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観下的中 日关系

徐 梅

内容提要 ： 年 月 日 日本政府宣布对钓 鱼 岛及其部分 附厲 岛 屿 实

施所谓
“

国有化
”

， 导致 中 日 关 系 恶化 ，
巳 给双边经 贸合作及两 国经济发展 带

来负 面 影 响 。 但 中 国作 为 曰 本企业 重 要 的 生产基地和销 售 市场 的 地位
， 在 今

后
一

段时 期 内 还难 以被其他 国 家或地 区所取代 。 在 新形势下 ， 中 曰 两 国不仅

在贸易 、 投资领域
，
而且在金 融 、

能 源环保 、 信息 化 等领域
，
都存在 新的 发

展机遇和 巨大 的合作潜力 。 中 日 关 系 已超 出双边 范 畴 ，
也 影 响 到 亚 洲 区域 经

济和一体 化乃 至世界经济的 发展 ， 中 日 两 国 需 要从 国 际 视野 思 考 当 前 的 中 曰

关 系 。 两 国 经济界更有必 要 维护和巩固经济关 系这条
“

纽 带
”

，
继续推动双边

经贸合作 的发展 ，
进而促进 中 曰 关 系 朝着正 确 的方 向 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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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 日本政府宣布
“

购买
”

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

岛和北小岛 ，
实施所谓

“

国有化
”

， 导致中 日关系恶化 。 进人 年

以来 ，
两国围绕钓鱼岛的争端继续处于僵持状态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 日

即将迎来 《 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 》 缔结 周年纪念 。 值此之际 ， 探讨中

日两国关系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 本文拟主要从经济的视角 ， 思考当前

的中 日关系 。

中 日关系恶化有损各自 的经济利益

中 日两国 自 年实现邦交正常化 、 年缔结 《 中 日和平友好

条约 》 以 后
， 双边经 贸关 系迅速发展 。 根 据 日 本贸 易 振兴机构

—

—



口 日本学刊 年第 期

的统计 ， 年 ， 中 日 贸易额创下 亿美元的历史最

高纪录 ， 相当于 年两 国贸易额的 倍 ， 如果与 年相比增幅更

超过 倍 。 对 日本而言 ， 对华贸易位居第一 ， 在其整个对外贸易中所

占比重为 ， 对华出 口和 自华进 口在其对外 出 口和对外进口 中分别

占 和 ，
中 国也是 日本最大的出 口地和进口地。

② 对中国而

言
， 对 日贸易在其整个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为 ， 仅次于对欧盟 、 美

国和东盟的贸易 ， 对 日 出 口和 自 日进 口在中国对外出 口和对外进 口 中分

别 占 和 ，
日本是中国第五大出 口地和第二大进口地。

③

在投资领域 ， 迄今为止中 日 两国的合作主要体现在直接投资方面 。

从投资流向来看 ， 主要是 日 本对华直接投资 ， 中国对 日投资尚处于初级

阶段 。 根据 中 国商务部的统计 ， 日 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在

年创下 亿美元的新高 ， 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中

所占 比重为 ， 相 当于 年 日 本对华直接投资 的 倍
，
比

年增长了近 倍 ， 在对华直接投资的 国家中居于首位 。

然而 ， 在中 日 经贸关系处于 良好发展势头之时 ， 年 月

日 ， 日本政府宣布
“

购买
”

钓鱼岛 及其部分附属岛屿 ， 实施所谓
“

国

有化
”

， 导致中 日关系急剧恶化 。 这一事态已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了负

面影响 。

一

） 中 曰 贸 易减少

据 日方统计 ， 年 ， 中 日 贸易额为 亿美元 ， 同 比下降

。 其中
，

日本 自华进 口虽然增长 ， 但明显低于 日 本对外贸

易的总体增幅
；
日本对华出 口下降了 ， 尤其是

一

般机械 、 汽车

等产品 的 出 口 降 幅较大 ；
日 本对华 贸易收支 出 现 亿美元的

赤字 。
⑤

① 日 中経済協会 『 日 中経協 ；
？ 肀
一

于几 』 年 月 号 、 頁 。
『

日 中経協 汐 亇
一于

年 月 号 、 頁 。

② 「
日本 月次 貿易 動向 」 、 ： 。 下

载时间 ： 年 月 日 。

③ 参见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 《 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
，

年秋季 ，

第 页
。

④ 日 中経済協会
『

日 中経協夕中
一

于少』 年 月号 、 頁。

■

日 中経協 夕 十
一于

年 月号 、 頁。

『
日 中経協 汐亇

一

于瓜』 年 月 号 、 頁 。

⑤ 日 中経済協会 『

日 中経協夕 亇
一

于瓜 』 年 月号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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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中 日 贸易额下降 ，
也有 年中 国经济增速放缓的 因素 。

