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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后 70 年来，中日经贸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后 40 年发展速度更快，质量也上了新台阶。从中

日双边贸易、双边投资、日本对华 ODA 等视角进行深入剖析可以发现，我国经济现代化政策和改革开放是形成中

日紧密经济关系和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中日经贸合作的互补性与互惠互利性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由于经

济、政治等因素的叠加作用，2012 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陷入后退和停滞状态，“政经双冷”态势日益明显。如若中

日政治关系缓慢回暖，中日双边贸易、投资、财金合作以及东亚区域合作可望取得一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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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是中日关系也是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节点。回首

70 年来的中日经贸关系，虽然说不上波澜壮阔，但也经历了风风雨雨。总体来看，中日经贸合作

从小到大，从民间到政府，发展显著，特别是后 40 年，无论是数量还是结构均产生重大变化。目

前，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主要资金来源

国，按国别统计长期位居第一位或第二位。历经 70 载春秋岁月，中日经贸关系已构筑起坚实的基

础，形成了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双边经贸合作之所以取得如此健康的发展，得益于中国

的和平崛起，得益于中日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和互利性。中日经贸关系既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又是中日关系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日之间的双边经济交往已经与世界经济和区域

经济融为一体。［1］特别是在当前中日关系比较不确定的时期，加强经贸合作更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日经贸关系 70 年回顾

战后 70 年中的 1945 ～ 1949 年，从日本无条件投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由于战乱，

中日双边经贸合作几乎停滞，而且也难以查找数据。因此可以说，战后双边的经贸合作是从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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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50 年代初期开始起步的。战后中日经贸合作以 1972 年中日复交为分界线，分为两个大的时

期。1972 年之前的特点是“民间贸易为主、半官半民”，1972 年以后由于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日

双边经贸合作进入了“政府主导、官民并举”时期。1972 年以后的中日经贸合作又可分为 4 个阶

段 : 第一阶段( 1972 ～ 1978 年 ) 为双边 贸 易 扩 大 期 ; 第 二 阶 段 ( 1979 ～ 2000 年 ) 为 全 面 经 贸 合 作

期 ; 第三阶段( 2001 ～ 2009 年) 为经贸合作深化期 ; 第四阶段( 2010 年至今) 为经贸关系转型期。

( 一) 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中日贸易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经济交往关系的主要形式是商品贸易，而且贸易额很小。1950 年

的中日贸易额为 0 ． 59 亿美元，占日本贸易总额的 3 ． 29%。此后因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巴黎统

筹委员会”以及“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施禁运的影响，中日贸易额出现了连年下降的趋势。1952

年中日贸易总额下降为 0 ． 15 亿美元，仅为 1950 年的 25 ． 4%。［2］

1951 年《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和 1952 年《日华和平条约》的签订，使得此后直至 1972 年中日

复交前，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主要局限于民间层面的贸易往来。在这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

日贸易历经了 4 次贸易协议、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几个阶段。

1952 年 6 月签订的《第一次日中民 间 贸 易 协 定》对 早 期 中 日 贸 易 的 顺 利 发 展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该协定规定进出口总额为 6 000 万英镑，并将商品清单划分为甲、乙、丙 3 种类型，采取同类

物资相互交换的贸易方式。虽然该协定是期限仅为截止到 1952 年年底的 7 个月的简单协定，但

这次协定勾画了之后 4 次民间贸易协定的雏形，同时也正是这一协定，成为开启此后日中经济交

流的最初的协定。1953 年至 1958 年，中日之间签订了 4 次民间贸易协议。通过民间贸易协议的

缔结，中日民间贸易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从 1953 年至 1956 年，中日贸易呈逐年上升趋势，

1953 年的年增 长 率 更 是 高 达 120 ． 9%。1956 年，中 日 贸 易 额 达 到 了 20 世 纪 50 年 代 的 最 高 值

1. 51 亿美元。1957 年 岸 信 介 上 台 后，采 取 了 敌 视 中 国 的 政 策，中 日 贸 易 额 开 始 大 幅 度 下 降。

1958 年“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一度全面中断，双边贸易关系自然也随之中断。中日

