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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田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可划分为全面启

动、合作深化、调整转型三个时期，具有以制造业为主、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等特点。通过国际经济学理

论分析，运用回归与ＡＲＭＡ组合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认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

中国经济的主要作用有：促进中国产业升级转型、拉动中日贸易发展、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中国技术水

平。中国应加强引导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提升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质量，助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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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日本对华 直 接 投 资 是 中 国 外 资 的 重 要 来 源 之

一，对中国的 经 济 发 展 起 到 了 重 要 推 动 作 用。从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开 始，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全 面 开

展，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后大幅增长，投资范围全

面深化。但自２０１３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 资 连

续四年持续减少，进入调整与转型阶段。日本对华

直接投资至今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历史，有必要

回顾与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历史与作用。日本

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位的，涉及

产业、贸易以及技术发展等众多方面。从日本对华

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来看，经过近４０年的曲折发

展，出现 了 四 次 投 资 高 峰，体 现 出 不 同 的 发 展 阶

段［１］。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刘志中使用将日本对

华直接投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内生于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的研究方法，发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促

进了中国经济增长［２］。山田光男运用国际产业关联

表的方法，认为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活动带动了中国

经济发展［３］。李颖认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推动了

中国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促进了中国的产

业结构升级［４］。冯正强、李丽萍使用协整检验及误

差修正模型的方法，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

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现日本对华投资与中国对日本

的进口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与日本从华进口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５］。

蔡锐等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存在 “技
术外溢”的效果，能够提高中国的生产效率［６］。李

宏分析了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调整情况［７］。

但是，既往的研究成果主要探讨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的某一方面，并未对近４０年来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对中国经济的 影 响 展 开 全 面 梳 理。此 外，此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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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着重从理论层面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

国经济之间的关系，多停留于定性研究，实证研究

较为有限。因此，文章使 用 最 新 的 中 日 两 国 数 据，

采用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回顾

与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历史与特点，分析检验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探究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情况。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情况分析

日本是中国重要的资金来源国，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在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历史进程

的基础上，文章从宏观层面详细分析了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和投资地区情况。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历史过程

中国是日本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对象国。

截至２０１５年，日 本 对 华 累 计 投 资１　０１８．２５亿 美

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６．２％，居于中国香港

及英属维 尔 京 群 岛 之 后，是 中 国 第 三 大 外 资 来 源

地［８］。鉴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中的重要 地 位，有 必 要 分 析 其 历 史 进 程 及 发 展 情

况。图１反映了自１９８６年以来的日本对华直接投

资额的变化情况。中日经贸关系可分为合作规模扩

大、全面经贸合作、合作深化、经贸关系转型等四

个主要时期［９］。文章从时间维度，结合中日经贸关

系分期，将自１９７９年以来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分

为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图１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中国商务年鉴》历年版。

　　第一 阶 段，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的 全 面 启 动 期

（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００年）。这一时期，中日经贸合作全

面展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启动。以１９７９年

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开始为标志，日本对华直接投

资正式开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主要围绕着中国１４个沿海经济开放特区展开，并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间出现了第

一个投资高峰［１０］。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发表 “南方谈话”

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快速扩张，投资范围不

断扩张。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从１９９２年的７．１亿

美元增加至１９９７年的４３．３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出现了 第 二 个 高 峰。１９９７年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的

发生阻碍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进一步上升的势头，

并导致１９９８年至１９９９年连续两年的下降与停滞。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全面启动期为进一步开展直接

投资活动积累了经验，为两国此后的直接投资活动

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阶 段，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的 合 作 深 化 期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９年）。本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的范围与深度不断加强，产经合作持续深化。进入

２１世纪，中国 的 开 放 程 度 持 续 加 深，在 加 入 世 界

贸易组织 （ＷＴＯ）后，削减了工 业 品 关 税，放 开

了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促进了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增长，出现了第三个投资高峰。受到中国国

内投资情 况 调 整 的 影 响，２００５年 以 后，日 本 对 华

直接投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此后发生了影响

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在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９年间日

本对华直接投资始终处于低迷状态之中。不同于全

面启动时期，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作深化时期，

投资的范围与深度逐渐增强，投资范围由此前的劳

动密集型产 业，扩 展 至 资 本 密 集 型、技 术 密 集 型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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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 段，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的 调 整 转 型 期