但是 ， 如果从 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后的 月 的情况 （
以 日 元计价 ）

来看 ， 中 日 贸易额月 均下降 日本对华出 口 降幅超过两位数 ， 月

均下降 ， 明显高于全年的降幅 。 年 月 ，
日本对华进出 口

贸易仍不及 日 本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 。 这意味着 ， 中 日 贸易在两国

各 自 的对外贸易 中所占 比重也有所降低 。

二
） 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意 愿降低

虽然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 年创下新高 ， 但投资往往存在一定

的滞后性 。 随着中 日关系的恶化 ， 已出现 日 本企业对华投资意愿降低的

迹象。 比如 ，
丰田公司已决定推迟实施在华扩大投资计划 ， 神户制钢公

司于 年 月 底取消了一个在华投资项 目 。

根据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年 月进行的
‘‘

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

业务发展调査
”

结果 ， 超过半数的企业表示将重新审视、 慎重考虑在

华业务
，
与该机构同年 月 的调查结果相比

，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意愿

降低 。 另外 ， 接受调査的 日 本汽车企业普遍表示 ， 受 日 中关系恶化影

响 ， 年在华销售业绩下降 ， 其中多数企业认为半年后也难以恢复

到争端发生前的水平 。
② 年 月

，
外 国品牌汽车中 只有 日 系汽

车在华销量同 比下滑 ， 所 占市场份额为 ， 与德系汽车相差近七

个百分点 。
③

三
）

日 本旅游业及相关产业遭受打击

进入 世纪 ，
日本明确提出

“

观光立国
”

战略 ， 将旅游业作为未

来本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 ， 而人境游市场对 日 本实现
“

观光立

国
”

战略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 近年来 ， 在 日本人境游的人次统计中
，

中国大陆所占比重以年均
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 ， 中 国成为 日本入境游

‘

的重要客源地 。 年 ， 在 日 本入境游市场中 ， 来 自 中 国大陆的游客

人次所 占 比重从 年 的 上升到 在 日本入境游的消费额

① 日中経済協会 日 中経協夕 肀一十少』 年 月号 、 頁 。

② 国際協力銀行業務企画室調査課 『 年度 织国製造業企業 海外事業展開仁関

卞 冬調査報告 』 、 年 月 、 頁 。

③ 参见 《 年 月 乘用车分国别销售情况简析》
，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网

，
年

月 日
，

。 下载时 间 ：

年 月 日 。

— —



口 日 本学刊 年第 期

中 ， 中国大陆占 。 可见 ， 中国人赴 日游的增长带来在 日 消费的

增加 ，
这会对改善 日本低迷的 内需和经济状况、 实现

“

观光立 国
”

战

略产生一定的正效应。

年 月
， 中国大陆赴 日旅游人次同 比增长 。 但是 ，

日本宣布
“

购买
”

钓鱼岛 以后 ， 中 日 关系恶化 ，
导致 国民 间的友好感

情降低 ， 到对方国家旅游的意愿明显减弱 ， 月 中国大陆赴 日旅游人次

同 比仅增长 。 在中国的
“

十一黄金周
”

期间 ，

一些旅行社根据游

客要求取消了部分赴 日 旅游团 ，
月 赴 日旅游人次大幅减少 ， 同 比下

降 。 之后一直到 年 月 ， 中国大陆每月赴 日旅游人次的降

幅都在 以上 。

② 另据 日本法务省人境管理局的初步统计
，

年

月 ， 赴 日 中国人次同比减少近 。 中国赴 日 旅游及往来人次

的大量减少 ，
也波及航空运输 、 住宿、 餐饮等相关行业 。 据 日本共同社

发布的消息 ， 月 至 月 间 ，
日航和全 日 空公司的中 日航线被取消 了

万个团体预约座位 。
④

以上事实表明 ， 中 日关系恶化 ， 已影响到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和人员

往来 ， 不利于各 自经济的发展 。 至于究竟对中国和 日本哪一方的影响更

大 ， 探讨这一问题的意义并不大 。 针对 日本先挑起 的钓鱼岛争端 ， 中国

采取反制措施是必要的 、 也是必然的 ’ 但是无论哪一方 ，
都不宜轻言发

动经济制裁 。 首先 ， 如果一方采取经济制裁措施 ， 往往会引发一连串的

反制措施 ’
不仅会对中 日贸易造成较大冲击 ’