贸易中断后，被废除的契约额在中国对日本出口方面约为 0 ． 44 亿美元，中国从日本进口方面约为

0 ． 53 亿美元，合计 0 ． 97 亿美元。中日贸易活动的中断，也给中日两国各自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影

响。从日本方面看，对中国依赖性较强的钢铁、化工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等

萧条景象。大部分的友好贸易商社都是零散小企业，这些经营板栗、生漆、蔺草席、中药等无法从

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的商社遭遇了毁灭性打击。从中国方面看，铁矿石、煤炭、食盐以及大豆等农

产品的出口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60 年我国政府提出了内容为“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的“中日贸易三原则”，以此

为基础，1962 年 11 月，中方代表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碕达之助互换《日中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后来被称为“LT 备忘录协定”。自此双边贸易进入 LT① 贸易和 MT② 贸易阶段。在这期间，我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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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LT 贸易 : 1962 年 11 月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签订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凡根据此《备忘录》进行

的贸易，均采用廖承志 ( LIAOCHENGZHI) 与高碕达之助 ( TAKASAKI) 的姓氏的第一个英文字头“LT”作为编号，因此备忘录贸易

也被称为“LT 贸易”或“廖高贸易”。名为民间贸易，但实际上是准政府贸易，从 1963 年持续到 1967 年。
MT 贸易 : 备忘录贸易( “M”、“T”分别为“备忘录”和“贸易”的英文首字母 ) 。由于佐藤内阁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67

年后半年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出现裂痕。被称为“LT 贸易生命”的延期付款方式，事实上已不能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来实现，中国

急需的大型成套设备也无法从日本引进。1968 年，中日双方又签订了新的备忘录贸易计划。MT 贸易从 1968 年持续到邦交正常化

的 1972 年。



取了十分灵活的对日贸易合作方式，一方面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另一方面对一些友好的日

本商社和企业予以政策照顾和倾斜。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至中日复交前，在极其严峻的国际环境

和政治环境下，中日双方通过友好贸易、LT 贸易及 MT 贸易等贸易形式，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到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前的 10 年期间，除 1967 年和 1968 年两年外，中日贸易出现了持续增长。双

边贸易额从 1960 年的 0． 23 亿美元上升到 1971 年的 9 亿美元，约为 1950 年的 15 倍，1960 年的 39

倍。中日贸易往来的快速发展，使两国经济界迫切希望中日两国政府能早日复交，以解除中日经贸

关系的政治障碍，进一步拓宽两国经贸交往的渠道。活跃的贸易往来起到了“以经促政”的效果。

在 1972 年之前的 20 多年中，中日经贸关系仅局限于单纯的贸易交往，贸易额也很小。但在

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取得那样的成果实属不易。特别是在两国复交之前的艰苦岁月中，我国

老一辈领导人、日本友好人士、民间友好经济团体都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这期间所签订的

4 次民间贸易协定以及渔业协定、钢铁协定等都是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

日中贸易促进会等民间团体为主体进行的，政府也通过不同形式予以支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

日贸易属于“半官半民”性质。这一时期所签订的 4 次民间贸易协定 ( 1953 ～ 1958 年 ) 、友好贸易

议定书以及备忘录贸易协定等文件形成了制度框架，使得在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情况下的中日两

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有协议可依，对于出现的经贸问题也有了解决的途径。

( 二) 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1972 年后，中日经济交往由民间贸易阶段转向“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的新时期，政府从幕后

走到台前，发挥主导作用。1972 ～ 1978 年，中日政治环境好转，《中日贸易协议》签订，中日贸易进

入扩张期。1972 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仅为 10 ． 38 亿美元，1978 年猛升至 48 ． 2 亿美元，增幅达 4

倍左右。在技术贸易方面，从 1972 年到 1978 年，我国从日本引进了 37 项成套设备，其中的 35 项

价值金额为 10 ． 29 亿美元，另外的两项设备价值金额为 700 亿日元。先进设备的引进极大地促进

了我国当时的“四化”建设事业。这一时期双方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规定和

保障了中日双边关系从正常化进入了和平友好时期，为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进军号。此后，我国开始实施对外

