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贸易

李清如　张　倩

　　摘　要：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日贸易出现一些新动向。２０１９年中日双边贸易

总体呈现负增长，日本在中国出口和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也有所下降。从贸易结构来

看，日本对华出口的减少主要体现在机械设备、电子和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对华进口的减

少主要体现在衣物、化学、通信设备等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美贸易摩擦扰动

全球供应链，对中日贸易造成冲击。同时，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世界贸易总额收缩；

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定位转变，更多依托中国国内产业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经济联系增强，贸易趋向多元化等，这些因素也影响着中日贸易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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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政策，挑起贸易争端，致

使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２０１８年３月，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拟对约５００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就此展开。同年７月，美国正

式启动对５００亿美元中的约３４０亿美元商品加征２５％的关税；８月，又对

剩余约１６０亿美元的商品加征２５％的关税。对此，中国亦采取了有力的

反制措施。此后，特朗普政府接连施加关税手段，２０１８年９月，美国宣布

对约２０００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１０％的关税；２０１９年５月，又将加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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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提高至２５％。中国在实施反制措施的同时，不断与美方进行沟通和

协商。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美双方就经 贸 协 议 达 成 一 致，并 于２０２０年１月

正式签署第一阶段协议。

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远远超出两国范 围，波 及 全 球 经 济。日 本 深 度 参 与 全 球 价 值 链，与 中 美

经济关系紧密，日 本 向 中 国 出 口 大 量 中 间 产 品，在 中 国 加 工 组 装 后 再 出

口美国，这是长期 形 成 的 贸 易 路 径。美 国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的 抬 头，扰 乱 世

界供应链，不仅直 接 参 与 贸 易 的 企 业 会 受 到 冲 击，其 影 响 还 会 沿 供 应 链

传导至产业中各个环节的企业。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中日贸易

也不可避免地受 到 影 响。同 时，在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的 背 景 下，世 界 经 济 不

确定性增强，国际贸易需求减弱；中国经济减速，国内需求下降；日 本 企

业对中国市场定 位 转 变，更 多 依 托 中 国 国 内 产 业 链 等，这 些 因 素 也 共 同

作用于中日贸易的走向。

　　一、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日贸易的走向

　　（一）中日贸易总体呈现负增长

由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统计口径不同，双方关于中日贸易的统计值

也存在一定差异。根 据 日 本 的 统 计 数 据，２０１９年 日 本 对 华 出 口１３４７．０

亿美元，较上年减少６．４％；对华进口１６９２．６亿美元，较上年减少２．５％；

日方逆差３４５．７亿美元。① 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９年中 国 对 日 出 口

１４３２．７亿美元，较上年减少２．６％；对日进口１７１７．６亿美元，较上年减少

４．９％；中方贸易逆差２８４．９亿美元。② 因此，可以看出，无论哪一方的统

计，总体上中日贸易均呈现负增长。

虽然２０１９年中日贸易总体呈现负增 长，但 其 贸 易 额 仍 然 超 过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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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ｅｔｒｏ．ｇｏ．ｊｐ／ｗｏｒｌｄ／ｊａｐａｎ／ｓｔａｔｓ／ｔｒａｄｅ／．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对外经济贸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２０１９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 统计月报”。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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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的水平。自进入本世纪以来，中日之间的贸易迅速推进。２００１

－２０１１年间，除了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２００９年，中日双边贸易每年均

能实现显著 的 正 增 长，并 在２０１１年 达 到 峰 值。根 据 日 本 的 统 计 数 据，

２０１１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包括出口和进口）达到３４４９．５亿美元；根据

中国的统计数据，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则达到３４２８．３亿美元。此后，受“钓

鱼岛事件”影响，中 日 关 系 遇 冷，贸 易 额 也 有 所 降 低。再 加 上２０１５年 和

２０１６年期间，受全球经济下行、资源价格下跌、美元升值等因素影响，中

国和日本以美元换算的对外贸易总额均处于收缩状态，中日双边贸易进

一步下滑。根据日 本 的 统 计 数 据，２０１６年 中 日 双 边 贸 易 总 额 为２７０３．２

亿美元；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则为２７５０．８亿美元。

２０１７年以后，中日关 系 回 暖，贸 易 额 逐 渐 恢 复。至２０１８年，中 日 双

边贸易总额达到３１７４．４亿美元（日方统计，中方统计数据为３２７７．１亿美

元），成为仅次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的最高值；并且，在２０１９年，中日双边

贸易总额为３０３９．６亿美元（日方统计，中方统计数据为３１５０．３亿美元），

虽然较２０１８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明显超过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水平。同