也会使处于起步和发展中

的金融 、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经济合作受到影响 ， 不符合 中 日

两国的经济利益 。 其次 ，
率先采取经济制裁措施的

一

方 ， 其国际信誉将

受损 ， 使国际资本丧失投资的信心 ， 很可能会给其对外经济合作等方面

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 再者 ， 经济制裁的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 ， 却很难

① 国土 交 通省観光 庁 『 平成 年版観光 白 書 』 、 年 月 、

。 下载时间 ： 年 月 日 。

② 日本政府観光局、
：

。 下栽时间 ： 年 月 日 。

③ 参见 《受钓鱼岛问题影响 ？ 赴 日 中国人数量减少 》
，
人民网

，
年 月 日

，

： 。 下载 时间 ： 年 月

日

④ 参见 《 日 本两家航空公司超 万中国航线订座被取消 》
，
网易两 ， 年 月 日

，

： 。 下载时间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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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基本的政治立场 。 最后 ， 在经济 日 益全球化的背景下 ， 中 日两国之

间的经贸关系业已十分密切 ， 处于
“

你 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的状态 ，

很难将其区分和具体量化。

“

和则两利 、 斗则俱伤
”

， 是中 日两国有识

之士早已达成的共识。 这也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 尽快修复中 日关

系 ， 使其朝着 良好的方向发展。

二 未来中 日两国经贸合作的需求和前景依然广阔

年 月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 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环境中 ，

中 国经济依然保持了 以上的增长 ，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

力 。 年 月 ， 十八大报告
”

又为 中 国的未来绘制了
“

新型工业

化 、 信息化 、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

这一
“

新四化
”

的发展蓝图
，
中

国新一届领导层也展示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 。 许多海外机构和人

士都看好中国经济 。 未来中 日 两国经贸合作的需求和前景依然广阔 。

一

） 中 国仍将是 日 本重要的生产基地和销售 市场

年底以来 ， 关于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大都包含这样一个

内容 ： 中 国何时能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 年 月 ， 美

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有关全球趋势的报告 ，
指出 中 国将在 年之

前超越美国 。 年 月 ， 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公

布 《 年的世界》 报告 ， 认为 中国最快可于 年超过美国 ， 成为

全球最大经济体。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在 年 月 日发布的中期经

济预测中间报告中分析 ， 到 年中 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

中所 占 的 比重将从 年 的 上 升到 ，
逼近美 国 的

。 如果依此推算 ， 中国经济规模也将会在 年之前超越美

国
，
这与美国 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预测大致相同 。 暂且不说这些预测是否

准确 ，
也不论人们从何种角度去解读中国 的发展趋势 ， 但它说明 了一

点 ， 即中 国经济的未来值得期待 ， 中 国的发展将会进一步释放巨大的市

场需求 。

① 日 本経済研究七 夕
一 『第 囬 （ 中間報告 ） 中期経済予測 （ 年度 ） 』 、

： 。 下载时间 ： 年 月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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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 ，
日 本国际协力银行近期的调查显示 ， 钓鱼岛争端后 日本

企业对华投资意愿有所降低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该调查结果同时也传递

了另外一个信息 ： 鉴于中国市场未来的成长潜力 、 现有规模以及加工和

供应基地、 廉价劳动力 、 产业集群等因素 ， 中国仍然是 日本企业从中期

而言最看好的投资地 ， 并且尚没有 日本企业表示会因 日 中关系恶化而从

中国撤资 。 这预示着 ，
中国作为 日本企业重要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的

地位 ，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难以被其他国家或地区取代 。

与经济增长较快的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相比 ， 中国不仅政局稳定 、 基

础设施相对完备 、 拥有熟练和半熟练的相对廉价劳动力 ， 而且
“

生产

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 ，
回旋余地很大 ， 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

业 、 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金密集型产业 ， 都有发展的空间
”

。 同时
，

中国还有幅员辽阔 的土地和多层次的消费群 。
一方面

， 在东部沿海地

区
， 中国有数亿人 口的城镇中等收人阶层 ， 这部分人有能力购买汽车等

髙档商品 ，
其中正在崛起的高收入阶层越来越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主

要群体 ；
另一方面 ，

在偏远的西部地区 ， 仍有尚待开发的广阔市场 ，
为

产业结构转移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需求空间 。

对 日本而言
，
虽然中国的发展和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意味着在

一些领

域的竞争加剧 ， 但如果 日 本能将这种竞争压力转化为技术革新和改革的

动力 ， 将有利于推动其国 内产业结构升级 ， 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 ， 改善

