（1）以皮革或再生皮革作面的手提包 

“以皮革或再生皮革作面的手提包”，税目 420221，根据瓦顿和施瓦茨贸易

创造效应模型预估，RCEP的签署将为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该产品带来 253.65万

美元出口增量。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15.0%。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14万美元，同比增长

1393.84%；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3178.34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

小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 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5132.08 万美元，同比

增长 50.82%，自中国进口 373.89 万美元，同比增长 272.41%，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7.29%。 

（2）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税目 392690，根据瓦顿和施瓦茨贸易创造效

应模型预估，RCEP 的签署将为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该产品带来 163.99万美元出

口增量。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8.7%。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02万美元，同比下降

24.94%；2019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19068.73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小

于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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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34544.11 万美元，同比

增长 22.10%，自中国进口 9066.96 万美元，同比增长 31.16%，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26.25%。 

（3）5t＜车总重≤20t 的柴油货车 

“5t＜车总重≤20t 的柴油货车”，税目 870422，根据瓦顿和施瓦茨贸易创

造效应模型预估，RCEP的签署将为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该产品带来 111.35万美

元出口增量。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5.8%。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04万美元，同比增长

67.21%；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6065.71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小

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19112.33 万美元，同比

下降 2.89%，自中国进口 7637.94 万美元，同比增长 115.09%，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39.96%。 

（4）部分或全部去梗的烟草 

“部分或全部去梗的烟草”，税目 240120，根据瓦顿和施瓦茨贸易创造效应

模型预估，RCEP 的签署将为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该产品带来 85.58 万美元出口

增量。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7.0%。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 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66.14 美元，同比下降

72.99%；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2787.14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小

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16980.25 万美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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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9.26%，自中国进口 2195.12 万美元，同比增长 49.13%，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12.93%。 

（5）玩具；娱乐用模型；各种智力玩具 

“玩具；娱乐用模型；各种智力玩具”，税目 950300，根据瓦顿和施瓦茨贸

易创造效应模型预估，RCEP 的签署将为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该产品带来 84.46

万美元出口增量。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8.6%。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09万美元，同比增长

128.41%；2019 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33848.25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

小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17516.15 万美元，同比

增长 7.74%，自中国进口 15175.44 万美元，同比增长 12.04%，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86.64%。 

（6）其他电导体，额定电压＞1000V 

“其他电导体，额定电压＞1000V”，税目 854460，根据瓦顿和施瓦茨贸易

创造效应模型预估，RCEP 的签署将为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该产品带来 84.03 万

美元出口增量。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15.0%。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 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33 美元，同比增长

100.00%；2019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1887.98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小

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19570.77 万美元，同比

增长 324.12%，自中国进口 2616.28万美元，同比增长 10.75%，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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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摩托车（包括机器脚踏两用车)用零件、附件 

“摩托车（包括机器脚踏两用车)用零件、附件”，税目 871410，根据瓦顿

和施瓦茨贸易创造效应模型预估，RCEP 的签署将为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该产品

带来 82.59 万美元出口增量。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11.7%。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05万美元，同比增长

63.28%；2019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13929.30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小

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29516.87 万美元，同比

增长 18.24%，自中国进口 13055.14 万美元，同比增长 101.42%，中国所占市场

份额 44.23%。 

（8）硅酸盐水泥 

“硅酸盐水泥”，税目 252329，根据瓦顿和施瓦茨贸易创造效应模型预估，

RCEP的签署将为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该产品带来 72.77万美元出口增量。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5.0%。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 年湖南省对菲律宾未出口该产品，但鉴于菲律

宾关税降幅及菲律宾进口需求增长，未来出口增长潜力较大。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29822.94 万美元，同比

增长 8.08%，自中国进口 4963.76万美元，同比增长 32.62%，中国所占市场份额

16.64%。 

（9）塑料制其他家庭用具及卫生或盥洗用具 

“塑料制其他家庭用具及卫生或盥洗用具”，税目 392490，根据瓦顿和施瓦

茨贸易创造效应模型预估，RCEP 的签署将为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该产品带来

72.74万美元出口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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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10.0%。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02万美元，同比增长