时，也应注意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具有延后性。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摩

擦已经展开并逐渐升级，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直接反映在２０１８年的贸易

额中，而是在２０１９年 的 贸 易 额 中 有 所 体 现。其 中 一 个 原 因 可 能 是，在

２０１８年，一部分企业仍在观望，并没有采取措施，而另一部分企业由于贸

易受阻可能减少了订单，这种订单的减少并不会反映在当年的贸易中。

（二）日本在中国出口和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下降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对外贸

易迅速扩大，中日 双 边 贸 易 也 获 得 了 显 著 增 长，中 国 在 日 本 出 口 和 进 口

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中国在日本出口总额中

所占的份额（以下简称出口份额）由７．７％上升至１９．７％，在日本进口总

额中所占的份额（以下简称进口份额）由１６．５％上升至２１．５％；在日本进

出口总额（包 括 出 口 和 进 口）中 所 占 的 份 额 由１１．８％上 升 至２０．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间，出口份额出现波动，进口份额继续上升。到２０１５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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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 日 本 进 出 口 总 额 中 所 占 的 份 额 由２０１１年 的２０．６％继 续 上 升 至

２１．２％，并在此后一直保持在２１％以上，２０１８年为２１．４％，２０１９年则为

２１．３％。因此，可以看出，虽然２０１９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呈负增长，但中国

在日本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仍然超过２１％。

与此相对，日本在 中 国 出 口 和 进 口 总 额 中 所 占 的 比 重 则 持 续 下 降。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日本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以下简称出口份

额）由１６．９％下降至７．８％，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以下简称进

口份额）由１７．６％下降至１１．２％；在中国进出口总额（包括出口和进口）

中所占的份额由１７．２％下降至９．４％。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间，出口份额继续

下降，进口份额出现波动。到２０１５年，日本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

份额由２０１１年的９．４％继续下降至７．０％，２０１６年短暂回升至７．５％，但

此后，２０１７和２０１８年又连续下降至７．１％。２０１９年，日本在中国出口总

额中的份额由２０１８年的５．９％下降至５．７％，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份额

由８．５％下 降 至８．３％，在 日 本 进 出 口 总 额 中 的 份 额 由７．１％下 降 至

６．９％，这是过去２０年来首次降至７％以下。①

　　二、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日贸易的结构变化

　　（一）日本对华出口的减少主要体现在机械设备、电子和汽车零部件

等行业

在２０１９年 日 本 对 华 出 口 中，如 表１所 示，化 学 制 品 所 占 的 比 重 为

１７．３％，一般机械的比重为２３．１％，电气设备的比重为２０．７％，这些行业

是日本对华出口 的 主 要 行 业。其 中，一 般 机 械 中 的 半 导 体 等 制 造 装 置，

以及电气设备中的半导体等电子部件，单项所占的比重均超过６％。此

外，运输设备中的汽车、汽车零部件，以及其他项中的科学光学 设 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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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过去２０年来，具体是指１９９９年以来。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数

据 对外经济贸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２０１９年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海

关总署，“海关统计 统计月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３０２２４９／３０２２７４／

３０２２７７／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项所占的比重在５％左右，这些领域也是中日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１　２０１９年日本对华出口结构