国内投资环境 ， 进而为经济发展注人活力 。 正如 年 日本时任首相

小泉纯一郎在
“

博鳌亚洲论坛
”

上所言 ， 中 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

大会促进竞争 ， 并将证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次巨大机遇 ’
日 中经济关

系的发展也是 日本培育新产业的机遇。

二
）
发展中的 中 国 仍然需要学习 和借鉴 日 本等发达国 家的经验

当然 ，
以上并不是说中国 已经很强大 。 事实上 ， 中 国依然是发展中

国家 ，
与 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 。 作为全球第

一

人 口

大国 ， 中国的经济绝对量一旦被人均化 ，
情况则大不相同 。 比如 ，

① 国際協力銀行業務企画室調查課
『

年度 妒国製造業企業 海外事業展開 二関

調査報告 』 、 年 月
、 頁 。

② 温家宝 ： 《政府工作报告 年 月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

议上 》 ，
《人民 日 报》 年 月 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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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虽然中 国在 总量上超过 日本 ， 但当年中 国人均 仅为 日 本的

十分之一左右 ， 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 中国与 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闾的

差距仍较大。
①

其次 ，
中国城乡 之间 、 地区之间以及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明显 ， 处

于发展不平衡、 不协调的状态 。 中国的城镇人口 在 年首次超过农

村人 口
，
城镇化率上升到 ， 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悬殊。 目

前中国 以上的人 口分布在农村地区 ， 而第一产业在 中所 占比

重仅为 表明 中 国 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还处于较低

水平。

再者 ， 中 国的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 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不高 。

虽然中国被冠以
“

世界工厂
”

的称号 ， 中 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 ， 中

国的钢 、 煤、 化肥、 棉布等产品的产量均居世界第
一

， 但在中国出 口的

产品中 ， 很大一部分是跨国公司在华加工生产的 ， 其附加值的大部分被

外资企业赚取 ， 中国仅获得其中较小的部分 。

另外 ， 中 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 。 几十年来 ， 中

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已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 所欠下的
“

环境债
”

已到必须偿还的时候 ， 今后将为此支付一定的环境成本 。

可见 ， 摆在中国面前的课题很多 ， 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 。 正因为如

此
， 在建设

“

美丽中国
”

和通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路途上 ，
中 国需

要继续学习 和借鉴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 譬如 ， 党的
“

十八大报告
”

提出 ， 到 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
一番。 而在 日本 ， 世纪

年代池田勇人内 阁时期便制定实施了
“

国 民收入倍增计划
”

（

，
并提前三年实现了既定 目标 ，

到 年 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强国 。 那么 ， 当年 日本为何能够提前实现国 民收入倍增的 目标 、 相

关的配套措施有哪些 、 其效果如何 、 同时又带来了哪些问题⋯ ⋯这些都

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再如 ， 进入 世纪 ， 尚 未富裕的 中 国 已开始面 临老龄化问题 ，

① 参见中 国国家统计局 ： 《 国 际统计年鉴 》 ， ：

。 下载时间 ： 年 月 日 。

② 参见中 国国家统计局 ： 《 中 国统计年鉴 》 ， ：

。 下载时间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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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 岁 以上人口所占 比重超过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年 月发布的 《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
② 预测 ， 年中国 岁 以

