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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度过 28个春秋。 20多年来 ,两国经

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入 ,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 ,但同时也出现一些波折和困难。在不时出现风风雨雨的中

日关系中 ,两国的经贸关系却是风调雨顺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978年之前 ,中日经贸往来只是单纯的双边进出口贸易 , 80年

代以后发展为包含有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和政府间资金合作的

全面经贸合作。中日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

其进行分析和研究 ,有助于客观地评价当前的中日关系 ,颇有现

实意义。本文拟利用最新数据 (考虑到精确性和便于引用 ,本文

数字均采用表格形式 ) ,从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和政府间资金合

作三方面 ,探讨 90年代以来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与特点。

一、 双边贸易

中日双边贸易是 90年代中日经贸关系中的亮点。中日双边

贸易额 1989年为 146. 63亿美元 , 2000年高达 831. 70亿美元 ,

是 1989年的 5. 6倍。如表 1所示 , 90年代的中日双边贸易额 ,

只有 1990年和 1998年两年比上年有所下降。 其中 , 1990年比

上年减少了 11. 84% ,原因是 1989年日本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

28



表 1　 90年代中日贸易额的变化

(单位:亿美元 ,% )

年 贸易总额 增减率 出口 增减率 进口 增减率 收支

中
方
统
计

1989 146. 63 81. 47 11. 80 65. 16 -11. 21 16. 31

1990 129. 27 -11. 84 88. 71 8. 89 40. 55 -37. 77 48. 16

1991 202. 83 22. 30 102. 52 13. 90 100. 31 32. 20 2. 21

1992 235. 80 25. 10 116. 99 14. 40 136. 80 36. 30 -19. 81

1993 390. 30 53. 80 157. 80 35. 10 232. 5 69. 90 -74. 70

1994 478. 90 22. 70 215. 70 36. 70 263. 20 13. 20 -47. 50

1995 574. 60 17. 99 284. 60 31. 90 290. 05 10. 20 -7. 20

1996 600. 58 4. 50 308. 70 8. 40 291. 80 0. 60 16. 90

1997 608. 58 1. 20 318. 20 3. 00 289. 93 -0. 60 28. 27

1998 578. 99 -4. 80 296. 62 -6. 70 282. 07 -2. 70 14. 85

1999 661. 67 14. 20 323. 99 9. 20 337. 68 19. 40 -13. 69

2000 831. 70 25. 70 416. 50 28. 50 415. 10 22. 90 1. 40

日
方
统
计

1990 181. 83 -7. 50 120. 54 8. 10 61. 30 -28. 00 59. 24

1991 228. 09 25. 40 142. 16 17. 90 85. 93 40. 20 56. 23

1992 289. 02 26. 70 169. 53 19. 30 119. 47 39. 10 50. 04

1993 378. 38 30. 00 205. 65 21. 30 172. 73 44. 60 32. 92

1994 462. 48 22. 20 275. 66 34. 00 186. 82 8. 20 88. 84

1995 578. 53 25. 10 359. 22 30. 30 219. 31 17. 40 139. 91

1996 624. 40 7. 90 405. 50 12. 90 218. 90 0. 20 186. 60

1997 638. 51 2. 30 420. 66 3. 70 217. 85 0. 50 202. 81

1998 569. 17 -10. 90 368. 96 -12. 30 200. 22 -8. 10 168. 74

1999 662. 16 16. 30 428. 80 16. 20 233. 35 16. 50 195. 45

2000 857. 33 29. 50 552. 95 28. 90 304. 38 30. 50 248. 57

　　注:为了便于对比 ,这里的“日方统计”也是指中国向日本的出口或自日本的进

口 ,当然收支也是指中国的收支。 此外 ,因出口和进口额经过四舍五入处理 ,收支的

数字有若干误差。

资料来源: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各年版 ,〔日〕《中国经济》第 7期。 2000年日方

统计数据来自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编: 《国际贸易》 2001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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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 ,使中日贸易受挫。 1998年比上年减少 4. 8% ,主要是受亚