单位：万亿日元，％

出口额 份额（％） 增长率（％） 贡献度（％）

总值 １４．６８　 １００．０ －７．６ －７．６

食品 ０．１２　 ０．８　 ２１．５　 ０．１

原料 ０．２５　 １．７ －３７．６ －０．９

矿物燃料 ０．１５　 １．０ －９．７ －０．１

化学制品 ２．５４　 １７．３ －０．２　 ０．０

原料制品 １．６７　 １１．４ －８．３ －０．９

一般机械 ３．４０　 ２３．１ －１２．６ －３．１

　　发动机 ０．４６　 ３．１ －１１．０ －０．４

　　半导体等制造装置 ０．９０　 ６．１ －１６．６ －１．１

　　金属加工机械 ０．２４　 １．６ －３１．９ －０．７

电气设备 ３．０４　 ２０．７ －１０．６ －２．３

　　半导体等电子部件 ０．９８　 ６．７ －１０．６ －０．７

　　音频和视频设备 ０．０９　 ０．６ －２６．０ －０．２

　　通信设备 ０．０９　 ０．６ －４５．５ －０．５

　　电路设备 ０．５２　 ３．５ －１５．２ －０．６

运输设备 １．５１　 １０．３ －２．１ －０．２

　　汽车 ０．７９　 ５．４　 ２３．４　 ０．９

　　汽车零部件 ０．６９　 ４．７ －２１．１ －１．２

其他 ２．０１　 １３．７ －１．６ －０．２

　　科学光学设备 ０．７５　 ５．１ －９．９ －０．５

　　资料来源：日本財務省「財務省貿易 統 計 報 道 発 表 和 元 年 分（輸 出 確 報；輸 入 速 報（９
桁）） 和２年１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ｊｐ／ｔｏｕｋｅｉ／ｓｈｉｎｂｕｎ／ｔｒａｄｅ－ｓｔ／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２８ｄ．ｘｍｌ．
说明：贡献度为日本对华某一行 业 出 口 或 进 口 的 增 减 变 化 对 日 本 对 华 出 口 或 进 口 总 值

增减变化的贡献程度，贡献度＝日本对华某一行业出口或进口值的增减变化／日本对华出口

或进口上年总值×１００％。

　　２０１９年按日元统计的日本对华出口增长率为－７．６％。① 从行业构

成来看，如表１所示，一般机械的出口增长率为－１２．６％，其中，半导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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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为日元统计，与第一部分中按美元统计的增长率有一定差异。