上人 口将首次突破 亿 ， 老龄化的形势 日趋严峻 ， 而中国远没有做好这

方面的准备。 日本在 世纪 年代已率先进人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
如

今 岁以上的人 口 占比超过 ，
日本在老龄化发展过程中 的应对措

施及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做法 ，
值得中 国研究和借鉴 。

三
） 新形势下 中 日 两 国加强经贸合作 的必要性进一步上升

当前 ， 美国经济复苏不稳固 ，
欧洲尚未走出债务危机的阴影 ， 全球

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 。 与此同时
， 国际地缘政治形势趋于复杂化 ， 主

要大国进行全球战略调整 ， 领土争端频现 ，
朝鲜半岛核试验引发东北亚

地区局势动荡
，
加之极端气候、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国际能源及大宗商

品价格震荡起伏 ， 这些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 。 在不确定性

日 益增多的情况下 ， 要实现 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唇齿相依的中 日两

国更加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 。

今后 ， 不仅在贸易 、 投资领域 ，
中 日两国在防范和应对金融风险以

及加强能源环保、 信息化合作等方面 ， 也将出现广阔的合作需求和空

间 。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 中 国大量增持 日本国债 ， 在 年超过

美 、 英成为 日本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 ，
截至 年末 ， 中 国持有的

日本国债 （含短期国债 ） 余额约为 万亿 日元 。

③ 进入 年
，

日本

获准购买上限为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国债 。 同年 月 日起
，
中 日两

国间开始实现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 日元的直接交易 。 这些措施对作

为外汇储备大国的中国和 日本而言 ，
有利于降低资产和汇率风险 ，

减少

对美元的依赖 ， 促进本国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 ， 未来两国在这些方面

的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 。

在能源环保领域 ， 近年来中 日两国间的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化 ，
已成

为双方经济合作的新亮点 。 在环境问题 日 益凸显的形势下 ， 温家宝总理

① 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 ： 《 中 国统计年鉴 》 ，
：

。 下载时间 ： 年 月 日 。

② 吴玉韶主编 ： 《老龄蓝皮书 ：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年 。

③
『
日 本経済新聞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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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中再次强调 ， 今后中国将
“

坚持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 的基本 国策 ， 着力推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 、 低碳发

展
”

，

“

重点抓好工业 、 交通 、 建筑 、 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 ， 控制能源

消费总量
， 降低能耗 、 物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

。 日本是世界上拥

有一流节能环保技术和丰富经验的国家 ，
也有很多节能环保型产品 ， 中

国迫切需要学习和引进 。 对 日本企业而言 ， 也会在中 国市场上面临更多

的商机。 譬如 ， 进人 年
，
中 国大陆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 ，

月松

下 、 夏普等企业在华空气净化器的销量成倍增长
，
有的产品供不应求 。

另外 ， 据分析
， 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雾霾天气出现的来源之一 ， 而 日本在

生产节能环保型汽车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性优势 ， 如果弓
丨 进相关技术和

产品 ， 无疑会有助于中 国缓解和治理大气污染问题。

三 良好的 中 日 关系符合地区的经济利益

中 国和 日 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 ， 两国人口和经济规

模合计占全球的五分之一左右 ， 出 口 占全球出 口 的 。 在东亚地

区
， 无论人 口还是经济总量 、 进出 口 贸易规模 ， 两国合计所占 比重均超

过一半 。 强大的经济合力
，
决定了中 日两国在亚洲地区的核心地位 ，

也

意味着两国间的合作是提升本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关键环

节
，
是实现亚洲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前提 。

一

） 美 国在分化东 亚力 量的过程中
“

渔翁得利
”

事实上
， 早在 年 ，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就提议创立

“

东亚经济集团
”③

， 这通常被认为是关于东亚经济
一体化构想的萌芽 。

但这一设想因招致美国的不满和反对而未能推行 ， 日本也因美国的态度

而消极对待 。 直到 年 ， 东亚地区只有东盟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 。

这期间 ， 美国在 年 月 与加拿大、 墨西哥建立了北美 自 由贸易区

较早地从区域经济
一体化中获得利益 。

① 温家宝 ： 《政府工作报告一 年 月 日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

议上》 ， 《人民 日 报》 年 月 日 。

②

③ 年 月改称
“

东亚经济核心论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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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
东亚形成 了 由东盟十国和 中 国 、

日本 、 韩国组成的
“ ”

合作机制 。 在这一框架下 ， 年 月 ，

东亚各国和地区签署了 《清迈倡议》
①

， 标志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迈 出

实质性的一步 。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
，

美国越来越担心在东亚

出现一个将其排斥在外的区域贸易集团 。 自 年起 ， 美国开始积极

倡导建立
“

亚太 自 由贸易区
”

（ ， 但由于
“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

成员较多 ， 各国和地 区的情况差异较大 ， 相互间的利益难以

协调 ， 加上领导人会议声明和宣言缺乏约束力 ， 推行这一构想的条件不

成熟 ，
缺少可操作性 。

于是 ， 在 年美国高调宣布
“

重返亚洲
”

以后 ， 经济上推出的

一个重要举措是参与并主导了
“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的发展进程 。 由于 已有成员多是小 国
， 美国极力拉拢 曰本

加人 ， 以增强 的实力和 自 身在亚洲的力量 。 可 以说 ， 美 国参与并

主导 的出发点是其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 。 美国既希望从快速发展

的亚洲 中获得经济利益 ， 也希望借助 日本巩固和提升其在这一地区的政

治影响力 。 但客观上 ， 中国的快速发展 ，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在亚

洲地区的地位 ， 美国便产生遏制中国崛起的动机 。 不管怎样 ， 事实上美

国的确利用了 中 日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分化亚洲的力量 ， 使本已进展缓慢

的东亚地区经济
一

体化的格局更加错综复杂 。

在重返亚洲四年后
，
美国在这一地区站稳了脚 ， 又开始进行全球战

略的再平衡 。 此时 ， 作为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 日两国却在为

二战后美国埋下的隐患
——

钓鱼岛主权问题陷入僵持状态 。 近期 ， 美国

宣布将于 年 月 底之前与欧盟启 动 自贸区谈判 。
一旦美欧 自贸 区

建成 ， 将覆盖全球经济产出 的一半和全球贸易的三分之
一

以上 ， 这对区

域经济一体化巳落后的亚洲而言 ， 无疑将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 。 作为该地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 国家的 日本和中 国 ， 需要冷