120.93%；2019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6357.82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小

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10534.04 万美元，同比

增长 5.73%，自中国进口 4340.31 万美元，同比下降 7.50%，中国所占市场份额

41.20%。 

（10）未列名摩托车及装有辅助动力装置的脚踏车；边车 

“未列名摩托车及装有辅助动力装置的脚踏车；边车”，税目 871190，根据

瓦顿和施瓦茨贸易创造效应模型预估，RCEP 的签署将为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该

产品带来 71.20万美元出口增量。 

从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看，菲律宾承诺关税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的降幅为

8.9%。 

从该产品出口情况看，2019 年湖南省对菲律宾出口 0.02 美元，同比增长

100.00%；2019年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30.94 万美元，湖南省占全国出口份额小于

0.01%。 

从该产品市场规模看，2019年，菲律宾自全球进口 34727.38 万美元，同比

下降 30.00%，自中国进口 15786.84 万美元，同比下降 7.18%，中国所占市场份

额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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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菲律宾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部门 网址 

总统办公室 www.op.gov.ph 

国家经济发展署 www.neda.gov.ph 

土地改革部 www.dar.gov.ph 

能源部 www.denr.gov.ph 

环境和自然资源部 www.denr.gov.ph 

财政部 www.doe.gov.ph 

外交部 www.dfa.gov.ph 

内政和地方政府部 www.dilg.gov.ph 

司法部 www.doj.gov.ph 

国防部 www.dnd.gov.ph 

公共工程和高速公路部 www.dpwh.gov.ph 

科技部 www.dost.gov.ph 

贸工部 www.dti.gov.ph 

菲律宾最高法院 www.supremcourt.gov.ph 

移民局 www.immigration.gov.ph 

菲律宾中央银行 www.bsp.gov.ph 

 

  

http://www.op.gov.ph/
http://www.neda.gov.ph/
http://www.dar.gov.ph/
http://www.denr.gov.ph/
http://www.denr.gov.ph/
http://www.doe.gov.ph/
http://www.dfa.gov.ph/
http://www.dilg.gov.ph/
http://www.doj.gov.ph/
http://www.dnd.gov.ph/
http://www.dpwh.gov.ph/
http://www.dost.gov.ph/
http://www.dti.gov.ph/
http://www.supremcourt.gov.ph/
http://www.immigration.gov.ph/
http://www.bsp.go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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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菲律宾与中国友好城市一览表 

中方城市 外方城市 国别 结好时间 

桂林市 黑斯廷斯市 新西兰 1981-03-04 

甘肃省 克赖斯特彻奇市 新西兰 1984-04-22 

杭州市 碧瑶市 菲律宾 1982-08-13 

广州市 马尼拉市 菲律宾 1982-11-05 

上海市 大马尼拉市 菲律宾 1983-06-15 

厦门市 宿务市 菲律宾 1984-10-26 

沈阳市 奎松市 菲律宾 1993-05-07 

抚顺市 利巴市 菲律宾 1995-04-28 

海南省 宿务省 菲律宾 1996-06-09 

三亚市 拉普拉普市 菲律宾 1997-07-18 

石狮市 那牙市 菲律宾 2000-03-01 

淄博市 万那威市 菲律宾 2002-04-17 

山东省 北伊洛戈省 菲律宾 2002-10-21 

安徽省 新怡诗夏省 菲律宾 2003-09-10 

湖北省 莱特省 菲律宾 2004-02-12 

柳州市 穆汀鲁帕市 菲律宾 2004-11-04 

贺州市 圣费尔南多市 菲律宾 2004-11-04 

来宾市 拉瓦格市 菲律宾 2005-10-19 

北京市 马尼拉市 菲律宾 2005-11-14 

江西省 保和省 菲律宾 2006-05-08 

哈尔滨市 卡加延-德奥罗市 菲律宾 2007-03-02 

北海市 普林塞萨港市 菲律宾 2007-04-26 

兰州市 阿尔贝省 菲律宾 2007-08-18 

南宁市 达沃市 菲律宾 2007-09-03 

无锡市 公主港市 菲律宾 2007-10-30 

广东省 宿务省 菲律宾 2009-10-23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宿务省 菲律宾 2010-06-01 