（２０１０年至 今）。这 一 时 期，中 日 经 贸 关 系 从 合 作

转为竞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进入转型调整时期。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２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第四个高

峰，投资 额 从２０１０年 的４２．４亿 美 元 增 加 到２０１２
年的７３．８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但 “购岛”事 件

发生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急剧减少，连续四年

出现下降，２０１６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仅 有３１．１
亿美元。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额出现下降，

但日本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持续加深，投资的内容

与结构持续调整，在金融、物流等非制造业领域的

投资进一步加强，投资范围更加完善。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未来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仍然 具 有 较 大 的 发 展 空 间。根 据 日 方 统 计，

２０１６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为８６．３亿美元，仅占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５．１％，远远小于日本对

美国投资的３０．７％和对欧洲投资的４３．３％［１１］。根

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２０１７年的调查显示，在未来

有投资计 划 的 国 家 中，中 国 位 列 第 一 位［１２］。日 本

企业具有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的意愿。因此，可以

预计在未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将增长。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变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日本对华投资的产业结

构也发生着显著变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对华

直接投资主 要 集 中 于 非 制 造 业，如 服 务 业、商 业

等，而制造业 投 资 较 少，主 要 集 中 于 电 子 机 械 产

业。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

制造 业 的 占 比 迅 速 提 高，食 品 加 工、纤 维、化 学、

一般机械、电子机械等产业加快了对华直接投资的

步伐。进入２１世纪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结构进一

步升级，由低附加价值产业逐渐向高附加价值产业

调整。运输机械产业逐渐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

最主要产业。日本运输机械产业对华投资金额不断

增加，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０１亿日元，增加至２０１６年的

１　４３０亿日元，特别是在２０１２年甚至达到了５　１９６亿

日元，创历史最高值。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开

放和中国市场的发展，日本在批发零售、金融保险、

房地产等非制造业方面的投资也出现了增加趋势。

从当前情况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

主。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制造业是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 最 主 要 的 行 业，占 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的

７１．３％［１３］。表１反 映 了１９９０年 至２０１６年 日 本 对

华各产业直接投资的流量变动情况①。２００６年，日

本对华制造业投资额为５　６７０亿日元，占当年投资

总额的７９％，对非制造业投资为１　５０２亿日元，占

２１％。但是，近年来制造业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

所占的比率开始下降，而非制造业所占比率不断上

升。制造业占日本对华投资比重从２００６年的７９％
下降至２０１６年的６２％，而非制造业所占比重则从

２００６年的２１％提升到了２０１６年的３８％。

表１　日本对华各产业直接投资变化情况

亿日元

年

行业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制造业合计 ２３７　 ３　３６８　 ８５６　 ５　６３４　 ３　８９６　 ３　８９０　 ６　１５４　 ６　０７２

食品 １３　 １３７　 ２　 ２４９　 １０７　 ２７２　 ３３４　 １３４

纺织 ３１　 ４５５　 ３０　 ３２５　 ７ － －５６　 ２５

木材、造纸 ２　 ６８　 ６　 ３８　 ２４９　 １１３　 ２０５　 １４

玻璃陶瓷水泥 － － － １０２　 ４５　 ２５９　 ２３６　 １２３

化工、医药 １７　 １３８　 ７２　 ６８８　 ４６４　 ５０７　 ４１３　 ４９２

橡胶、皮革 － － － ２０９　 ２５３　 ６５　 ２６８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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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详细分析日本各行业对华直接投资情况，此处使用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据与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具有 较

大差异，其原因在于中方统计数据为当年度实际新增 投 资 额，而 日 方 统 计 除 了 当 年 度 新 增 投 资 额 外，还 包 括 了 投 资 企 业 的 经 营 收 益，

因而出现日方统计额大于中方统计额的现象。



续表１

年

行业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钢铁冶金 ２０　 ３４７　 ４９　 ４１７　 ４４６　 ４４９　 ２７５　 １９５

