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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加快

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

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商务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鼓励和支持有实力、信誉好、

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稳妥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引导和服务我国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提升对外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2021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 1788.2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6.3%，位列全球第二；

我国 79 家企业入围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2022 年度“国际承包商 250 强”榜单，

继续蝉联榜首。中资企业合理有效利用境外市场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竞争，助力

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活力。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了解和熟悉当地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和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编写了 2022 年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

区）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涵盖 129 个国家和地区，全面、客观地反映对

外投资合作所在国别（地区）宏观经济形势、法律法规、经贸政策、营商环境等走出去

企业关心的事项，并对相关国别（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有关政策法规、发展现

状和国际合作，以及疫情以来经贸政策调整给予进一步关注。 

希望 2022 年版《指南》对有意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企业有所帮助，也欢

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同时，我们将认真吸纳有益建议，不断改进工作，

把《指南》越办越好，为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对

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新《指南》编制工作，更加精准有效地为走出去企业提

供优质信息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行稳致远。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编制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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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地处欧洲中心，毗邻法国、德国、比利时，面积2586

平方公里，政局长期稳定，经济开放活跃，文化丰富多元，营商

环境优越。卢森堡是高度发达经济体，在金融、钢铁、卫星通讯

等领域拥有世界先进水平。 

其投资环境的特点如下： 

第一，卢森堡高度开放。2021年，卢人口63.8万人，其中外籍

人口29.94万人，占比高达47%。外来高素质人口带来技术、经验、

劳动力，推动卢持续国际化发展。卢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宽松政策、多种语言、发达物

流、欧盟一体化等便利，便捷联系欧盟4.5亿消费者市场，吸引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从农

牧业小国成功转型钢铁大国，继而成功转型金融大国。安赛乐·米塔尔公司是世界第二

大钢铁集团；欧洲卫星公司是世界第二大卫星运营商，拥有在轨卫星40多颗；2021年，

卢森堡共有124家跨国银行，4000多家投资基金和330多家保险公司，是仅次于美国的世

界第二大投资基金中心。卢森堡证券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欧元债券和绿色债券发行中心。 

    第二，卢森堡国小民富。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一直稳定保持国际AAA信用评

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由于卢支柱产业—金融业受疫情冲击较小，加之国库充盈，

政策灵活，卢经济展现出较强复原能力。2020年，欧元区国家GDP平均收缩6.4%，卢收

缩1.8%；2021年，欧元区国家GDP平均增长5.3%，卢增长6.9%。2021年，卢人均GDP

为135683美元，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第三，卢森堡重视自由贸易和保护投资。截至目前，卢已与86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

协定和签署超过157份投资保护协定，使其成为全球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和投资中转国。

根据卢官方统计，2021年，卢森堡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22.3亿美元（约合373.72亿欧元），

其中进口额256.5亿美元，出口额165.8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494.3亿美元（约

合2207.35亿欧元），其中进口额1103.7亿美元，出口额1390.6亿美元，是卢森堡主要的

经济动力。2021 年，卢对外投资总额253.95亿美元（约合224.73亿欧元），吸引外资总

额90.53亿美元（约合80.12亿欧元）。（按照2021年12月31日美元兑欧元汇率，1欧元=1.13

美元） 

     自1972年11月16日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卢两国长期友好。双方高层互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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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卢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国家。欧盟以外，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和中

国。根据卢官方统计，2021年，中国是卢森堡第11大出口市场和第10大进口来源地。卢

对中国出口前5位的商品分别是机械电气设备及部件、贱金属及其制品、纺织材料及制

品、塑料橡胶及制品、运输设备；中国对卢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 

    中卢双向投资快速增长。金融业是中国在卢主要投资领域。自1979年中国银行在卢

森堡设立分行以来，目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七大中资银行均在卢森堡设立了分行和子行，联想集团成功收购

卢森堡国际银行89.9%股权。卢森堡成为多家中资银行的欧洲总部，并以其为中心辐射

整个欧盟地区。2021年，卢森堡是中国在欧盟第三大投资目的地，也是中资企业对第三

国投资的中转地和资金调配中心。多家中资企业利用卢税收优惠和便利，在卢设立分支

机构，负责欧美项目的财务管理。卢全力打造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卢森堡安塞乐·米

塔尔钢铁集团、阿贝尔德钢铁公司深度参与宝钢等钢铁产业建设；河南航投与卢森堡货

航合作8年来，卢森堡—郑州货运航线已累计实现运营5000班航班，被卢森堡首相贝泰

尔誉为疫情期间的“空中生命线”。 

展望未来，中卢两国在金融、钢铁、航运等多个行业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中国驻

卢森堡大使馆欢迎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到卢森堡投资兴业，我们将竭诚为中资企业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馆经济商务负责人  刘敬东 

                                                            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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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卢森堡大公国（The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Le Grand-Duché de 

Luxembourg，以下简称“卢森堡”）开展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卢森堡的投资合作环

境有足够的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如何？有哪些行业适合开展投资

合作？在卢森堡进行投资合作的商务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应该怎样办理相关审核手

续？当地规范外国投资合作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在卢森堡开展投资合作应特别注意哪

些问题？一旦遇到困难该怎么办？如何与当地政府、议会、工会、居民、媒体以及执法

部门打交道？《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系列丛书之《卢森堡》将会给你提供

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卢森堡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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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卢森堡全名为卢森堡大公国，是欧洲大陆现今仅存的大公国。虽然其国土面积狭小、

资源匮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 

公元前，这里曾是高卢人居住地。公元400年后日耳曼人入侵，先后成为法兰克王

国和查里曼帝国的一部分。公元963-1354年，先后为神圣罗马帝国阿登伯爵、卢森堡伯

爵和卢森堡公爵的自治领地。15-18世纪历受西班牙、法国和奥地利统治。1815年维也

纳会议决定卢森堡为大公国，由荷兰国王兼任大公，同时又是德意志同盟的成员。1839

年伦敦协定承认卢森堡为独立国家。1867年成为中立国。1868年实行君主立宪制。1890

年前拿骚公爵阿道夫成为卢森堡大公，彻底摆脱荷兰国王统治。两次世界大战中均被德

国入侵。1945年成为联合国创始国，1948年放弃中立政策，1949年加入北约，50年代参

与创建欧共体（后成为欧盟），并与荷兰、比利时结成经济联盟。1995年成为申根区国

家，1999年1月1日成为首批欧元国之一。卢森堡作为欧盟重要的成员国之一，是欧盟委

员会服务机构、欧洲审计院、欧洲法院、欧洲投资银行、欧洲投资基金以及欧洲议会秘

书处所在地。 

卢森堡金融业发达，银行林立。首都卢森堡市被称为“金融之都”，是全球第八大

金融投资中心。卢森堡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欧洲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共管理

基金约4000支。1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卢森堡位于欧洲西北部，东邻德国，南毗法国，北部和西部与比利时接壤。边境线

全长356公里，其中同比利时的边境线长148公里，同德国的边境线长135公里，同法国

的边境线长73公里。 

卢森堡国土面积2586平方公里，南北最长距离82公里，东西最宽距离57公里。最高

点为布尔格普拉兹峰，海拔560米，最低点Wasserbillig海拔仅为130米。卢森堡地势北高

                                                   

1https://www.ydylcn.com/gjgk/3405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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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低，北部为阿登高原，森林茂密，南部为丘陵。 

卢森堡地处东1时区，比格林威治时间早1小时，比北京时间晚7小时；每年3-10月

实行夏令时，时钟调快1小时，比北京时间晚6小时。 

1.2.2 自然资源 

卢森堡自然资源较为贫乏，森林面积近9万公顷（900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

1/3。卢98%的能源靠进口，主要是天然气和石油产品。 

1.2.3 气候条件 

卢森堡气候温和，属海洋——大陆过渡性气候，1月平均气温1.2℃，4月平均8.7℃，

7月平均18.4℃；10月平均13.4℃，年平均气温9.4℃，年均降水量782.2毫米。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2021年，卢森堡人口总量约63.80万。2 其中，首都卢森堡市人口8万余人，在卢森

堡华侨约4000人，主要集中在首都卢森堡市。3 

1.3.2 行政区划 

卢森堡大公国分为12个县（克莱沃县、迪基希县、雷当日县、菲安登县、维尔茨县、

埃希特纳赫县、格雷文马赫县、雷米希县、卡佩伦县、阿尔泽特河畔埃施县、卢森堡县、

梅尔施县），向下再分为102个市镇。卢森堡有12个市镇具有城市地位，而卢森堡城是

最大的城市。4 省长、市（镇）长由大公任命。 

首都卢森堡市位于卢森堡大公国境内南部旁帕依地区的中心，海拨300米，是一座

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以堡垒闻名的古城。卢森堡市是世界上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

欧洲法院、欧洲议会总秘书处、欧洲投资银行、欧洲金融基金会等国际机构都设在此处。

此外，还有来自比利时、德国和瑞士等国的几千家大企业、大银行。 

                                                   

2https://www.worldometers.info/world-population/luxembourg-population/ 

3https://zh.zhujiworld.com/lu/1586312-luxembourg/ 

4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5%8D%A2%E6%A3%AE%E5%A0%A1%E8%A1%8C%E

6%94%BF%E5%8C%BA%E5%88%92 



卢森堡（2022年版） 

 

4 

1.4 政治环境 

卢森堡实行议会民主制度下的世袭君主立宪制，对外政策以欧洲为重点，中卢两国

关系发展顺利。 

1.4.1 政治制度 

【政治】卢森堡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卢森堡政局稳定，政府加速推进经济社会

体制改革与多元化战略，注重保障民生，执政地位进一步稳固，经济实现持续较快发展，

外交活跃。执政党与主要反对党协调合作，政府赢得较高支持率。2018年，卢森堡举行

大选，社工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联合政府，民主党党首贝泰尔任首相兼国务大臣。 

【宪法】宪法1868年10月17日颁布。后经多次修改。宪法规定，大公为国家元首、

武装部队统帅，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有权解散议会。实际上，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

行使行政权，对议会负责。 

【议会】一院制，为最高立法机构，有议员60名，任期5年。根据2018年10月14日

卢森堡最近的一次大选计票显示，卢森堡基督教社会党仍为第一大党，但议会席位由上

一届的23席减少为21席。现执政联盟三党中，民主党的席位由13席降为12席，社会党由

13席降为10席，绿党则由6席增加到9席。此外，卢森堡海盗党获得2个席位；其他小党

总共获得6个席位。各党所占席位如下：基督教社会党21席，社会工人党13席，民主党

13席，绿党6席，选择民主改革党3席，左派党2席。议长为民主党的费尔南·埃特让。5 

【国家元首】大公亨利，2000年10月7日即位。 

【政府首脑】格扎维埃·贝泰尔，民主党人。首相兼国务、媒体、宗教、数字化及

行政改革大臣。 

【政府】本届政府于2018年12月5日由民主党、社工党和绿党联合组成，2020年7月

小范围改组，内阁共17名成员（1名首相、2名副首相、14名大臣）。主要成员有首相兼

国务、媒体、宗教、数字化及行政改革大臣格扎维埃·贝泰尔（Xavier Bettel），副首

相兼体育、劳动、就业及社会团结大臣丹·凯尔什（Dan Kersch ），副首相兼国防、交

通及公共工程大臣弗朗索瓦· 鲍什（François Bausch），外交、欧洲事务、移民及避难

                                                   

5https://news.sina.com.cn/w/2018-10-15/doc-ifxeuwws43235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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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让·阿瑟伯恩（Jean Asselborn）。6 

【司法机构】全国设1个高等法院、1个行政法院、2个地区法院、3个治安法院。1996

年又成立宪法法院。各级法院的法官均由大公任命，终身制。最高法院院长让-克劳德·维

维纽斯（Jean-Claude Wiwinius，男）7，总检察长玛蒂娜·索罗威夫（Martine Solovieff，

女）。 

1.4.2 主要党派 

卢森堡主要党派包括： 

【民主党】民主党于1904年成立。执政党，前身是自由党，1945年重建，称民主爱

国集团，1955年改用现名。党员6600名，主席科琳娜·卡昂（Corinne Cahen，女）。8 

【社会工人党】社会工人党简称社工党，执政党，1902年成立。原名卢森堡社会民

主党，1945年改用现名。党员6900名，该党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左，主席丹·比安卡拉纳

（Dan Biancalana）。9 

【基督教社会人民党】基督教社会人民党简称基社党，1914年成立。原名“右派党”，

1944年改用现名。党员逾万人，主席克劳德·维瑟勒（Claude Wiseler）。10 

【绿党】绿党于1983年成立，1986年分裂，1994年12月重新合并。执政党，党员1100

人，两主席容娜·伯纳德（Djuna Bernard ，女）、梅里·瑟奥维奇（Meris Sehovic）。

11 

                                                   

6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402/1206x0_6794

04/ 

7https://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oz/1206_25/1206x0/t9511.htm 

8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6%B0%91%E4%B8%BB%E5%85%9A_

（%E5%8D%A2%E6%A3%AE%E5%A0%A1） 

9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5%8D%A2%E6%A3%AE%E5%A0%A1%E7%A4%BE%E

4%BC%9A%E5%B7%A5%E4%BA%BA%E5%85%9A 

10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402/1206x0_6794

04/ 

11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402/1206x0_679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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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党】选择民主改革党于1987年成立。原名民主与合理退休金行动委员会，

2006年4月改用现名。主席弗雷德·库普（Fred Keup）。12 

【左派党】左派党于1999年由部分来自卢森堡共产党、新左派、社会革命党等党派

的成员创建。全国协调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委员会成员轮流担任党主席和书记等职。 

【卢森堡共产党】卢森堡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现有党员430余人，主席阿里·吕

克尔特。 

1.4.3 政府机构 

卢森堡政府由以下部委组成：首相府，外交部，农业、葡萄业和农村发展部，文化

部，数字化部，经济部，国民教育、儿童和青年部，男女平权部，能源与土地规划部，

高等教育和研究部，环境、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部，家庭和融入部，财政部，公共职能部，

内政部，司法部，住建部，动产和公共工程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卫生部，内部安全

部，社会安全部，体育部，就业和社会经济融合部。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截至2021年12月，卢森堡全国总人口数为63.8万，其中卢森堡人占52.8%，外籍人

占47.2%（主要为葡、法、意、比、德、英、荷侨民）。13  

在卢森堡的华人除少数老华侨外，多为改革开放后赴卢森堡的新移民。大部分华人

经营餐饮业和贸易，目前卢森堡中餐馆总数超过300家。 

1.5.2 语言 

卢森堡母语是卢森堡语，官方语言是法语、德语和卢森堡语。法语多用于行政、司

法和外交；德语多用于报刊新闻；卢森堡语为民间口语，亦用于地方行政和司法。近年

来，英语也在当地逐渐普及和使用。 

                                                   

12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402/1206x0_6794

04/ 

13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402/1206x0_679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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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宗教和习俗 

【宗教】全国97%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教徒恪守教规，信奉神灵，习惯佩挂十

字架项链等饰物，忌讳数字“13”。绝大多数卢森堡人把圣诞节列为最重要、最受喜爱

的节日。 

【习俗】卢森堡人真诚、豪爽、重感情，社交场合衣着整齐、得体。在社交场合与

客人相见时，要与被介绍过的客人一一握手，并报出自己的名字；亲朋好友之间相见，

习惯施拥抱礼；与女士见面还可施吻手礼。 

卢森堡人见面的称谓与问候颇为讲究，要在姓氏前冠以先生、小姐、夫人和头衔等

尊称。只有在亲密的朋友之间才用名字相称。 

在卢森堡想与对方见面必须事先约好，贸然到访属于不礼貌行为，甚至会被拒绝见

面。无论商务还是私人约会，一定要准时。去家里拜访，按惯例要给女主人送鲜花，递

交给女主人时要拆掉包装纸。 

无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宴会上，都要祝酒。在卢森堡，人们见面交谈忌讳打探个人

收入、年龄、宗教信仰、情感等隐私。 

卢森堡人饮食习惯上以西餐为主，也喜欢吃中餐。 

1.5.4 科教和医疗 

【科技】卢森堡政府十分重视科研工作，卢森堡国家研发和创新预算不断增加，从

2000年的2800万欧元（占GDP的0.13%）增加至2016年的6.7亿欧元（GDP的1.6%）。政

府的目标是继续将研发相关支出增加到占GDP的2.3 - 2.6%。重要的科研机构有：卢森堡

大学中心、高等技术研究、大公国研究院、地球动力研究中心等。 

【教育】卢森堡实行免费教育。法律规定，年满4岁儿童必须接受12年义务教育。

2014/15年度在校小学生3.20万人，中学生1.25万人，中等技术学校学生2.72万人，大学

生6842人，在外留学生7703人（主要在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留学）。卢森堡政府高度重

视文化发展。2018年该国教育预算占国家支出的3.67%。14 

2003年卢森堡建立第一所完整的大学——卢森堡大学。就读卢森堡大学的学费（注

                                                   

14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Luxembourg/Education_sp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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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费）前两个学期为400欧元/学期，第3至第6学期为200欧元/学期。15 

【医疗】卢森堡医疗保险制度十分完善，覆盖了所有公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在卢森

堡居住以及工作的外国人，也可以享受国家医疗保健系统。加入医保体系的居民可直接

到综合医院、专科诊所或牙科诊所问诊。诊疗费用的返还率有80%、95%、100%三个档

次，医药费的返还率有0、40%、80%、100%四个档次。 

根据卢森堡统计数据，2019年人均医疗费用为6757美元，占该年总GDP的5.4%。16 

卢森堡无地区性传染性疾病，没有中国政府派出的医疗队。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工会】卢森堡有四大工会：独立工会联盟、天主教工会联盟、白领工会联盟和公

共职能总联盟。卢森堡的就业者参与工会比率约为65%，比周边国家高。工会与政府和

雇主联盟进行有关谈判、签署有关集体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增长等问题的协议。 

（1）独立工会联盟：卢森堡最大工会组织，下设15个行业工会，成员超过7万名。

该工会以劳动平等为宗旨，主要工作目标包括推动教育培训机会平等、劳动待遇平等、

男女平等、本国劳力和外籍劳力平等，推动工会权利发展，改善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

工会还积极参与国家社保体制改进和私有化进程，并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本国和在

卢外国劳工权益。该联盟是国际工会联盟和欧洲工会联盟成员，与欧盟主要国家工会联

盟有紧密合作关系。 

（2）天主教工会联盟：卢森堡第二大工会组织，约有4万名成员。该工会除积极捍

卫劳工权益、与政府和雇主进行有关工资和劳动条件谈判以外，还为其成员家庭及其子

女提供一系列服务。 

（3）白领工会联盟：由银行保险雇员协会和三个白领雇员工会组成，是卢森堡金

融业工会联盟，成员逾2万人，占卢森堡银行职员总数的71%和保险业职员的90%，主要

为金融业雇员维护权益。 

（4）公共职能总联盟：卢森堡公务员的工会组织，由60余个公共部门工会组成，

                                                   

15https://wwwen.uni.lu/students/students_and_money/budget 

16 https://cn.knoema.com/atlas/%e5%8d%a2%e6%a3%ae%e5%a0%a1/topics/%e5%81%a5%e5

%ba%b7/%e5%8c%bb%e7%96%97%e4%bf%9d%e5%81%a5%e6%94%af%e5%87%ba/%e4%ba%

ba%e5%9d%87%e5%8c%bb%e7%96%97%e6%94%af%e5%87%ba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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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约2.8万人。该工会组织除履行一般的工会职能外，还积极参与国家有关政治政策议

题。 

【其他非政府组织】卢森堡政府批准设立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分

支机构）有80余个，是卢森堡社会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在卢森堡国内政治、经济、文化、

