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

投资布局的动态分析
①

邓美薇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暴露全球化产业链痛点，日本借机启动“供应链

革命”，意图重塑海外生产网络布局，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日本海

外投资布局调整的重要目标。当前，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布局调整仍然以东

南亚为枢纽，以加速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拓展其产业供应链布局空间、重视加强联盟防范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产业供应链延伸，以及多举措构筑灵活、强韧的供应链为

主要策略，呈现分散化生产以管控供应链风险，海外生产向东南亚地区聚焦，适当缩短长

距离供应链，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以及推动关键产品生产回归本土、防范关

键技术外流的趋势。尽管未来日本的海外生产网络将进一步向东南亚、南亚聚集，但是

日企在华的巨大收益以及长期根植下的复杂紧密生产网络关系，意味着中国市场在中长

期仍然难以被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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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日本在“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 家 的 投 资 布 局 出 现 新 动 向，特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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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暴露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痛点，加速推进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重 组，日 本 借 机 启 动“供 应 链 革 命”，意 图 重 塑 海 外 生 产

网络布局，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日本海外投资布

局调整的重要目标，一方面，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后发优势明显，对外

资吸引力较强；另一方面，受中美关系不确定性持续增加、日本经济发展

缓滞等影响，加之 警 惕 中 国 在 沿 线 国 家 的 影 响 力 提 升，近 年 来 日 本 也 愈

加重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利益与外交成果需求。因此，本文

基于产业链视角，探讨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布局调整。需

要注意，诸多文献表 明“产 业 链”是 相 对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经 济 学 概 念，日

本较少使用“产业链”一词，“供应链”的研究体系则更为成熟。鉴于随着

国际化、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价值链、供应链与产业链等正在呈现更深层

次的交融，以及产 业 链 与 供 应 链 存 在 天 然 联 系，都 是 覆 盖 从 最 始 端 的 生

产者原材料采购到 最 终 段 的 消 费 者 产 品 与 服 务 消 费 的 全 过 程 和 所 有 环

节，产业链则更为宏观。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日本产业链调整的主要策略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观望、警惕质疑向客观

看待和积极参与转 变 的 过 程，但 是，其 警 惕 中 国 在“一 带 一 路”沿 线 地 区

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扩张的态度从未转圜。近年来，日本积极进行全球产

业链调整，不断完善供应链风险管理与构建灵活、坚韧的供应链体系，防

范各类风险对关键产业、产品的影响，而且更加关注中国产业链动向。

（一）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拓展产业链布局空间

近年来，日本积极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抢占区域合作战略先机，

强化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布局能力。如日本与欧盟签署了《日本—

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发展供应链风险管理技术、加强全球供应链

安全保障等合作达成共识。日本与英国签订的《日英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也大幅保留了英国未脱欧时的日欧ＥＰＡ的贸易条款。在亚太地

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区域全

７２１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订。第一，日本主导推进ＣＰＴＰＰ，通过取消关

税与非关 税 壁 垒 以 及１１国 共 同 原 产 地 规 则 重 构 灵 活 的 产 业 供 应 链。

ＣＰＴＰＰ对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环境、政府采购与电子商务等多个

领域订立了重要 规 范，有 助 于 增 进 成 员 国 的 产 业 链 合 作①。第 二，ＲＣＥＰ

的签署标志全球最大规模自贸区域形成，将在促进区域内１５个国家贸易

投资自由化、建立 共 通 规 则、构 筑 与 强 化 区 域 内 供 应 链 方 面 发 挥 重 要 作

用。对于日本来说，其重大意义在于与中国、韩国达成了自贸协定，这一

定程度为中日、日 韩 唇 齿 相 依 的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提 供 了 制 度 性、规 则 性 保