一般机械 ７４　 ４６３　 ９５　 ５０７　 ８６５　 ７２９　 １　６９６　 ２　０８１

电子机械 ３３　 ９０４　 ３５８　 ９５０　 ３６４　 １１５　 １　０６６　 １２７０

运输机械 ２　 ３７０　 １０１　 １　１３７　 ８５４　 １　１９８　 １　４４８　 １４３０

精密机械 － － － ３９５　 ３６　 ２７　 １８　 ５０

非制造业合计 ２７０　 ８５１　 ２５６　 １６２８　 ２　３８８　 ３　０３７　 ４　０１５　 ３　７１６

建筑业 １１　 ８６　 ３　 ５　 ２２　 ３０　 ４０　 ６５

运输业 １　 ４７　 ５　 ４６　 ２４　 ３９　 １６　 １２９

通信业 － － － ２７　 ４７　 １６　 ４４ －７

批发零售业 ４　 ２４９　 ６２　 ５３４　 ９２４　 １　１５０　 ２　０４７　 ２　３９９

金融保险业 ４ － ５　 ５９７　 ８１８　 １　３１３　 １　１５２　 ９５７

房地产业 １４　 ２６１　 １５　 １４１　 ２６７　 ２７８　 ５０３　 ５６

服务业 １９９　 １７３　 １６７　 １０９　 ２９２　 １３０　 １９７　 １５２

总计 ５１１　 ４　３１９　 １　１１４　 ７　２６２　 ６　２８４　 ６　９２７　 １０　１７０　 ９　７８８

　　资料来源：財務省．財政金融統計月報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０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ｊｐ／ｐｒ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ｚａｉｋｉｎ＿ｇｅｐｐｏ／．

（三）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投资地区情况

中国吸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于，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渤

海湾地区的辽宁省，目的在于利用中国较低的劳动

力成本，生产 具 有 价 格 优 势 的 轻 工 业 产 品。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的华南地区形成了电子产

业的集中地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扩展到了珠三角

地区，以生产电子零部件为主。进入２１世纪以后，

拓展在华销售市场成为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

目的，日本企业在上海、江苏等地的投资逐渐超过

了珠三角和渤海湾地区，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最

为集中的地区。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现时主要集中于中国的东部

沿海地 区，而 中 西 部 地 区 较 少。２０１５年，日 本 在

华企业 共 有７　９００家，其 中 制 造 业 企 业４　１５０家，

非制造业企业３　７５０家。其中，上海３　２７２家，占

３０％。其次是，江苏１　１１７家、广东９３７家、辽宁

４７１家、浙 江３１５家、山 东３１１家、北 京３０９家、

天津２９３家，分别占１４．１％、１２．３％、６％、４％、

３．９％、３．９％和３．７％［１４］。相比之下，日本企业在

中国其他省份的投资较少，如河南省１５家、内蒙

古自治区７家、山西省５家、甘肃省１家，在青海

和西藏则还没有日资企业开展投资活动。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大量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促进

中国的产业升级转型；其二，推动中国的技术进步

及技术水平 提 高；其 三，带 动 中 日 两 国 间 贸 易 发

展。以下分别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

展的三个作用。
（一）促进中国产业升级转型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吸引了大量的日本

对华直接投资，这些投资在解决中国外资不足问题

的同时，还促进了中国的产业升级与发展。日本对

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点。其一，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产业的发展

与调整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仅靠国内资金不

能满足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弥

补了中国 的 资 金 缺 口，促 进 了 中 国 产 业 的 升 级 转

换。其二，产业转移效应。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

边际扩张理论，引进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调整东道

国的产业结构，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与发展。日本

对华直接投资行业往往是在日本已经处于比较劣势

的产业，但这些产业在中国却是具有比较优势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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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发展潜能的行业。因而，中国通过利用日本对

华直接投资，学习其生产与管理技术，可以促进比

较优势产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其三，产业竞争

效应。外商企业的进入会增加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从而吸引优秀的当地企业进入这一行业，促进行业

发展［１５］。日本企业的进入会加剧中国产业内部市场

的竞争程度，从而推动中国企业改善生产方式、管

理技术，最终推动了产业整体的升级与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不断

升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

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性转变。投

资的重点逐渐从纺织、食品、杂货等劳动密集型产

业部门转向了建筑、钢铁、化学、电子机械、运输

机械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

级。在这一过程中，通过 吸 引 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中国的电子机械、一般机械、运输机械等产业都获