开放政策，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经贸关系也进入贸易、直接投

资、政府资金合作(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的全面发展时期。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随着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展开，中日经贸交往机制也从“政府主导、官民并举”逐渐走上市场主导

的轨道。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以后，中国经济全方位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中日经贸合作领域

进一步扩大至财政金融合作、区域合作、能源环境等更广泛的领域。

1 ． 双边贸易

1978 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中日关系也因此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政府与民间文

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日双边贸易更是突飞猛进，1981 年突

破 100 亿美元大关，比 1978 年的 48 ． 2 亿美元增加了 1 倍多，1990 年突破了 200 亿美元。进入 21

世纪后，中日贸易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在 2002 年、2006 年和 2011 年，中日贸易额又分别突破

1 000 亿美元、2 000 亿美元和 3 000 亿美元大关①; 2012 年以后，虽然出现连续 3 年负增长，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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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关统计》每年第 12 期，其他没有特殊标明的中日贸易数据，均来自此。



都维持在 3 000 亿美元以上( 见图 1 ) 。在这期间，我国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9 年成为日本第一大

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

图 1 中日双边贸易长期变化( 1989 ～ 2014 年)

资料来源 : 根据《海关统计》每年第 12 期数据绘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日双边贸易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

第一，中日贸易结构趋于合理。特别是我国对日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制成品对日出口比重不

断增加，农产品、原料等初级产品对日出口比重不断下降。中日之间从垂直分工模式逐渐向水平

分工模式转化。但中国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对日出口仍较少，中日贸易中相当大的一

部分属于中间产品，这说明我国仍处于生产中心地位，尚未像美国那样成为日本的最终消费市场，

而且在整个贸易活动中，只在加工、生产或组装环节等劳动密集型领域赚取相对低廉的人工费用。

第二，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中日技术贸易额一直

占我国技术贸易总额的前三位。从日本对华技术转移的领域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以

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为主，90 年代后期开始扩展到汽车、IT 等领域。

第三，在中日贸易中，公司内贸易和转口贸易占很大的比重。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状况来

看，贸易额的 50% 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在华日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有 46% 左右返销日本或出口

欧美等国际市场。中日贸易是双赢的，但占有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的日方是更大的赢家。

2 ． 相互投资

我国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 1979 年，虽有波动但基本呈现不

断扩大的趋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每年数千万美元增加到 90 年代以后的

每年数十亿美元，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进入 21 世纪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定和成熟阶

段。截至 2015 年 5 月，日本对华投资实际到位金额 1 004 ． 1 亿美元。① 但自 2013 年以来，日本对

华直接投资进入回落期，已连续两年负增长( 见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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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截至 2014 年 12 月 的 数 据 参 见 王 洛 林、张 季 风 主 编 的《日 本 经 济 蓝 皮 书———日 本 经 济 与 中 日 经 贸 关 系 研 究 报 告

( 2015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5 月。2015 年 1 ～ 5 月数据根据商务部外资管理司资料计算，http: / /www． fdi． gov． cn /
1800000121_33_4848_0_7 ． html。



图 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 1986 ～ 2014 年)

注 : 实际利用外资额，截至 2008 年的数据不包括经由避税地的对华投资，2009 年以后的数据则包含经由避税地进行投资的金额。

资料来源 : 根据商务部网站数据绘制。

如图 2 所示，迄今为止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了 4 次高峰期。第一个高峰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对经济特区的投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投资是试探性的，投资规

模很小。第二个高峰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揭开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改革不断深化，吸引了大量日本企业来华投资，这一时期不仅投资规模迅速

扩大，而且投资 范 围 波 及 整 个 东 部 沿 海 一 带。第 三 个 高 峰 出 现 在 2005 年，其 背 景 是 中 国 加 入

WTO 以后全方位对外开放，加之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激发了日企的投资热情，这一时期，不仅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投资地区也呈现出向内陆和西部地区扩展的特点。不仅如此，在华日资

企业的投资方式和经营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独资企业增多，具有地区统合性质的投资公司大

量出现，制造业以外的流通业、零售业、餐饮业等“市场获得型”投资明显增加。第四个高峰出现

在 2012 年，这次投资高潮主要是对前几年低潮的反弹，但由于中日关系恶化，再加上中国经济减

速等原因，现在又进入回落期。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次低潮中，在华日资企业撤资并不多，主要是