静深思 ， 担负起促进本地区发展的历史重任 。

① 《清迈倡议》 是在双边谈判的基础上达成的地 区性合作协议 ，
要求各国承诺

一

定数量

的美元等货币 ， 当其他 国家或地区国际收支出现问题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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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亚洲经济的发展和 区域一体化的形 势客观上要求 中 日 两 国

加 强合作

在亚洲地区 ， 关于区域经济
一体化问题 ， 出现过诸多构想

，
目前进

人或即将进入谈判阶段的有 、 中 日 韩 自 贸区和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

（ 。

启动谈判最早 ， 新加坡、 文莱、 越南 、 马来西亚等东亚 国家已

经加入 。 年 月 日
，
安倍晋三首相正式宣布 日本参加谈判 ，

日

本将成为 第 个成员 。 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 ，
日本能否顺利加入

恐怕还要取决于
一些条件 。 比如 ， 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允许 曰

本在农产品领域实行
“

例外处理
”

， 美国等 成员是否会要求 日本全

面改变其国 内的食品安全标准、 医疗保险及律师和医生从业资格等制

度 ， 日 本能否顺利获得所有 成员 的同意 ， 安倍政府能否协调处理

好国 内 的各种利益等 。

共有 个成员 ，
计划在 年底之前完成谈判 。 但 由于成

员数量较多
，
相互间的利益差异容易导致分歧较多 ， 会加大谈判的难

度 ， 比如 ， 澳大利亚可能会主张谈判 内容加入环境 、 劳动条款 ， 印度可

能会担心中国产品冲击其国内市场
， 等等 。 其中 ，

中 日韩三个成员能否

在谈判 中达成一致
，
也将是一个关键环节 。 至于中 日韩 自 贸区 ， 巳于

年 月底在韩国首尔启 动了首轮谈判 ， 就今后的谈判方针 、 内容

及方式等进行了交流和磋商 ， 年内还将进行第二轮和第三轮谈判 。 鉴于

中 日韩 自 贸区的成员数量少 ， 谈判阻力相对小 ， 相 比 谈判的难

度会降低 。

对 日本而言 ， 参加中 日 韩 自 贸区的经济效果并不亚于 。 根据 日

本野村证券首席研究员川崎研
一

的测算 ， 中 日韩 自 贸区会拉动 日本

增长 会拉动 日 本 增长 。
① 按照安倍政府近期公

布的测算结果 ， 将使 日本 提升 。
② 可见 ， 从地缘 、 谈判

成本、 效果等方面看 ， 参加中 日韩 自贸区不失为 日本较好的选择。

当然 ， 在全球 自贸区网络越织越密 、 交织重叠的形势下 ，
参与区域

① 『
日 本経済新聞 』 年 月 日 。

② 『読壳新聞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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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已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 ， 各国可以 同时有多种选择 。 至于参

与何种形式的一体化 ，
各国和地区都有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发展道路、 追

求利益的权利 。 况且 ，
亚洲地区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
未来通向区域经

济
一体化的路径不可能只有一个 。 但是 ，

鉴于中 日两国在亚洲地区的经

贸地位 ，
不可否认的是 ， 无论哪一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 ， 如果没有中

日两国的参与和合作 ， 都谈不上是成功的一体化。 也是如此 ， 如果

没有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参与 ， 恐怕其一体化的效果也会打折扣 。 而

设定的较高标准 ， 是当前中国经济产业状况难以承受的 。

三
） 深度的 制度性合作 需要建立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

当前 ， 中 日 、 日韩之间因领土争端而导致双边政治关系恶化。 在这

种情况下
，
中 日韩 自 贸区谈判能够启动

，
本身就表明了各国都深知加强

合作的重要性 ，
它符合各 自的国家利益 。 但是

，
今后能否顺利推进谈判

并最终达成协定 ，
还需要建立在良好政治氛围的基础上 。

实践证明 ， 政治互信是建立 自贸区的一个必要前提。 近年来 ， 中 日

韩相互间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 ，
关于三国之间建立 自贸区的构想也已酝

酿十年之久
， 但直至今 日 才刚刚进人谈判阶段 。 这不仅仅是因为三国的

社会制度 、 发展水平差异以及在合作 目标 、 方式等方面存在分歧 ， 也是

由于受历史认识、 领土争端等影响 ， 相互之间政治关系脆弱 ，

一出现突

发性事件 ， 往往就会导致双边芳系不稳定 ，
也影响到国民间的感情 。

因此
，

亚洲区域经济
一体化形势的发展 ，

客观上要求中 日韩相互间

尤其中 日两个大国之间保持稳定的政治关系 ，
增进互信 ， 坦诚合作 ， 为

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和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 切实推