制造装置的增长率为－１６．６％，发动机和金属加工机械的增长率分别为

－１１．０％和－３１．９％；电气设备的出口增长率为－１０．６％，其中，半导体

等电子部件的增长率为－１０．６％，音频视频设备、通信设备和电 路 设 备

的增长率分别为－２６．０％、－４５．５％和－１５．２％；汽 车 零 部 件 的 增 长 率

为－２１．１％；科学光学设备的增长率为－９．９％。此外，汽车的出口增长

率为正的２３．４％，这可能是日本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获益的一个表现，即

中国市场上美系车的需求减少，而日系车的需求扩大了。

从贡献度来看，出 口 比 重 较 大 的 行 业，其 增 减 变 化 对 出 口 总 额 的 增

减变化影响更大。如表１所示，在２０１９年日本对华出口总额较上年变化

的－７．６％中，一般机械的贡献度为－３．１％，其中，半导体等制造装置的

贡献度为－１．１％，发 动 机 和 金 属 加 工 机 械 的 贡 献 度 分 别 为－０．４％和

－０．７％；电气设备的贡献度为－２．３％，其中，半导体等电子部件的贡献

度为－０．７％，通信设备和电路设备的贡献度分别为－０．５％和－０．６％；

汽车零部件的贡献度为－１．２％；科学光学设备的贡献度为－０．５％。因

此，可以看出，日本对华出口的减少主要产生在机械和电气设备，特别是半

导体装置和部件、加工机械、通信和电路设备，以及汽车零部件等领域。

　　（二）日本对华进口的减少主要体现在衣物、化学、通信设备等行业

在２０１９年日本对华进口中，如表２所示，电气设备的比重为２８．７％。

结合前文来看，电 气 设 备 在 日 本 对 华 出 口 和 进 口 中 的 高 份 额，反 映 了 中

日两国在这一领 域 密 切 的 贸 易 联 系，同 时，这 也 是 非 常 容 易 受 到 中 美 贸

易摩擦冲击的一个领域。２０１９年电气设备的进口增 长 率 为－５．０％，其

中，半导体等电子部件、绝缘电线电缆和通信设备的增长率分别－２．６％、

－７．７％和－１１．３％。化学制品在２０１９年日本对华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

重为６．５％，增长率为－７．５％；金属制品、纤维制品及矿物制品等原料制

品的进 口 比 重 为１２．０％，增 长 率 为－２．７％；一 般 机 械 的 进 口 比 重 为

１８．３％，增长 率 为２．２％；服 装 及 配 件 的 进 口 比 重 为９．７％，增 长 率 为

－７．９％，这些均为日本对华进口的主要行业。此外，矿物燃料的增长率为

－２９．０％，由于矿物燃料所占的比重并不高，对进口总额的影响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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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贡献度来看，进 口 比 重 较 大 的 行 业，其 增 减 变 化 对 进 口 总 额 的 增

减变化影响更大。如表２所示，在２０１９年日本对华进口总额较上年变化

的－３．９％中①，电气设备的贡献度为－１．５％，其中，通信设备 的 贡 献 度

为－１．３％，这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对 产 业 链 的 冲 击。此

外，化学制品的贡献度为－０．５％，服装及配件的贡献度为－０．８％，这反

映了日本企业对供应链的不断调整。而这种调整，不仅是出于中美贸易

摩擦的影响，同时 也 有 中 国 劳 动 力 及 各 方 面 成 本 上 升、市 场 竞 争 更 加 激

烈，以及日本企业 多 元 化 战 略 等 因 素 的 作 用。总 体 上，日 本 对 华 进 口 的

减少主要产生在 电 气 设 备，特 别 是 通 信 设 备，以 及 服 装 配 件 和 化 学 制 品

等领域。

表２　２０１９年日本对华进口结构

单位：万亿日元，％

进口额 份额（％） 增长率（％） 贡献度（％）

总值 １８．４４　 １００．０ －３．９ －３．９

食品 ０．９０　 ４．９ －４．９ －０．２

原料 ０．２３　 １．３　 ７．８　 ０．１

矿物燃料 ０．１２　 ０．６ －２９．０ －０．２

化学制品 １．２０　 ６．５ －７．５ －０．５

原料制品 ２．２１　 １２．０ －２．７ －０．３

一般机械 ３．３８　 １８．３　 ２．２　 ０．４

电气设备 ５．２９　 ２８．７ －５．０ －１．５

　　半导体等电子部件 ０．４９　 ２．７ －２．６ －０．１

　　绝缘电线电缆 ０．２２　 １．２ －７．７ －０．１

　　通信设备 ２．０２　 １０．９ －１１．３ －１．３

运输设备 ０．４９　 ２．６ －４．５ －０．１

其他 ４．６３　 ２５．１ －５．８ －１．５

　　服装及配件 １．７９　 ９．７ －７．９ －０．８

　　资料来源：同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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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为日元统计，与第一部分中按美元统计的增长率有一定差异。