新增投资有所下降。

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相比，中国企业对日投资总量并不多，但近年来出现大幅增长的势头。

我国对日直接投资始于 1979 年，但主要以办事机构为主，投资规模极小，真正意义上的对日投资

开始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 1999 年。我国企业对日投资涉及机械、电子、软件以及流通、零

售等各个领域，而投资方式主要是以并购当地企业为主。我国企业对日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

日本的先进技术、品 牌 和 销 售 渠 道。上 海 电 器 集 团 收 购 日 本 秋 山 印 刷 机 械 公 司、联 想 集 团 收 购

NEC 的计算机部门、苏宁收购日本 LAOX 公司等都是比较成功的并购案例。近年来海尔、华为等

知名企业对日投资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总体来看，由于日本市场的封闭性，企业相互持股等各

种“经营惯行”潜规则的存在，中国企业对日投资仍然进展缓慢，截至 2015 年 5 月，我国对日直接

投资累计总额不足 20 亿美元( 不含金融类 ) ，与日本对华投资累计总额的 1 000 多亿美元相距甚

远，这也说明今后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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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所谓政府开发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 ODA) 是指二战后发达国家为促进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高福利水平，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援助。从表面看是一种经

济外交模式，但其运作往往超出经济层面，带有明显的政治外交意味。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也

不例外。日本对华 ODA 始于 1979 年年底，主要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大部分，其

中日元贷款即有偿资金援助所占比例最大，约占 91 ． 6% ，无偿资金援助约占 4 ． 2% ，技术合作金额

约占 4 ． 2%。截至 2007 年 12 月，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贷款金额 3 ． 3 万亿日元，用

于 255 个项目的建设 ; 对华无偿援助累计 1 398 亿日元，用于 141 个项目的建设。［3］以日元贷款为

中心的日本对华 ODA 构成了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双边贸易和双边投资并称为支撑

中日经贸关系的三大支柱。

出于历史原因，日 本 对 华 ODA 是 一 种 特 殊 的 资 金 安 排。当 时 日 本 之 所 以 决 定 向 中 国 提 供

ODA，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维持良好的日中关系和促进中国的稳定发展符合日本

的长期利益。为了对抗苏联，美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开始采取了与中国接近的方针，认为强

大、富裕且现代化的中国更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认为“中国稳定发展对

于日本而言是有利的，相反如果中国出现经济崩溃以及混乱才是最大的威胁”，因此日本要支持中

国的改革开放，将中国培育成日本的巨大市场。第二，从经济动因上看，当时日本迫切希望从中国

获取更多的煤炭。为了减少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和实行石油替代战略，大量进口中国的煤炭对

日本意义重大，而中国也希望以出口煤炭来换取急需的外汇。据日方估计，用日元贷款援助中国

提高煤炭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煤炭由 1979 年的 300 万吨上升到 1985 年的 750

万吨，占日本同期进口煤炭的 8% 左右。第一次日元贷款所涉及的项目主要是连接中国煤炭生产

地和港口的铁路以及煤炭装运港口等，都是为了确保中国煤炭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5 年间规模

达3 000亿日元。除了能源需求外，日本向中国提供 ODA，也有希望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

而中国政府决定接受日本 ODA，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大

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急需资金，特别是急需外汇和先进技术。虽然存在各种政治

风险和经济风险，中国政府还是毅然决定接受日本资金援助，以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

如前所述，日本决定向中国提供 ODA 和中国决定接受日本的 ODA，都是根据各自的国家战略

需求所做出的决断。而从日本对华 ODA 实施的结果来看，也获得了非常理想的双赢效果。在日

元贷款的带动下，日本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对华出口和投资大增( 见图 1 和图 2 ) 。到 2009 年中国

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对华贸易和对华出口均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和出

口总额的 1 /5 以上，“中国特需”成为日本摆脱长期萧条并走向复苏的重要拉动力量。可以说，当

初的日本对华 ODA 战略目标已经实现。

日本 ODA 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日元贷款一直占我国

接受国外官方资金援助的一半左右，日元贷款曾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外部配套资金发挥