得了巨大 的 发 展，改 善 了 中 国 的 产 业 结 构。２１世

纪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三产业

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逐渐提升。中国第一、第

二、第 三 产 业 占 ＧＤＰ 比 率 分 别 从 １９９５ 年 的

８．７％、６２．８％、２８．５％， 改 变 为 ２０１６ 年 的

４．４％、３７．４％以及５８．２％［１６］。与此相对的是，日

本对华直接投资中非制造业投资的比率逐渐上升，

更多的日资企业在华展开经营与销售活动，促进了

中国的第 三 产 业 发 展，有 利 于 中 国 的 产 业 结 构 升

级、经济动能转换。

中日产业国际关联表可以反映中日两国间的产

业联系，通过计算中日投入产出表逆矩阵系数，可

以测算中日两国各部门之间的生产波及效果以及日

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及产业发展的影响。腾鉴使用中

日产业国际关联表，测算了日资企业在华的投资生

产活动对中 国 各 产 业 的 影 响。１９９５年 日 本 企 业 每

一单位 产 品 生 产 对 中 国 各 产 业 的 影 响 为：农 业

（１．５）、矿业 （１．４）、食品 （１．４２）、木材 （１．２４）、

化学 （１．１）、金属 （１．３８）、建筑业 （１．５４）、商业

（１．０５）①；而２０００年 日 本 企 业 每 生 产 一 单 位 产 品

对中国各产业的 影 响 则 转 变 为：木 材 （１．５８）、建

筑业 （１．４９）、食 品 （１．１９）、一 般 机 械 （１．１８）、

金属 （１．１０）、精 密 机 械 （１．１０）［１７］；由 此 可 见，

１９９５年日本企 业 生 产 活 动 对 中 国 产 业 波 及 效 果 较

大的产业为食品、农 业、木 材 等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但是，２０００年，日 本 企 业 生 产 活 动 对 中 国 产 业 波

及效果较大的产业则扩大至一般机械、精密机械等

资本密集型产业。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弥补了中国的

资金缺口，并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业竞争效应等

推动了中国电子、机械制造、运输机械等产业的发

展，并使之成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近年来

随着非制造业投资的持续增加，更有助于中国实现

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转换。
（二）推动中日贸易发展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之间存在着较强

的相关关系，文章首先使用协整检验的方法，验证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

衡关系。其后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详细分

析日本对华 直 接 投 资 与 中 日 贸 易 之 间 的 相 互 影 响

关系。

１．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的关系

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经济 关 系，

不论是在投资还是贸易层面都有了巨大飞跃。日本

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发展之间表现出了较强的

正相关性，即在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中

日贸易也同样表现出增长的态势。由图２可知，日

本对华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之间表现出了强烈

的互补性关系。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随着日本对华

贸易的增 加 而 增 加，随 着 日 本 对 华 贸 易 的 减 少 而

减少。

２．数据选取与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探究日本对

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所产生的影响。由经济理论

可知，两个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长期

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由于日本对华贸易与日本

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有必要检

验这两个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

步分析其因果关系。
（１）数据的选取

在变量选取上，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历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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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括号中的数字为日资企业的生产波及效果，表示日本企业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中国各产业产品生产的增加程度，日资企业生 产

波及效果越大则意味着最终需求变动所产生的波及效果越大。



图２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日本对华贸易关系

注：日本对华出口、日本从华进口参考左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参考右轴。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中国商务年鉴》历年版；《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版。

对华出口额 （ＥＸ）以及历年日本自华进口额 （ＩＭ）。

解释变量为当年累计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

金额 （ＦＤＩ）。时间范围涵盖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１６年。数

据来源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 《中日贸易》［１８］、中

国商务部的 《中国商务年鉴》等。此外，为消除经

济变量的异方差，文章对上述经济变量分别取自然

对数，分别标记为ｌｎＥＸ、ｌｎＩＭ以及ｌｎＦＤＩ。

（２）经济变量的平稳性分析

在对时间序列的经济变量展开分析之前，需要

分析其平稳性。文章使用 ＡＤＦ检验的方法，用以

分析各经济变量的平稳性，结果如表２。根据检验

结果可知，各经济变量的原序列均为非平稳的，一

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因此，ｌｎＥＸ、ｌｎＩＭ、ｌｎＦＤＩ
等经济变量均为一次单整Ｉ（１）的时间序列。