障，而且相较于阶段性取消商品关税，服务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海关手

续与知识产权保护等商务规则的共通化，对日本的影响将更大②。

（二）重视加强联盟防范中国海外产业链布局延伸

日本重视通过 加 强 与 他 国 供 应 链 合 作 试 图 摆 脱 对 华 依 赖。日 本 重

视加强与他国供应链安全的合作，如２０１２年美国和日本共同公布《美日

全球供应链联合声明》③。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全球供应链

一度中断，３月日本首次提及“供应链韧性”，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三国于

９月１日即共同发表关于“供应链强韧化倡议”的联合声明④，这是日本主

导的区域内少数国 家 在 供 应 链 安 全 问 题 上 采 取 正 式 联 合 行 动 之 一⑤，其

背后意图不仅具有明显的将产业供应链从中国“分离”的意味，而且出于

政治安全保障的强大动机，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⑥。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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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経済産業省：《ＴＰＰ１１解説書 ＴＰＰ１１の 特 恵 関 税 の 活 用 に つ い て》。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ｇｏ．ｊｐ／ｅｘｔ＿ｉｍａｇｅｓ／ｔｈｅｍｅ／ｗｔｏ－ｆｔａ／ｔｐｐ／ＴＰＰ１１＿ｋａｉｓｅｔｓｕ．ｐｄｆ
日本経済新聞：「メガＦＴＡ」ＲＣＥＰ、日本が旗振り役に　世界ＧＤＰの３割。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ＧＸＺＱＯＦＺ２７５９６０Ｘ２１Ｃ２０Ａ１００００００
外務省：グローバル·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セキュリティに関する日米共同声明（仮訳）。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ｋａｉｄａｎ／ｓ＿ｎｏｄａ／ｕｓａ＿１２０４２９／ｇｓｃｓ＿ｊｐ．ｈｔｍｌ
経済産業省：サプ ラ イ チェー ン 強 靱 性 に 係 る 日 豪 印 経 済 閣 僚 共 同 声 明 （仮 訳）。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０９／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８／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８－２．ｐｄｆ
《日印澳“供应链联盟”虚实》，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ｇｌｏｂｅ／２０２０－１０／０６／ｃ＿１３９４０５９８１．ｈｔｍ
Ｎｅｗｓｗｅｅｋ：日豪印が目指す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再構築は、地政学的·経 済 的 な「反 中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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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日印澳在首脑会议上就设置工作组在“疫苗”、“重要／新兴技术”和

“气候变化”三个 领 域 加 强 合 作 达 成 共 识，确 定 就 半 导 体、稀 土 等 供 应 链

调整展开合作，尽 管 四 国 领 导 人 在 公 开 发 言 并 未 提 及 中 国，但 是 拉 帮 结

派筑牢遏华“包围圈”却 是 摊 在 桌 面 上 的“明 牌”，四 国 合 力 推 进 供 应 链、

产业链自主，也是 挤 压 中 国 对 外 合 作 空 间 的 重 要 举 措。除 此 之 外，美 国

新一届政府试图通 过 加 强 联 盟 和 伙 伴 关 系 在 科 技 领 域 与 中 国 展 开 竞 争

的意图昭然若揭，拉 拢 日 欧 成 立“科 技 联 盟”意 图 明 显，相 关 智 库 早 已 提

出此类建议并提交政府。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德国墨卡

托中国研究中心与 日 本 亚 太 倡 议 联 合 发 表 报 告《共 同 准 则：民 主 科 技 政

策联盟架构》，指责中国的科技政策、海量数据监视等严重威胁着其他国

家的科技产业与国家安全，在具体举措中明确提出限制半导体设备对华

出口①。

（三）多举措构筑灵活、强韧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国家海外投资布局与供应链安全重要性，日本愈

发重视多举措构筑灵活、强韧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未 来 投 资 会 议”上 呼 吁 日 本 将 对 一 国 生 产 依 存