劳工权利、对外人道主义援助与合作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包括：卢森堡红十字

会、慈善总会、残疾人协会、“绿色行动协会”等。 

1.5.6 主要媒体 

【电视媒体】卢森堡本国电视频道有：RTLTé lé  Lëtzebuerg、Nordliicht TV、

Uelzechtkanal、dok -den oppene Kanal和Chamber TV，另外，普通有线电视用户还能收到

约40个国外电视频道。卢森堡电视台用法语、德语、荷兰语、卢森堡语播送，星期日还

有意大利语节目。 

【广播媒体】卢森堡自1991年以来实行了广播自由化，目前有7个全国频道和14个

地方频道。主要频道的经营者包括卢森堡国家广播公司和RTL集团。卢森堡广播电台用

卢森堡语、法语、德语、英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广播。 

【报纸媒体】卢森堡有8种日报、9种周报及20余种月报、杂志等。其中影响较大的

报纸有：《卢森堡言论报》（德文，日发行7.5万余份）；《日报》（德文，日发行2.5

万余份）；《新闻》（德文，日发行2万余份）；《洛林共和报》（法文，日发行2万余

份）等。 

【网络媒体】卢森堡本国网站数量约6000个，其中5000多个为商务企业网站。主要

针 对 商 务 投 资 指 南 的 网 站 是 卢 森 堡 企 业 门 户 网 站 ：

www.guichet.public.lu/entreprises/en/index.html。 

【媒体协会】卢森堡主要媒体协会有：卢森堡记者协会、卢森堡记者联盟、卢森堡

报纸编辑协会等。另外，卢森堡还设有新闻委员会，保护新闻自由和记者权利。 

【对华态度】当地主流媒体对华报道基本持客观中立立场，负面报道相对较少。 

1.5.7 社会治安 

卢森堡政局稳定，社会安宁，首都卢森堡市连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最安全城市”。

根据卢森堡政府公布的数据，2021年，卢森堡刑事犯罪总案件数量为42875件，较2020

年增加6.8%；同年查获毒品犯罪共计3733件，较2020年减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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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纽约数据公司Knoema的调查显示，2020年卢森堡共发生谋杀案件1起，每

10万人比率（下同）为0.2；袭击案件650起，比率为101.1；绑架案件39起，比率为6；

抢劫案件493起，比率为76.7。17  

卢森堡法律规定，符合条件的个人经批准可持有枪支。当地没有反政府武装，截至

2021年未发生恐怖袭击及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和绑架行为。 

【难民问题】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统计年鉴》和数据文件显示，截

至2021年年底，卢森堡难民数量为6011人。18 

1.5.8 节假日 

法定假日共10天，包括：1月1日新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复活节；5月1

日劳动节；5月9日欧洲日；复活节40天后的周四，基督升天节；复活节后50天，圣灵降

临节；6月23日国庆节；8月15日圣母升天节；11月1日圣人纪念日；12月25日圣诞节；

12月26日圣艾蒂安节。 

每周六、周日为公休日。 

  

                                                   

17https://knoema.com/atlas/Luxembourg/Number-of-homicides 

18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M.POP.REFG?locations=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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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经济增长率】21世纪以来，卢森堡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2008年，卢森堡经济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出现衰退，增长率仅为0.8%；2009年为-5.3%；2010年卢森

堡经济出现回暖，经济增长率达2.7%；2011年卢森堡经济增速为1.6%；2012年受欧元区

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仅有0.3%；2013年经济复苏加速，经济增长率为2.1%，人均

GDP为10.99万美元，2014年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增长率为2%，2015经济增长率达

4.8%，2016年达5%。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卢森堡经济出现衰退，增长率为-1.8%。

2021年疫情态势趋于平缓，与市场的预期一致，卢森堡2021年的经济实现了6.9%的较大

回升。 

 

表2-1  2017-2021年卢森堡经济增长情况 

年份 GDP（亿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经济增长率（％） 人均GDP增长率（%） 

2017 657.1 11.02 1.3 -1.12 

2018 712.9 11.73 2.0 0.06 

2019 702.0 11.32 3.3 1.28 

2020 733.5 11.64 -1.8 -3.4 

2021 867.1 13.57 6.9 5.4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 

 

【GDP产业结构】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卢森堡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19%、11.41%、79.32%。 

【财政收支】卢森堡财政状况一直较好，财政收支基本保持平衡。2021年，卢森堡

财政收入316.65亿欧元，较上年增长35.73亿欧元，财政支出310.15亿欧元，政府债务占

GDP比重为24.4%。 

【外汇储备】截至2020年12月，卢森堡国际储备为10.08亿欧元。其中，黄金储备为

                                                   

19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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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亿欧元，特别提款权为2.97亿欧元，IMF储备头寸为3.83亿欧元，其它储备为4.11亿

欧元。卢森堡外汇储备为2.17亿欧元。2021年12月卢森堡的外汇储备达189.34百万美元。

20 

【通货膨胀率】2021年，卢森堡的通货膨胀率为2.2%。21 

【失业率】2021年，卢森堡的失业率为5.23%。22 

【主权债务评级】截至2021年6月29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对卢森堡主权信用评级

为AAA，展望为稳定。 

2.2 重点/特色产业 

 金融业、钢铁业和广播电视业是卢森堡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 

【金融服务业】卢森堡是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全球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和

欧元区最大私人银行业务中心。除了欧洲法院、欧洲议会秘书处、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

投资基金等设在卢森堡外，全球最大的多边贷款方发行的债券在卢森堡证交所上市。根

据经合组织最新的统计，卢森堡是世界排名第四的国际金融中心、欧元区最大的国际金

融中心、欧元区内最重要的私人银行中心、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的投资信托中心。 

银行、保险和证券在服务贸易中占举足轻重地位。卢森堡金融业涉及的产品系列齐

全，服务高度发达，私人银行、公司金融、资产担保债券、证券化、国际退休基金、投

资基金等均有涉及，且当地开发的保险（再保险）产品出口活跃。截至2020年年底，卢

森堡拥有132家上市银行，其中外国银行占78%； 91家保险公司，包括42家财产保险公

司、46家人寿保险公司和3家综合性保险公司；还有208家再保险公司，组成了卓越的金

融服务网络。卢森堡的银行业总资产达到8150.54亿欧元，约是其经济总量的11倍。 

卢森堡作为金融中心，证券市场发达，早在1928年就建立了证券交易所，并于1962

年批准了卢森堡第一只投资基金。1969年4月，世界第一笔外汇债券在卢森堡发行，此

                                                   

20 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indicator/luxembourg/foreign-exchange-reserves#:~:text=%E

5%8D%A2%E6%A3%AE%E5%A0%A1%E7%9A%84%E5%A4%96%E6%B1%87%E5%82%A8%E5

%A4%87%E5%9C%A8 ， %E5%85%B1280%E4%BB%BD%E8%A7%82%E6%B5%8B%E7%BB%93

%E6%9E%9C%E3%80%82 

21https://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oz/1206_25/1206x0/t9511.htm 

22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LUX/luxembourg/unemployment-rate#:~:text=Luxembour

g%20unemployment%20rate%20for%202021，a%201.54%25%20decline%20from%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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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创举使得该证券交易所从大量涌入的欧洲货币中获益匪浅，这些货币被转化为欧洲债

券，为世界各地的债权人所认购，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开始逐渐成为欧洲债券的晴雨表。

经过多年发展，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已在国际证券和投资基金领域确立不可替代的位置，

成为欧洲证券上市与交易的主要场所。大部分位居世界500强的银行在卢森堡都设有分

支机构，包括法国巴黎银行、西班牙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汇丰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 

卢森堡金融推广署数据显示，卢森堡离岸人民币业务特色鲜明，核心业务集中在点

心债、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基金以及人民币投资基金等三大领域。在点心

债发行方面，卢森堡已经成为欧洲点心债发行中心。从发行主体来看，欧洲本地投资者

点心债发行量占总体发行量的47%，来自美国、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投资者分别占14%、

5%和34%。卢森堡的投资基金行业在2021年实现了几乎不间断的增长。在年初突破5万

亿欧元大关后，管理资产在年底攀升至5.8595万亿欧元。23 

【钢铁工业】卢森堡紧邻法国北部阿尔萨斯—洛林铁矿和德国萨尔煤矿，具有发展

钢铁业的天然优势。钢铁业是卢森堡传统工业，是其工业领域里最重要的部门。目前就

业人数约6000人。卢森堡本土钢铁业以炼钢设备整体设计制造、开发生产技术程序软件

见长。2019年，卢森堡国内钢铁产量222.8.万吨，产值占GDP比重为1.5%。2020年，卢

森堡的钢铁产量预计为188.5万吨。24 

【广播电视业】卢森堡广播电视业起源于20世纪初期，于1931年成立了广播公司，

1954年更名为广播电视公司（CLT），1997年CLT公司与德国UFA公司合并组成欧洲最

大免费电视和广播公司CLT-UFA，2000年该公司与英国Pearson电视公司合并组成欧洲

最大广播电视集团RTL。目前该集团在10个国家拥有52个电视台和29家广播电台，节目

覆盖整个欧洲。截至2021年底，RTLTéléLëtzebuerg是卢森堡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法国

电视频道TF1以接近10%的覆盖率排名第二，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公共频道ZDF。25 

欧洲卫星公司成立于1985年，总部设在卢森堡。该公司通过运营ASTRA、

AMERICOM及NEW SKIES卫星系统为客户提供电视、广播和多媒体直接到户的信息传

                                                   

23 https://www.luxembourgforfinance.com/en/news/luxembourgs-financial-centre-sees-continued-g

rowth-across-all-sectors/#:~:text=Uninterrupted%20growth%20for%20investment%20funds ， %2C8%

25%20increase%20（cf. 

24https://tradingeconomics.com/luxembourg/steel-production 

25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41789/reach-tv-stations-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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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服务，是世界第二大卫星运营商。其卫星信号全球覆盖率达99.999%，该公司拥有卫

星数量40颗，居欧洲首位、世界第二。公司还参股SES SIRIUS、QUETZSAT、CIEL等

多家卫星运营商。 

【数字经济】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2021年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标（DESI）》，2020

年卢森堡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排名第10位，低于上年水平。根据疫情之前的数据，卢公

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取得了重大进展，排名上升两位，这主要得益于为企业提供的数字公

共服务和预先填写的在线表格服务得以优化。同样，卢森堡在网络排名中上升一位，高

于欧盟平均水平。在人力资本维度上和数字技术的整合上，卢森堡的排名下降了一位，

仍然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下降幅度最大的指标是互联网服务的使用维度，从第 9位下降

到第12位，基本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在2021年版的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中，

卢森堡在27个欧盟成员国中排名第8。26 

【能源、建筑、工业、交通等行业绿色发展的情况】 

（1）能源。目前，卢森堡有10.2%的电力来自低碳能源。主要的低碳电力是风力发

电。 

2020年，卢森堡与欧洲航天局（ESA）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将设立“欧洲太空资源

创新中心”（缩写为ESRIC）。ESRIC的目标是利用太空资源进行人类和机器人探索，

以及发展未来的太空经济，成为在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商业和经济方面受国际认可

的专业知识中心。ESRIC总部位于卢森堡，将与从事太空领域的上市和私营国际公司合

作，在欧洲建立太空资源卓越中心。ESRIC的设立是卢森堡政府SpaceResources.lu倡议

的一部分，该倡议于2016年发起，旨在建立一个生态系统，以促进开展、探索与使用太

空资源有关的活动。ESRIC的活动将专注于太空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将借鉴公共研究及

其设施的卓越成果，并发挥私营部门的主动性和效率。该中心还将通过支持商业倡议和

初创企业、提供企业孵化组件及促进太空和非太空产业之间的技术转让，来促进经济增

长。2020年11月18日，卢森堡经济部、卢森堡科学技术研究所（LIST）与ESA就ESRIC

的合作活动签署实施协议。卢森堡经济部是卢森堡航天局（LSA）的监管机构，而LIST

是领先的使命驱动型研究和技术组织。ESRIC由LIST运营并管理。合作内容包括，ESA

将负责提供设备，在ESRIC实施研究活动，并为企业孵化器提供技术和商业支持等。2021

                                                   

26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desi-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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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一年一度的EsriDays对于想要了解ArcGIS平台的全部潜力、学习新应用程序以

及了解工具如何简化工作的每个人来说都具有重要作用。27 

（2）交通。2020年2月29日，卢森堡取消了火车、有轨电车和公交车的票价，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提供免费公共交通的国家。卢政府表示，这旨在解决道路拥堵、污染问题

以及为低收入者提供支持。此项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世界500强企业】总部设在卢森堡的安赛乐米塔尔公司是世界最大钢铁集团。该

集团在2006年由安赛乐和米塔尔两大钢铁集团合并而成。安赛乐米塔尔集团2015年粗钢

产量1.3亿吨，销售额794亿美元，员工总数20.94万人。该集团在2021年营业收入765.71

亿美元，销售额149.56亿美元，2022年全球财富500强中排名第153位。 

2.3 基础设施  

卢森堡地处西欧中心，作为以金融服务和贸易物流为经济主导的发达国家，具备四

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和完善的邮政电信网。 

2.3.1 公路 

交通和公共工程部管理着全国约165公里的高速公路、837公里的国道、1891公里的

重修道路和约650公里的自行车道，约占卢森堡整个公路网的一半。它的主要活动是高

速公路、隧道和国家公共道路网络的建设、维护和现代化改造。卢森堡机场的基础设施、

默特特内陆港口以及可通航的通道和银行也由“桥和通道管理局”负责。它还负责高速

公路网络的交通管理、ITS、公共照明、交通信号灯和标志的管理。28 

2.3.2 铁路 

卢森堡运行铁路总长275公里，连接欧洲各大铁路网络。2006年开始，卢森堡和巴

黎之间开通了高速铁路（TGV），与周边的比利时、德国、荷兰也有相应的铁路客运、

货运相连。卢森堡国家铁路公司（卢森堡语：Société Nationale des Chemins de Fer 

Luxembourgeois）简称卢森堡国铁（CFL），是卢森堡大公国的国营铁路运营商，拥有

超过3000名员工，是该国第七大企业雇主。其主要经营在卢森堡境内的铁路客运业务及

                                                   

27https://esribelux.com/esri-days-2021/ 

28https://www.cedr.eu/data-surv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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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条线路的巴士业务，跨境连接则多与邻国的法国国铁、德国铁路和比利时国铁联合

运营。卢森堡市公共交通主要是铁路和公共巴士，没有地铁线路。 

2.3.3 空运 

卢森堡因国土面积有限，仅有一个机场—卢森堡机场，本地有经营客运的Luxair和

经营货运的Cargolux Airlines International两家航空公司。2021年，飞机客运量为201万人

次，较2020年增长41%，但较2019年下降54%；飞机货运量较2020年增长19%，处理量

为112.5万吨。29 

卢森堡有直达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西班牙巴塞罗那、马德里，英国

伦敦，意大利都灵、米兰、罗马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等国的航线。 

目前，与中国尚未开通客运直达航线，可经由巴黎、苏黎世、伦敦等地转机至卢森

堡。重庆、上海、郑州与卢森堡目前开通了直达货运航线，其中每周两班直飞重庆，6

班直飞上海，一班飞北京和厦门。2014年，“郑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

横贯中欧的货运“空中丝绸之路”成功开启。 

2.3.4 水运 

卢森堡仅有一条可通航的河流——摩泽尔河，是莱茵河的第二大支流，在卢森堡境

内总长42公里。卢森堡唯一的货运港口——梅尔特尔港（Mertert），2018年发货量为20.96

万吨，其中钢铁产品为10.54万吨；卸货量53.79万吨，其中燃料约35.52万吨。 

通过水运可与德国、法国联通。2020年，人均水运货运量为9.1吨。30 

2.3.5 电力 

卢森堡能源进口依赖度达99%。2018年，卢森堡各类电厂装机容量为1711.53兆瓦，

发电量为466千兆瓦时。卢森堡从比利时、法国、德国三国输入电力，也向上述三国输

出电力。据卢森堡统计局数据，卢森堡的发电量在2020年12月达到2234GWh，而前一年

                                                   

29https://chronicle.lu/category/travel-1/39228-luxembourg-airport-sees-41-increase-in-passengers-

19-rise-in-cargo-in-2021#:~:text=Passenger%20numbers%20 （ 2.01%20million ） %20increased ，

registered%20around%204.4%20million%20passengers. 

30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ddn-2021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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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为1908GWh。31 

2.3.6 数字基础设施 

卢森堡提供了一个弹性且安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环境，价格实惠且易于访

问。银行业的国际安全要求使其拥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使更广泛的经济能够从高安全

标准中受益。此外，卢森堡是第一个建立名为LuxTrust的公钥基础设施的欧洲国家，用

于管理政府应用程序以及私营部门（电子银行、电子商务等）的电子签名和证书。目前，

23个高级数据中心正在运行，面积超过46000平方米，使卢森堡成为世界上数据中心密

度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些数据中心符合最高安全标准（TierIII和IV），并符合严格的节

能准则。卢森堡获得了一台具有巨大计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MeluXina），自2021年6

月开始运营。32 

【电话】2019年，卢森堡有线电话用户数为28万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51.8万户。 

【互联网】卢森堡政府十分重视建立信息型社会。2019年卢森堡家庭电脑普及率

97%，上网普及率97.8%，每日使用互联网的民众比率达97%。企业使用互联网的普及率

达到98%。 

【邮政】卢森堡经营综合邮政业务的是P&T Luxembourg公司，在全国设有116个邮

政局、1165个信箱。 

2.4 物价水平  

2.4.1 销售总额 

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21年卢森堡最终消费支出为402.6亿美元。33 

2.4.2 生活支出 

据最新数据，2021年卢森堡居民总储蓄率为20.41%。34根据卢森堡统计局公布的数

                                                   

31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cator/luxembourg/electricity-production 

32https://logistics.public.lu/en/why-luxembourg/logistics-infrastructure/digital-infrastructures.html 

33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CON.TOTL.CD?locations=LU 

34https://tradingeconomics.com/luxembourg/personal-savings#:~:text=In%20the%20long%2Dterm

%2C%20the，according%20to%20our%20econometric%20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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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四口之家在卢森堡的每月估计费用为3378.03欧元（不含租金），单人估计每月费用

为975.75欧元（不含租金）。在卢森堡市中心，带有一间房间的公寓平均月租价格为

1596.49欧元，带有三间房间的公寓平均月租价格为2771.74欧元。在卢森堡市中心以外，

带有一间房间的公寓平均月租价格为1386.21欧，带有三间房间的公寓平均月租价格为

2236.36欧元。35 

2.4.3 物价水平 

卢森堡金融数据统计资料网显示，2021年卢森堡的通货膨胀率为2.53%，比2020年

增长了1.71%36。卢森堡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卢森堡基本生活品价格为：面包

5.4欧元/千克，牛肉17.82欧元/千克，鸡蛋3.97欧元/打（12个），白米2.55欧元/千克，土

豆1.81欧元/千克，饮用水0.43欧元/升，37Diesel柴油1.34欧元/升，Euro-super 95汽油1.44

欧元/升。38 

2.5 发展规划 

2.5.1 发展规划 

近年来，卢森堡政府一方面促进金融中心发展，维护金融市场安全，另一方面也通

过不断改善投资环境、鼓励科技创新、积极发展高附加值行业，进一步提高本国整体经

济竞争力。 

2004年开始，卢森堡在继续鼓励金融业发展的基础上，积极鼓励物流运输、信息和

通信技术（ICT）、健康科技（包括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研究）、绿色清洁能源（太阳

能、风能以及可替代能源）和空间技术等行业发展。 

2017年4月，卢森堡政府宣布税改计划，主要内容包括：按照欧盟的标准并适当考

虑自身因素，承诺实施BEPS相关措施；2017年度以后发生的亏损可以冲抵申报年度应

税所得的比例不超过75%，可以往后结转17年；研究新的投资优惠措施；“额外投资抵

免”优惠的抵免率从12%提高至13%等。 

                                                   

35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country_result.jsp?country=Luxembourg 