　　三、中美贸易摩擦对中日贸易的影响

　　（一）中美贸易摩擦扰动全球供应链，对中日贸易造成冲击

贸易是国家间经 济 交 往 的 重 要 途 径，也 是 连 接 全 球 供 应 链 的 纽 带。

随着国际分工逐渐细化，全球贸易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中美在贸易领域

的争端扰动全球供应链，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中日贸易也受到影响。

从最直观的情况来看，假如存在三家企业，位于日本的Ａ企业，位于

中国的Ｂ企业，以 及 位 于 美 国 的Ｃ企 业。Ａ企 业 向Ｂ企 业 出 口 中 间 产

品，经Ｂ企业进一步生产加工，再出口到Ｃ企业，那么这条供应链就将中

日贸易和中美贸易联系起来。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聚焦于位于中国的

Ｂ企业。在税收理论中，一般认为，关税属于间接税，具有转嫁性。如果

Ｂ企业向Ｃ企业出口的商品处于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范围中，那么Ｂ

企业面临着几项选择。

选择之一是，以提 高 售 价 的 方 式 将 关 税 转 嫁 到 供 应 链 的 下 一 环 节，

本案例中，就是Ｂ企业提高向Ｃ企业的销售价格以维持利润。但是，在

这种情况下，Ｃ企业就有可能更换供应商或者减少订货，这样使得Ｂ企业

失去销售市场，进一步的情况是，由于Ｂ企业销售减少了，Ｂ从Ａ企业的

进口相应减少。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话，日本对华出口就会减少。在上一

部分中，我们观测 到 日 本 对 华 出 口 在 半 导 体 等 电 子 部 件、音 频 和 视 频 设

备、通信设备、电路设备、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大幅减少，正是因为 这 些 行

业是国际分工细 化、贸 易 联 系 紧 密 的 行 业，这 也 是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冲 击 全

球供应链的一个印证。

同时，对于Ｃ企业，也有可能由于很难找到替代Ｂ供货的企业，而只

得接受Ｂ转嫁关税的价格，那么这就提高了美国国内企业生产和居民生

活的成本。因此，我们说，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是双向的，对中国和美国

的国内经济都会造成伤害。美 国 在 实 施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的 同 时，也 会 付

出 相 应 的 代 价。另 一 方 面，对 位 于 中 国 的 企 业 来 说，提 高 产 品 的 竞 争

力 和 不 可 替 代 性，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抵 销 由 于 关 税 增 加 而 带 来 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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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情 况。

让我们将目光回到Ｂ企业。Ｂ企业的选择之二是，为了保证销售市

场，不提高售价，增加的关税自己内部消化。但是，这样将会增加Ｂ企业

的成本，特别是在关税短时间内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例如，关税率从不到

５％一下提高到２５％，那 么 企 业 的 利 润 可 能 就 会 瞬 间 缩 水，甚 至 出 现 亏

损，自身很难生存下去，与Ａ企业之间的贸易，也就是日本对华出口，就

更难保证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位于中国的Ｂ企业，有可能是中国本土

企业，也有可能是日本在华企业或美国在华企业等。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利润，规避贸易摩擦，Ｂ企业就可能出现供

应链的调整行 为。譬 如 说，将 工 厂 搬 到 越 南、泰 国 等。这 种 供 应 链 的 调

整也会对中 日 贸 易 产 生 重 要 的 影 响，因 为 供 应 链 的 转 移 意 味 着 贸 易 转

移。一些日本企业 在 华 投 资 设 厂，生 产 的 商 品 既 出 口 美 国，也 出 口 日 本

及其他国家，如果供应链转移，不仅出口美国的这部分被转移，出口日本

及其他国家的部分也会 被 转 移。而 出 口 日 本 的 这 部 分 转 移 就 体 现 为 日

本对华进口的减少。在上一部分中，我们观测到日本对华进口在化学制

品、服装和配饰等 领 域 出 现 了 明 显 减 少，这 反 映 了 日 本 企 业 对 供 应 链 的

不断调整。而如前 所 述，这 种 调 整 早 在 中 美 摩 擦 之 前 就 已 经 开 始，并 不

是单纯出于贸易摩擦的影响。同时，供应链转移是牵扯到企业战略层面

的转移，并不是轻 易 而 为 的 行 为。以 轻 质 资 产 为 主 的 企 业，可 能 相 对 容

易转移，而厂房、生产线、基础设施和周边绿化，以及与之相关的 高 级 技

术和管理人员、物流和销售网络等，并不是那么容易转移的。

当然，Ｂ企业还有其他选择，例如，将一部分关税转嫁下一环节，提高

对Ｃ企业的售价，一部分关税自己内部消化；或 者 压 低 从 上 一 环 节 的 购

买成本，即与Ａ企 业 进 行 价 格 协 商。这 些 情 况 也 会 相 应 地 影 响 中 日 贸

易。同时，这条供应链反过来也成立，即Ｃ企业（位于美国）向Ｂ企业（位

于中国）出口中间产品，经Ｂ企业进一步生产加工，再出口到Ａ企业（位

于日本），如果Ｃ企业向Ｂ企业出口的商品处于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

范围中，那么Ｂ企业就可能减少订货，从而可能减少产出及向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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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华进口会减少，同时，Ｃ企业的利润也会缩水，这是