河南省 打拉省 菲律宾 2011-09-19 

黄冈市 依木斯市 菲律宾 2011-12-24 

宁夏回族自治区 巴拉望省 菲律宾 2016-07-26 

贵港市 三宝颜市 菲律宾 2016-10-24 

海南省 巴拉望省 菲律宾 2017-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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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菲律宾主要华人商会、社团和中资企业一览表 

1.菲律宾华人商会、社团 

商会名称 电话 网址 

菲华商联总会 0063-2-2419201 至 2419205  ffcccii@yahoo.com 

菲华各界联合会 0063-2-3540975 ffcap2005@yahoo.com  

 

2. 主要中资企业 

公司名称 联系方式 

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  
电话：0063-2-8850111, 8850547  

传真：0063-2-8850548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6384242 传真：0063-2-6320225  

中国中铁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5098559  

中国铁建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9162388322  

国家电网公司驻菲律宾办事处  电话：0063-2-9812794 传真：0063-2-9203160  

中国电建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传真：0063-2-5540838  

中建菲律宾公司  
电话：0063-2-5702626   

传真：0063-2-5702626   

中国地质工程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8793302 分机 105  

传真：0063-2-8798174  

中国路桥集团菲律宾分公司  
电话：0063-2-5267775, 5251232, 5255637  

传真：0063-2-5251419  

中国港湾工程公司菲律宾办事处  电话：0063-2-3032782 传真：0063-2-3032783  

中工国际菲律宾分公司  
电话：0063-2-6673276, 6879158  

传真：0063-2-6879157  

中建路桥菲律宾分公司  电话：0063-2-5516288 传真：0063-2-6595856  

葛洲坝集团公司菲律宾分公司  电话：0063-9954842816  

广西水电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传真：0063-2-8324286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别研究系列报告·菲律宾篇 

 76 

 

公司名称 联系方式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6458013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传真：0063-2-8369311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5211448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5515212 传真：0063-2-8238892  

国泰航空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7571313 传真：0063-2-7533955  

中色矿业集团菲律宾公司  
电话：0063-2-5678910   

传真：0063-2-5678911  

中国能建国际菲律宾公司  电话：0063-97778717879777871787  

银亿菲律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0063-2-6595508 传真：0063-2-6595009  

华为技术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8158808 分机 899  

传真：0063-2-8190500   

中兴通讯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8564711, 8564709  

传真：0063-2-8564713  

上海贝尔股份有限（菲律宾）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8577916 传真：0063-2-8577003  

西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9166518 传真：0063-2-9166504  

特变电工公司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4704700  

青岛建设集团 菲律宾代表处  电话：0063-2-3846666   

中国工商银行马尼拉分行  电话：0063-917173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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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菲律宾投资合作基本流程、手续和注意事项 