36Luxembourg Inflation Rate 1960-2022 | MacroTrends 

37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country_result.jsp?country=Luxembourg 

38https://www.fuel-prices.eu/Luxembourg/ 

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LUX/luxembourg/inflation-rate-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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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经济多元化的目标，卢森堡政府正在努力吸引互联网企业。目前，Skype和

亚马逊等互联网公司已经将其区域总部搬到卢森堡。科技金融成为金融业界最新最热门

的题目，卢森堡政府宣布，卢森堡的金融行业要发展成为科技金融的标杆。NorthStar 

Earth & Space公司于2021年12月17日宣布决定在卢森堡设立欧洲总部。公司计划与卢森

堡高性能计算机MeluXina等本土机构合作，建立一个太空态势感知（SSA）、太空领域

感知和太空交通管理卓越中心。公司专注于提供高性能的天基物体跟踪服务，支持安全

的卫星运行，帮助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太空环境。39 

2.5.2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卢森堡与周边的国家均已经互通高速公路和铁路，为进一步促进交通便利，卢森堡

与周边国家的相关省（州）召开高级别协调会议，发展公路、铁路以及水路运输。2013

年1月17日，卢森堡与相邻的比利时瓦隆大区、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萨尔州和法

国洛林大区在卢森堡市召开第13次地区首脑会议，制定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确定公路、

铁路和水运的优先发展项目。 

【主管部门】卢森堡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部门是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部，主要职

责是制定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加强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具体内容包括公路、

铁路、航空和水路交通运输、公共工程建筑实施，跨国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协调与实施

等。  

【公路】与卢森堡相关的4项公路工程分别是：连接卢森堡与法国南锡的A31高速公

路已完成，但由于公路拥堵，在Meurthe-et-Moselle和卢森堡边境之间新建一条连接线的

项目，目前仍处于确定路线的阶段；联通比利时瓦隆大区—卢森堡市—德国萨尔州的A13

与A8高速公路，预计将于2023年10月完成；连接比利时A28与法国A30两条高速公路项

目，将拓宽从法国前往卢森堡的路径，预计将于2020-2030年之间完成；连接卢森堡和

德国特里尔的公路，未确定完工日期。 

【铁路】与卢森堡相关的两项铁路工程分别是：连接布鲁塞尔—卢森堡—法国斯特

拉斯堡的高速铁路项目，原计划于2020年完工，目前尚未完工，希望可于2028年前完成

                                                   

39 https://www.investinluxembourg-china.com/zh/news/northstar-earth-space%E5%85%AC%E5%

8F%B8%E5%9C%A8%E5%8D%A2%E6%A3%AE%E5%A0%A1%E8%AE%BE%E7%AB%8B%E6%

AC%A7%E6%B4%B2%E6%80%BB%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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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40；提升改造卢森堡—德国特里尔—德国科布伦茨铁路的基础设施，部分地区铺装

复线已于2015年完工。 

据《卢森堡日报》消息，卢森堡计划将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建立互联互通的铁路连

接。根据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和卢森堡国家铁路公司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开发

经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连接中国和卢森堡之间的铁路线路，通过铁路连通郑州和卢森

堡两个中欧之间的物流枢纽，开展换装、清关、堆存及分拨等业务合作，并在欧洲组织

货源等方面开展业务合作。按照初步规划，“郑州—卢森堡”国际货运班列由中国郑州

出发，经新疆阿拉山口出境，再由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保加利

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到达卢森堡。据卢森堡政府官网，2019年4月，

卢森堡至成都中欧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又一条“蓉欧快铁”线路的诞生，是中卢两国

在铁路运输合作上的全新起点，也是中卢双方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成果。打

通了与欧洲的陆路大通道，使四川与欧洲的时空距离从之前依靠海运的40多天缩短到了

11天41。 

【天然气、电力】在欧盟框架下进行的天然气、电力连接工程，主要涉及与比利时、

法国的联通建设。 

【资金来源】卢森堡基础设施资金有三个来源，一是本国财政资金安排，二是欧盟

框架下跨境项目的资金安排，三是私人部门的资金投入。外国投资者允许投资相关基础

设施建设，获得与本国投资者相同的待遇。 

2.5.3 对于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 

2018年，欧洲25个国家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宣言》。欧洲绝大多数国家表现出强

烈的合作意愿，希望通过加强协调，确保欧洲人工智能研发的竞争力，共同面对人工智

能在社会、经济、伦理及法律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卢森堡为签约国之一。卢森堡拟实

施《卢森堡国家研究和创新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推进数字化转型建设。 

2.5.4 绿色经济发展规划 

                                                   

40布鲁法铁路项目最新消息：Luxembourg et Belgique veulent accélérer la modernisation de la 

ligne Bruxelles-Luxembourg - L'Avenir （lavenir.net） 

41卢森堡到成都班列讯息来源：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aboutit au Luxembourg - Luxembourg 

（public.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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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的《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NECP） 草案确定了其2030年能源部门的目标。

政府决定在2030年前，将非碳排放交易系统的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降低50-55%，超过欧

盟确定减少40%的标准，符合低于2°/1.5°的全球温度目标。该草案中提到2030年可再

生能源目标占最终能源消费总量的23-25%，以及2030年能源效率目标不超过35.6 TWh 

的最终能源消费。 

卢森堡力推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和100%可再生电力。其能源部门目标

（特别是到 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50-55%）将需要实现其碳密集型能源结构的重大转变，

特别是减少交通部门对石油的严重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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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3.1.1 参加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情况 

【全球贸易协定】卢森堡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创始国之一，也是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创建时的正式成员。 

【区域贸易协定】1944年9月5日，卢森堡和比利时、荷兰三国政府在伦敦签署比荷

卢关税联盟协定；1958年2月3日，上述3国在海牙正式签署《比荷卢经济联盟条约》，

成立比荷卢经济联盟。 

卢森堡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国之一，现是欧盟成员国。 

3.1.2 自由贸易协定（FTA）情况 

卢森堡作为欧盟成员国，由欧盟在多边框架下谈签自由贸易协定。2000年7月1日，

欧盟与墨西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双方根据不同过渡期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欧方在

2003取消所有工业品关税，墨西哥则在2007年全部取消。双方在2010年之前，分阶段取

消农产品和渔产品的关税。 

3.1.3 卢森堡加入与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相关的国际协定、国际组织的情况 

卢森堡于1992年6月9日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4年5月9日批准，

公约于1994年8月7日生效。卢森堡于1998年4月29日签署《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5

月31日批准并生效。 

《巴黎协定》于2015年12月12日通过，并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欧盟于2016年10

月5日批准了该协定，卢森堡于2016年11月4日批准该协定。 

卢森堡议会2021年7月14日批准了“自然公约”法案。通过该契约，卢森堡环境、

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部发挥保护环境的积极作用，为实施流域地区管理计划的生态部分和

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战略做出贡献。 

3.1.4 辐射市场 

卢森堡虽然国土面积小、资源较为贫乏，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钢铁工业遭遇危机时

大力发展金融业，目前已发展成为欧洲第三大金融中心（仅次于伦敦和巴黎）、欧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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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债券市场，是辐射欧洲乃至全球的重要金融市场。卢森堡拥有居于欧洲中心的地理

位置和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优势，是工业投资、物流配送的一块宝地，可辐射至拥有约

5亿消费者的整个欧洲市场。 

3.2 对外贸易  

【货物贸易】由于2020年以来欧洲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危机，卢森堡对外

贸易出现波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2020年卢森堡货物贸易下降10.4%42。贸易逆差有所增

加43。2016-2021年卢森堡进出口贸易总量见下表： 

 

表3-1  2017-2021年卢森堡货物进出口贸易统计 

                                                                    （单位：亿欧元） 

年份 贸易总额 同比（%） 出口额 同比（%） 进口额 同比（%） 贸易逆差 

2017 316.43 7 126.6 6 189.83 7 -63.23 

2018 332.18 4 132.88 4 199.3 4 -66.44 

2019 337.54 1 132.45 0 205.09 2 -72.64 

2020 302.44 -10 119.44 -9 183 -10 -63.55 

2021 357 15 139.6 14.44 217.4 15.82 -77.8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1）主要贸易伙伴。卢森堡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英

国和美国等。 

出口方面：2021年，卢森堡出口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是德国，占26.72%；其次是法国，

占16.21%；第三位是比利时，占12.41%；荷兰和意大利，分别占6.32%和4.33%44。进口

方面：2021年度，卢森堡前5大进口来源国为比利时、德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进

口占比分别为34.01%、27.47%、10.96%、5.46%和2.62%。 

                                                   

42https://www.tresor.economie.gouv.fr/Pays/LU/commerce-exterieur#:~:text=Les%20quatre%20pr

incipaux%20partenaires%20du，et%20la%20France%20（8%25）. 

43https://fr.tradingeconomics.com/luxembourg/balance-of-trade 

44https://fr.countryeconomy.com/commerce/exportations/luxembourg 

https://fr.tradingeconomics.com/luxembourg/balance-of-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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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贸易商品结构。卢森堡出口商品主要包括贱金属及制成品、机电产品和工业

半成品；卢森堡进口商品主要包括汽车及运输设备、机电产品和化工产品。 

【服务贸易】新冠肺炎疫情导致2020年卢森堡服务贸易下降4.6%45。2021年，卢森

堡的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4%（+31.15亿欧元）。非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4%）和

进口（+2%）都有上升的趋势46。 

【数字贸易】2020年，卢森堡数字贸易总量为50.33亿欧元，其中出口11.14亿欧元，

进口39.19亿欧元，贸易盈余28.05亿欧元。 

3.3 吸收外资 

卢森堡凭借其金融中心优势和良好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外资，主要来源地包括德

国、比利时、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在卢森堡投资的主要跨国公司有固特异、德尔

福、杜邦公司、世界上最大的智能化设备生产商日本发那科公司等。世界各国主要商业

银行均在卢森堡设立了分支机构或代表处。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1年，卢森堡吸收外资

流量为-90.54亿美元，对外投资流量为253.98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卢森堡吸收外资

存量为10139.15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为12728.22亿美元。 

3.4 对外援助 

卢森堡经济发达，人均收入水平较高，是世界上主要的对外援助国，长期致力于消

除全球贫困，每年的官方发展援助预算占国民总收入（GNI）的1%。因此，卢森堡是少

数几个实现联合国目标的国家之一，即至少将其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对外援助和发展

合作。 

3.5 中卢经贸 

3.5.1 双边协定 

自1972年11月16日两国建交以来，中卢签定的主要双边协议有：商标注册互惠协议

                                                   

45https://www.tresor.economie.gouv.fr/Pays/LU/commerce-exterieur#:~:text=Les%20quatre%20pr

incipaux%20partenaires%20du，et%20la%20France%20（8%25）. 

46https://www.infinance.lu/actualites/balance-des-paiements-du-luxembourg-au-cours-de-lan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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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定期货运航班协议（1979年9月）、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1979年

11月）、投资保护协定（1984年6月，2005年6月续签）、避免双重征税协定（1994年3

月）、中卢民用航空运输协定（2002年11月）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卢森堡商会

合作协议（2006年9 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卢森堡中央银行签署了在卢森堡建立人民币

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2014年6月28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卢森堡大公国

驻华大使签署了中卢双边社会保障协定（2017年11月）。 

【货币互换】中国与卢森堡未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但在欧元区层面，中国人民银行

与欧洲中央银行于2013年10月9日签署了规模为3500亿元人民币/450亿欧元的中欧双边

本币互换协议，为双边经贸往来提供支持，维护金融稳定，互换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

方同意可以展期。经国务院批准，2015年4月，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

点地区扩大到卢森堡，初始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RQFII试点地区扩大到卢森堡，

是两国在金融领域深化合作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拓宽境外投资者人民币资产配置渠道，

扩大境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有利于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与卢森堡政府在1984年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国与卢森堡政府在1994年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卢森堡政府在2009年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卢签署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协议】无。 

【其他协定】中国和卢森堡签订的其他协定主要有：《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经济、工业、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1979年11月23日在北京签订）；

《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1979年11月23日

在北京签订）；《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议

定书》（1979年11月23日在北京签订）；《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2005年6月6日在北京修订）；《商标注册互惠协

议（1975年4月）》；《定期货运航班协议》（1979年9月）；《民用航空运输协定》（2002

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卢森堡中央银行签署了在卢森堡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

备忘录（2014年6月28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卢森堡大公国驻华大使于2017

年11月27日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卢双边社会保障协定》及其行政协议。 

3.5.2 双边贸易 



卢森堡（2022年版） 

 

26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和卢森堡货物贸易总额18.53亿美元，中国向

卢出口额14.42亿美元，自卢森堡进口额4.11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51.2%、51.9%和49%。 

 

表3-2  2017-2021年中卢双边货物贸易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累计比上年同期±％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2017 10.09 7.01 3.08 -35.4 -44.2 0.7 

2018 11.18 8.06 3.12 10.8 14.9 1.3 

2019 18.32 15.49 2.82 63.9 92.3 -9.5 

2020 12.26 9.49 2.76 -33.1 -38.8 -2.1 

2021 18.53 14.42 4.11 51.2 51.9 49.0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根据卢森堡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继续保持卢森堡第11大出口市场的地位，对

中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1.6%，中国也是第卢森堡11大进口来源国47。其中，卢森堡自

中国进口商品主要为贱金属及制品、机电产品和纺织品，2021年各项进口额分别为8603

万欧元、5278万欧元和4860万欧元；对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

化工产品，2021年各项出口额分别为6970万欧元、1224万欧元和1113万欧元。 

3.5.3 双向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1年中国对卢森堡直接投资流量15亿美元；截至2021年末，

中国对卢森堡直接投资存量181.3亿美元。 

 

表3-3  2017-2021年中国对卢森堡直接投资统计 

（单位：万美元）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年度流量 135,340 248,733 68,587 70,095 149,932 

                                                   

472021年数据：https://fr.countryeconomy.com/commerce/exportations/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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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存量 1,393,615 1,538,870 1,390,221 1,599,545 1,813,068*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注：“*”表示2021年末存量数据中包含对以往历史数据进行调整。 

 

中国企业对卢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业。 

【主要合作项目】1973年，中卢银行界开始建立代理行关系并进行业务往来。中国

银行1979年在卢森堡设立分行，1991年设立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1999年中国工商

银行在卢森堡设立了分行及有限公司。2013中国建设银行欧洲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

卢森堡分行成立；2014年11月，中国农业银行卢森堡分行成立；2015年3月30日，招商

银行卢森堡分行正式成立；2016年11月交通银行卢森堡分行正式挂牌成立。此外，华为

公司在卢森堡设立了分支机构，中国货运航空公司在卢森堡货运机场设有办事处，还有

少部分贸易、物流企业在卢森堡经营。2016年夏秋季，中方扬子江快运经营上海、郑州、

重庆及天津与卢森堡之间定期货运航线，每周共22班。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经营卢森堡

与北京、上海、厦门、郑州间的定期全货运航线，每周共18班。 

欧洲卫星公司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同为香港亚洲卫星控股公司的股东。安赛乐

公司在上海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占12%股份，该项目已于2005年11月投产。卢森

堡阿尔贝德钢铁公司在宝钢阿塞洛激光拼焊有限公司中占25%股份。安赛乐收购湖南华

菱钢铁集团29.97%的股份，并与华菱集团组建两家合资公司，分别是华菱安赛乐米塔尔

电工钢有限公司和中国东方集团。2014年6月15日，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

在湖南娄底市正式投产。2018年1月，卢森堡和中国经济部、中国国家航天局（CNSA）

在太空探索方面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oU），为科学的发展和实施提供一个框架。

2019年9月，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与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资本合作公司

（CICC）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项协议表明致力于连接资本市场，并促进跨境投

资。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1年中国企业在卢森堡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20万美元，完

成营业额297万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6人，年末在卢森堡劳务人员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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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4.1.1 吸引外资的优势 

卢森堡在地理、政局、政策环境等各方面具有吸引外资的优势。 

【地理位置】卢森堡位于西欧十字路口，西部和北部与比利时接壤，东部和北部与

德国接壤，南部与法国接壤，跨境贸易、投资和就业活跃，具有战略意义。 

【政局稳定】卢森堡的经济社会环境对商业金融发展有利。卢森堡实行大公作为象

征性元首的君主立宪制，党派之间协商一致；历届政府均是民主选举、平稳过渡，国家

经济政策保持高度的延续性；卢森堡拥有西欧发达国家中独特的政府、雇主代表和工会

三方协商机制，有利于避免社会冲突，使卢成为多年来经合组织国家中罢工天数最少国

家。 

【税收政策优越】卢森堡普华永道对2021年税率的研究显示，2021年卢森堡所有的

公司税率保持不变——公司所得税的标准税率将保持为17%，加上7%的“团结”附加税。

对于在卢森堡市开展活动的企业来说，总体有效的公司税率（包括市政营业税）仍为

24.94%。（卢森堡市议会已经在2020年7月6日的会议上确认，其2021年的市政营业税有

效税率保持在6.75%不变）。净财富税的标准税率保持在0.5%，最低净财富税的固定金

额和收费区间保持不变。对于基金来说，对净资产价值征收的认购税率也普遍保持不变

48。 

【融资环境宽松，金融服务完善】卢森堡作为欧洲重要金融中心，实施严格的银行

保密法，私营银行业务高度发达，资金出入没有特殊限制；金融服务业发达，有理财、

审计、税务等咨询服务专业；保险服务完善，便于风险投保。卢森堡的资产管理规模超

过3.5万亿欧元。 

根据卢森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31日，卢森堡注册的投资基金管

理的总资产再创历史新高，达到50501.32亿欧元。这意味着在一个月内增加了1.54%，

                                                   

48Luxembourg 2021 Budget – tax rates pegged， some new targeted anti-avoidance measures 

announced （pwc.lu） 

https://www.pwc.lu/en/newsletter/2020/luxembourg-2021-budget.html#:~:text=%28The%20Luxembourg%20Ville%20council%20has%20already%20confirmed%2C%20at,fixed%20amounts%20and%20charging%20bands%20will%20remain%20unaltered.
https://www.pwc.lu/en/newsletter/2020/luxembourg-2021-budget.html#:~:text=%28The%20Luxembourg%20Ville%20council%20has%20already%20confirmed%2C%20at,fixed%20amounts%20and%20charging%20bands%20will%20remain%20unal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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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前的数据为2020年底的49737.80亿欧元49。卢森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卢森堡投

资基金行业的管理净资产（AUM）稳步增长，截至2021年，其价值达到了约58590亿欧

元。这表明在过去12个月里，增长率为18%。2021年底达到的资产管理价值大约是2006

年的三倍，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卢森堡大公国的投资基金资产增长强劲50。 

卢森堡是欧洲最大的投资基金中心，在全球仅次于美国；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都选择卢森堡作为

其欧洲总部所在地。 

【劳动力素质高，社保体系完善】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欧盟单位劳动力生产率排名

中，卢森堡多年来稳居第一位。在卢森堡工作白领大都通晓3种以上语言，有约40%雇

员将英语作为主要工作语言。另外，卢森堡社保体系完善，费率较低（雇主方承担约12%）、

覆盖面广和高福利成为吸引人才的关键要素。 

【高品质人文环境】卢森堡整体经济社会政策以便利化和包容性强为特征，有利于

外国投资者融入当地社会。卢森堡居民中约43%是外国人，就业人口中约66%是外国人，

75%的卢森堡人会英语。另外，卢森堡教育体系完善、质量高，文化氛围浓厚，旅游环

境优美。上述“软环境”均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 

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20年卢森堡营商便利度在190个国家和

经济体中，排名第62位。 

【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欧盟发布的《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DESI）2021》，卢