表２　经济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检验式 ＡＤＦ值 相应Ｐ值 结论

ｌｎＥＸ （ｃ，０，０） －０．６０２　６　 ０．８５５　６ Ｉ（１）

ＤｌｎＥＸ （ｃ，０，０） －４．３７３　３　 ０．００１　８ Ｉ（０）

ｌｎＩＭ （ｃ，ｔ，０） －１．０２６　０　 ０．９０２　５ Ｉ（１）

ＤｌｎＩＭ （ｃ，０，０） －４．６１６　９　 ０．００１　０ Ｉ（０）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７） －０．０９２５　 ０．６４１１ Ｉ（１）

ＤｌｎＦＤＩ （０，０，７） －２．２５２　２　 ０．０２６　５ Ｉ（０）

　　注：ＡＤＦ检验式中，ｃ和ｔ分别表示截距项和趋势项，ｋ表示检验所采用的滞后阶数。

　　 （３）协整检验

在验证出各经济变量的平稳性后，可通过ＥＧ
两步法，探究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的长期均衡关

系。如果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则其

非均衡误差项应该是平稳的。据此，构建如下的协

整回归模型：

ｌｎＥＸｔ＝３．２４＋１．８１ｌｎＦＤＩｔ＋μ （１）

（７．９９）＊＊ （７．２０）＊＊

Ｒ２＝０．６４，ＤＷ＝０．１９，Ｔ＝３１，

ｌｎＩＭｔ＝３．１５＋１．８８ｌｎＦＤＩｔ＋εｔ （２）

（１１．７）＊＊ （１１．９）＊＊

Ｒ２＝０．８３，ＤＷ＝０．３７，Ｔ＝３１，

由方程 （１）和方程 （２）可知，在１％的显著性水

平下，两个方程的回归系数均为显著。这说明，日

本对华直接投资带动了日本对华出口以及日本自华

进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之间表现出互

补关系。

以下使用 ＡＥＧ协 整 检 验，检 验 方 程 （１）和

方程 （２）非均衡误差项的平稳性。如果非均衡误

差项μｔ、εｔ 为 平 稳 序 列，则 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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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出口、日本自华进口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则

存在，结 果 如 表３所 示。由 表３可 知，在１０％的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非均衡误差项存在单位根的

假设，非均衡误差项均为平稳序列。因此，日本对

华直接投资与日本对华出口以及日本自华进口之间

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表３　ＡＥＧ协整检验

变量 ＡＥＧ检验式 ＡＥＧ统计量 协整检验临界值 （１０％） 结论

μｔ （０，０，１１） －１．７０ －１．６２ Ｉ（０）

εｔ （ｃ，ｔ，６） －３．６９ －３．２４ Ｉ（０）

　　 （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ｌｎＥＸ、ｌｎＩＭ、ｌｎＦＤＩ等 经 济 变 量 均 为 一

次单整Ｉ（１）的 时 间 序 列，可 以 构 建 如 下 的 格 兰

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

Δｙｔ＝∑
ｎ１

ｉ＝１αｉΔｘｔ－ｉ＋∑
ｎ２

ｊ＝１βｉΔｙｔ－ｊ＋ε１ｔ （３）

Δｘｔ＝∑
ｎ１

ｉ＝１λｉΔｙｔ－ｉ＋∑
ｎ２

ｊ＝１δｉΔｘｔ－ｊ＋ε２ｔ （４）

其中，ｙｔ 为 被 解 释 变 量，ｘｔ 为 解 释 变 量。因 为 开

展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变量必须

具有平稳性，因此文章使用ｌｎＥＸ、ｌｎＩＭ 与ｌｎＦＤＩ
等变量的一阶差分作为实施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