1.在菲律宾投资注册企业手续 

在线注册企业的流程 

确定受理

机构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注册法人企业（5 人以上）和合伙企业（资产

3000 比索以上）；贸工部（DTI）负责注册商业名称（有效期 5 年）和注册

独资企业（以个人名义办公司）；投资署（BOI）负责注册优先投资计划下

的享受优惠企业；菲律宾经济区署（PEZA）、苏比克湾管理署、克拉克发

展署、卡加延经济区署、菲弗德克工业署和三宝颜经济区署负责注册享受其

园区优惠的投资企业；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注册程序 

提出申请 投资人向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申请资料 

资料审核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审核申请 

登记缴费 

如果申请批准，投资人支付登记费（相当于实收资本的 1/1000），并递交

相关文件。SEC 审核和评估上述文件，如果用“快速”流程，时间为 1 周。如

果批准，SEC 发给注册证明。 

外资登记 
菲律宾央行规定外国直接投资者（FDI）必须在向菲境内实际汇入资金后一

年内向菲央行登记注册。 

2.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获取信息 

招标信息获取渠道包括但不限于：菲律宾政府部门或企业业主在当地媒体

上发布的招标邀请信息；业主直接邀请；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经商参处发布

的信息。 

招标投标 

菲律宾政府工程承包项目根据业务性质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如公共工程与

公路部负责公路及桥梁等项目，交通部负责铁路、机场、港口等项目，农

业部灌溉局主管水利灌溉项目等。使用菲律宾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的政府项

目，只能由本地企业或外资比例不超过 25%的合资企业承揽。通讯、电力、

房地产等行业多为私企经营，对外资承包商一般没有限制。 

基本流程是：招标信息发布—企业报名并递交意向书—资格预审—编制发

售招标文件—招标预备会—投标—开标/评标/决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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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许可手续 

外资企业在菲律宾承揽工程项目，均须向菲律宾承包商资格评审委员会

（PCAB，隶属菲律宾贸工部）申请特别执照。 

不同行业的项目业主对承包商的资质要求有所不同，有关程序和手续也有

差异，但核心是审查承包商（或设备供货商）在财务、技术等各方面的履

约能力（或交付能力）。 

3.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 

申请专利的程序 

受理部门 
申请专利需要向菲律宾知识产权办公室（IPO）的专利局（BOP）

提出 

提交申请 

申请材料包括：专利申请请求书；申请人姓名、地址和签名；申

请专利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做说明，必要时应当有附图；申请费用；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写明在

外国提出申请的申请日和受理该申请的国家 

BOP 审查 

在一项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被最终批准之前，BOP 还要对该发明

或实用新型专利进行实质审查，审查通过后，BOP 将会把审查报

告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决定 

申请人在收到报告 2 个月之内，可做以下任何一种决定： 

将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转换为发明专利申请；撤销申请；修改申请；

请求 BOP 出具注册可行性报告；不采取任何行动（但如果申请符

合 BOP 的所有要求，且已付清有关费用，BOP 将视为自动注册） 

IPO 专利公告 
经 IPO 注册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应在登记后半年内，在 IPO 的

公报上按照目录或样图予以公告 

注册商标的程序 

受理部门 商标注册申请需向菲律宾知识产权办公室下属的商标局提出 

提出申请 
交送商标注册申请书包括：申请人姓名、地址、联系方式；商标图样（指定

颜色的，应当交送着色图样）、将要运用该商标的货物或服务清单 

查证 BOT 将对商标注册申请进行查证，看是否有类似或相同的商标注册申请 

实质审查 
当商标注册申请符合所有要求时，即通过实质审查，商标才被核准；否则，

申请将被拒绝 

提出异议 对初步审定的商标，IPO 将在公报上予以公告，任何人均可提出异议 

核准注册 
自公告之日起 30 天内，无异议或经裁定异议不能成立的，始予核准注册，

发给注册证书，并在 IPO 的公报上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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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在菲律宾报税 