森堡在27名欧盟委员会成员国中，全球数字经济领域潜力排名第8。该排名选取了全球

117个地点的数据。对经济潜力的评估基于人口、人口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

GDP、人均GDP、年均GDP增长率（2013-2017）和预计年GDP增长率（2018-2022）。 

在网络供应商思科的“数字化就绪指数”（Digital Readiness Index）中，卢森堡位

列第二——仅次于新加坡。在为初创企业提供最好条件的比较中，卢森堡甚至排名第一。

在卢森堡，国家支持初创企业，并且有着活跃的风险投资市场。卢森堡在数字化基础建

设上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宽带互联网全区域覆盖。下载速度超过每秒30兆比特的特快互

联网覆盖率达到96%，这使卢森堡成为欧洲领先者（欧洲平均水平为74%）。卢森堡在

                                                   

49Luxembourg: net AUM fund industry 2021 | Statista 

50• Luxembourg: net AUM fund industry 2021 |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26515/net-assets-under-management-in-luxembourg-fund-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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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可用性上也获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成绩。公共领域到处都有无线网络热点。 

【政府支持创业创新发展等方面的举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度全球

创新指数》显示，在132个国家和地区中，卢森堡综合指数排名第19位。卢森堡鼓励创

新型公司增加研发活动，工业研究项目可得到50%的直接资金支持，竞争前发展活动项

目可得到25%的直接资金支持。2009年通过的法律对中小型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支持，符

合资格的企业能够通过咨询，临时雇佣专家，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来得到政府的联合融资。

政府也鼓励企业同研究机构一起合作。 

卢森堡国家创新与研究促进局是负责创新及研究推广的官方机构，为企业提供免费

的相关定制服务，该费用由国家及欧洲的资金资助项目提供。该机构提供诸如鉴定研发

能力及要求，寻求合适的资金及技术支持渠道，规划自项目创立至管理的各个阶段。 

由于知识产权对各个创新型企业都至关重要，卢森堡在知识产权领域营造了优惠的

环境。自2007年12月31日开始，对专利、商标（包括域名）、设计、模型、软件版权收

入征税进行了高达80%的减免；公司自用的知识产权所产生的收入，也视为知识产权收

入。基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资本所得也将得到高达80%的豁免。而且，自2009年1月1日

以后，在获得知识产权过程中产生的净财富税也已被取消。 

国家创新与研究促进局为卢森堡的创新与研发以及国家和欧洲融资项目提供初步

信息和建议。服务对象包括：中小型企业和大型公司、私人研究中心和试验室、公共研

究中心和研究院、研究人员、企业创办者。此外，卢森堡政府建立了一所研究型大学和

多家公共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和培养卢森堡的研发活动，鼓励科技合作以及公私领域之

间的技术转让，刺激新型经济活动的涌现与发展。  

4.1.2 优惠政策框架 

在卢森堡境内的本国和外国投资，均可同等享受欧盟和卢森堡政府双重鼓励政策。

欧盟对于企业投资的鼓励政策包括欧洲发展银行提供的贷款、政府财政补贴、欧洲投资

基金提供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支持等。其中财政补贴一部分由卢森堡政府管理和发放

（主要是中小企业补贴），另一部分由欧委会直接发放（环保、研发、教育领域投资）。

另外，欧盟提供的信贷担保不是由欧洲投资基金直接提供，而是通过授权金融机构或投

资促进机构提供。 

各类投资的一般性鼓励政策、有关行业的投资鼓励政策及有关地区的鼓励政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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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融资、固定资产投资补贴及税收优惠。 

4.1.3 行业鼓励政策 

【物流业】主要优惠政策有：进口货物增值税无需预付或担保（一些特殊商品除外），

故欧盟外国家进口货物通过卢森堡中转至其他欧盟国家时，卢方不占用任何税务资金；

未在卢森堡注册的外国贸易商在卢森堡进口货物可委托在卢森堡的第三方税务服务公

司进行税务申报操作；海关手续实行网上无纸化操作；设立贸易商“信任名单”，列入

该名单的企业可享受简化海关手续优惠。 

【中小商业和手工业】相关补贴有：对固定资产投资提供最高为15%的补贴（中小

企业为7.5%）；贷款利息优惠，优惠额度在1-4%之间；中小企业创办的专业咨询费用可

享受最高为30%的补贴（补贴额不超过10万欧元）；参加展会可享受最高为50%的费用

补贴（不超过10万欧元）等。 

【工业和服务业】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有利、经济推动力较大、利于环保的工业和

服务业项目，可享受不超过7.5%（小企业可达15%）的固定资产投资补贴；税收方面，

有关新兴投资可享受前8年利润免税25%，再投资免税12%，条件是该投资对国内市场已

存在的相关企业不构成竞争。 

【环保和节能】开发可再生能源、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或节能项目的投资，可享受

最高为60%的固定资产投资补贴（中小企业可达80%），其中环保节能产业的研究费用

补贴可达50%。 

【科研和开发】基础科研和应用科研投资可分别享受最高为75%和50%的补贴；全

新行业投资可享受最高25%的补贴。 

【食品业】生产食品企业为提高食品卫生标准和品质而进行有关设备更新投资的，

可享受最高40%的设备补贴和75%的咨询费（不超过10万欧元）补贴。 

【广播电视制作】对于在卢森堡注册的影视制作公司制作的影视产品（广告、各类

新闻、色情暴力节目除外），可享受最高为30%的所得税减免。 

【电子商务】根据政府规划，卢森堡已投资建成欧洲地区在安全和传输两个方面具

有领先水平的数字中心，未来还会建立更大规模的ICT基础设施。这有利于电子商务企

业在卢森堡设立总部和数据处理中心，促进相关行业发展。 

4.1.4 地区鼓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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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地区】卢森堡政府为促进有关地区市镇的经济发展，划分出东南区（1个市

镇，Dudelange）、西南区（2个市镇，Differdange和Sanem）、北区（4个市镇，Clervaux、

Eschweiler、Wiltz 和Wincrange）和东区（4个市镇，Echternach、Mertert、Mompach和

Rosport）4个投资促进区。 

【行业要求】申请享受地区鼓励政策的投资，必须是对地区经济结构多样化和创新

发展有利的工业生产型或服务业企业，不包括以下行业：农业、渔业、船舶制造、煤炭

钢铁、合成纤维、金融、零售及自由独立职业。 

【促进政策】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享受最高为10%的固定资产投资补贴，小企业（雇

员50人以下，年营业额1000万欧元以下）享受比例为20%；享受最高达10年的所得税优

惠和一定的贷款利息补贴。 

4.2 金融环境 

卢森堡作为欧洲第三大金融中心，以私人银行业务、投资基金管理、欧洲债券发行

与买卖以及相关的银行间业务见长。卢森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金融业企业

进驻发展，使得卢森堡具备了优越、宽松的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卢森堡是最早进入欧元区的国家之一，欧元为可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与欧元可直

接兑换。2021年6月30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为1.1855。2021年12月31日的汇率为1.1326。 

 

表4-1  最近三年的汇率变化 

时间 欧元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2021年12月31日 1.1326 

2020年12月31日 1.2213 

2019年12月31日 1.1210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外汇牌价 

 

4.2.2 外汇管理 

卢森堡没有外汇管制，但有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反洗钱体系。在卢森堡注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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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企业可在卢森堡银行自由开设外汇账户，自由将合法税后利润汇出；在卢森堡工作

的外国人，其合法税后收入可全部转出。卢森堡规定携带1万欧元以上的现金出境需要

申报。 

卢森堡政府对于包括分红、资本汇回、利息、外债偿还、租赁费用、特许经营费用

以及管理费用等资本项目没有任何管制。资金汇出通常在24小时内完成。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中央银行】卢森堡于1998年4月设立了中央银行（BCL），主要职能是制定货币

政策、发行纸币、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等。网址：www.bcl.lu 

【商业银行】卢森堡当地主要商业银行有：卢森堡国家储蓄银行（BCEE）。 

【外资银行】卢森堡主要外资银行有：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Luxembourg S.A.），

BGL-法国巴黎银行（BGL-BNP PARIBAS），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 Bank & 

Trust），德国联合抵押银行（HVB Banque Luxembourg S.A），卢森堡国际银行（Banque 

Internationale à Luxembourg，BIL ）（原德克夏银行，被卡塔尔收购，卡塔尔占90%股

份，卢森堡政府占10%股份）。与中国国内银行合作较多的当地主要代理行：卢森堡国

际银行和BGL-法国巴黎银行。 

【中资银行】1979年，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成立，是中国银行继香港、伦敦和新加

坡之后设立的第四家海外分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欧洲大陆设立的第一家金融机构。

到目前为止，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交

通银行及光大银行等7家中国的银行选择卢森堡作为其欧盟总部。卢森堡已经成为中资

银行在欧洲的枢纽。卢森堡是亚洲以外地区最大的人民币贷款与存款中心。2014年7月，

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蚂蚁金服在卢森堡设立分办事处。 

中资银行及其联系方式如下： 

（1）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 

地址：55 Bd Royal, 2449 Luxembourg 

传真：00352-221-795  

个人金融服务：00352-268688220 

公司金融服务：00352-268688388 

信息咨询：00352-26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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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service_lu@bank-of-china.com 

网址：www.bank-of-china.com/lu/ 

（2）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 

地址：32，boulevard Royal, L-2449 Luxembourg  

邮箱：BP278, L-2012 Luxembourg 

电话：00352-26866621 

传真：00352-26866699 

综合管理：Office@eu.icbc.com.cn 

个人金融业务：Banking@eu.icbc.com.cn  

公司金融业务：Corporatebanking@eu.icbc.com.cn 

金融市场业务：FMD@eu.icbc.com.cn  

金融机构业务：FI@eu.icbc.com.cn  

资产管理业务：Asset_management@eu.icbc.com.cn 

网址：luxembourg.icbc.com.cn 

（3）中国建设银行欧洲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卢森堡分行 

地址：1, boulevard Royal, L-2449 Luxembourg 

电话：00352-286688 

传真：00352-28668801 

电邮：Enquiry@eu.ccb.com 

网址：lu.ccb.com/luxembourg/cn/index.html 

（4）中国农业银行卢森堡分行 

地址：65 boulevard Grande-Duchesse Charlotte 

电话：00352-279559900 

传真：00352-279550005 

（5）中国交通银行卢森堡分行 

地址：7 Rue de la Chapelle，L-1325 Luxembourg 

电话：00352-28688821 

传真：00352-28688899 

（6）招商银行卢森堡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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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0, boulevard Royal, L-2449 Luxembourg 

电话：00352-286666666 

传真：00352-286666333 

（7）光大银行卢森堡分行 

地址：10, avenue Emile Reuter, L-2420 Luxembourg 

电话：00352-266688106 

【保险公司】在卢森堡经营的最大的保险公司是荷兰全球保险集团（AEGON），

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上市人寿保险集团之一。 

4.2.4 融资渠道 

2021年10月，家庭住房贷款的固定利率仍然稳定在1.31%。2021年10月，每月新发

放的贷款量比上个月增加了600万欧元，达到4.59亿欧元。与去年相比，利率增加了4个

基点，而发放的贷款金额减少了8700万欧元。 

2021年10月，初始利率固定期为1年以上、5年以下的消费贷款利率在一个月内增加

了8个基点，达到2.65%，而在此期间业务量缩减了500万欧元，为2200万欧元。按年计

算，利率增加了5个基点，而业务量减少了600万欧元。原始期限不超过一年的家庭定期

存款的利率从2021年9月的51个基点下降到2021年10月的7个基点。在年度比较的基础上，

这一比率保持稳定。 

2021年10月，100万欧元以下贷款的可变利率增加1个基点，达到1.34%。这些新发

放的贷款量减少了2100万欧元，达到8.21亿欧元。与去年相比，这一比率下降了17个基

点，新发放的贷款金额增加了8800万欧元。2021年10月，100万欧元以上贷款的可变利

率2在一个月内增加了4个基点，达到0.97%。2021年10月，这些新发放的贷款额按月减

少了1.45亿欧元，达到35.27亿欧元。与去年相比，这一比率下降了28个基点，而发放的

贷款金额则增加了2.08亿欧元。2021年10月，初始期限不超过1年的NFC定期存款的利率

增加了9个基点，达到0%。在同比的基础上，这一比率增加了22个基点。51 

【贷款利率】卢森堡中央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5月，卢森堡家庭消费者的消

费贷款利率为2.89%（1-5年）52，截至2021年12月，卢森堡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为10-15年

                                                   

51 https://www.bcl.lu/fr/media_actualites/communiques/2021/12/taux-d_interet/index.html 

52 Banque centrale du Luxembourg - interest rates （bcl.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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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36%，25-30年期1.64%53。 

【融资条件】在融资方面，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融资基本条件包括：

（1）信用等级达到一定标准；（2）有可靠抵押担保；（3）现金流足以还本付息；（4）

诚信记录没有瑕疵；（5）项目本身可行性强、前景良好。 

中资企业可以使用人民币在当地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

行先后在卢森堡设立其欧洲总部，人民币计价的贸易融资在卢森堡一直顺利进行。人民

币贸易融资活动包括：进出口融资、信用证以及其它贷款担保。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 （LuxSE） 是绿色证券的发源地，早在 2007 年，其受欧洲投

资银行的委托在欧洲发行了首支绿色债券。2016年卢森堡成立了专门针对绿色债券的全

球上市平台——卢森堡绿色交易所（LGX），这是世界上第一家上市及交易绿色金融产

品的证交所，目前在卢森堡绿色交易所展示的绿色债券产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0%，

证券数量超过160支，发行量约1000亿美元。 

卢森堡在推动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方面经验丰富。2016年10月，为支持《巴黎协定》

的相关行动计划，卢森堡政府和欧洲投资银行启动EIB气候融资平台项目，该平台已经

为应对气候变化有重大影响的项目拨款超过3000万欧元。 

4.2.5 信用卡使用 

卢森堡当地信用卡使用比较普遍。中国境内银行办理的VISA卡和万事达卡均可在

当地使用，约有200余家商户可以使用带有“Union Pay”的银联信用卡。 

4.3 证券市场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29年，以专业、高效著称，并在发行国际债券、投资基

金及全球存托凭证领域拥有良好声誉。截至2016年底，卢交所的证券总数已经超37000

只。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产品中67%为债券，18%为基金产品，另有14%的权证和1%的股

票。与纽约、伦敦证交所相比，卢森堡证券交易所是世界公认的债券发行领导者，是欧

洲债券的“晴雨表”。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稳定的法律及监管体制、庞大的金融体系和

具吸引力的税收政策。自2005年开始，卢森堡证券交易所经营两大市场：受欧盟管制的

                                                   

53 Current rates in Luxembourg - Nexfin 

https://www.nexfin.lu/content/curren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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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受交易所管制的市场。 

卢森堡是欧洲离岸人民币中心，核心业务集中在证券投资，包括点心债、人民币合

格境外投资者（RQFII）基金以及人民币投资基金等三大领域。据卢森堡证券交易所数

据显示，截至2016年上半年，卢森堡上市交易的点心债共有81只，总规模为335亿人民

币。在亚洲市场之外，自2018年以来，卢森堡已成为点心债券发行的主要离岸中心。一

些最大的点心债券发行人包括中国银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德意志银行、大众汽

车和世界银行，等等54。 

在人民币投资基金领域，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75.6%的欧洲基金和44%的全球

基金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是卢森堡基金55。截至2016年上半年，卢森堡投资基金持有人民

币计价资产规模为1743亿元人民币，其中权益性资产总量为1440亿元人民币，债券性资

产总量为295亿元人民币。卢森堡金融推广署的报告显示，目前卢森堡基金约占投资于

中国内地的全球资产的三分之一。 

据卢森堡金融推广署介绍，在卢森堡的十大人民币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夏基金、中

国工商银行、摩根资管、Investec及Ashmore等。 

4.3.1 卢森堡投资基金 

根据卢森堡金融促进局（Alfi）近期公布的2021/2022年活动报告。2021年12月，卢

森堡投资基金的总净资产达到59000亿欧元大关，其中6630亿欧元为可持续基金56。 

【发展情况】据卢森堡金融推广署统计，卢森堡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3.4万亿欧元，

是欧洲最大的投资基金中心，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卢森堡基金占全球资产的23%，占投

资中国大陆的欧洲资产的68%。 

【投资载体分类】卢森堡投资基金载体主要可以分为UCITS（undertakings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 in transferable securities，集体投资机构）第一部分、UCITS第二部

分、专业化投资基金（SIF）及养老基金。基金注册发行需卢森堡金融监管委员会CSSF

审批并受其监管，其资产必须托管于某一卢森堡金融机构。 

                                                   

54自2018年以来：https://www.luxembourgforfinance.com/fr/la-place-financiere/renminbi/ 

55 https://www.luxembourgforfinance.com/fr/la-place-financiere/renminbi/ 

56  

https://www.alfi.lu/getmedia/5f1629f6-ca56-4afd-ab43-57e4d69970cc/alfi-annual-report-2021-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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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的法律形式】投资基金可通过以下3种形式： 

（1）普通合同基金（FCP，非公司形式，由特别的管理公司管理）； 

（2）浮动股本投资公司（SICAV）； 

（3）固定股本投资公司（SICAF）。 

后两者以投资公司（一般为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 

【集体投资机构，UCITS】根据卢森堡2002年12月20日关于集体投资机构的法律

（UCI法），UCITS第一部分规定项下的证券集体投资机构具有“欧盟护照”，即在欧

盟某一成员国审批后，不需再由目标市场审批，可在欧盟范围内自由发行股票或股份，

仅在销售文件形式上由目标市场国家监管机构进行审查。UCITS第二部分规定项下的证

券集体投资机构需在每一个目标市场所在成员国审批，需卢森堡金融监管委员会CSSF

审批后方可发行相应基金。UCITS免征所得税、净资产税，其分红、清算盈余、利息支

付等免征预扣税，每年缴纳年度注册税（0.05%），按每季度结尾净资产额计算。 

【卢森堡专业化投资基金（SIF）】SIF是卢森堡特有的集体投资机构形式，操作灵

活，面对机构投资者、专业投资者或投资额达125万欧元以上的投资者。它通过资本、

债务和隐蔽性融资工具进行融资。SIF税制与UCITS基本相同，年度注册税更加优惠

（0.01%）。向SIF提供管理服务免征增值税，非卢森堡居民投资者的利得免税（6个月

内实质性控股的股本收益除外）。 

4.3.2 风险资本投资公司（SICAR） 

【基本形式】风险资本投资公司可通过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等常见公司形式设

立，最低股本为100万欧元，公司以债务或资产形式进行风险投资，投资不必上市，公

司由CSSF审批并受其监管，其资产必须托管于某一卢森堡金融机构。 

【税收制度】SICAR适用公司税，但其来自投资股本或私有资产投资的所得免征所

得税，SICAR不适用公司净资产税和预扣税，非居民所获的分红亦免税。 

4.3.3 控股公司 

卢森堡为吸引外国投资，规定了三类控股公司形式（1929控股公司、家族资产管理

公司和卢森堡控股公司），鼓励金融投资，实行多项税收减免。因1929控股公司已被家

族资产管理公司取代，以下重点介绍后两类公司的相关规定和优惠制度。 

【家族资产管理公司（SPF）】面向私人财产管理，并不要求股东之间存在家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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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通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等形式设立，适用于普通公司法，注册不需事先审

批。SPF投资范围可包括股份、基金、期货券和结构性金融产品等，但不得直接进行房

地产投资、提供贷款或涉及其他公司管理，通常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其股份不

得公开发行。SPF的股东需具有以下资格之一：一是管理本人私人财产的个人、家庭或

个人组成的投资俱乐部；二是代理个人的机构，如信托、个人基金会等；三是代表上述

两者的中介机构。 

关于面向SPF的税收制度，SPF可免征公司所得税、市镇商业税、净资产税和个人

提成税，一般无需进行增值税登记，仅需付注册税（包括注册和修改章程时的75欧元/

案；税率为0.25%的年注册税，上限12.5万欧元）。SPF受银行保密法保护，但由于其已

享受前述税收优惠，不得享受避免双重征税条约和欧盟母子公司税收优惠指令有关优惠。

另外，SPF如对其非卢森堡居民的非上市公司控股，每年所获收入不得超过其分红收入

总额5%。 

【卢森堡控股公司（SOPARFI）】SOPARFI为卢森堡特有控股公司，除控股或业务，

还可从事其他工商活动，如贷款（同一集团内）、房地产、专利开发管理。它按一般商

业注册进行，其章程中拟定的工商活动需取得相应的营业执照。 

SOPARFI主要优势在于可充分享受卢森堡与外国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由欧

盟母子公司税收优惠指令的有关优惠。在卢注册的SOPARFI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时，对