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见这两年下降的共同点都来自于外部原

因。而除了这两年之外 ,其余年份都是逐年递增。特别是 1991—

1996年几乎每年一个台阶 ,增幅超过 20% 。 2000年中日贸易迅

速增长 ,摆脱了中日贸易自 1996年以来的长期徘徊局面。 2000

年 ,双边贸易总额达 831. 7亿美元 ,与上年同比增长 25. 7% ,中

国对日出口达 416. 5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 5% ,同时 ,中国从日

本进口 415. 1亿美元 ,同比增长 22. 9%。 若按日方统计 , 2000

年 ,双边贸易总额达 857. 3亿美元 ,与上年同比增长 29. 5% ,日

本对华出口达 304. 4亿美元 ,同比增长 30. 5% ,同时 ,日本从中

国进口 552. 9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 9% ,均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据日本贸易振兴会预测 , 2001年中日贸易总额可望达到 1000

亿美元。 2000年中日贸易突飞猛进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

迅速回升和日本经济的稳步复苏。

从刺激 90年代中日双边贸易强劲发展的原因来看 ,其一是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

综合国力 ,扩大了自身的出口能力 ,同时也增加了对日本产品和

资金的需求量 ;其二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变。由于日

元升值 ,使日本国内资金相对过剩 ,也使日本国内企业生产成本

增加 ,从而促使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为了减少与美国、欧洲的

经济摩擦 ,日本企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又逐步从欧美

转向东亚地区。中国及时地抓住机遇 ,提供优惠政策 ,吸引日商

来华投资设厂。由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增加 ,带动了日本的机

械设备、生产原料及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同时日资企业的产品大

量反销日本 ,也促进了中国纺织品、服装家电等制成品的对日出

口 ;其三是双边政府间资金合作的加强。日本政府对华 ODA的

扩大 ,对开拓中国市场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促进了民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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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直接投资和双边经济交流。 这种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可用

图 1表示:

图 1　中日经贸关系良性循环机制示意图

注:图中的“日本扩大对华投资 ”包括政府的 “ ODA项目”和民间企业“直接投

资”等。

上述良性循环成为推动中日双边贸易迅速增长的内在机

制。可以断言 ,只要上述机制存在下去 ,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就会

得到继续发展。综观 20多年来的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 ,可以发

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

不断上升。 1990年 ,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出口仅

占 2. 1% ,进口占 5. 1% ,而 1999年分别上升到 5. 6%和

13. 8% 。① 2000年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首次达

到 10%。②在日本的贸易伙伴中 , 1990年中国列第 5位 , 1993年

至 1999年 ,中国一直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估计 2000年位

次也不会发生变化。对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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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上升 , 1990年 ,出口占 14. 3% ,进口仅占 6. 9% ,而 2000年

分别上升到 16. 7%和 18. 4% 。
③
从 1993年起到 2000年为止 ,日

本已连续 8年保持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第二 ,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70年代的中日双

边贸易是典型的垂直分工模式 ,其基本特征是中国以原油、煤炭

等能源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和金属制

品。 80年代中期稍有好转 ,但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如表 2所示 ,

1985年 ,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 ,以矿物性燃料为主的初级产品

仍在 74%左右。而进入 90年代以后变化很大。 1997年与 1985

表 2　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单位:万美元、% )

1985年 1993年 1997年 2000年

初级产品 452073 73. 8 508902 32. 3 715586 22. 5 760154 18. 2

　食品、动物 90409 14. 8 286655 18. 2 460966 14. 5 534638 12. 8

　矿物、燃料 344389 56. 2 218108 13. 8 248403 7. 8 225516 5. 4

　其　他 17276 2. 8 4139 0. 3 6217 0. 2

工业制成品 160258 26. 2 1069042 67. 7 2466397 77. 5 3405251 81. 8

　纺织品、服装等 106340 17. 4 511488 32. 4 928367 29. 2 1311104 31. 5

　非金属矿物制品 1535 0. 3 24838 1. 6 67217 2. 1 71963 1. 7

　其他轻工业制品 22570 3. 7 193194 12. 2 392395 12. 3 488956 11. 7

　化学制品 22823 3. 7 69989 4. 4 167761 5. 3 210398 5. 1

　金属制品 5911 1. 0 55052 3. 5 182628 5. 7 194601 4. 6

　机械、仪器仪表 1079 0. 2 214481 13. 6 728065 22. 9 1128229 27. 2

总　计 612332 100. 0 1577941 100. 0 3181982 100. 0 4165405 100. 0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各年版。 2000年数据根据《海关