进一体化进程 。 不仅如此 ，
在应对金融危机 、 信息化 、 气候与环境 、 自

然灾害等地区性问题上 ，
两国也有必要加强协商与合作 ， 携手促进地区

的稳定和繁荣发展 。

由于中 日 两国的产业和贸易体系与全球市场紧密关联 ， 世界经济的

发展也需要稳定的 中 日关系 。 在美国经济未见稳定复苏 、 欧洲经济仍受

债务危机困扰的情况下 ，
如果中 日关系持续恶化 ，

也会成为全球经济新

的风险因素 。 正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所言 ， 世界无法承担由

中 日两个经济大国间拖延不断的争端所带来的后果。

可见 ， 中 日关系早已超出双边关系范畴 ， 它关系到地区乃至世界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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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 所以 ， 中 日两国需要跳出 中 日 范围 ， 从国际视野思考当前的中 日

关系 。

通常情况下 ， 政治关系良好 ， 会有利于促进经济关系的发展 ； 经济

关系越紧密 ， 反过来也有利于加固政治关系 。 特别是当今时代
，
各国和

地区都在谋求 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经济利益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制

定实施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

在中 日关系中 ， 经济关系不仅是基础性内容和最重要的
“

纽带
”

，

也可以说是两国民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 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 随着

双边经贸往来的加深
，
两国国民不仅从中得到了实惠 ， 而且由此也加深

了相互间的 了解 。 从这个角度上讲
， 发展中 日经济关系 ， 亦可上升到

“

以人为本
”

的高度 ， 既有利于促进双方民生的改善 ， 也有利于促进两

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了解 。

在国际化快速发展、 经济相互交融和依赖的趋势下 ， 各经济体之间

的相互关系 日益呈现出
一

个特点 ：
经济关系越紧密 ， 相互间涉及的利益

会越多 ， 当政治关系出现问题时往往会更加理性思考 ， 在政治外交上妥

协的可能性也会越大 。 当然
，
这并不是说经贸关系密切

，
就不会出现政

治分歧 ， 而是中 日之间如果没有经济关系这条
“

纽带
”

， 政治关系可能

会比现在更差 。 所以 ， 在当前中 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
两国经济界更要

努力呵护和继续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 助力于促进中 日关系朝着良

好的方向前行 。

责任编辑 ： 叶 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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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要約

戦後 日本経済 発展段階 ：：関卞冬考察

一

今 弋
、 、

千了 、

°

経済乃構造的欠陥 奁兼杧
—

徐 平

先進工業国 比較 、 日本比後進国 ；：属 、 七乃経済発展乇 ；

、

経済 ：属 石 。 二 視点力义見⑴盂 、 戦後 曰本経済 年 千 ： 失 弋 午 了
、 「実

験 」 、
八 「実験」 方向

「実験」 三段階奁経 亡 考 ； 托 ■

。 三階段 二

妇汁厶 曰本《年中 子 ‘

°

経済 実績和異 年 ’ 子 ’