于其子公司获得的分红收入可免预扣税：母公司为在卢森堡注册控股公司，对国外子公

司控股超过10%或控股额高于120万欧元；子公司所在地所得税制相似；连续控股时间

12个月以上。对与卢森堡签署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地区）及欧盟内国家，如在

卢森堡控股公司为子公司，相应满足上述条件的，母公司从该控股公司获得的分红收入

免征预扣税。 

中国与卢森堡签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国香港与卢森堡也签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通过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之间的税收

安排，中国大陆母公司通过在港投资、进而在卢森堡设立控股公司，可整合母公司对欧

洲投资和贸易业务，实现合理避税和融资多样化。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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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水电供应充足。水分为普通水和循环利用水，实行统一价格；电、气价格则

根据不同用途采取不同价格。供电局制定不同消费套餐，用户可根据用电规模、用电时

间选择不同套餐，有关价格根据指数计算。 

在2021年电力市场的详细数字中，一个普通的住宅用户支付每千瓦时（kWh）0.1988

欧元。平均来说，对于一个年消耗4000千瓦时的用户，每年的账单为795欧元，即每月

约66欧元。 

 

表4-2  2021年卢森堡水电气油价格（平均价格） 

消费用途 

水 

（欧元/立方米） 

污水处理 

（欧元/立方米） 

汽油 

（欧元/升） 

电 

（欧元/千瓦时） 

燃气 

（欧元/兆瓦时） 

家庭 4.25 2.19 1.715 0.1988 0.042 

工商业 3.5 2.19 1.620 0.12 0.033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卢森堡统计局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基本情况】卢森堡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劳动市场呈现本国劳动力（包

括外籍居民）和来自3个邻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的跨境劳动力并存的特点，且因

卢森堡主要产业为金融服务业，劳动力素质普遍较高。 

【平均工资】2021年，卢森堡税前平均年工资水平为6.49万欧元。排名前五位的高

收入行业分别为金融及保险（9.9万欧元）、教育（9.8万欧元）、专业、科学及技术活

动（8.9万欧元）公共行政（约8.7万欧元）、健康及社会活动（约7万欧元）。 

【最低工资及社保税费】2021年6月，卢森堡最低工资为每月2141.99欧元。2022年4

月，卢森堡最低工资为每月2313.38欧元。57 

（1）养老保险 

参保人员缴纳8%，自我雇佣人员缴纳16%，雇主缴纳8%，政府补贴8%，缴纳的基

数为员工的工资收入，最低为政府规定的最低月度工资标准，最高不得超过最低工资的

                                                   

57资料来源：卢森堡劳动监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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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倍。                                                                                                                                            

（2）医疗和生育保险 

参保人员和领取养老金人员缴纳2.8%，自我雇佣人员缴纳6.1%，雇主缴纳2.8%，政

府补贴29.5%，缴纳的基数为员工的工资收入，最低为政府规定的最低月度工资标准，

最高不得超过最低工资的5倍。 

（3）工伤保险 

参保人员不需缴纳，雇主缴纳0.9%，政府补贴50%的管理成本，缴纳的基数为员工

的工资收入，最低为政府规定的最低月度工资标准，最高不得超过最低工资的5倍。 

【外籍劳务需求】卢森堡主要的劳动力来自3个邻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欧

盟其他国家以及欧盟外其他国家。逾75%的劳动力来自国外，卢森堡本国国籍的劳动力

不足25%。3个邻国的跨境工作者占总劳务人口的46%，其中50%为法国籍跨境工作者。

58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土地价格】卢森堡整个国家建筑用地价格根据地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建筑用地

价格中位数为583.12欧元/平方米，平均数为687.42欧元/平方米。2015-2017年期间，卢

森堡国家北部许多城市的土地约为250-300欧元/平方米，卢森堡首都的土地则约为2000

欧元/平方米。59 

【房屋租金】卢森堡市公寓房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35.58欧元/月。根据地理位置不

同，价格从22.83欧元/平方米/月到44.03欧元/平方米/月不等。独栋或别墅住宅平均租金

约为每平方米20.11欧元。办公室租金根据地理位置有所不同，卢森堡市中心CBD区价

格约为52欧元/平方米/月（不含税）。60 

【房屋售价】在卢森堡，购买住宅价格因地产位置和档次而存在较大差异，2021年

12月公寓房全国平均价为8344欧元/平方米，新建公寓房全国平均价为8877欧元/平方米。

首都卢森堡市购买新建公寓房平均价格为13829欧元/平方米，二手公寓房平均价格为

                                                   

58资料来源：卢森堡统计局 

59资料来源：卢森堡国家行政门户网站 

60资料来源：卢森堡住房部，JLL Luxembou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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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3欧元/平方米。61 

4.4.4 建筑成本 

卢森堡建筑价格指数在2021年上半年上涨了4.9%，在2021年10月至2022年4月期间

上涨了 8.6%。2021年整年，住宅建筑价格上涨了13.9%，达到了自1975年4月以来的最

高水平。这种涉及建筑整个行业的异常和普遍增长主要是由于许多建筑材料和石油产品

的价格飞速上涨。62 

  

                                                   

61资料来源：卢森堡住房部网站 

62资料来源：卢森堡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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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规政策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5.1.1 贸易主管部门 

卢森堡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是经济部，其主要职责是制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企

业管理、投资、能源领域的相关政策；管理对外贸易、市场竞争秩序、质量监督、消费

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投资促进、海事等。 

5.1.2 贸易法规体系 

卢森堡本国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商法》《竞争法》《商业活动法》《商

品安全法》《消费信贷法》《专利法》。卢森堡是欧盟成员国，主要实施欧盟贸易法规。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卢森堡作为欧盟成员国，执行的是欧盟的共同贸易政策，主要包括共同税则、共同

进口管理、共同出口管理、贸易救济措施、市场准入战略、贸易壁垒规则、产品质量标

准等。 

【进口管理】主要体现在进口许可制度，包括监管、配合管理和保障措施三类。采

取监管措施的产品主要来自部分钢铁产品、农产品和来自中国及越南的纺织品和鞋类。

欧盟实施配额措施的税目有89个，农产品38%受配额保护。 

【出口管理】欧盟对短缺物资、敏感技术、初级产品出口采取出口监控和数量控制，

还对两用产品和技术实行出口管制。另外，欧盟理事会1334/2000号法规附有一份禁止出

口清单。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卢森堡对各类动植物产品进口有检疫要求，要求对进口产品的特征及进口商的相关

信息进行检查，执行的主要也是欧盟统一质量管理体系。 

【动物源性产品检验检疫】对动物源性产品检验检疫的主要指标包括：化学污染物、

激素残留、微生物学指标、饲料添加剂检测和DNA检测。检验程序主要包括：例行检验

检疫（主要是感官判断和有关文件审查）、实验室微生物和化学检验、系统强化性检验

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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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源性产品检验检疫】对植物源性产品检验检疫的主要指标包括：杀虫剂、亚

硝酸盐、重金属和霉菌毒素等各种污染物的最大允许含量，放射性化学污染物的最大允

许含量，微生物学指标，深加工产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和香料与调味料的检测与分析，

还有有关产品运输、保藏过程中使用的有关材料、包装材料、抗氧化剂的检测。检验程

序与动物源性产品检验程序类似。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卢森堡作为欧盟成员国，执行的是欧盟共同海关税则，包括商品分类目录、关税税

率、普惠制、原产地规则以及海关估价都有统一规定。 

1992年欧盟理事会制定了《关于建立欧盟海关法典的第（EEC）2913/92号法规》，

对共同海关税则（包括商品分类目录、一般关税率、优惠关税措施以及普惠制等方面）、

原产地规则（包括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以及海关估价等做出统一规定。欧盟以委员会

指令形式每年对外发布一次更新后税率表。 

【进口管理法规】欧盟进口管理法规为1994年制定的《关于对进口实施共同规则的

（EC）3285/94号法规》和《关于对某些第三国实施共同进口规则的（EC）519/94号法

规》，后者适用于欧盟定义的“国有贸易国家”。 

鉴于纺织品和农产品在多边贸易框架中的特殊安排，欧盟分别制定了纺织品和农产

品的进口管理法规。适用于纺织品的进口贸易立法主要包括《关于对某些纺织品进口实

施共同规则的（EC）3030/93号法规》和《关于对某些第三国纺织品实施共同进口规则

的（EC）517/94号法规》，后者随着2005年1月1日世界纺织品贸易实现一体化而终止。

农产品进口贸易立法主要包括《关于实施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所需采取措施的（EC）

974/95号法规》《关于农产品共同关税术语调整程序的（EEC）234/79号法规》《关于

某些农产品加工产品的贸易安排的（EC）3448/93号法规》等。 

欧盟进口许可制度主要包括监控、配额、保障措施三类。此外，欧盟还将各种技术

标准、卫生和植物卫生标准作为进口管理手段。目前，欧盟采取进口监控措施的产品包

括来自第三国的部分钢铁产品、部分农产品、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和鞋类。 

【出口管理法规】欧盟鼓励出口，一般产品均可自由出口，仅对少数产品实施出口

管理措施。出口管理法规主要包括《关于实施共同出口规则的（EEC）2603/69号法规》

《关于文化产品出口的（EEC）3911/92号法规》《关于危险化学品进出口的（EEC）24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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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法规》《关于出口信贷保险、信贷担保和融资信贷的咨询与信息程序的（EEC）2455/92

号决定》《关于在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领域适用项目融资框架协议原则的（EC）77/2001

号决定》《关于设定农产品出口退税术语的（EC）3846/87号法规》以及《关于建立两

用产品及技术出口控制体系的（EC）1183/2007号法规》等。 

根据欧盟出口管理法规，当短缺物资、敏感技术、初级产品出口将导致共同体产业

损害时，成员国须马上通报欧委会及其他成员国。欧委会和成员国代表组成咨询委员会

启动磋商，采取出口数量限制等措施减小损害。保护措施可针对某些第三国或针对某些

欧盟成员国的出口。通常此类措施应由理事会以有效多数做出，欧委会在紧急情况下也

可直接采取措施。欧盟法规还规定，出于公共道德、公共政策、人类和动植物健康保护、

国家文化遗产等需要，或为防止某些重要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欧委会和成员国政府

有权对出口产品实行限制。 

 

表5-1  欧盟主要产品税率 

产品名称 税率（%） 

食品类 4.4 

农业生产资料 0.4 

产品与金属 0.7 

燃料 0.3 

化工制品 3.4 

皮革 2.1 

纺织品 5.3 

其他项目 0.1 

产品总计 2.5 

资料来源：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整理 

 

5.2 外国投资法规和政策 

5.2.1 投资主管部门 

卢森堡主管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的政府部门是经济部。该部联合卢森堡中小企业和

旅游部、卢森堡商会等相关机构成立了卢森堡经贸促进机构“Luxembourg fo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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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卢森堡政府面向外国投资者的“一站式服务”机构，可为投资项目提供咨询。网址：

www.investinluxembourg.lu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卢森堡对外商投资行业没有限制，部分行业需要接受政府审批。外商所有或控制不

受限制，只接受一般投资审查，内外资待遇相同。 

【鼓励的行业】卢森堡政府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包括汽车配件设计生产、新材

料技术、信息通讯、电子商务、媒体、物流、生命科学和节能环保产业等。 

【限制的行业】需要获得政府有关部门审核、许可的投资行业主要有：金融类机构、

保险公司、房屋地产中介、旅行社、建筑、独立商业代理行、货运、客运、超过400平

方米的商场、旅馆、餐饮、流动商贩、保安、监控服务、临时劳动力提供、职业教育、

苗圃种植、园艺管理、沼泽地管理、博彩等。相关规定可查询1988年12月28日公布的《开

业许可法》（Loi d'établissement）及其修订案。 

【外资参与当地农业投资合作的规定】卢森堡土地私有，外国资本投资农业无明确

限制，可以通过购买或者租赁获得农场和农业用地。 

【外资参与当地林业投资合作的规定】卢森堡土地私有，外国资本投资林业无明确

限制，可以通过购买或者租赁获得林地。 

【对当地金融业投资准入的规定】卢森堡实行外汇兑换与资本流动的自由政策，也

是欧盟第一个通过国家立法支持发展离岸基金业务的成员国，其投资基金享受低费率和

低税收等优惠政策。 

【对当地金融业监管的规定】卢森堡只允许经批准的公立机构或在卢森堡注册商业

公司的法人从事资金管理业务，机构董事会应设在卢森堡。股东（直接或间接）结构透

明。自然人及法人企业董事会、管理人员和合伙人少于3人的，应提供专业信誉证明。

赋予管理人员经营权，法人企业的管理人员不能少于2人。如申请人不涉及管理资金，

只要求提供12.39万欧元资本准备金；如涉及资金管理，则需提供至少49.58万欧元资本

准备金。按照经营计划提供足够信用证明。委托审计机构审计年度会计报表，审计人由

信用管理机构指定。 

【数字经济的管理规定】：《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英语：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缩写作 GDPR；欧盟法规编号：(EU) 2016/679[2]），又名《通用数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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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是在欧盟法律中对所有欧盟个人关于数据保护和隐私的规范，涉及欧洲境外的

个人数据出口。GDPR 主要目标为取回个人对于个人数据的控制，以及为了国际商务而

简化在欧盟内的统一规范。GDPR取代了欧盟在1995年推出的欧盟个人数据《数据保护

指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95/46/EC，该条例包含有关处理欧盟内部数据主体的

个人可识别资讯的条款和要求，适用于与欧洲做生意的所有企业，不论实体位置何在。

处理个人数据的业务流程必须在设计和默认情况下构建数据保护。个人数据处理者必须

清楚地披露任何数据收集，声明数据处理的合法基础和目的，保留数据的时间以及是否

与任何第三方或欧盟以外的国家共享数据。 

本法案在2016年4月27日通过。在2018年5月25日强制执行。根据欧洲联盟运作条约

第288条第2项，因为GDPR属于欧盟条例，不是指令，所以不需经过欧盟成员国立法转

换成各国法律，而可直接适用。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外国企业投资卢森堡可采取多种方式，既可绿地投资，也可收购已有的企业。对于

收购未上市的企业，除一些特殊行业外，法律没有特殊限制，由买卖双方自由交易；对

于收购上市企业，一般分3种情况：（1）购买企业股票；（2）公开收购；（3）投票权

征集。 

【绿地投资的注意事项】外国投资者在当地注册公司要注意以下事项：（1）符合

企业设立的先决条件，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符合某些行业经营许可的固定、有固定的经

营地址等；（2）申请经营许可证；（3）注册企业；（4）在当地社会保障局注册企业

信息；（5）在当地税务局注册信息。具体流程见以下网站的相关规定： 

www.investinluxembourg.lu/en/invest/doing-business-luxembourg 

【购买企业股票】购买企业股票比例没有明文限制，但拟收购额超过投票权的1/3

以上时，应通过公开收购程序进行。在外资收购过程中，应当做如下咨询，包括法律咨

询（律师事务所）、融资咨询（会计师事务所、银行）、清算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 

【公开收购】主要规定有：（1）收购要约需报卢森堡金融监管委员会（CSSF）批

准，并向社会公布；（2）收购价格应是提出收购之前12个月中最高股价，但CSSF有权

做出调整；（3）收购方对被收购企业股东应遵循按股权大小分配利益的原则；（4）最

终收购价格必须和公开的价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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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购一方有以下有限保护机制：股东大会在对抗收购前应通过有关决议，或可寻

找收购条件更优惠的第三方来收购；收购比例超过90%时，少数股东可要求收购方购买

其股份，超过95%时，收购方可自动收购少数股东股份；少数股东可要求收购方以现金

方式支付补偿额，有关额度需经过CSSF审核。 

【投票权征集】征集在卢森堡证券公司上市的企业的投票权，达到一定比例时需要

向市场公布。征集投票权比例超过0.5%时，只需报CSSF备案，达到5%、10%、20%、

1/3、50 %或2/3时，还需向证券市场公布（包括该企业在国外上市的有关证券市场），

公布期限为7天之内。 

5.2.4 安全审查的规定 

《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第 2019/452 号条例或“条例”）于2019年4月生

效以来，越来越多欧盟成员国对其外商投资制度进行改革。条例自 2020 年 10 月 11 

日起正式实施。条例并未建立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制度，其目的是在欧盟范围内对外

商直接投资的审查加以规范。卢森堡尚未建立且尚未计划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制度。 

5.2.5 BOT/PPP方式 

卢森堡目前没有中资企业以BOT方式开展的项目。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无。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无。 

5.5 企业税收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与大部分欧盟国家一样，卢森堡实行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核心的税收体系，外国公

司和外国人与卢森堡的法人和自然人一样同等纳税，但非居民纳税税率普遍较低。卢森

堡税收水平在欧盟国家中较低，公司税平均税率为21%，公司增值税为17%（欧洲最低

水平）。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最高为43.6%。卢森堡税收采用属人税制兼具属地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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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的主要税种包括4种直接税和10余种间接税，直接税为个人所得税、公司所

得税、市镇商业税、净资产税；间接税有增值税、继承税、保险税、注册税、抵押税、

不动产税、印花税、消费税、车辆税、高速公路税等税种，此外，卢森堡市镇政府还有

多种行政税费。 

卢森堡主要税收部门分工如下：直接税由国家税务局管理征收，部分间接税（主要

是增值税、印花税、注册税）由国家注册和财产局管理征收，海关关税和有关商品消费

税由海关管理征收，不动产税等一些市镇税费由所在市镇政府管理征收。 

企业的纳税年度为日历年或在某一特定的日历年结束的会计年度。纳税申报表应于

纳税年度次年3月31日前提交。经纳税人请求，可延长提交的截止期限。自雇个人必须

按季度预付税款，税款由税务机关根据近期的最终评税来确定。逾期缴纳将产生每月0.6%

的滞纳利息。未能提交纳税申报表或者逾期提交都将被处以应纳税款10%的罚金但不超

过1239.47欧元。如果税务机关认定属于逾期缴纳，罚金费率为每月0至0.2%不等。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自然人主要税种： 

【个人所得税】自2018年以来，卢森堡对个人所得税分3类纳税人（税收1类、1a类、

2类），23个累进档次，税率从0-42%不等（包含团结税4%）。2018年以来的起征点为

单身年收入11265欧元、夫妻二人22530欧元。从2013年起，将最高税率由39%提高到40%；

个人年收入超过15万欧元，团结税由4%提高到7%；两个人年收入超过30万欧元，团结

税由6%提高到9%。调整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2.8%（包含4%的团结税）和43.6%（包含

9%的团结税）。 

 

表5-2  2018年个人所得税征收税率 

序号 个人所得（万欧元） 税率（%） 

1 0-11265 0 

2 1.1265 - 1.3137 8 

3 1.3137 - 1.5009 9 

4 1.5009 – 1.688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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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6881 – 1.8753 11 

6 1.8753 – 2.0625 12 

7 2.0625 – 2.2569 14 

8 2.2569 – 2.4513 16 

9 2.4513 – 2.6457 18 

10 2.6457 – 2.8401 20 

11 2.8401 – 3.0345 22 

12 3.0345 – 3.2289 24 

13 3.2289 – 3.4233 26 

14 3.4233 – 3.6177 28 

15 3.6177 – 3.8121 30 

16 3.8121 – 4.0065 32 

17 4.0065 – 4.2009 34 

18 4.2009 – 4.3953 36 

19 4.3953 – 4.5897 38 

20 4.5897 – 1.00002 39 

21 10.0002 – 15.0000 40 

22 15.0000 – 20.0004 41 

23 超过20.0004 42 

资料来源：impotsdirects.public.lu 

 