统计》 2000年第 12期 ,第 32— 33页整理 ,因经过四舍五入处理 ,各项之和可能与总

额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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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恰好发生逆转。 初级产品降为 22. 5% ,而工业制品上升到

77. 5% ,到 2000年工业制品又进一步上升到 81. 8% 。中国对日

出口产品中工业制品比重的上升 ,标志着双边贸易正在向水平

分工方向发展。这种趋势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也促

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 ,中国对日出口

中工业制品的比重虽然在增加 ,但纺织、服装及轻工等初级制成

品、刚性产品居多 ,而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机电仪器产品、

弹性产品较少 ,这说明中日双边贸易结构优化的潜力仍然很大。

第三 ,在两国双边贸易中 ,中方多处于顺差状态。 70年代至

80年代后半期 ,除个别年份外 ,中日贸易中一直是日方顺差 ,中

方逆差。进入 90年代以来 ,中方开始出现顺差 (见表 1)。若按中

方统计 , 1992、 1993、 1994、 1995、 1999年 5年中方为逆差 ,其余

年份中方为顺差 ;若按日方统计 ,整个 90年代中方均为顺差。④

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大 ,产品返销日本数量

增多。另外 ,中方对日出口的速度快于日方对华出口的速度也是

其中的一个原因。毋庸置疑 ,这种贸易顺差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

国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第四 ,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

70年代以来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 ,极大地推动了

我国现代化的进程。90年代以来 ,又有了新的发展。1990— 1999

年 ,中国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共 5280项 ,总金额达 163. 22亿美

元。日本在中国技术引进国别中 ,始终居前 4位 ,其中 1993年居

第一位 , 1994— 1996年连续 3年居第二位。 90年代从日本技术

设备的大量引进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产业装备的现代化和技术

进步 ,特别是在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体现得尤为突出。

第五 ,中国质优价廉的大众消费品大量出口日本 ,对缓解日

本经济萧条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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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萧条 ,特别是 1998年以后失业率不断攀升 ,失业人口已经

超过 320万人 ,致使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显著增加。从中国进口

的蔬菜、服装、纺织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要远低于日本国产品

价格。中国的廉价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减轻了无收入者和低收入

者的生活压力 ,对于他们度过难关起到积极作用。

二、直接投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 1979年 ,当时仅为 1400万美元。80

年代开始上升 ,但增速缓慢。 9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突飞猛

进。据经贸部统计 , 1990年合同金额为 4. 6亿美元 ,实际金额为

5. 0亿美元 , 1993年分别高达 29. 6亿美元和 13. 2亿美元 , 1995

年更分别高达 75. 9亿美元和 31. 7亿美元 ,这种增长速度实属

罕见 (见表 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剧增的原因也和同期双边贸

易迅速增长的原因相同。主要是因为 1992年后中国正式确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战略 ,各项优惠政策相继出台 ,投资环境看

好 ,而迫于日元升值压力的日本企业正在急于寻找合作伙伴 ,二

者不谋而合 ,因此形成了日本的对华投资热。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 1996年以后开始

下滑。 其原因比较复杂。从日本方面来看 ,由于经济长期萧条 ,

日本国内母公司的经营状况恶化 ,不得不缩小规模 ,无力再向海

外增加新的投资。另外 ,前一轮对中国的大量投资也需要有一个

消化过程 ;从中国方面来看 ,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宏观经济环境

趋紧 ,法制、税制等的频繁变更也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特别

是“广国投”事件在日本产生了负面影响。 但 1999年以来 ,随着

中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和日本经济的复苏 ,日本对华投资下降的

速度趋缓。 2000年又开始出现了恢复性增长 ,摆脱了长期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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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降的局面。合同件数和合同金额分别比上年增长 38. 3% 、