企业在菲律宾报税 

取得税号 
外国投资者在菲律宾注册企业后、开始经营活动前，应到国内税务局（BIR）

取得税收证明号（TIN） 

报税时间 上一年所得税（Income Tax）的报税截止时间是当年的 4 月 15 日 

报税管道 
可通过地区办公室授权代理银行（Authorized Agent Bank, AAB）或收入

征收官（Revenue Collection Officer）等报税 

企业在菲律宾报税 

报税手续 

填写 3 份 1702 号表格； 

如果有收入：到注册地临近的 AAB，提交填好的 1702 号表格及收入相关

附件，在没有 AAB 的地区，提交给收入采集官表格和相关材料，从相关

地点取回已盖章的表格及确认件； 

没有收入返还的情况：向注册地的地区收入办公室或税收填报中心提交

填写好的 1702 表格及相关附件，从 RDO 或税收填报中心取回盖章和确

认的表格 

报税资料 

申报所得税时，企业或合伙人需要提交以下数据： 

不需交纳预提税（Withholding Tax）的，提交收入证明，并填写 BIR 表

2304（如果满足减免条件）；税收减免的，填报 BIR 表 2307（如果满足

相关条件）；税收减免备忘录（如果满足相关条件）；国外税收减免（如

果满足相关条件）；如果税收返还有调整，返还前期返还税收；帐户信

息表格（Account Information Form, AIF）和独立的注册会计师（CPA）

和/或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上一年税收应返还数额（如果满足相关条件） 

5.赴菲律宾的工作许可证办理 

赴菲律宾的工作许可证申请程序 

主管部门 菲律宾劳动和就业部、移民局 

提交申请 
到菲律宾劳动和就业部申办劳工许可证； 

到菲律宾移民局申办 9G 签证，并办理 I-CARD 身份证； 

申请材料 

公司在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文件；公司有效营业执照； 

公司最近一年的税务报表或近期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新公司提供在

税务局的登记证明；申办人的护照原件；个人简历；个人税号；两寸

照片八张和 1 寸照片六张；申办人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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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意事项 

投资合作风险 

汇率风险 
经历了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菲律宾金融体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健全，

但受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制约，菲律宾汇市波动较大 

政治风险 
菲律宾存在权力寻租现象。政策缺乏连续性，现任政府推翻前任政府项目的

情况时有发生 

商业风险 

菲律宾商业欺诈案件时有发生，货到 T/T 付款方式是欺诈的惯用方法。个别

菲商第一单信守承诺，及时付款，没有任何推迟和延误，从而获取出口商的

信任，第二单开始违反承诺的支付条款，以各种理由延迟或停止支付货款。 

法律风险 

菲律宾各项法律法规十分健全，但执行过程有很大的随意性，执法不严、有

法不依的情况十分常见。菲法院办案程序冗杂、耗时极长，且司法的公正性

有待提高。 

投资合作风险 

安全风险 
菲律宾棉兰老岛有多个穆斯林武装恐怖组织，吕宋岛北部有菲共游击队（被

列为恐怖组织）活动，首都马尼拉时有绑架、抢劫、盗窃等刑事案件发生。 

自然风险 

菲律宾是受自然灾害侵袭较多的国家，地震、台风、火山喷发是主要自然灾

害。全国年均遭受数十次台风袭击，地震、火山喷发也时有发生，每年由此

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较大。此外，登革热等热带疾病是当地威胁生命健康

的主要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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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中国企业/人员在菲律宾寻求保护和服务指南 

中国企业/人员在菲律宾寻求保护和服务指南 

寻求法

律保护 

依据菲律宾《1987 年宪法》和《1980 年司法重组法案》，菲律宾的司法体系独

立。企业或个人遇到法律纠纷，可以采取法院诉讼、仲裁或和解等方式维护自身

权益，依据《菲律宾仲裁法》（共和国法案 876 号），发生争议的双方可以通过

事先合同约定或事后双方同意的方式，提起仲裁；在菲律宾，只有律师可代表当

事人在法院或行政机构行使其准司法职能，中国企业应聘请当地律师来处理企业

法律事务。 

寻求当

地政府

帮助 

中央政府的经贸主管部门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贸工部、投资署（、国内税务

局、知识产权局、能源管理署、国家电信委员会等，中国企业需要多了解各部门

的职能范围；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投资合作当中，应与所在地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密

切联系，及时通报企业发展情况，反映遇到的问题，寻求其支持。 

取得中

国驻使

（领）馆

保护 

中国企业在进入菲律宾市场前，应征求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经商参处意见；投资注

册后，按规定到使馆经商参处报到备案；日常情况下，应经常保持与经商参处的

联络；中国公民在菲律宾境内的行为主要受驻在国当地法律和国际法约束。遇有

中国公民（包括触犯当地法律的中国籍公民）在当地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中国驻外使、领馆有责任在国际法及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保护。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经商处 

电话：0063-2-8195991，8195992 

中国驻达沃总领馆  电话：0063-82-2989942 

中国驻拉瓦格领事馆  电话：0063-77-7721874，670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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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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