【个人提成税】在卢森堡收取公司分红收入的居民，名义税率为15%，但实际上通

过欧盟内部及卢森堡与外国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条约，可获得一定减免；通过法律授权

的“支付机构”进行支付的利息分红，税率为10%；文学、艺术、体育相关的盈利活动

分红税率为10%；公司董事获得分红税率为20%；知识产权相关的分红收入免于此项税

收；非居民收取在卢注册公司分红亦可享受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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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税】在卢森堡居民直系亲属之间和有子女的配偶及其子女之间继承免税，无

子女的配偶继承税率为5%，旁系亲属根据亲疏关系税率为6%-15%不等，此外，不超过

1250欧元的继承免税。 

【公司税】卢森堡一般的公司（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两合公司、

合作公司、外国公司代表处、非盈利组织）须交纳的公司税。主要包含公司所得税（税

率22.05%）和市镇商业税（根据地区不同，通常为6%-12%，卢森堡市为6.75%），2016

年卢森堡市公司税总税率为27.08%。 

对于小型金融企业，如果持有的金融资产低于35万欧元（或44.43万美元），最低公

司所得税从此前的3000欧元下调至500欧元。 

免于征收公司税的公司收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卢森堡控股公司从其投资对象（支付方）获得分红，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免税。

母公司控制支付方10%以上股权或控股额超过120万欧元，且支付方支付股息时上述控

股行为持续12个月以上；支付方必须为以下公司之一：欧盟1992年7月23日关于母子公

司指令第二条所规定的在欧盟国家注册公司；卢森堡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等同于卢森

堡税制的非居民有限责任公司。另外，如上述控股条件未达到但支付方为上述所列公司

之一，亦可享受最高50%减免。 

（2）母公司若出售其控股子公司股份，获得资本收入可免税，需满足以下条件：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股时间必须在连续12个月以上且控股比例不低于10%或控股额在

600万欧元以上；子公司必须满足上述（1）中所列情况。 

（3）根据卢森堡与外国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条约》，公司税可获一定减免。 

（4）投资部分品种卢森堡国家债券所获利息收入可获减税。 

（5）2007年12月31日以后在卢森堡设立的公司，使用自己公司知识产权所获得收

入中，80%的收入免于征税。包括利用软件版权、域名、专利、商标、设计和模型产生

的收入或授权使用这些产权的收入。 

【预扣税】在卢森堡注册公司获得的资本投资分红需缴预扣税，税率15%，但在实

际操作中，此项税收基本可减免，只要纳税公司控制支付红利的公司10%以上股权或控

股额超过120万欧元，且支付方支付股息时上述控股行为连续12个月以上即可。另外，

卢森堡对利息收入和知识产权专利收入不收预扣税。 

【净资产税】在卢森堡注册公司对于公司净资产（包括动产不动产，扣除债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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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交纳财产税。税率为0.5%，起征点为股份公司12500欧元、有限责任公司5000欧元。 

【增值税】在卢森堡境内商品流通和提供服务、在境内获得欧盟其他国家商品、从

欧盟外国家进口商品等都须交纳增值税。欧盟国家之间的商品运费、向欧盟外国家出口

商品及国际客运可免征增值税。2015年，卢森堡上调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5%调整至17%，

减免税分为三档，分别14%、8%和3%的税率。对于酒吧和饭店出售的酒类饮料适应税

率更改为17%，燃油增值税率为14%，电和天然气供应及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服务（如

理发、洗衣、修自行车、家政清洁等）的增值税率为8%，报刊书籍、著作权、旅游、

广播电视制作服务（电视购物和下载电影除外）、药品和部分食品（包括水）的增值税

率为3%。 

【注册税】在卢森堡办理有关法律手续时，如股权转让、捐赠、房地产租赁买卖、

招标等，需交纳注册税。股权注册变更税费为每一案75欧元，房地产交易税率约为6%

（市镇间有微小差别），房产入股注册税率为1.1%。卢森堡金融投资系列中的基金、家

族财产管理公司（SPF）和1929控股公司需每年缴纳注册税，其中，基金按年度最后一

日基金净资产额0.05%征收（不公开发行的机构基金和专业化投资基金SIF享受0.01%的

优惠税率）；SPF税率为0.25%，但上限为12.5万欧元；1929控股公司税率为0.2%。 

【不动产税】在卢森堡境内拥有土地或房产的个人或公司需交纳不动产税，有两种

税率：基础税率（单户家庭住房为0.7%-1.0%，商业住宅用地前2年为1.5%，第3年开始

为10%）和市镇税率（100%-800%），税额由不动产统一估价和基本税率相乘，再与市

镇税率相乘获得。各个市镇每年公布各类不动产的税率。 

【印花税】在卢森堡办理有关法律、行政手续时需交纳印花税。一般印花税按照法

律文书纸张大小收费，每张1-9欧元不等，特殊执照（打猎证、捕鱼证等）按有效时间

收费（0.5-221欧元不等），常用的印花税有：商业营业执照（24欧元）、申请汽车牌照

（50欧元，个性化车牌100欧元，同一车主换车不换牌加74欧元）、驾照（12欧元）等。  

【消费税】卢森堡对在境内生产和销售的部分消费品征收消费税，主要涉及产品包

括酒精饮料及相关半成品、燃油和香烟。具体税率可在海关网站上查询。 

【车辆税】卢森堡境内注册的机动车辆、境外注册但需过境卢森堡的货运车辆、每

年在卢森堡境内行驶超过6个月的境外旅游车辆需每年交纳车辆税，税率按照排量和用

途不等。 

【其他】赠品税（1.8%-14.4%），保险税（保费的4%，火灾险为6%，人寿保险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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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抵押税（抵押权注册税0.5%，转让税0.5%或1%）等。 

【数字税和税率】：卢森堡同意G7和G20财长会议提出的15%全球最低税率协议，

不再单独开征数字服务税。 

【碳排放税和税率】卢森堡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征收碳税，汽油的税率为37.07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柴油为40.12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除电力之外所有其他能源产

品为23.49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为达到卢森堡政府承诺的气候目标，其他能源产品的

税率将在2022年提高至25欧元/吨二氧化碳当量，2023年达到30欧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卢森堡没有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 

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动法的核心内容 

【报告空缺就业岗位】卢森堡劳动法规定，为优化就业市场，雇主在雇用人员前有

义务向卢森堡就业局报告本单位空缺就业岗位，且该报告必须先于雇主向社会发布招聘

信息3日以上。报告内容包括：雇主信息、待聘岗位性质、有关要求等。 

【签订工作合同】雇用员工依据是工作合同。工作合同主要有试用（最短2周，最

长12个月），定期（不超过24个月）、不定期、钟点工、季节工等类型，如果结束试用

期合同，必须提前2周通知雇员。 

【解除工作合同】解除工作合同分为提前通知和因重大原因解除合同关系两种情况。

对于前者，雇主计划解雇员工时，需提前通知员工，雇佣期在5年以下的通知期为2个月，

雇佣期5年以上10年以下的通知期为4个月，雇佣期10年以上的通知期为6个月。在相应

的通知期满后合同关系结束。如雇员主动提出辞职，则上述通知期减半。被雇主主动提

出解雇的雇员可领取解雇补助。 

劳资双方因故可不提前通知结束工作合同关系（法律中称因重大原因解除合同），

被解雇雇员无权领取解雇补助。如劳资双方对于导致解除劳动关系的事件保持沉默1个

月以上（刑事案件除外），则不能采取此种解除合同方式。 

【工资】卢森堡政府不定期确定最低工资水平，工资和相关津贴、奖金由劳资双方

在合同中确定。工资随物价水平变化，按照特定指数机制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累计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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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2.5%时，即启动增资机制。 

【工作时间和加班】卢森堡劳动法规定，一般行业工作时间每周不超过40小时，每

天不超过8个小时。需要员工加班雇主必须向劳动监察部门报备，但工作时间最多不得

超过每天10小时、每周48小时。加班工资为：员工每小时加班，雇主必须至少按员工每

小时工资的 140% 支付报酬。周日加班工资为正常小时工资的170%，法定节假日如加

班，必须给予休假补偿。 

【休假】在同一雇佣单位连续工作3个月以上的雇员，可享受带薪休假。大部分私

有部门雇员享受每年26天的带薪休假，可根据工作需要与雇主协商决定具体时间。 

【社会保险】卢森堡主要社会保险种类及费率如下表： 

 

表5-3  卢森堡主要社会保险费率 

险种 雇员缴纳比例 雇主缴纳比例 

医疗保险 
现金支付的诊疗费用0.25% 

实物支付的诊疗费用2.80% 

现金支付的诊疗费用0.25% 

实物支付的诊疗费用2.80% 

养老保险 8.00% 8.00% 

从属险 1.40% -- 

事故险 -- 0.9% 

工作健康险 -- 0.11%（一般） 

互助险 -- 依据公司类别而定 

资料来源：卢森堡国家行政门户网站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劳动许可】卢森堡政府规定，除以下人员及情况之外，其他外国人在当地工作必

须申请工作许可： 

（1）欧盟成员国居民（不包括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公民）和挪威、冰岛、列支敦

士登、瑞士居民及其配偶（配偶无国籍要求）； 

（2）卢森堡政府批准的难民； 

（3）到卢森堡工作3个月以下的科研人员和交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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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卢森堡进行文艺、马戏等表演1个月以下的人员； 

（5）外交机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 

2008年10月1日起，卢森堡实行了新的移民法规，将工作许可纳入到外国人居住证

中，实行单一的居住证制度。原持有工作许可的可到外交部移民局办理换证手续。 

【外国人就业需求核查】对于上述需要申请工作许可的外国人在卢森堡就业，卢森

堡政府要求雇主方事先提交职位空缺报告，由劳动部门在其申请工作的欧盟劳动者信息

库中寻找匹配数据，如无符合雇主条件的人选，方可批准雇主雇佣欧盟外的员工，再履

行有关程序。 

5.7.3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风险 

卢森堡对于欧盟外人员来卢森堡就业审查严格，虽不存在配额，但需层层把关，批

准时间较长。办理工作许可有关内容详见6.5节。 

【工作签证】一般而言，赴卢森堡工作签证办理周期为2个月。 

【劳动援助机构】在卢森堡工作的所有“被雇佣者”必须加入卢森堡雇员会，该会

职能除了与政府沟通有关整体劳工利益外，主要帮助在卢森堡合法工作的人员维护其合

法权益、监督劳动合同的履行情况。 

该机构地址：18 rue Auguste Lumière，L-1950 Luxembourg 

电话：00352-488616-1 

电邮：csl@csl.lu 

网址：www.csl.lu 

5.8 外国企业在卢森堡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卢森堡可供交易的土地均为私有，土地征用需经过业主同意并按市价补偿。土地交

易自由，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和其他条件。 

【主要程序】投资者对土地的开发需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卢森堡政府十分重视环

境保护及市政规划，对土地开发规定细致复杂，以下介绍主要的程序。 

（1）提交申请。在开发土地前，需将开发计划与所在市镇的“国土总体规划书”

进行预先比对，确定拟开发项目是否符合有关规划，如不符，则先必需申请修改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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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或申请“特殊规划书”，此类申请由市镇政府受理后，经市镇国土规划委员会审核、

民众听证、投票等程序，最终交卢森堡基础设施部审批。 

（2）在所在市镇政府办理建筑许可。在土地上进行建设、修改或拆除有关建筑等

工程均需办理建筑许可。如单层使用面积超过750平方米或建筑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

还需进行“预先原则性”审批。业主获得建筑许可后方可开工。在工程毛坯房建完后，

由市镇政府进行验收，验收确认后再进行内外装修工程。 

（3）在开发土地时，还会涉及以下特殊情况：①如开发项目在铁路沿线（铁轨外

围10米内）或国道沿线（界限为10米，高速路为25米），需提交部级路政申请；②开发

过程中关于临时工地道路、有关路标设立、工地设备等涉及路政的，均需办理区级路政

手续；③开发项目如需清理林木超过2公顷的（或视为相对过量），需办理伐木许可；

④开发项目如临近树林（1公顷以上）、河流或自然保护区（30米内为界），需办理“自

然保护许可”；⑤开发项目如涉及水源附近的取水、排水、水处理等设施，或项目对附

近水源、河流产生影响的，需办理相关许可。 

（4）开发项目时，还需参照《企业分类法》做好相关评估和申请工作（详见5.10

有关环保规定）。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卢森堡对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对外资获得当地私有土地没有限制规定。外国投资

者可通过有资质的不动产中介，寻找业主，购置产业。但由于卢森堡国土面积狭小，可

供交易的土地数量有限，卢森堡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为投资者提供长期使用土地（租用）

的机会。 

卢森堡政府在全国设立有10个工业区，占地总面积共1124.8公顷，目前空闲的约有

228公顷，预计还将规划约400公顷地块。上述区域主要吸引有利于国家经济结构多样化

的工业生产投资，审批合格的项目将享受土地使用费优惠。有兴趣的投资者可直接与卢

森堡经济部“基础设施和新技术司”联系（电话00352 24784111）。投资者须提交的申

请材料主要包括项目介绍、项目经济社会效益、成本分析、融资计划、项目工期、就业

和增值分析、企业前3年的审计结果、公司章程等。 

另外，卢森堡目前还有约160公顷的市镇经济区土地可供投资者选择申请使用，有

兴趣的投资者向相关地区的区际工会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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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上述区域详情，可登陆卢森堡经济部网站以下链接查询：  

www.eco.public.lu/attributions/index.html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根据有关法律，对在卢森堡注册的外国公司参与证券交易（包括股权并购）与当地

公司享受同等待遇，自由入市，购买同一家公司股票超过一定比例按有关收购规定执行。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卢森堡政府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为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部下属的环境司，其主要

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政策措施、防治各类环境污染、协调政府各部

门涉及环保的事务、审核发放投资的环境许可执照等。下设环境局和水森林局负责有关

具体事项。 

网址：www.environnement.public.lu 

电话：00352-24786824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卢森堡政府每年更新颁布的环保法律汇编，涉及国土整治、大气、噪音、打猎、垃

圾、水、能源、森林、环境事件、自然保护区、危险品等各有关方面，其中涉及投资环

境影响评价的法规为1999年颁布的《企业分类法》。所有环保法律均可在以下网址查询： 

www.legilux.public.lu/leg/textescoordonnes/thema/ENV/index.html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根据卢森堡《企业分类法》，所有待开办的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企业都需参照该法

公布的分类清单，向有关部门申请取得经营许可。该法根据各种工商业活动对环境和雇

员工作健康的影响，将其分为4类：第一类需由环保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共同审核，且

需征询公众意见，第二类由市镇政府批准，且需征询公众意见，第三类由环保部门和/

或劳动保障部门审核批准，无需征询公众意见，第四类为一些其他特殊行业。 

政府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每年更新分类表，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所有生产型

企业、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的商店、超过50餐位的饭店和旅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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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森林、动植物、大气、水体保护及污染事故处理和赔偿标准方面的内容包括：

（1）根据《森林保护法》，需要占用林地、砍伐树木超过一定数量的，需报政府部门

批准，违者最高处以每100平方米250欧元罚款。（2）根据《反大气污染法》，所有企

业和公民都有义务保护大气，禁止排放法律规定的超标气体，造成大气污染的，最高处

以2万欧元的罚款和8天至6个月的刑罚。（3）根据《水保护和管理法》，水的利用、处

理、分配都应经政府批准，禁止向地表和地下水排放污染物，国家鼓励发展再生水产业；

对于造成水体污染的，最高处以12.5万欧元罚款和8天至6个月的刑罚。（4）关于动物保

护，卢森堡政府颁布了涉及打猎及相关补偿、鸟类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关于植物的

保护，卢森堡政府颁布了有关防治虫害、自然保护区等方面的法规。上述法律法规均可

通过上节所介绍的“环保法律汇编”网址查询。 

2012年，卢森堡颁布实施《二氧化碳地质封存与环境责任法》，为二氧化碳的环境

安全地质封存和永久封存建立了法律框架。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目标必须确保并尽可能

防止对当地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任何有害影响。适当的储存地点的选择必须由受环境部

和内政部政府授权的勘探活动决定。存储许可证也必须由卢森堡政府授予。 

5.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主管部门】卢森堡的环境保护评估主管部门是卢森堡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部环

境司。 

地址：4， Place de l'Europe L -1499 Luxembourg  

电话：00352-24786824 

网址：www.environnement.public.lu/ 

【项目环保评估申请手续】由建设项目的外国公司向卢森堡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

部环境司提出项目环保评估申请，申请时填写一份申请表格，并提交项目环保报告，说

明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程度，为达到环保要求所采取的措施。环境司委托评估技术部门进

行评估，该技术部门从技术角度把项目环保合格的报告交给环境司，由环境司出具环保

许可证书予以批准。  

【所需费用】评估主管部门不收取费用，但委托评估的技术部门需要费用，具体要

看涉及的评估项目的种类和规模。  

【所需时间】评估需要的时间一般需要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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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卢森堡在Act of 23 May 2005中引入刑法（Penal Code）的第310条和310条1款对商业

贿赂作出规定。其中第310条规定受贿的犯罪行为，即法人单位的董事、经理、雇员、

代理或者自然人，直接或者通过第三方间接，自己主动要求或接受物品、承诺或任何形

式的好处，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行动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董事会、股东大会或者雇主

未知晓或者未批准的情形。第310条1款规定行贿的犯罪行为，任何人通过直接或者间接

手段，向法人单位的董事、经理、雇员、代理或者自然人提供物品、承诺或任何形式的

好处，从而对这些人职责范围内的行动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董事会、股东大会或者雇

主未知晓或者未批准的情形。 

根据规定，行贿和受贿将受到1个月到5年不等的监禁，并处以251到30000欧元的罚

款。 

卢森堡对行贿国内或者外国官员的行为处罚较重，根据刑法的规定，对行贿方和受

贿方的处罚，根据情形的不同，刑期从6个月到15年不等，罚金从500欧元到250000欧元

不等。此外，犯罪人员将被剥夺公民权、公共采购参与权以及不能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2.1 许可制度 

按卢森堡法律规定，外国承包商在卢森堡承包工程需具备一定资质。具体资质要求

根据各个项目的情况而定，主要包括以下几项：最低营业额、近3年资产负债情况、银

行信用、曾承揽项目情况、劳务来源和数目、拥有设备情况等。外国自然人在满足相关

资质要求情况下可以承揽工程项目。 

5.12.2 禁止领域 

卢森堡法律未明文规定承包工程对于外国公司的禁止领域，但在实际操作中涉及到

战略性行业，如军工、电力、油气输送、水供应、交通基础设施、电信等项目承包，基

本只授予本地企业或周边欧盟国家企业。 

5.12.3 招标方式 

卢森堡公共工程建设实行严格的招标制度。按照项目规模和投资金额大小顺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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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开有限制招标、公开招标、议标3种。公开有限制招标是需要对投标者进行预选的

招标，项目金额（不含税）超过12.5万欧元的可采用此种方式（非必须）；项目金额低

于5.5万欧元的，可不通过公开招标，采取议标方式；超过上述金额的项目必须进行公开

招标。另外，根据欧盟关于公共工程招投标的规定，当项目金额超过一定数额以上（一

般工程为515万欧元）时，招标信息必须对欧盟各成员国发布。 

5.12.4 验收规定 

请登录卢森堡当地建筑业主管部门网站查询有关规定。 

5.13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3.1 当地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卢森堡涉及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包括《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关于工业产权的公约》