42. 0% 。实际到位金额基本和上年持平。总体来看 ,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过去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委托加工为主 ,近年来则

是以开拓中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有如下

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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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尽管有起有落 ,但在对华投资国别

和地区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 从排列位次来看 , 1995年超过美

国 , 1996年又超过台湾 ,成为中国第二大投资伙伴。 到 2000年

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累计达 281. 3亿美元 ,占我

国同期吸收外资总额的 8. 1% ,超过同期欧盟 15国对华投资的

总和。 从国别来看居第一位。
⑤

第二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侧重制造业 ,而且投资质量也在不

断提高。如表 4所示 , 1990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有 46%投向制

造业 ,而到 1993年猛增到 81% ,此后虽有所下降 ,但也始终保

持在 72%以上。从具体行业来看 ,主要集中在服装、机电、汽车

表 4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行业状况

(单位:亿日元 )

年
合计 制造业 非制造业 其 他

金 额 % 金 额 % 金额 % 金额 %

1989 587 100. 0 276 47. 0 310 52. 8 1 0. 2

1990 511 100. 0 237 46. 4 270 52. 8 4 0. 8

1991 787 100. 0 420 53. 4 311 39. 5 56 7. 1

1992 381 100. 0 838 60. 7 467 33. 8 76 5. 5

1993 1954 100. 0 1587 81. 2 315 16. 1 53 2. 7

1994 2683 100. 0 1942 72. 4 632 23. 6 109 4. 1

1995 4319 100. 0 3368 78. 0 851 19. 7 101 2. 3

1996 2828 100. 0 2032 71. 9 749 26. 5 46 1. 7

1997 2438 100. 0 1857 76. 2 549 22. 5 32 1. 3

1998 1363 100. 0 1027 75. 3 313 23. 0 22 1. 7

1999 838 100. 0 603 72. 0 198 23. 6 37 4. 4

累 计 19689 100. 0 14187 72. 1 4965 25. 2 537 2. 7

　　资料来源:日本大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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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钢铁、化工及食品加工等行业。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之

所以偏重于制造业 ,主要是日商看中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中

国国内的广阔市场。这种投资结构与中国的工业化目标相一致 ,

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也促进了日本的结构调整 ,对

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近年来 ,日本对华投资的技术含量也开始

增加。日本的跨国公司开始瞄准中国的 IT产业 ,最近日本松下

公司在北京中关村建立了下一代移动电话技术开发中心 ,首次

投资 500万美元 , 5年内将增加到 3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技术

含量的提高 ,有利于我国的技术进步和对日出口产品结构的优

化 ,有利于双方的经济交流。

第三 ,从投资地区分布来看 ,仍以沿海地区为主 ,但最近开

始向内陆地区倾斜的趋势已比较明显。如 1991年日本对中国内

陆地区投资的项目数 ,仅占当年日本对华投资总项目数的

5. 8% ,而 199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11. 5%。
⑥
从 2000年开始我

国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为了吸引外资制订了一系列更加

优惠的政策。 日本企业纷纷去西部考察 ,许多大企业在重庆、成

都、西安等地设立了办事处 ,以获得更多和更大的商机。 今后日

资企业很可能会以东部的合作企业和基地为依托 ,进一步加大

对内陆地区 ,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

第四 ,关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项目规模 ,日方统计和中方

统计的结果有所不同。 日方统计的项目 , 1989年到 1993年为

3000万日元以上的项目 , 1994年以后为 1亿日元以上的项目 ,

总体来看属于大、中型项目。如表 5所示 ,根据日本大藏省公布

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和金额数 ,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如

下的结果。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大、中型项目 , 1990— 1993年期

间 ,平均每个项目规模约为 200万美元 , 1994年达到 404万

美元 , 1996年高达 688万美元 , 1998年更高达 946万美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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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规模变化状况