经济变量，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样本容量 滞后阶数 原假设 Ｆ值 Ｐ值 结论

２８　 ２ ΔｌｎＥＸ不是ΔｌｎＦＤＩ的格兰杰原因 ２．８１　 ０．０８ 拒绝

２８　 ２ ΔｌｎＦＤＩ不是ΔｌｎＥＸ的格兰杰原因 １．３７　 ０．２７ 接受

２７　 ３ ΔｌｎＩＭ不是ΔｌｎＦＤＩ的格兰杰原因 １．１３　 ０．３６ 接受

２７　 ３ ΔｌｎＦＤＩ不是ΔｌｎＩＭ的格兰杰原因 ３．０１　 ０．０５ 拒绝

　　由格 兰 杰 因 果 关 系 检 验 的 分 析 结 果 可 知：其

一，在１０％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下，日 本 对 华 出 口 是 日

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日本对华出口增加

带动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其二，在５％的

显著性水平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是日本自华进口

的格兰杰原因。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促进了日

本自华进口贸易的开展。

３．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与 日 本 对 华 贸 易 关 系

分析

根据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分析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与日本对华出口、日本自华进口的关系，可以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之间存在

着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协整分析结果，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与日本对华出口、日本自华进口表现出显著

的长期 均 衡 关 系。由 协 整 回 归 方 程 （１）和 方 程

（２）可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加１％，将带动日

本对华出口 增 加１．８１％，以 及 日 本 自 华 进 口 增 长

１．８８％。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日本对华贸易之间呈

现出互补关系。

第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日本

自华进口的增长。这表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推动了

中国出口产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出口产品在价格、

质量方面的优势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增加与日本自华进口增长的良性循环。

第三，日本对华出口促进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的增长。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以及中日经贸关系

的日益深化，中国对日本产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导

致日本对华出口持续增加，致使日本企业愈发重视

中国市场，促使日本企业加速了对中国直接投资的

进程，日本对 华 直 接 投 资 数 量 随 之 扩 大。总 而 言

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日本对华贸易之间的关系

是相互促进的，表现出双向互补特征。
（三）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中国技术水平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三个作用为提高中国的

技术水平。中 国 作 为 东 道 国 接 受 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日本企业来华设 厂 生 产，通 过 技 术 溢 出 效 应，

提高了中 国 的 技 术 水 平，拉 升 了 中 国 的 全 要 素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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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

１．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技 术 溢 出 效 应 的 理 论

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生产率指标，

反映经济 体 要 素 投 入 的 使 用 效 率，包 含 了 技 术 进

步、组织创新、专业化进展等各个方面，可以具体

表示出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文章假设中国的全要

素生产率受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以及中国国内研究

开发支出 （Ｒ＆Ｄ）两 方 面 的 影 响，构 建 如 下 的 理

论模型。

ＴＦＰ＝Ａｆ（ＦＤＩ，ＲＤ） （５）

其中，ＴＦＰ表 示 全 要 素 生 产 率，ＦＤＩ代 表 日 本 对

华直接投资，ＲＤ代表中国国 内 研 究 开 发 支 出，Ａ
代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因素。该模型在考虑

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上，还加

入了中国国内的研究开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使得分析的范围更加全面。

其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第 一，技 术 层 面 的 学 习 与 模 仿。

通过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国可以引进技术含量较

高的生产技术和工业制品，经过学习与模仿，提高

中国企业的 生 产 水 平。第 二，行 业 层 面 的 示 范 效

应。日资企 业 由 于 具 有 较 为 先 进 的 生 产 和 管 理 技

术，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其生产、经营模式成为中

国企业的模仿对象，在行业中形成了示范效应，推

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第三，劳动力层面的溢出效

应。日资企业在华生产需要雇用本地员工为其生产

提供必要的服务，中方员工在日资企业接受有关生

产的系统培训，当其转移到中国企业后，会将所学

到的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之中，从而提高中国企业

的生产水平。以上三个方面表明，日本对华直接投

资对中国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中国的全要

素生产率。

其二，中国国内的研究开发投资对中国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国内的研究开发投资是影响中国全

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因素。研究开发投资可以促进技

术创新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近年 来，中 国 的 研 究 开 发 投 资 迅 猛 增 长，从

１９９５年 的２９２．３亿 元，增 长 到 了２０１６年 的１５
６７６．７亿元［１９］。中国研究开发投资的迅速增长，极

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创新与科技发展。

２．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使 用 回 归 与 ＡＲＭＡ组 合 模 型 （ｒｅｇＡＲＩ－
ＭＡ）的方法，检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国国内