及其执行条约和卢森堡《著作权、数据库权和发明专利权法》。查询网址：www.brevet.lu 

关于工业产权，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实行统一的法律，在其中任何一国注册

的产权在其他两国获得同等权利。商标注册有效期为10年，可无限延展，工业图纸、模

型等产权有效期则在5-25年不等。 

关于专利，卢森堡法律规定，可应用于工业生产的创新发明方可称为专利，专利的

保护期最高为20年。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卢森堡相关法律规定，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侵权行为，受法律制裁，处罚包括3个

月至2年的监禁或（和）248-24.8万欧元的罚款。若再犯，罚款加倍。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的法律 

在卢森堡解决投资合作的途径主要有协商、仲裁和司法三个途径。解决纠纷适用卢

森堡当地法律，仲裁地点和仲裁法律可以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可以申请国际仲裁。 

【投资合作相关的主要法律】卢森堡与投资合作相关的主要法律有：《民法》，规

定了卢森堡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为私有财产提

供保护。《商法》，对商业主体和商业活动进行一般性规定。《竞争法》，主要规定市

场自由定价原则、打击串通定价、垄断等违反市场自由竞争等行为。《商业行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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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促销、甩卖、传销、拍卖、流动商贩、博彩等特殊商业行为进行规定、限制或禁止。 

以上法律均可在卢森堡法律门户网站：www.legilux.public.lu或经济部网站：

www.eco.public.lu查询。 

【争端解决】卢森堡政府签署了1958年《纽约公约》，承认外国法院判决，当地法

院能够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结果。同时，卢森堡政府也是《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

争端公约》成员国，外国投资者与当地政府的投资争端可上诉至国际解决投资争端中心，

寻求仲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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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卢森堡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6.1 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6.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在卢森堡，外国投资设立企业的主要形式有4种：有限责任公司（分为私人和公众）、

股份公司、合作公司和两合公司，具体形式见下表。 

 

表6-1  在卢森堡设立公司制企业的主要要求 

 
SARL 

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SA 

公众有限责任公司 

SCA 

股份有限公司 

股本 12000欧元 30000欧元 30000欧元 

股份 记名，有条件可转让 
记名或不记名，可自由转

让 

记名或不记名，可自由转

让 

股东 2至100名 至少1名 至少2名 

管理人员 至少1名 至少1名 至少1名 

法定审计师 
可能有（按照法律准则或

合同规定） 

可能有（按照法律准则或

合同规定） 

可能有（按照法律准则或

合同规定） 

资料来源：https://guichet.public.lu/ 

 

表6-2  在卢森堡设立合伙制企业的主要要求 

 SNC（普通合伙企业） SCS（有限合伙企业） 

股本 无最低限额 无最低限额 

合伙人 至少2名 至少1名普通合伙人和1名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可由合伙人管理，至少1名 可由合伙人管理，至少1名 

法定审计师 可能有（按照法律准则或合同规定） 可能有（按照法律准则或合同规定） 

资料来源：https://guichet.public.lu/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在卢森堡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是企业和商业注册中心。企业经营审批机构包括：中

https://guichet.public.lu/
https://guichet.public.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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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部（商业手工业企业的审批）、经济部（工业企业的审批）、环保部和劳动部（投

资的环保评估）。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最常用的卢森堡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其注册程序大致相同，主要

步骤如下。 

（1）开立银行账号。公司正式组建前即须开立账号并打入注册资本（股份公司至

少为30000欧元，有限责任公司至少为12000欧元）。须提交材料包括：公司章程草案、

公司法人代表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公司注册地址、通信地址、法人代表或期待

代理人的法定地址、成立机构许可。公司正式组建后，应向银行提交公司正式章程，如

上述有关地址信息发生变化，需通知银行。 

（2）组建文书的起草和公证。发起人必须委托律师或其他机构起草未来公司的组

建文书。组建文书内容包括股东身份的确定、公司章程、股东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和决议、

已确定公司的地址、任命公司的董事和审计人（SARL除外）。 

公司组建文书必须由股东亲自或委托律师到卢森堡的公证官面前通过。公司自组建

文书通过之日起成立并拥有一切法律行为能力，可以进行一切符合章程规定的业务。 

公司在卢森堡公司和商业注册中心的注册和登记手续由卢森堡的公证官负责。 

（3）申请开业许可。如果注册的公司在卢森堡境内从事商业活动，必须申请开业

许可。有关材料可直接递交或通过某些机构（如卢森堡商会和卢森堡职业协会的手续中

心）递交到卢森堡中产阶级、旅游和住房部并由其审批（商业、手工业、一部分自由职

业）或转交经济部审批（工业）。有关部门审批合格后颁发开业许可证，即通常意义的

营业执照。 

需要提交的基本材料包括：75欧元印花税缴纳凭证、申请表格、公司章程、有关授

权书、法人代表学历学位证明和身份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仅对于非居民和5年以下

居民）等，根据营业范围不同还须提交不同的材料，由中产阶级部根据营业范围分类细

则决定。 

（4）申请环保经营许可。根据《企业分类法》，某些工业、商业、手工业和部分

服务业还需经过环保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审核评估。拟注册机构根据每年颁布的企业分

类表，向对应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所需提交材料根据不同的类别而定。有关部门审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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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后颁发环保经营许可证。 

（5）申请增值税号。在卢森堡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需在15天内向卢森堡直接

税税务局申请增值税号，并获取所得税号码，作为日后交税的依据。申请材料包括表格、

公司组成公证书等。 

（6）申报社会保险。公司正式开业后，需在8天内向卢森堡社会保险中心履行雇主

登记手续和雇员社会保险申报手续。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国家筹资的项目由各主管部门发布信息；各市政基础设施管理部门，负责发布本地

区的发展战略与项目信息；国家还有一些基金会性质的组织，也发布有关项目信息。所

有项目信息均可通过卢森堡“公共合同”门户网站查询，网址为：www.marches.public.lu 

6.2.2 招标投标 

根据卢森堡《公共合同法》，投标者按照招标细则要求做好标书并递交给招标方，

在通过资格审查之后，进入评标阶段。评标阶段一般不超过2个月，但大型项目评标时

间会有所延长。 

评标之后招标方将确定中标者并发布授标通知，如15天内未收到未中标方的投诉意

见，则可与中标者签订合同。 

6.2.3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合同坚持自由市场竞争原则，并在政府采购合同门户网站（Portail des 

Marchés publics） 上发布公告。投标最低的企业（投标人）并不一定会中标。发标方可

能会考虑具体的选择和授予标准，最终决定中标企业。具体信息可查询如下网站： 

https://guichet.public.lu/en/entreprises/commerce/marches-publics.html 

6.2.4 许可手续 

一般来说，投标者在参加投标前应先具备卢森堡或欧盟内有关领域的营业资质，即

注册为当地公司并拥有相关领域的营业执照。在卢森堡必须预先申请开业许可（参见6.1

节）并取得相关领域（如建筑、水利等）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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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6.3.1 申请专利 

卢森堡经济和对外贸易部下设知识产权局，是负责专利事务的主管部门，企业申请

专利需向专利局提交申请。在卢森堡获得专利后可在12个月之内向欧盟其他国家专利部

门注册并拥有优先权。 

6.3.2 注册商标 

卢森堡的商标分为荷比卢商标、欧盟商标和国际商标。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签有统一商标保护的协议。申请荷比卢商标到“荷比卢

知识产权办公室”设在卢森堡的办事处办理即可。申请欧盟内部商标，向设在西班牙阿

里坎特的协调办公室办理。申请国际商标保护，向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办公室（WIPO）申请办理相关事宜。 

6.4 企业在卢森堡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所得税报税的时间是每年3月31日之前。增值税按企业年营业额不同分三种情况：

每月报税（年营业额高于62万欧元）；每季度报税（年营业额11.2万—62万欧元）；每

年报税（11.2万欧元以下）。 

6.4.2 报税渠道 

报税的渠道是企业自己到税务部门上报。 

6.4.3 报税手续 

根据卢森堡的法律，企业每年向税务部门报一次所得税，并于每季度预付所得税，

纳税期限税务部门将提前通知，一般是3月、6月、9月和12月的前10日内，预付额由税

务部门估定。 

增值税通过填写有关表格直接报税务部门或通过卢森堡网络增值税报税系统报税。 

6.4.4 报税资料 

企业在卢森堡报所得税需要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报税表格、年终资产决算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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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损益表、固定资产及其折旧表、总支出账单等；报增值税则是提供当期营业所得增值

税额、抵扣增值税额和应缴纳增值税额等有关数据。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卢森堡负责外国人工作许可管理的部门是卢森堡劳动就业部下属的就业局和外交

部移民局。最终是否为外国劳工发放工作许可须由政府外国劳工咨询委员会出具意见。 

6.5.2 工作许可制度 

外国人赴卢森堡工作，必须在入境前获得外交部移民局签发的临时居住许可，入境

后，向移民局申请办理“外国雇工”居住证。居住证只限一个行业的一个职位，有效期

最多1年，可延展。从第一次延期起最长为3年，并可转行63。在卢森堡连续居住、工作5

年以上的有资格申请长期居住证。 

6.5.3 申请程序 

雇主在雇佣工人或职员前（无论国籍），应向卢森堡就业局报备职位空缺，在本地

劳动力市场无法满足有关职位需要时，雇主可雇佣外国人工作。有关程序如下： 

（1）与被雇佣人签订劳动合同。 

（2）被雇佣人在赴卢前，向外交部移民局递交居住许可申请。被雇佣人是申请居

住许可的主体，雇主可作为其委托人或代理人办理申请手续。 

（3）申请人应在获得居住许可后90天内入境，并在入境后3个工作日内向其拟定居

的市镇政府报到登记。 

（4）申请人在入境后90天内向外交部移民局申请办理居住证。 

（5）居住证延期应在原到期日2个月前向移民局提出申请。 

6.5.4 提供材料 

入境前申请居住许可需提供材料包括：申请人身份证、经公证护照全本复印件、出

                                                   

63  

https://guichet.public.lu/fr/citoyens/immigration/cas-specifiques/travailleur-frontalier-tiers/frontali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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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简历、经公证学历证书复印件、劳动合同、申请理由书、申

请人与雇主亲属关系说明（如有亲属关系则提供）。 

入境后申请居住证需提供材料包括：临时居住许可复印件、市镇政府出具的报到回

执、卢森堡注册医生签发的体检证明、在卢森堡的住房证明、标准护照照片一张、80欧

元手续费缴纳收据64。 

6.5.5 办理过程中应注意事项 

办理居住证（工作许可）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聘请有经验的律师。在卢森堡办理居住证规定严格，手续比较复杂。建议中

国企业及相关人员聘请当地具有丰富经验的律师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2）注意时限要求。申请人应在获得临时居住许可后90天内入境，并在入境后90

天内向移民局申请居住证；居住证延期需注意应在原证到期日前两个月申请延期。 

（3）中卢两国语言、文化不同，可能导致交流不畅，中国企业在卢投资经营过程

中，应特别注意企业经营管理团队的组织与建设，应配备掌握德语、法语或者卢森堡语

的相关人才。 

（4）注意规避欧元与人民币以及欧元对美元的汇率风险。 

6.6 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馆有关经济商务的职能由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兼管。 

地址：443-445 Avenue de Tervuren, 1150 Bruxelles, Belgique  

电话：0032-27751724 

传真：0032-27723938 

电邮：be@mofcom.gov.cn  

网址：be.mofcom.gov.cn 

                                                   

64  

https://guichet.public.lu/fr/entreprises/ressources-humaines/recrutement/ressortissant-pays-tiers/salari

e.html#:~:text=Le%20salari%C3%A9%20ressortissant%20de%20pays ，

des%20Affaires%20%C3%A9trang%C3%A8res%20et%20europ%C3%A9e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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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 

驻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常设秘书处：贸促会驻比利时代表处 

地址：131, Avenue de la Floride, 1180 Bruxelles,Be lgique 

电话：0032-23758728 

6.6.3 卢森堡驻中国大使馆 

卢森堡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内务部街21号 

邮编：100600  

电话：010- 65135937/65270822 

传真：010-65137268 

电邮：pekin.amb@mae.etat.lu 

卢森堡驻上海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邮编：200002 

电话：021-63390400 

传真：021-63390433 

电邮：shanghai.cg@mae.etat.lu 

驻上海贸易投资办事处，联系方式同卢森堡驻上海领事馆 

6.6.4 卢森堡投资促进机构 

卢森堡大公国商会（Chambre de commerce du Grand-Duché de Luxembourg）  

地址：7 rue Alcide de Gasperi, L-2981 Luxembourg-Kirchberg 

电话：00352-423939-1（总机）或转330（企业服务） 

传真：00352-438326 

电邮：entreprises@cc.lu 

网址：www.cc.lu 

卢森堡大公国职业会（Chambre des Métiers du Grand-Duché de Luxembourg）  

地址：2 circuit de la Foire Internationale, L-1347 Luxembourg- Kirchberg  

mailto:shanghai.cg@mae.etat.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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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352-426767-1（总机） 

传真：00352-426787 

电邮：contact@cdm.lu；centre.de.formalites@cdm.lu 

网址：www.cdm.lu 

  



卢森堡（2022年版） 

 

70 

 7. 中资企业在卢森堡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7.1.1 中国企业在卢森堡开展投资合作注意事项 

（1）适应法律环境的复杂性。卢森堡有关投资、经商的法律非常完备，各个领域

和方面都有非常细化的规定。作为欧盟成员国，卢森堡同时执行欧盟相关法律和决议。

中资企业到卢森堡投资，首先应注意法律环境问题，切记不仅要按卢森堡法律办事，还

要遵守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应密切关注当地法规政策变动情况；在当地聘请资深律师作

为法律顾问，处理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事宜。 

（2）充分做好企业注册的准备工作。在卢森堡进行公司注册、从事工商业活动须

预先取得成立机构许可，大部分投资还须取得环保经营许可，申请许可需要的文件繁多，

程序复杂，审批时间较长。中国企业要全面了解相关法律，可通过有关投资促进机构申

请相关许可，聘请卢森堡专业律师协助办理注册事宜。 

（3）合理核算工资成本。卢森堡工薪成本包括工资和社保基金两个部分，职工社

会保险费用约占月工资的22%-34%。当地工会对工薪、社保基金等待遇要求很高，致使

企业工薪成本加大。中国企业到卢森堡投资，要了解当地劳动法关于工资和社保基金的

具体规定，精心核算工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4）优化投资方式，实现合理避税。《卢森堡—香港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于2008

年4月起生效，为中资企业在欧洲市场投资进行合法避税提供了一座桥梁。该协定对于

香港公司在卢森堡以控股方式的投资提供免税优惠：香港母公司持有其在卢森堡附属公

司股份不少于10%（或总购买价相当于120万欧元以上的股份买入），香港公司从卢森

堡公司获得的股息收入可免征预扣所得税；香港公司收取卢森堡公司的利息收入也免征

预扣所得税。 

7.1.2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卢森堡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事前调查、

分析、评估相关风险，事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切实保障自身利益。包括对项目

或贸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对投资或承包工程国家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

分析和规避，对项目本身实施的可行性分析等。相关企业应积极利用保险、担保、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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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身利益。包括：贸易、投资、

承包工程和劳务类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银行的保理业务和福费庭业

务，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建议中国企业在卢森堡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使用中国政策性保险机构——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保障产品；也可使

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商业担保服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由国家

出资设立、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

司，是我国唯一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司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

的保险产品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融资担保等，

对因投资所在国（地区）发生的国有化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违约等政治

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风险保障。了解相关服务，请登录该公司网站地址：

www.sinosure.com.cn 

如果在没有有效风险规避情况下发生了风险损失，也要根据损失情况尽快通过自身

或相关手段追偿损失。通过信用保险机构承保的业务，则由信用保险机构定损核赔、补

偿风险损失，相关机构协助信用保险机构追偿。 

7.1.3 贸易方面 

中国企业在卢森堡经商必须熟悉并适应当地特殊的贸易环境，采取有效措施拓展业

务。 

（1）注重产品质量。卢森堡作为欧洲有发展潜力的物流中心，是中国商品销往欧

洲各国的理想枢纽。因此，中资企业在卢森堡经商应更注重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树立

中国商品“物美价廉”“优质优价”的形象。 

（2）注重谈判技巧和礼仪。在商务谈判中，卢森堡人态度鲜明，但非常礼貌而温

和。中资企业如果想给卢森堡商业伙伴留下好印象，一定要非常熟悉业务，懂礼貌、善

于倾听；谈话要言简意赅，避免滔滔不绝。 

在欧洲国家中，卢森堡生活水平较高，人们衣着得体而时尚。出席商务活动或社交

等正式场合，男士必备西装和领带，女士要化妆。卢森堡人非常注重商业伙伴的举止，

所以中国商人要特别注重个人形象和礼节。  

7.1.4 其他应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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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政局稳定，社会治安良好，首都卢森堡市曾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

市”之一。 

近年来犯罪率有所上升，尤其在火车站、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地方可能会发生外国

游客被偷抢事件。中国公民赴卢应注意妥善保管自己的护照、重要文件及钱物，现金和

信用卡应分多处存放。避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出国前将护照、签证及身份证复印备份，

与正本分开存放，并多带几张护照照片备用。用餐时不要把外衣及手包置于身后。乘坐

旅游巴士，下车照相时不要把护照及重要物品放在车上。如护照遗失或被窃，应及时向

警方挂失，并到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馆补办旅行证件。 

在一些旅游景点曾出现过假警察以查证件为由搜查外国人（特别是亚洲人）趁机盗

窃、抢劫的事件。按照当地规定，卢森堡警察执行公务必须着警服，且一般无权检查个

人财物。遇上述情况时，应请其出示证件，必要时拨电话113报警或与中国驻卢森堡大

使馆取得联系。  

7.2 对外承包工程 

卢森堡承包工程市场容量有限，大部分项目的招标对象仅限于欧盟公司，市场也基

本被本地公司和邻近的欧盟国家公司所占据，亚洲国家工程公司进入极少。有兴趣开拓

卢森堡市场的中国企业可关注卢森堡和欧盟承包工程市场的发展，做好调研，如有合适

的项目，应根据自身的实力，量力而行。 

7.3 对外劳务合作 

卢森堡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但市场总体容量有限，且岗位素质要求高，

进入难度较大。卢森堡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劳动力进入实行严格、复杂的审批制度和签证

管理制度；另外，卢森堡劳动法律法规严格，用工制度及劳动保障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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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资企业在卢森堡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中国企业在卢森堡开展投资合作要处理好与卢森堡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1）积极了解关注。中资企业要了解议会各专业委员会和各级政府部门的相关职

责，关注政府换届选举和最新经济政策走向；同时对卢森堡议会所关心的焦点和热点问

题予以关注。 

（2）善于沟通联络。企业可与对经济、产业和就业事务有影响力的议员保持沟通，

交流企业发展动态和对当地经济社会所作贡献，反映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对

企业可能在卢森堡当地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务，要听取议员的意见，取得其支持。 

（3）寻求帮助。卢森堡市场高度开放，对国际投资合作持积极态度。中资企业在

当地经营遭遇困难时，可向当地议员反应，阐明自身投资对卢森堡当地发展的积极意义，

寻求议员的帮助和支持。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企业要实现合理控制工薪成本，减少劳资磨擦，维护正常经营，就必须学会妥善处

理与当地工会的关系。 

（1）遵守有关法律。要全面了解卢森堡《劳动法》，熟悉当地工会组织的发展状

况、制度规章和运行模式。根据法律规定，雇用15人以上的企业即可成立工会；雇用100

人以上的，且工人数和文职雇员数均超过15人的，应分别成立工人工会和文职雇员工会。 

要严格遵守卢森堡关于在雇佣、解聘、社会保障方面的规定，依法签订雇佣合同，

按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交纳各种社会保险，对员工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解除雇佣合