年

日本大藏省统计 中国外经贸部统计

项目数
金 额

(亿美元 )
每项平均规模

(万美元 )
合同数

合同金额
(亿美元 )

每项平均规模
(万美元 )

1989 126 4. 4 349. 2 294 4. 4 149. 7

1990 165 3. 5 212. 1 341 4. 6 134. 9

1991 246 5. 8 235. 8 599 8. 1 135. 2

1992 490 10. 7 218. 4 1805 21. 7 120. 2

1993 700 16. 9 241. 4 3488 29. 6 84. 9

1994 636 25. 7 404. 1 3018 44. 4 147. 1

1995 770 44. 8 581. 8 2946 75. 9 257. 6

1996 365 25. 1 687. 7 1742 51. 3 294. 5

1997 258 19. 9 771. 3 1402 34. 0 242. 5

1998 112 10. 6 946. 3 1188 27. 0 227. 3

1999 1167 25. 9 221. 9

2000 1602 36. 0 224. 7

　　注:日方统计为年度值。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大藏省 日中 协ジヤÅナル 2000年第 11吖。 《中国对

外经济统计年鉴》各年版计算。

大、中项目投资规模的扩大带来了企业规模的扩大 ,这标志着附

加价值高和技术含量高的投资开始增多。 这些变化必然会提高

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 ,增强中国企业迎接加入 W TO的挑战

能力。

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投资项目规模在不断

扩大 ,但是 ,从中方统计来看 ,即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全部项

目来看 ,与欧美相比 ,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 日本对华直接投

资的平均规模 1996年之前呈波动、上升趋势 , 1996年到达峰值

294万美元后 ,开始一路下滑 , 1997年降为 243万美元 ,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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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降为 222万美元 , 2000年虽然略有回升达到 225万美元 ,但

仍低于 1996年水平 ,更远低于同期欧美的 300— 500万美元的

水平。 另外 ,从投资总额来看 , 1999年以来也开始落后于美国。

这说明日本企业和投资家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 ,因此对华投资

过分慎重。事实上 ,决策上的患得患失和优柔寡断已经使日本企

业在中国失去了许多机会。 看来这些问题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

力 ,认真加以解决。

三、 政府间资金合作

中日两国政府间的资金合作包括对华贷款、无偿援助和技

术合作。 对华贷款又分为 “日元贷款” ( O DA)和国际金融贷款

(非 ODA)。⑦中日政府之间的资金合作始于 1979年 ,到目前为

止 ,已经实施了包括四批日元贷款若干项目的无偿援助和技术

合作、三批能源贷款及其他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贷款。

在两国政府间的资金合作中 , O DA部分是重点 ,其中日元

贷款规模最大。 1979年以来的 20多年间 ,中国所获得的日元贷

款的累计总额 (日方承诺金额 )已达 2. 6万亿日元 ,若按现在的

汇率计算约为 2000亿元人民币。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

额的一半左右 ,目前中国已成为日本官方援助的最大受援国。另

外 , 1979— 1998年期间 ,日本通过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项目 ,对

中国提供的累计援助总额分别为 1112. 8亿日元和 1089. 5亿日

元。
⑧
这些资金援助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建设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日本提供的非 ODA国际贷款主要是能源贷款。

这项贷款利息较高 ,达 6. 25%和 7. 125% ,期限较短。中国共利

用了三批能源贷款和其他一些基础设施贷款 ,总计金额约为

1. 7万亿日元。⑨这些贷款主要用于油田、煤矿的建设 ,缓解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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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源和资金紧张局面。因两国政府间的资金合作主要部分是

日元贷款 ,故将两国在这方面合作的特点简要归纳如下。

第一 ,日元贷款是一种非常优惠的贷款 , 20年来已成为我

国经济建设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元贷款具有利息低、偿

还时间长等优点。 根据不同项目年利率有所不同 , 1999年度的

贷款年利率在 0. 75%— 2. 2%之间 ,偿还时间为 30年 ,且有 10

年的宽限时间。10这是任何民间商业银行贷款条件所不能相比

的 ,同时日元贷款也远远优于其他国家的政府贷款。11按照国际

“开发援助委员会” ( DAC)的计算方法 ,日元贷款的“赠送因素”