了重要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日元贷款占我国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在 1994 年达到

最高( 27% ) ，直到 1997 年始终占 1 /4 左右 ( 见图 3 ) 。日本对华技术援助、无偿援助，特别是“利

民工程”项目等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应当说，日本对华 ODA 既实现了日本的战略意图，也推动

了中国的建设事业，取得了双赢的效果，是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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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日元贷款占我国基建投资与预算内基建投资的比重变化( 1990 ～ 2003 年)

资料来源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绘制。

然而，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和许多媒体的恶意炒作，日本对华 ODA 这一对中日两国带来双赢的

好事，在一段时间内却成为中日关系的“问题”。2008 年，中日有关部门经过谈判，结束了近 30 年

的日元贷款。

二、对中日经贸关系的思考

纵观中日经贸合作走过的 70 个春秋，特别是后 40 年，虽然出现过一些波折、矛盾与摩擦，但

主流趋势是好的。无论是双边贸易还是双边投资以及政府间资金合作都取得了健康发展，究其原

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我国的经济现代化政策和改革开放是中日紧密经济关系形成和健

康发展的决定 性 因 素。我 国 在 20 世 纪 70 年 代 提 出 工 业、农 业、国 防 和 科 学 技 术 的“四 个 现 代

化”，并从 1979 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又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历史性转变。2001 年以后，以加入世贸组织( WTO) 为契机，开始推行全方位经济国际化和全球

化路线。中日经贸合作的扩大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密切联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的

和平崛起，如此巨大规模的中日经贸合作根本无从谈起。但是，除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原因外，

中日经贸合作的互补性与互惠互利性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 一) 中日经贸关系的互补性

中日各自自然禀赋和生产禀赋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技术、资金、劳动力成本、市场容量等方

面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不同，中日之间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等方面均存在一

定的互补性，而互补性又成为双边经贸依赖关系的基础。［4］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两国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主要体现为在商品贸易方面互通有无，交换各

自经济社会所急需的物资原料。当时中国所急需的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工业原材料 ( 如钢

材、纤维产品等) 和农业机械及化肥等。由于“巴统”及其组织机构“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施的禁

运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进出口渠道和商品种类，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加强对日贸易

并引进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商品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日本则在粮食等农产品方面较为短缺，并且资

源、能源的缺乏也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当时中日贸易的商品构成来看，中国向

日本出口的主要是初级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如粮食、肉类、煤炭、铁矿石、盐等 ; 而日本向中国出口

的主要是机械设备、各类钢材、化工原料、纤维制品等，还有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化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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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农业机械、钢材及通信零件等商品。上述两国间的进出口商品极大地缓解了两国当时物资短

缺的紧张局面，为两国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中日复交后，由于两国经济交往中政治障碍的消失，中日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得到了更为充分

的显示，由过去单纯的商品互补，逐渐扩大到了资金、技术、能源与市场开发等方面的广泛合作。

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日本的技术、设备并利用日本大量的资金，而日本则大量利用我国的资源，开

拓中国市场。中国对日制成品的出口，带有很强的加工贸易性质，这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中日两

国在国际贸易领域极强的互补性。

可以说，20 世纪 80 年代是构建中日经贸关系框架互补基础条件的时期。来自日本的委托加

工贸易逐步扩大，日本对华 ODA 以及民间直接投资开始起步。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大体上

是中国供应以石油、煤炭为重点的矿物性资源，日本提供以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为主的最终产品。

这种关系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工特点，这一时期是中日经贸关系最典型的互补合作阶段。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下，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经济高速增长，实力迅速提升，而日本则因为泡沫经济崩溃而陷入经济低迷期，对于两国而言，都

希望构筑适应新形势的长期稳定和均衡的经贸合作关系。中日经贸合作中的互补关系逐渐从贸

易领域扩展至直接投资领域。日本企业将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产品从日本带入在中国的子公司，并

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返销回日本或出口至世界各地，在此过程中，贸易和投资密切联动，互补关系

进一步深化。加工产品在中日贸易中所占比率逐渐过半，而随着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中日