中美贸易摩擦损伤美国经济的另一个印证。

事实上，现实中的 供 应 链 要 比 这 复 杂 得 多，每 一 条 供 应 链 上 的 每 一

个节点，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只是列出了最直观的例子。但是，正

是因为供应链的多环节多节点的复杂性，使得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可以

沿着供应链传导 至 生 产 和 流 通 的 各 个 环 节，从 而 将 众 多 的 中 国、日 本 和

美国企业席卷其中。

（二）全球经济增速下降，世界贸易总额收缩

２０１９年，受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等因素

影响，全球经济增 速 下 降，世 界 贸 易 整 体 处 于 收 缩 状 态。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织（ＩＭＦ）数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并在２０２０年４月发布的《世界

经济展望》中，将２０１９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 调 至２．９％，成 为２００９年 全

球金融 危 机 之 后 的 最 低 值。① 其 中，中 国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由２０１８年 的

６．７％下降至２０１９年的６．１％，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由２０１８年的２．９％下

降到２０１９年的２．３％。与 此 相 应，世 界 贸 易 组 织（ＷＴＯ）数 次 下 调 全 球

贸易增长预期，并在２０２０年４月发布的《贸易统计与展望》中，将２０１９年

世界货物贸易总量的增长率下调至－０．１％。②

日本深度参与国 际 分 工，受 全 球 市 场 波 动 的 影 响 较 大，在 世 界 贸 易

整体收缩的情况下，２０１９年不仅日本对华贸易呈负增长，日本与主要贸

易对象的双边贸易增长率也大部分是负数。如表３所示，２０１９年日本对

世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率为－４．０％，其中，出口增长率为－４．４％，进口

增长率为－３．７％，总体贸易逆差１５０．８亿美元。在主要贸易对象中，日

本对美国的出口基本没有减少，进口下降２．９％，进出口总额下降１．１％。

２０１９年美国在日本出口对象排名中超过中国位列第一位，在进口对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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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位列第二位；中 国 在 日 本 出 口 对 象 排 名 中 位 列 第 二 位，在 进 口 对 象

排名中位列第一位。① 中日贸易额（包括出口和进口）总体上仍然超过日

美贸易额。

表３　２０１９年日本与主要贸易对象进出口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 出口 进口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贸易差额