( GE)约为 70%。很显然这些条件对我国十分有利。 90年代 ,日

元贷款在我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始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见表

6)。日元贷款援建项目均为规模大、周期长、技术要求高和施工

难度大的基础项目。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有日本的援建项

目 ,颇具代表性的有:京秦铁路、南昆铁路、北京首都机场扩建、

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北京污水处理、环境示范城

市 (重庆、大连和贵阳 )的环保工程等。我国政府对日元贷款高度

重视 ,管理得力 ,在日本 ODA的众多受援国当中 ,堪称成功的

典范。12

第二 ,日元贷款项目逐渐向环保领域和内陆地区方向倾斜。

日本对华援助的方针是重视向“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提供援

助。 20年来 ,日元贷款项目内容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需要

而发生变化。 80年代是以交通、能源等社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

业为主 ,近年来则以环境保护和援助内陆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

为主。如表 7所示 , 1991年 ,日元贷款中投向环保领域和内陆地

区的项目数分别为 1件和 9件 ,所占比例为 4. 5%和 22. 5% ,而

1999年分别达到 14件和 13件 ,所占比例分别上升为 73. 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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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日元贷款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

年度
日元贷款
(亿日元 )

100日元
相当于

人民币 (元 )

日元贷款
相当于
人民币
(亿元 ) A

基本建设
投资

(亿元 ) B

国家预算内
基本建设
投资

(亿元 ) C

A /B
(% )

A /C
(% )

1990 1225. 00 3. 3233 40. 71 1703. 81 363. 59 2. 38 11. 19

1991 1296. 07 3. 9602 51. 33 2115. 80 348. 45 2. 40 14. 73

1992 1373. 28 4. 3608 59. 89 3012. 65 307. 87 1. 90 19. 45

1993 1387. 43 5. 2020 72. 17 4615. 50 431. 76 1. 56 16. 71

1994 1403. 42 8. 4370 118. 41 6436. 74 434. 57 1. 83 27. 25

1995 1414. 29 8. 9225 126. 19 7403. 62 491. 67 1. 70 25. 67

1996 1705. 11 7. 6325 130. 14 8570. 79 521. 11 1. 51 24. 97

1997 2029. 06 6. 8000 137. 98 9917. 02 574. 51 1. 39 24. 02

1998 2065. 83 7. 1310 144. 61 11916. 42 1021. 32 1. 21 14. 16

1999 1926. 37 7. 7348 149. 00 12618. 70 1486. 00 1. 18 10. 01

　　资料来源: 1999年以前数字根据日本外务省《 ODA白皮书》 1999年版 ,《中国统

计年鉴》 2000年版计算。 1999年数字由日本驻华使馆提供。

68. 4% 。近年来 ,不仅日元贷款向环保领域和内陆地区倾斜 ,无

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也呈同样趋势。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

的高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日本政府资金援助对环保

事业的倾斜有利于中国解决环境问题 ,同时 ,也可避免中国环境

污染将给日本带来的影响。 援助资金向内陆地区的倾斜有利于

我国缩小地区差别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第三 ,日本官方开发援助作为外交手段的倾向日趋明显。80

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日本加快“政治大国化” 的步伐 ,对华 ODA

政策中的政治色彩不断加深。如 1995年以中国核试验为由冻结

对华无偿援助 , 1996年又以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为由

决定推迟对华日元贷款的磋商。最近 ,日本在对华日元贷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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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日元贷款项目向环保领域和内陆地区倾斜状况