之间的互补关系也进入了高层次的互补形式，也就是说，在中低端产品领域迅速进入水平分工阶

段，而在高端产品领域仍处于垂直分工状态。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日双方的经贸合作仍然存在互补关系，有学者曾对 2002 年中日两国商

品在美国出口市场的竞争与互补关系进行过分析，结果表明 : 在中国和日本的对美出口产品中，只

有 20% 左右的产品处于相互竞争状态，而其余 80% 左右的产品则处于互补状态。［5］如果再考虑中

国许多高端产品的核心零部件是自日本进口经组装后出口这一情况的话，中日之间的竞争领域会

更小。近十几年来，中日之间的竞争领域有所扩展，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源在全世界

范围内得到合理配置，总体来看，中日两国产业结构差距较大，生产的产品并不在一个平台上，在

国际生产网络中，日本处于供应链条的上游，而中国仍处于供应链条的中游和下游，也就是说，中

日之间的互补性仍然存在。

( 二) 中日经贸关系的互惠互利性

除了互补性之外，互惠互利自然也是中日经贸合作健康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改革开放初

期，我国通过扩大对日出口，获取了经济建设急需的外汇，而且从日本进口先进技术与装备，保障

和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日本长期位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日

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11 ． 2% 上升到 1996 年的 20 ． 7% ，此后，比重虽然有所下

降，但 2014 年仍占 7% ，还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20 世纪 80 年代初，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煤炭，缓解了日本的能源紧张局面，从中国大量进

口农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保障了其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而对中国的成套设备的大量出口，

消解了过剩产能，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日本对华贸易也迅速扩

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日中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从 199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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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上升至 2000 年的 10% ，到 2009 年又升至 20% ，直到现在依然维持这一较高比例。日本对

华贸易的迅速扩张拉动了日本对外贸易，也带动了日本的对华投资。毋庸置疑，在日本经济陷入

长期低迷后，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成为支撑日本经济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因素。21 世纪前 10 年

的“中国特需”对日本经济的刺激作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最近出现的“中国爆买”对日本经济

复苏的拉动作用更是有目共睹。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日双方的贸易依存度发生了逆转，但并不能因此简单地认为日本对中

国依赖程度高于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中日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基本事实并没有变，而且

双边贸易的绝对量还有上升空间。

中日双边的相互投资也同样给双方带来了巨大利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大，不仅为中国

带来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提升了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产品质量和国际

竞争力。特别是在中国资金技术极其短缺的改革开放初期，其边际效果更大。另外，日本的对华

直接投资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投资领域，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比如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我国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商品生产，以满足国内的巨大需 求 和 出 口 需

要，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 而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积极扩大内需，大

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逐步向研发、流通、餐饮以及金融、证券、保险等

高端服务业领域倾斜。还有一点很重要，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扩大了中国的就业，增加了居

民收入。目前，在华 2 万多家日资、中日合资企业的直接就业人员已经超过 300 万人，与这些企业

相关的配套、服务、流通企业就业人员达到 1 000 万人。

当然，日本企业在中国大量投资也消解了日本国内的过剩生产能力，延长了日本产品技术的

生命周期，促进了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另外，在华日资企业大部分都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据日

方统计，长期以来，日 本 在 华 投 资 企 业 的 利 润 高 于 日 本 对 全 球 投 资 的 平 均 利 润。日 本 在 华 企 业

75% 左右盈利，20% 左右持平，亏损的仅为 5% 左右。日本企业在中国获得的巨大利益也拉动了

日本国内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另外，日资企业在华生产的产品已经大量在中国市场销售，迅速扩

大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这一点对日本企业甚至整个日本经济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不仅获得了日本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还可在现场学习日本先

进的管理经验，同时还可通过利用被并购企业的国际销售渠道扩展产品销售网络，其结果，不仅提

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知名度，也扩大了产品销量，获得了预期的回报。而中国企业并购日本

濒临破产的企业，保障了原企业职工的就业和收入，也为日本地方经济振兴做出了贡献。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 70 年历史证明，中日贸易合作给中日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

种合作是互惠双赢的。正是基于这种互惠互利性与互补性相结合，中日经贸合作实现了长期的良

性循环。

三、中日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展望

( 一) 当前中日经贸关系陷入困难局面

70 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以互补、互利、双赢为基础，得到迅速发展。但也时常出现一些摩擦和