金额

世界 １４２６４．５ －４．０　 ７０５６．８ －４．４　 ７２０７．６ －３．７ －１５０．８

中国 ３０３９．６ －４．２　 １３４７．０ －６．４　 １６９２．６ －２．５ －３４５．７

美国 ２１９１．０ －１．１　 １３９８．８ －０．１　 ７９２．１ －２．９　 ６０６．７

ＡＳＥＡＮ　 ２１４０．４ －５．５　 １０６２．２ －７．１　 １０７８．２ －３．９ －１６．０

ＥＵ（２８） １７１２．９　 ０．０　 ８２１．３ －１．５　 ８９１．６　 １．４ －７０．３

韩国 ７５８．４ －１０．４　 ４６２．５ －１１．９　 ２９５．９ －７．９　 １６６．６

澳大利亚 ５９９．５ －４．６　 １４４．９ －１５．３　 ４５４．６ －０．５ －３０９．７

泰国 ５５５．５ －３．１　 ３０１．９ －６．４　 ２５３．６　 １．２　 ４８．３

德国 ４５１．９ －３．５　 ２０２．３ －３．１　 ２４９．７ －３．９ －４７．４

越南 ３８９．９　 ３．９　 １６５．０　 ０．５　 ２２４．９　 ６．６ －５９．９

阿联酋 ３３３．９ －５．８　 ７１．９ －９．１　 ２６２．０ －４．８ －１９０．１

沙特阿拉伯 ３２７．４ －１３．６　 ５１．１　 ２４．３　 ２７６．３ －１８．２ －２２５．１

印度尼西亚 ３２１．７ －１３．８　 １３９．９ －１１．４　 １８１．８ －１５．６ －４１．９

马来西亚 ３０９．５ －５．８　 １３２．９ －４．７　 １７６．６ －６．７ －４３．７

新加坡 ２７９．６ －１５．６　 ２０１．６ －１３．９　 ７８．０ －１９．９　 １２３．６

英国 ２２０．２ －０．５　 １３８．８ －０．１　 ８１．４ －１．１　 ５７．４

俄罗斯 ２１４．９ －６．１　 ７１．７ －１．７　 １４３．１ －８．１ －７１．４

菲律宾 ２１２．６ －２．０　 １０６．６ －５．４　 １０６．０　 １．７　 ０．５

加拿大 ２０６．７ －１．９　 ８８．７ －５．１　 １１８．０　 ０．６ －２９．３

　　资料来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ｅｔｒｏ．ｇｏ．ｊｐ／ｗｏｒｌｄ／ｊａｐａｎ／ｓｔａｔｓ／ｔｒａｄｅ／．
说明：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贸易差额＝出口额－进口额，负数为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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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ｅｔｒｏ．ｇｏ．ｊｐ／ｗｏｒｌｄ／ｊａｐａｎ／ｓｔａｔｓ／ｔｒａｄｅ／．



　　２０１９年，日本对东盟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率为－５．５％，其中，出口增

长率为－７．１％，进口增长率为－３．９％；对欧盟的进出口贸易基 本 与 上

年持平，出口增长率为－１．５％，进口增长率为１．４％，两者基本抵销；对

韩国的进出口 贸 易 大 幅 下 降，增 长 率 为－１０．４％，其 中，出 口 增 长 率 为

－１１．９％，进口增长率为－７．９％，这反映了日韩贸易摩擦对双边经贸关

系的冲击。因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对外贸易整体下降的情况下，对华贸

易的减少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越南出口和进口均有所增加，增长率分

别为０．５％和６．６％，这在２０１９年日本主要贸易对象中非常少见。并且，

２０１８年越南在日本总出口和总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为２．２％和２．８％，

而２０１９年的出口份额和进口份额分别上升至２．３％和３．１％，在日本对

外贸易中的比重 有 所 提 高。① 目 前，越 南 是 日 本 在 东 南 亚 的 第 三 大 出 口

国和第二大进口 国，占 据 了 显 著 的 贸 易 地 位。在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背 景 下，

日本对外贸易向越南外溢，是日越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

（三）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定位转变，更多依托中国国内产业链

随着中国国内消 费 市 场 扩 大，居 民 收 入 提 高，日 本 对 于 中 国 国 内 市

场更加倚重。根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认为中国具有

投资潜力的日本制造业企业中，６０．８％的企业认为有潜力的理由在于中

国现有的市场规模，５６．３％的企业认为中国具有投资潜力的理由在于未

来市场的成 长 性。② 同 时，随 着 中 国 服 务 业 的 发 展，日 本 企 业 在 餐 饮 娱

乐、物流运输、连锁超市、旅游住宿等服务业领域也不断开拓中 国 市 场。

日本对中国市场 的 定 位，已 经 逐 渐 从 加 工 制 造 中 心 和 出 口 基 地，向 消 费

中心转移。

在前面的案例中，假设Ｃ企业不是位于美国，而是位于中国，那么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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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ｅｔｒｏ．ｇｏ．ｊｐ／ｗｏｒｌｄ／ｊａｐａｎ／ｓｔａｔｓ／ｔｒａｄｅ／．
日本 国 際 協 力 銀 行（ＪＢＩＣ）：「わ が 国 製 造 業 企 業 の 海 外 事 業 展 開 に 関 す る 調 査 報 告　
２０１９年度海外直接投資アンケ ー ト 調 査 結 果（第３１回）」。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ｂｉｃ．ｇｏ．ｊｐ／ｊ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１１２７－０１２８５５．ｈｔｍｌ．