研究开发投入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而证

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１）数据来源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ＦＤＩ）的数据来自中国商

务部 《中 国 商 务 年 鉴》。中 国 国 内 研 究 开 发 投 入

（ＲＤ）来自历 年 《全 国 科 技 经 费 投 入 统 计 公 报》。

数据选取的时间段为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６年。由于被解

释变量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需要测算中国的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文章假定中国的生产函数为柯

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并使用估计生产函数

的方法，测算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２）经济变量的平稳性分析

文章使用ＡＤＦ检验，验证模型各经济变量的

平稳性 （参见表５）。

表５　ＡＤＦ检验结果

经济变量 ＡＤＦ检验式 ＡＤＦ值 ｐ值 结论

ｌｎＴＦＰ （ｃ，０，７） －２．２００　０　 ０．２１０　４ 不平稳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７） －０．０９２　４　 ０．６４１　１ 不平稳

ｌｎＲＤ （ｃ，０，６） －１．５０３　９　 ０．５１５　８ 不平稳

ΔｌｎＴＦＰ （ｃ，０，７） －３．９０９　６　 ０．００５　９ 平稳

ΔｌｎＦＤＩ （０，０，７） －２．２５２　２　 ０．０２６　５ 平稳

ΔｌｎＲＤ （ｃ，ｔ，７） －４．０６５　４　 ０．０２０　７ 平稳

　　 由 平 稳 性 检 验 结 果 可 知，ｌｎＴＦＰ、ｌｎＦＤＩ、

ｌｎＲＤ等经济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经济变量，可 以

用于开展回归分析。

（３）回归分析

为了克服残差序列中的自相关，提高回归系数

估计量的有效性，可以构建回归与ＡＲＭＡ组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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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ｒｅｇＡＲＩＭＡ）。由残 差 序 列 相 关 图 可 知，残 差

序列是一个 ＭＡ （２）过程。根据理论模型 部 分 的

分析，建立如下的组合模型。

ｌｎＴＦＰｔ＝α０＋αｌｎＦＤＩｔ＋α２ｌｎＲＤｔ＋εｔ，εｔ＝

β１εｔ－１＋β２εｔ－２＋ｖｔ （６）
其中，ＦＤＩ代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ＲＤ代表

中国国 内 研 究 开 发 投 入，εｔ 代 表 残 差 序 列。根 据

（６）式，得到组合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ｌｎＴＦＰｔ＝４．３６＋０．０８ｌｎＦＤＩｔ＋０．１９ｌｎＲＤｔ＋
１．０１εｔ－１＋０．５１εｔ－２ （７）

　 　　 （４３．３９）＊ （２．２９）＊　　 （１３．２０）＊

（５．３０）＊ （２．７８）＊

Ｒ２＝０．９９，ＤＷ＝２．１３，Ｔ＝２７
由 （７）式 可 知，在５％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下，日 本 对

华直接投资以及中国国内研究开发投入的估计系数

都是显著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每提高１％，会促

进中国的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提 高０．０８％。而 中 国 国 内

研究开发投入每提高１％，则会促进中国的全要素

生产率提高０．１９％。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对 中 国 而

言，具有技术 溢 出 效 应，提 高 了 中 国 的 全 要 素 生

产率。

三、中国加强引导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的政策建议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促进了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中日

贸易发展，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２０１８年５
月９日，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如期举行。三国

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加强经济合作，推动区域贸易

投资自由化，这为进一步扩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奠

定了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应继续扩大日本

对华直接投资，优化其地区布局，从而进一步推动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加快贸易强国和创新型国家

建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完成增长动

力转换做出贡献。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以 “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继续扩大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现已进

入转型调整期，但随着日本对中国市场依赖性的攀

升，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然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
特别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的发展 提 供 了 新 平 台 和 新 机 遇。在 “一 带 一

路”框架下，中日两国可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随着销售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为拓展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提供了新契机。日方在生产技术、管理方式等

方面具有优势，而中方则在劳动力资源、组装制造

等方面具 备 有 利 条 件，通 过 扩 大 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既可以利用日本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也可以