矛盾。例如，中国的成套设备停建问题，中日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对华投资的摩擦问题，东芝机械

事件，日方对中国施行农产品设限以及毒饺子事件等等。但这些问题在双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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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得到较为顺利的解决。目前，中日经贸关系又陷入了新的低潮期。

2012 年日本政府挑起“购岛”闹剧以来，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双边经贸关系也进入了前所未有

的困境。这一时期，虽经双方经济界不懈努力，相互交流与务实合作维持一定发展，但受中日关系

恶化影响，两国国民感情疏离，支撑中日经贸关系的四大支柱———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金合作

和区域合作都处于下降或停滞状态，“政经双冷”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双边贸易方面，2012 ～ 2014 年间，中日双边贸易增长率分别下降 3 ． 9%、5 ． 1% 和 0. 03% ，连

续 3 年负增长，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多年来尚属首次。从横向比较来看，2014 年中日贸易总

额为 3 124 ． 38 亿美元，而同期中韩贸易总额为 2 904 ． 92 亿美元，两者已相当接近，估计 1 至 2 年

之内中韩贸易甚至有可能超过中日贸易。然而，韩国的 GDP 仅为日本的 1 /5，中韩贸易与中日贸

易若发生逆转将成为中日贸易低迷的标志性事件。

日本对华直接 投 资 方 面 下 降 更 为 严 重，2013 年 下 降 4 ． 3% ，2014 年 又 骤 降 38. 8% ，降 幅 为

1985 年以来的最高值。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华投资减少的同时，日本却大幅增加对东盟的投资。

据日方统计，2013 年日本对华投资为 91 ． 04 亿美元，而同期日本对东盟 ( 新、马、泰、印尼、菲、越 )

投资高达 233 ． 98 亿美元 ; 2014 年，日本对华投资仅为 67 ． 41 亿美元，同比下降 26% ，而对东盟投

资则高达 199 ． 59 亿美元，［6］此消彼长，反差十分明显。如前所述，从长期数据来看，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大约每隔 10 年形成一个周期，［7］分别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90 年代中期和 2005 年出现

3 次峰值，正常情况下，本应在 2015 年再次出现峰值，然而由于“钓鱼岛”事件的影响，在 2013 年

开始出现了后退局面，使原有投资周期断裂。

中日财金合作方面，2012 年 6 月中日两国决定进行人民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12 月双方互购

国债，这意味着双方金融、财政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意味着中日经济关系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日之间的财政金融合作大幅后退。上海资本市场人民币

与日元直接交易额，2012 年上半年为 834 ． 3 亿元人民币，同 年 下 半 年 猛 增 至 6 758 ． 9 亿 元 人 民

币，但 2014 年上半年急剧下降为 2 517 ． 5 亿元人民币，同比降幅高达 64 ． 5%。① 2012 年年底中日

之间虽然确定了日本购买中国国债 100 亿美元的额度，但由于双边关系紧张等原因未付诸实施。

而中国已实际购买日本国债，初始阶段数额也较大，到 2012 年年底中国购买日本国债已达 18 万

亿日元，但 2013 年降为 14 万亿日元，2014 年又继续下降。

区域合作方面，中日韩自贸区自 2012 年年底启动谈判以来，到目前为止，共进行了 7 次谈判。

仅从 2014 年的情况来看，8 月举行了第五轮谈判，因技术性问题，磋商陷入困境。2015 年 4 月进

行的第七次谈判，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协议范围领域进行了磋商，但仍未取得实质性结

果。三方谈判之所以迟迟未能完成实质性谈判，除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原因外，中日之间、日韩之间

的紧张关系也使高层迟疑，这一政治原因无疑成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最大障碍。近年来，由于

众所周知的原因，三方领导人聚首会晤的机会很少，而要推动这样重大的三方谈判，必须要有高层

甚至顶层推动才能见效。

( 二) 中日经贸合作陷入困境的原因

中日经贸关系全面受挫的原因很复杂，但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原因与政治原因相叠加的结果。

·01·

2015 年第 6 期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首先看经济原因。第一，中国经济减速与世界经济减速。中国对日本的建筑机械、金属加工