企业从日本的Ａ企业进口商品，经过加工生产 后 销 售 给Ｃ，就 不 会 受 到

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如果Ｂ企业是一家日本在华企业，其生产和

销售都在中国市场进行，其盈利能力将依托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再

进一步分析，如果Ａ也是位于中国，那么Ｂ从Ａ采购商品，加工生产后销

售给Ｃ，这就形成了中国国内供应链。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正在越来

越多地依托这种 中 国 国 内 供 应 链。在 这 种 情 况 下，从 数 字 来 看，中 日 双

边贸易有可能会 减 少，因 为 一 部 分 供 应 链 不 再 通 过 国 家 间 的 贸 易 完 成，

但是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会因此减弱。

（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系增强，贸易趋向多元化

与日本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均呈现负增长有所不同，２０１９年中国出

口总额仍然维持了０．５％的正增长，进口则为－２．７％的负增长。受贸易

摩擦的影响，２０１９年中美贸易大幅下降，中国对美国出口和进口增长率

分别 为－１２．５％和－２０．９％。美 国 在 中 国 出 口 总 额 中 所 占 的 份 额 由

２０１８年的１９．２％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６．８％，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份额由

２０１８年的７．３％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５．９％。①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经济交往。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经济联系继续增强，贸易更加趋向多元化。２０１９年，中国对欧 盟 的 出 口

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４．９％和１．１％；欧盟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由２０１８年的１６．４％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７．２％，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

份额由２０１８年的１２．８％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３．３％。

２０１９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率为１２．７％，进口增长率为５．０％；

东盟在中国 出 口 总 额 中 所 占 的 份 额（以 下 简 称 出 口 份 额）由２０１８年 的

１２．８％上升至１４．４％，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以下简称进口份

额）由２０１８年的１２．６％上升至１３．６％。其中，中国对越南出口９７８．７亿

美元，较上年增长１６．７％；对越南进口６４１．３亿美元，较上年增长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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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海 关 总 署“海 关 统 计 统 计 月 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３０２２４９／

３０２２７４／３０２２７７／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越南是中国在东南亚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对象国，出口和

进口份额分别达到３．９％和３．１％。中国对新加坡出口５４７．３亿美元，较

上年增长１１．６％；进口３５２．２亿美元，较上年增长４．４％；新加坡是中国

在东 南 亚 的 第 二 大 出 口 对 象 国，出 口 和 进 口 份 额 分 别 达 到２．２％和

１．７％。中国对 马 来 西 亚 出 口５２１．３亿 美 元，较 上 年 增 长１４．９％；进 口

７１８．３亿美元，较上年增长１３．６％；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南亚的第一大进

口对象国，出口和 进 口 份 额 分 别 达 到２．１％和３．５％。中 国 对 印 度 尼 西

亚、泰国和菲律宾 的 出 口 也 有 明 显 增 长。此 外，中 国 对 俄 罗 斯 的 出 口 和

进口增长率分别为３．７％和３．２％，对非洲的出口也取得了显著增长。

从中美贸易摩擦角度来看，中美已于２０２０年１月签订第一阶段经贸

协议，中美贸易摩 擦 对 中 日 贸 易 的 冲 击 将 会 有 所 缓 和。但 是，此 前 关 税

率被提高至２５％的约２５００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仍然维持着加征关税的

状态，美国对中国 的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倾 向 也 没 有 发 生 根 本 性 转 变，中 美 之

间的争端和博弈将长期存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为中日

经贸关系的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

在日本经济增长 低 迷、国 内 需 求 不 振 的 背 景 下，日 本 企 业 非 常 重 视

海外市场的发展。中国巨大 的 消 费 市 场 对 于 日 本 企 业 来 说 具 有 较 强 的

吸引力，同时，中 国 市 场 的 变 动 情 况 也 受 到 日 本 企 业 的 密 切 关 注。日 本

国内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担忧，不仅在于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冲击中日之

间的贸易，更在于 如 果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引 起 中 国 经 济 减 速、中 国 国 内 市 场

缩小的话，中国对 日 本 商 品 的 整 体 需 求 将 会 减 少，并 对 日 本 企 业 在 华 经

营造成打击。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从量到质转变，

稳定国内市场；改善营商环境，使国内供应链更加顺畅；提供更高质量的

中间产品，延长供应链长度，对于稳定日本在华投资，缓冲中美贸易摩擦

的冲击，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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