同按规定提前通知员工，并支付解聘补偿金。 

（2）充分有效沟通。在卢森堡并购企业或者新建企业，都要把当地工会作为重要

的谈判对象，与之商谈工资待遇、增加工资和优化解雇工人的条件，并签署协议。遇有

员工提出正当要求，要正确对待，尽力满足。如果工会提出不合理要求，发生工会罢工

事件，要进行充分沟通，必要时可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3）建立和谐的企业文化。邀请工会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

激发并保护员工的积极性，凝聚员工的智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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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国企业在卢森堡设立的实体经营场所主要是金融机构和餐饮服务企业。金融服务

业人员素质较高，雇员本地化和国际化程度高，受到卢森堡政府和居民的认可和接受。

餐饮业在严格遵守卢森堡相关法律的前提下，通过本地化经营策略，在当地被接受程度

正在逐步提高。在卢森堡企业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了解当地文化。应学习当地语言，多了解当地文化，并了解与之相随的文化

禁忌和文化敏感问题。 

（2）实现人才本土化。企业应与当地劳动就业部门经常沟通，利用卢森堡完善的

就业体系多聘用当地的优秀人才，促进当地就业，进行本土化管理，并借助他们向当地

居民传递中国文化。 

（3）参与社区活动。企业可与所在地政府建立联系，了解当地民众关心的问题，

积极参与到市镇、社区的有关活动中去，拉近与当地居民的距离。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在卢森堡工作和生活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做一个懂礼仪的

人。 

（1）尊重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要时时处处尊重天主教的习惯，最好不在13日和

星期五为同一天时举行礼仪性活动，绝对不能拿宗教开玩笑。 

（2）尊重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不要打听当地人的隐私，如个人情感、工资收入

等；在会谈、社交、工作和休闲等不同场合，恰当着装，不可赤膊出现在公共场所；注

意吸烟场合，有女士在场需征求女士意见，不可在大街上边行走边吸烟。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卢森堡政府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在卢森堡投资，除了在设立企业之前

须经过环保部门的评估、办理环保经营许可外，在项目运营或生产的过程中还应根据欧

盟和卢森堡有关法律法规，切实采取环保措施，并做好环保预算。 

（1）严格控制废弃物排放。卢森堡政府对于废旧电器设备垃圾、废弃包装物（如

塑料袋）、建筑垃圾等的处理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办法，对于防治土壤污染和废水排放做

了严格的规定。企业应了解有关法律，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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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履行环保义务。企业应树立环保意识并履行相关义务，如以环保的标准

选择原料供应商、分包商等合作伙伴、使用环保原料和节能设备、建立企业环保管理体

系等。 

8.6 承担必要社会责任 

中资企业在卢森堡开展投资合作，不仅要努力发展业务，还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1）重质量信誉，促有序竞争。企业应依靠严格、透明的管理体系和科学风险控

制体系，保证产品质量，赢得良好商业信誉；选择好商业伙伴，实现共赢；杜绝恶性竞

争，促进市场有序发展。 

（2）重劳工权益，建和谐企业。企业在遵守有关劳动法规的同时，应不断改善员

工的物质待遇和精神生活，如杜绝劳动歧视、实行工作时间及休假的人性化管理、开展

职业培训、建立劳资对话机制、添置职工娱乐设施等，建立和谐的企业氛围。 

（3）重社会义务，树良好形象。企业在发展自身业务同时，应尊重当地的宗教、

文化和风俗习惯，并积极参与政府有关社会团结互助的计划；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实践

社会关爱行动；加大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投入。总之，企业应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

树立良好形象、创品牌效应。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企业可通过各种途径，与媒体和相关记者建立经常性联系，欢迎媒体到企业参观采

访，宣传企业形象和企业对当地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可建立正常的信息披露制度，

定期向媒体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宣传企业发展对当地就业、经济增长、竞争力提升带来

的正面效应。 

企业在遇到有关社会敏感问题，特别是遭遇不公正的舆论压力时，应注重宣传引导，

做好预案，通过媒体与大众交流。必要时可通过公关咨询公司向媒体散发主导性消息，

引导当地媒体进行对本企业有利的宣传。 

为提高中国企业的公众形象，企业不要拒绝媒体，更不能对记者无礼，而是要平等、

信任、尊重、真诚、坦荡地面对媒体，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中资企业还应

将媒体作为与当地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积极了解和回应当地社区的重要利益关切，化

解当地民众对中资企业的疑虑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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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中国企业在卢森堡经营，要学会与执法人员打交道。 

（1）开展普法教育。中资企业要建立健全依法经营的管理制度，聘请律师对员工

进行普法教育，让员工了解在卢森堡工作生活必备的法律常识和应对措施，做到知法守

法，合理应对。 

（2）携带证件配合查验。中方人员出门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件，企业的营业执照、

纳税清单等重要文件资料要妥善保管。 

遇有警察检查身份证件，中方人员要礼貌地出示自己的证件，回答警察的问题；如

果没有携带证件也不要惧怕，不要躲避，更不要逃跑，而要说明身份，或者写出联系电

话，让公司派人联络。 

（3）理性应对有关检查。如遇到执法人员搜查公司或住所，应要求其出示证件和

搜查证明，并要求与中国企业律师取得联系，同时报告中国驻卢森堡使馆。遇有证件或

财物被执法人员没收的情况发生，应要求执法人员保护中国企业的商业秘密；出具没收

证件或财物的清单作为证据，并记下执法人员的警号和车号；交罚款时需向警察索要罚

款单据。 

遇有执法人员对中国人员或企业不公正待遇，中资企业人员不要与执法者发生正面

冲突，更不能触犯法律，而是要理性应对，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可通过律师进行处

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瑰宝，不可避免地会随着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步伐走进驻在国。中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注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沟通拉近

与当地各界人士的距离。中资企业和组织应充分了解当地民众对多元文化、东方文化的

热情，通过举办中国文化节、艺术节积极推介中华文化，在中国传统佳节期间举办相关

活动，营造节日氛围，为当地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提供窗口。 

8.10 其他 

卢森堡是一个法治健全、依法办事的国家。中资企业在卢森堡开展投资活动，必须

树立遵纪守法的意识。在经营过程中应按卢森堡当地的法律、法规科学管理。以法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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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中资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要和当地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公平竞争，有序竞争。与当

地的客户、业务伙伴以及当地同行和谐相处，友好合作。 开展公益事业和联谊活动，

参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公益活动，和当地居民友好相处，和他们交朋友，获得他们的认

同。保持和提高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形象。中资企业进入卢森堡市场后，要有长远发展

规划，踏踏实实做事，应聘用当地合格人才参与管理，依靠他们同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

打交道。 

中资企业还应充分了解当地政策，事先搞清当地工程标准和工程质量要求，保证工

程质量。一般来讲，卢森堡工程质量标准较高，高于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

标准。 

卢森堡安全形势较好，但犯罪率有上升趋势。中方人员应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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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资企业/人员在卢森堡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在卢森堡，企业不仅要依法注册、依法经营，必要时还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

捍卫自己权益。由于法律体系和语言差异，中国企业应聘请当地律师处理企业的法律事

务，一旦涉及经济纠纷，可以借助律师的力量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保护自身利益。 

卢森堡较权威的律师事务所有：Arendt & Medernach、Linklaters LLP及Wildgen - 

Partners in Law（有中文服务）等。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卢森堡政府非常重视外国投资。中资企业在卢森堡投资合作过程中，要与政府有关

主管部门和投资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并及时通报企业发展情况，反映遇到的问题，寻求

政府更多的支持。 

遇有突发事件，除向中国驻卢森堡使馆、经商参处、公司总部报告以外，应及时与

当地政府联系，取得支持。 

卢森堡主管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的政府部门是经济部。该部联合卢森堡中小企业和

旅游部、卢森堡商会等相关机构成立了卢森堡经贸促进机构，可为投资项目提供咨询。

网址：https://www.tradeandinvest.lu/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中国驻外使、领馆在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在驻在国受到不法侵害时，有义务

在国际法、双边条约或协定以及驻在国法律的范围内提供领事保护。 

企业在进入卢森堡市场前，应征求中国驻比利时（卢森堡）使馆经商参处意见；投

资注册之后，要按规定到经商参处报到备案；同时注意保持与经商参处的日常联络。 

遇有重大问题和事件发生，应及时向使馆报告；在处理相关事宜时，要服从使馆的

领导和协调。 

中 国 驻 卢 森 堡 大 使 馆 领 事 部 可 以 提 供 的 帮 助 请 查 询 外 交 部 网 站 ： 

lu.china-embassy.org，或者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电话：00861012308。   

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馆 

地址：2, Rue Van der Meulen, L-2152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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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352-436991 

传真：00352-422423 

电邮：chinaemb.lu@outlook.com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国企业到卢森堡开展投资合作，要客观评估潜在风险，有针对性地建立内部紧急

情况预警机制，制定应对风险预案。遇有突发自然灾害或人为事件发生，应及时启动应

急预案，争取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遇有火灾和人员受伤，应及时拨打当地火警和救

护电话；之后立即上报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和企业在国内的总部。 

卢森堡紧急电话： 

警察：113 

火警、民防、医疗急救及公共救援：112 

9.5 其他应对措施 

中资企业应当加强与当地中资企业协会的联系，并保持与国内公司总部的沟通，重

视风险警示信息，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同时注意与当地外商

投资局或商会的联系，遇到困难时，他们可以为中资企业提供一定的咨询和帮助。另外

还要与华人组织联系，特别是一些企业因缺少精通当地语言和法律人员，遇到困难时，

可以向这些组织寻求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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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卢森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政策措施 

10.1 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卢森堡累计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311,746例，累计死亡病例1,178例，每百人接种疫苗212.8剂次，全程基础免疫接种率

73.88%，加强免疫接种率58.76%。 

10.2 疫情防控措施 

自2022年6月起，卢森堡政府已全面放宽疫情防疫举措，仅在医院及疗养院等易感

人员聚集场所要求佩戴口罩。65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2020年，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宣布了一项总额达88亿欧元的经济稳定计划，以期实现

四大目标：满足短期流动性需求、解决资金周转问题、解决企业贷款难问题以及维持就

业。具体举措包括：向各类企业、个体商户、自由职业者提供5000-500000欧元不等的

无偿经济援助；鼓励企业为员工申报“部分失业”，由国家给予员工补贴，弥补因工作

时间减少造成的损失，避免大规模失业；允许企业延期缴纳社会保障金；允许部分银行

暂停偿还贷款及利息；为中小企业共同保险基金和共同保险公司提供中长期融资，降低

贷款门槛。 

2021年7月，卢森堡政府宣布欧盟委员会对该国“经济复苏计划”的审查已结束。

卢森堡的经济复苏计划总额为9340万欧元，将利用欧盟复兴基金的核心“复兴措施基金

（RRF）”中不需全额偿还的补助金，不使用贷款额度。该复苏计划由“向绿色经济过

渡”“数字化、创新、治理”及“社会团结和恢复”三方面构成，主要政策如下： 

（1）向绿色经济过渡：扩充电动汽车充电站（3050万欧元，占32.7%）；政府和地

方签订“自然协定”，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事业提供财政支援（600万欧元，占6.4%）；

旧工业区的再开发（改造为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供热的住宅区，2400万欧元，占25.7%）。 

（2）数字化、创新、治理：量子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的安全通信基础设施的开发

和普及（1000万欧元，占10.7%）；公共服务的数字化（1300万欧元，占13.9%）；远程

                                                   

65 https://covid19.public.lu/fr/mesures-sanitaires-en-vigueu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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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等健康护理领域的数字化（80万欧元，占0.9%）。 

（3）社会团结和恢复：面向短期雇佣者的数字技能训练（500万欧元，占5.4%）、

面向求职者的数字经营技能训练（150万欧元，占1.6%）等。 

10.4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1）继续做好疫情防护工作 

卢森堡政府领导人近日确诊再次感染新冠肺炎病毒。鉴于即使接种疫苗，在没有形

成免疫屏障的情况下，新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性抗体需要一定时间，

且保护效果并不是100％，中国驻卢森堡使馆再次提醒在卢中国公民：切勿放松警惕，

务必坚持配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等防疫措施，切实做好自身防护。 

（2）警惕电信诈骗 

有不法分子假冒中国驻外使领馆或国内“公检法”名义在欧洲多国进行电信诈骗，诱

骗当事人提供个人信息，向不法分子指定账户汇款，主要情形包括： 

①谎称接电人在国内涉信用卡诈骗、跨境洗钱等重大案件，或已被国内公安机关通

缉，伪造“警官证”“逮捕令”“保密函”等文件，以“帮助证明清白”为诱饵，进行

诱骗威胁。 

②谎称接电人家属被绑架索要赎金，并可能以“案情保密”和“维护家人安全”为

由，通过恐吓等手段操控接电人家属暂时外出躲避并切断与亲友联系，威胁恐吓接电人

家属录制自称被绑架的语音、拍摄视频等，诱使接电人上当受骗。 

③通知接电人签证、居留卡、护照等证件到期或正待领取等。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驻卢森堡使馆在此提醒旅卢中国公民： 

（1）警惕不明电话、短信和邮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2）中国驻外使领馆和国内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方式通知中国同胞有涉及国内的

案件需要处理。不要轻信任何以中国驻外使领馆名义索取银行卡等个人财务信息、要求

转账或汇款的电话及邮件等。 

（3）中国驻卢森堡使馆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索要个人账号等财务信息，也不会要求

以转账方式缴纳办证费用。 

（4）如接到疑似诈骗电话、短信、邮件等，可通过中国驻卢森堡使馆官方网站公

布的联系方式进行核实，或拨打外交部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12308热线请求将

相关信息转使馆进一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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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卢森堡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卢森堡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详见http://annuaire.public.lu） 

1. 大公府Maison du Grand-Duc 

2. 众议院Chambre des Députés 

3. 内阁会议Conseil d'Etat 

4. 司法机构Juridictions 

5. 其他机构Autres Institutions et Organismes 

6. 首相府 Présidence du Gouvernement， Ministère d 'État 

7. 外交部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européennes 

8. 农业、葡萄业和农村发展部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de la Viticul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9. 文化部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10. 数字化部 Ministère de la Digitalisation 

11. 经济部Ministère de l'Économie 

12. 国民教育、儿童和青年部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de l'Enfance et 

de la Jeunesse 

13. 男女平权部Ministère de l'Egalité entre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 

14. 能源与土地规划部 Ministère de l'Énergie et de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15. 高等教育和研究部Ministèr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 

16. 环境、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部 Ministère de l'Environnement, du Climat e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17. 家庭和融入部 Ministère de la Famille, de l'Intégration et à la Grande 

Région 

18. 财政部Ministère des Finances 

19. 公共职能部Ministère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20. 内政部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2628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2633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2667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2673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2714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29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10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300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300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352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459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531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598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598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991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002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002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025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025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044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044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129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129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227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550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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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司法部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22. 住建部Ministère du Logement 

23. 动产和公共工程部Ministère de la Mobilité et des Travaux publics 

24. 消费者权益保护部Ministère de la Protection des consommateurs 

25. 卫生部Ministère de la Santé 

26. 内部安全部 Ministère de la Sécurité intérieure 

27. 社会安全部Ministère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28. 体育部Ministère des Sports 

29. 就业和社会经济融合部 Ministère du Travail,  de l'Emploi et de 

l'Économie sociale et solidaire 

30. 国家概况门户网站， www.luxembourg.lu 

31. 国家行政门户网站，www.guichet.public.lu  

32. 企业服务门户网站，www.entreprises.lu 

33. 国家研发创新门户网站，www.innovation.public.lu 

34. 政府采购门户网站，www.marches.public.lu 

35. 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www.statistiques.lu  

36. 法律法规查询门户网站，www.legilux.lu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684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736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743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898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1908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2061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2229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2351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2365
https://annuaire.public.lu/index.php?idMin=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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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卢森堡中资企业商会、华人社团和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中资企业商会】经商务部批准，在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于2004年5月21日组

织成立“驻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商会”（英文名称：Associ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Belgium and Luxembourg，简称比卢中企协，AECBL）。目前，比卢中企协共有正式

会员36家66，企业涉及的行业主要有贸易和仓储物流、交通运输、码头运营、银行金融、

工程技术服务、酒店业、技术研发、制造业和农林渔业等，大多数中资企业经营情况良

好。商会现任会长单位是中国工商银行布鲁塞尔分行，副会长单位是海航集团驻欧洲代

表处和中远比利时公司。商会目前暂时没有登记注册。商会主要活动和服务有： 

（1）组织会员企业参与各类经贸促进活动。帮助会员企业与比利时、卢森堡的商

会组织和企业扩大交流与合作，更好地融入当地商业环境，挖掘商业机会。如组织中资

企业参加中欧工商峰会、与比利时技术企业联合会座谈、参加使馆举办的中比经贸友好

招待会等。 

（2）为会员企业提供驻在国经济动态、形势分析、政策走向，以及市场经营相关

法律法规、政府管制、商情等信息咨询服务，为企业拓展业务提供参考。 

（3）为企业在比利时、卢森堡新设机构提供咨询意见，帮助企业了解当地法律和

商业经营环境。 

（4）指导企业加强领事保护、安全生产和履行社会责任，帮助企业向有关部门反

映意见和诉求。与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在比利时中国媒体、比利时投资管理部门等单位

举行交流会。 

（5）促进会员企业加深相互了解和沟通。组建驻比卢中资企业商会微信群，定期

发布最新经贸信息，促进会员企业沟通与交流。促进会员企业间开展文娱活动等。 

驻比卢中资企业商会秘书处：中国贸促会驻比利时代表处 

电话：0032-2-6757 865 

传真：0032-2-6757 189 

地址：Avenue Gustave Demey 131, 1160 Brussels, Belgium 

E-mail: ccpitbe@ccpit.org；yebing@ccpit.org；yanmanman@ccpit.org67 

                                                   

66https://www.aecbl.org/about 

67https://www.ccpit.org/belgium/a/20211220/2021122065mr.html 

mailto:ccpitbe@ccp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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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中资企业】 

（1）中国银行    

地址：55 Bd Royal, 2449 Luxembourg 

信息咨询：00352-268688300    

个人金融服务：00352-268688220   

公司金融服务：00352-268688388 

邮箱：service_lu@bank-of-china.com 

网址：www.bankofchina.com/lu/ 

（2）中国工商银行    

Post Address：ICBC BP. 278 L-2012 Luxembourg   

Office Adddress：32 Boulevard Royal，L-2449 Luxemourg     

电话：00352-26866621   

传真：00352-26866699    

网址：www.icbc.lu 

（3）中国建设银行欧洲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卢森堡分行 

地址：1， boulevard Royal，L-2449 Luxembourg 

电话：00352-286688 

传真：00352-28668801 

（4）中国农业银行卢森堡分行 

地址：65 boulevard Grande-Duchesse Charlotte 

电话：00352-279559900 

传真：00352-279550005 

（5）中国交通银行卢森堡分行 

地址：7 Rue de la Chapelle，L-1325 Luxembourg 

电话：00352-28688821 

传真：00352-28688899 

（6）招商银行卢森堡分行 

地址：20，boulevard Royal，L-2449 Luxembourg 

电话：00352-286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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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0352-286666333 

（7）光大银行卢森堡分行 

地址：10, avenue Emile Reuter, L-2420 Luxembourg 

电话：00352-26668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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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卢森堡》，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到

卢森堡开展投资合作业务时普遍关注的投资合作环境进行了客观介绍；针对中国企业到

卢森堡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了提示。希望本《指南》能成为中国企业走进

卢森堡的入门向导，但由于篇幅有限，加之不同投资者所需信息各异，本《指南》提供

的信息仅供读者参考，不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依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本《指南》编制工作。参加2022年版《指南》

撰稿人员为：驻卢森堡使馆经济商务负责人刘敬东、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徐岳塍、陈昱

君、仝碧乐、于雨辰。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指南》内容进

行了补充和修改。商务部欧洲司的同志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海关、欧盟统计局、卢森堡国

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等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公开信息，特此说明并致谢意。由于时间仓促，数据庞杂，如

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