机械、汽车零部件以及高端 零 部 件 的 进 口 需 求 明 显 下 降 就 证 明 了 这 一 点 ; ［8］另 外，由 于 中 国、美

国、日本之间存在三角型贸易结构，即中国从日本进口高端零部件，在中国组装之后再出口到美

国、欧洲市场，而世界经济减速，欧美最终消费市场疲软，也自然会波及中日经贸合作。第二，中国

投资环境越来越严峻。经济进入新常态，不再盲目地接受海外投资，对投资项目的选择性有所增

强。另外，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早已取消，人工费上涨，例如北京、上海等地最低工资比 10 年前提高

了 1 ． 5 倍以上，外商投资回报利润减少，同时还存在产能过剩、外资企业与中国当地企业竞争加剧

等问题。

再看政治原因。第一，2012 年 9 月，日本实行“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骤然紧张，个别在

华日资企业受到冲击，加之媒体不负责任地夸大宣传，使日本企业心有余悸，担心政治风险，对华

投资采取观望态度，投资越发慎重。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调查，日本制造业企业对“中国的政

治、外交形势”表示担忧的达到 91 ． 8%。［9］第二，“中国崩溃论”的影响。这种论调在日本相当有

市场，中日政治关系越紧张，国民之间的感情越恶化，这种意识就越强烈。再加上媒体的刻意煽

动，更使许多企业对“中国崩溃论”深信不疑，直接影响日企对华新增投资的信心。

( 三) 中日经济关系展望

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向来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的。特别是经济全球化、IT

化的浪潮中，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政治关系陷入严重对立的局面，经济关系对

政治关系的影响就显得十分无力。就中日关系而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对日经济依存度

的相对下降，就很容易从“政冷经热”变成“政冷经温”，当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时，自然就陷入了

“政经双冷”的困境。经济合作主要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导，但政治关系对中日经济关系

的影响不容忽视。

到目前为止，中日关系曾出现几次大的转折 :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虽然也有小摩

擦，但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基本是同步发展，处于“政经双热”状态 ; 90 年代后期至 2010 年，政治

关系比较紧张，但经济关系仍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处于“政冷经热”状态 ; 以 2010 年中国 GDP 总

量超过日本和“撞船事件”为拐点，中日经贸关系进入转型期，而 2012 年 9 月“购岛事件”之后，政

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同步恶化，陷入了“政经双冷”的困境 ; 以 2014 年 11 月北京 APEC 期间两国首

脑会见为标志，中日关系可能进入新的拐点，即进入“政冷经温”局面。

2015 年 4 月在雅加达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又实现第二次会见，为改善双边关系迈出了新的一

步。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中日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通过一、两次首脑会见就能得到解决，但

其导向意义非常大。

回首 70 年来的中日经贸合作，双方虽然出现过一些摩擦，但基本面是好的。中国是日本最大

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今后中国的市场容量会越来越大 ; 日本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

伴( 按国别计算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而且是中国的主要资金来源国。经过长期的经济合作，中日

之间已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日本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同样，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日

本。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换挡期”后增速放缓，中日双边贸易与投资的恢复将

会经历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如若中日政治关系缓慢改善，中日财金合作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可

望实现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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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trospection and Ｒeflection on China － 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Ｒelations in the Past 70 Years

ZHANG Ji － feng
(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07，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especially in the latest 40 years，the speed of such development accelerated and the quality

of cooperation with both sides reached in a new level．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China － 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 － Japanese bilateral trade，investment，and of Japanese

ODA to China，and concludes that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policies and economic reform and o-

pening are decisive in shaping the clos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Meanwhile，the mutual complementarities and mutual benefit of China － 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re also the major reasons． Due to the accumulative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

tors，since 2012 China － Japan economic relations fell in stagnant even stepped backwards，and the dy-

namic of cold politics and cold economics is increasing evident． In short and medium term，with the slow

improvement of Sino － Japanese political relations，it is expected that the quality of bilateral trade，invest-

ment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would a-

chieve a certain degree of improvement．

Key Words: 70 years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Sino － Japan relations，Japan＇s investment in China，

Japanese ODA to China，cold politics and col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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