发挥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作用，生产具有价格优势

的工业生 产 设 备，服 务 于 “一 带 一 路”建 设，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工业产品。为

此，中国应 进 一 步 完 善 在 引 进 外 资 方 面 的 法 律 制

度，切实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从制度层面努力营

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借助 “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

的新机遇，积极引导日本扩大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与

范围。
第二，优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地区布局，推动

“雄安新区”建设。引进外商企业投资不仅可以繁

荣地区经济，而且还可以改善地区就业、培育高质

量人才。因此，积极引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于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而言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现在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在

中西部地 区 的 投 资 较 少。２０１５年，在 河 北 省 投 资

的日资企业只有５９家，仅占日本在华企业总数的

０．７％。中国应 促 进 日 本 企 业 增 加 对 中 西 部 地 区，
特别是针对 “雄安新区”的直接投资，改变集中于

东南沿海地 区 的 现 状，优 化 投 资 的 地 区 布 局。因

此，中国应加快 “雄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与产业集群，降低企业投资成本，
从而达到优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布局，促进 “雄安

新区”建设的目的。
第三，积极吸引日本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产业升级转型，实现经济

动能转换。中国经济现在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有助于中国完成新旧动能转换、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日 本 在 绿 色 制 造、现 代 供 应 链、
机械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以及高端消费、养老、医疗

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而

中国则在智能制造、能源环保、信息技术、金融服

务、人力资源服务业等方面有着极大的需求。通过

吸引日本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对华直接投资，
可以改善传统产业结构、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加快

中国新旧动能转换。近年来，日本在电子机械、一

般机械、运输机械以及非制造业等方面对华直接投

资持续增加。此外，中国市场对于日本而言愈发重

要，扩大在华销售市场逐渐成为日本企业最主要的

投资目的。中国应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积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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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增加对华直接投资，
着力促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转型，推动中国先进制

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引导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拓展中日双边

贸易，促进形 成 新 的 出 口 产 业，推 进 贸 易 强 国 建

设。近 年 来，中 日 贸 易 处 于 长 期 低 迷 之 中，从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已经连续五年出现负增长。中日

贸易的持续下降不利于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
有必要采取措施，拓展中日双边贸易。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与中日贸易之间不仅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而且还呈 现 出 互 补 关 系。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的 增

长，将会促进中国出口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中国

对日本出口的增加。增加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可以

推动中国传统产业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培

育贸易新业态及新模式的过程，提高出口产品的质

量及附加值。为此，中国在引进日本对外直接投资

时，应选择具 备 潜 在 发 展 能 力 的 产 业，如 电 子 信

息、运输机械、精密机械、节能环保等。着重吸收

这些产业的生产与管理技术，在此基础上培育新的

出口产业，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增加出口产业的国

际竞争能力，从而提高中日双边贸易额，并促进中

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最终实现贸易强国

建设。
第五，推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中日两国

技术合作，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速

下降，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

的转型，促进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而言具有技术溢出效应，
提升了中国的技术水平。此外，日本是中国重要的

技术引进 来 源 国。２０１４年，中 国 与 日 本 签 订 技 术

引进合同１　９８０份，占中国技术引进合同总金额的

１７％，是中国第三 大 技 术 引 进 来 源 地［２０］。日 本 在

绿色制造、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生态环保、资源可

持续利用、医疗健康等方面具有先进的技术，中国

则需要这些领域的相关技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

创新型国家建设。为此，中国应推动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通过组建中日合资企业的方式，推进中日两

国技术合作，积极吸收和引入日本在上述领域的先

进生产与管理技术，推动企业在日本技术的基础上

实施再创新与再研发，从而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

新技术，为中国完成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第六，注重提升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质量，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经济结

构转型、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推动了中国产业升级转型，带动了中日双

边贸易发展，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中国的技

术水平。在 《中日和平 友 好 条 约》缔 结４０周 年 之

际，中国应继续推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挥其对

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在积极引进日本

对华直接投资的同时，不能仅仅关注投资引进的规

模和数量，更 要 注 重 提 升 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的 质

量，积极推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先进制造业以

及医疗健康、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对华直接投

资，从而实 现 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的 从 量 向 质 的 飞

跃。通过提高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质量，有助于深

化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中国供给体系质

量，助力中国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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