总件数 % 环保件数 % 内陆地区件数 %

1991 22 100. 0 1 4. 5 9 40. 9

1992 21 100. 0 0 0. 0 11 52. 4

1993 18 100. 0 2 11. 1 14 77. 8

1994 15 100. 0 0 0. 0 6 40. 0

1995 11 100. 0 1 9. 1 6 54. 5

1996 22 100. 0 8 36. 4 16 72. 7

1997 14 100. 0 5 35. 7 10 71. 4

1998 15 100. 0 7 46. 7 11 73. 3

1999 19 100. 0 14 73. 7 13 68. 4

　　注:每年的项目包括上年承接项目。

资料来源: 1999年以前数据来自日本外务省《 ODA白皮书》 1995年版和 1999

年版 , 1999年数据由日本大使馆提供。

上出现了许多杂音。又以中国经济增长率较高 ,军费大幅度增加

等理由考虑减少对华援助等等 ,所有这些使两国政府间资金合

作蒙上了一层阴影。由于经济长期萧条和财政状况恶化 ,日本决

定对 2001年度的 ODA削减 3% ,这样也会相应减少对华日元

贷款。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理解 ,因为除了 ODA项目以外 ,中日

两国的经济合作还有许多途径。

从总体来看 ,以日元贷款为中心、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

重要内容的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已构成了中日经贸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日本政府提供的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一方面支援

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建设 ,增进了国民感情 ;另一方面

也为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机会 ,对扩大日本的对

华直接投资和双方的经济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后 ,更

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减少和消除其消极方面 ,将有助于中日关

系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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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 90年代以来 ,中日双

边贸易额不断上升 ,自 70年代以来日本始终是我国的主要贸易

伙伴和主要技术设备输出国 ,从 1993年到 2000年 ,日本连续 8

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

伙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 90年代中期形成高峰后虽有所下

降 ,但 2000年又开始迅速回升 ,目前从国别来看 ,日本是我国仅

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伙伴 ;同时 ,现在我国是日本 ODA最大

的受援国 ,而且日本在向我国提供政府资金援助的国家中居第

一位。 可以说 ,中日经济合作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社

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经济合作成功的范例。 当然在中日经济

关系中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摩擦和矛盾 ,但总体来说是顺利的。两

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互补性极强 ,是互惠互利和双赢的。

作为今后的展望 ,笔者持乐观态度。我认为今后两国经贸合

作的前景更加宽广 ,其原因很简单 ,第一 ,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日本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 ,但缺少资源和市场 ,而中

国正处于发展和上升阶段 ,拥有比较丰富的资源 ,特别是拥有广

阔的市场 ,但缺少资金和技术 ,两国的潜在经济合作前景非常

大。第二 ,中日之间推动双边经贸关系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的内

在机制仍然存在。 新的世纪 ,中国社会将总体迈入小康阶段 ,到

2010年 GDP要比 2000年翻一番 ,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将

保持高速增长。同时 ,日本经济也在稳步复苏 ,两国经济的持续

增长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第三 ,中日两国经济

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日本企业继续看好中国市场 ,据日本

国际协力银行对 200多家大企业的调查 ,中长期直接投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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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中国仍居首位。只要日本对华投资增加 ,中日经贸关系良性

循环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第四 ,经济全球化和 IT革命的浪潮

必将使中日经贸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中国即将加入 W TO,

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会更加开放 ,更加充满商机 ;中国开始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 ,这又为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加广阔

的前景。

但是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与顺利发展的中日经

济关系相对照 ,中日关系中还不时出现一些逆流 ,由于这些逆流

的存在 ,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在降低 ,而中国人对日本的

“厌恶感”在增强。13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 ,其原因比较复杂。 但

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和所谓“中国威胁论”问题。此外 ,也不可

否认 ,两国之间还存在许多不能互相理解 ,甚至误解之处。当然 ,

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恩恩怨怨 ,绝非一日之功。看待任何事物首

先应当看主流 ,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好的 ,前面列举的数据足以证

明这一点。

中日两国在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存在共同利益 ,特别是

在亚太地区、东亚地区更是如此。共同利益会使我们彼此走得更

近。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健康的经贸合作已经给两国带来了巨

大利益 ,相信今后的进一步合作会给两国带来更大的利益。只要

我们不懈努力 ,就会逐步消除中日两国之间的隔阂 ,不断加深理

解 ,就会使 21世纪的中日关系更美好。

(责任编辑:张义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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