°

階段 立目覚圭 実績奁

八 階段 弊害奁露呈 、 方向鞍換段階 立経済伊停滞 亡 。 日 本 年 中 千了 ？

経済刃
°

口七又 旮三段階 二分 入念 検討 亡結果 、 年 亇
、

°

経済 二乗 超之難

構造的欠陥如存在 冬 二
■

出介 乇扎二寻 、 日本経済 方向転換 ：划于 ■ 制度革新

求 儿 、 夕 二 、易 。 日本 年亇 、

°

経済 口 七又过 、 政府 関与妒経済成長

鍵 知 、 経済不況 根源 奁例示 二 【二旮 。

現代 日本乃于夕 于 ； 厶

米原 謙 崔 世広 訳

年代末力义 、 日本 于 〉 于 丨 敗戦々対米従属 —
°

卜 夕 又 力
‘

解放§ 、
「現代 」 的 形態 奁 匕 易 上 巧 ；

二 亡 。 年代过 、 曰本 十 〉 十 厶办

「 戦後」 拘束力
、 解放§ 、 経済成長 国家 目標 、

「経済大国 」
二相応卞 石

「貢

献」 奁 要求 ■ 国際的 圧力 力 争点 時期 态 冬 。 冷戦終結後 、 冷戦 二

± 封印 之 「 歴史問題 」
「戦後補憤 」 問題 噴出 亡 。 日本 政治家

知識人 従来 二 乃衝 問題 二直面寸
“

厶 乃 以稀 、 東 諸国 力⋯ 厳 批判 奁

受 于々 。

一

方 、 慰安婦問題 旮契機 二 「謝罪 」 問題 夕 口
一

文广
°

§ 托石 匕 、 逆 二二

二反発 ■右派夕亇
一

于 丨

） 文厶辦勃興 匕 、 戦後 日本力 、経験 亡二 乃 ：
、激 于 于

； 厶 民衆 少 浮上 、 石原慎太郎呤安倍晋三 二代表§ 札 極右 政治家妒大衆的

支持 奁得厶現象办起二 。

経済乃角度力义見 中 曰 関係

徐 梅

年 月 日 ： ： 、 日本政府 丨 立
、 釣魚島奁 国有化卞 ■ 二 旮宣言 二 二 上 、 中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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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係办悪化 、 双方 経済貿易協力及 経済発展 于又影響 旮与尤之 。

、 中国

± 、 日系企業 重要 生産基地 販売市場 匕 地位过 、 短期間 旮 国 地域 二

新 勢 ：：対応 、 中 日 両国 貿易 投資分野

￡ 〈 、 金融 工氺少彳
一 環境保護 情報化 分野 、 新 千 亇 又 巨

大的 協力 潜在力 存在 考尤 中 日 関係 《 、
二国間 範囲 奁超之 、

夕 地域経済
一

体化旮 过世界経済乃発展 影響 奁及比 亡办 、 中

日雨国技 、 国際的 視野力义 当面 中 日 関係 §
■

考 之 石必要炉 。 両国 経済界 経

済関係 「紐帯」 奁守 強化 、 経済貿易協力 発展奁続 、 推進 、 中 日 関係奁

正 方向 丨 ；：向 〈必要尔态 。

曰本 海洋戦略 内包 推進体制

一

中 日間仁扫 釣魚島争議 激化 深層原因論奁兼
—

李 秀石

年 、
日本政府丨 ；経済 安全 外交 環境保全 匕各分野仁加加 石 海洋

戦略 法体系 構築 奁完成
■

二 乇托过 、

「 国土面積 約 倍乃管轄海域」 奁確保

戦略目標奁実現卞 忌 妁 二 、 排他的経済水域 ■ 大陸棚外縁乃根拠 易離島 保全旮

最優先 丨
二 匕 、 低潮線保護区乃設定呤低潮線周辺乃土地 国有化政等奁決定 匕 亡 。 日韓 日

露間 主権争議 态 冬島嶼仁関卞冬例外措置 奁規定 亡乃 丨二対 匕 、 中 国 釣魚島 奁 日本

領土 同 匕 「 国有化 」 政策奁適用 。 安倍新内閣二旮 妒 、 右 強硬 対中

政策 日本妒海洋戦略奁計画的 二推進 、 釣魚島争議奁激化 §兮 叁 、 厶

二 过 、 中 国 領土主権 保全担 海洋管理刃体制呤能力 二対 大券 么挑戦

同時 、 中国 海洋強国作 参考 厶 。

日本乃軍事乃 才
一

夕
一〉

乇乃中国 安全環境二与之 石影響

江 新鳳

普通国家 巧 戦略目標 日本 奁取 卷 〈 安全保障環境吟 丨 力 乃 夕了

太平洋戦略 調整二合 甘 、 近年 、 曰本 安全保障戦略 軍事戦略 軍事力

配置 指揮体制扫 武器装備旮匕 乃分野仁糾于冬 卜 ， 又 才
一

夕
一 諸施策妒行

「多層的 安全保障協力」 ⋯ 新 匕 、安全保障戦略伊実行芑托、 曰本安全保障

目標迖 § 〖

二 太平洋地域 口
一

八 安全保障分野 広妁 托、 口
一

多様的 二々 、冬 。

「動的防衛力」 奁構築 匕 、 各種事態 二対 、 上 実効的 抑

止 対処奁能動的 二行 得 厶 二 妒強調§扛 、 日本 防衛戦略 能動的 二

说 、 。 卖 々 、 釣魚島衝突专台湾海峡衝突 二備 之 二 、 中 国海軍乃海洋進出 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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