度高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基地迁回国内，而附加值不高的则向东南亚

等地区转移。４月７日，日本政府出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紧急经济对

策”，其中第二章第四部分“构筑 强 韧 的 经 济 结 构”的“供 应 链 改 革”一 节

中，提出构筑强韧 的 供 应 链 体 系 具 体 举 措，除 提 出 对 生 产 据 点 迁 回 国 内

或向东南亚地区分散的企业提供补助之外，也强调对于某些零部件高度

依赖某一国家的情况，要通过寻求替代品、降低使用量、进行数据合作等

重组灵活、强韧的供应链，并确保和储备稀有金属等。１２月８日，日本政

府出台新的综合 经 济 对 策，在 构 筑 强 韧 的 供 应 链 方 面，不 仅 再 次 强 调 以

补助方式促使重 要 生 产 据 点 国 内 回 归 与 多 元 化、分 散 化 生 产 之 外，还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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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整备机场和 港 口 的 交 通 道 路、强 化 国 际 集 装 箱 战 略 港 口 的 机 能 等，

即完善有助于提升供应链强韧化与提高物流生产率的交通网络①。

　　二、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布局调整

　　（一）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情况

贸易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对他国的供应链依赖程度，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６５个国家②的出口

总额占其对外 总 出 口 额 的２３％左 右，而 进 口 总 额 占 其 总 进 口 的 比 例 在

３０％左右。如表１所示，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进口消费品，出

口资本品与中间品。日本与东南亚等国的贸易关系最为紧密，对俄罗斯

以出口资本品、消费品，进口燃料与润滑剂、家庭消费用的食品与饮料为

主，对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主要是以进口初级燃料与润滑剂、

出口工业用运输设 备 为 主。日 本 与 其 他 大 部 分“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 家 的

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的份额则相对较小。另外，中间品贸易是在国际

分工进一步深化、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及生产国际化的产物，从日本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 间 品 贸 易 情 况 来 看，日 本 在“一 带 一 路”沿 线 地 区

的海外生产网络以东南亚为中心，尤以泰国、越南、印尼、新加坡 等 最 为

突出，印度也有相当 程 度 的 存 在 感，但 是 主 要 集 中 于 具 有“地 产 地 销”特

征的汽车制造业。

从附加值贸易来看，２０１５年中国制成品出口中以零部件等中间产品

等形式从国外进 口 的 附 加 值 仍 占１９％，其 中 来 自 日 本 的 总 额 约３４５．９３

亿日元，仅次于韩国与美国，国外附加值来自日本的比重也自２０１３年之

后有所回升。这一定程度说明，尽管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与对外开放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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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内閣 府：国 民 の 命 と 暮 ら し を 守 る 安 心 と 希 望 の た め の 総 合 経 済 対 策。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５．ｃａｏ．ｇｏ．ｊｐ／ｋｅｉｚａｉ１／ｋｅｉｚａｉｔａｉｓａｋｕ／２０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２０８＿ｔａｉｓａｋｕ．ｐｄｆ
具体名单详见人民网：“一带一 路”沿 线６５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名 单 及 概 况。ｈｔｔｐ：／／ｙｄｙｌ．ｐｅ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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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情况

ＢＥＣ　ｃｏｄｅ 日本的主要出口对象（贸易份额） 日本的主要进口对象（贸易份额）

资

本

品

４１：机 械 设

备与 其 他 资

本 品（运 输

设备除外）

泰国（３．５７％）、新 加 坡（２．１０％）、
印度（２．０８％）、越 南（２．０７％）、印

尼（１．６１％）、菲 律 宾（１．２４％）、马

来西亚（１．１７％）

泰 国（５．０６％）、越 南（２．６２％）、
马 来 西 亚 （２．５９％）、新 加 坡
（２．０８％）、菲 律 宾（１．９９％）、印

尼（０．７４％）

５２１：工 业 用

运输设备

新加坡（１０％）、菲 律 宾（４．８１％）、
阿联 酋（２．７７％）、沙 特 阿 拉 伯
（１．９５％）、印 尼（１．６４％）、希 腊
（１．４１％）、阿 曼（１．２５％）、泰 国
（１．１７％）、俄罗斯（１．１１％）

泰 国（２．４２％）、印 尼（２．３０％）、
越南（０．１０％）

中

间

投

入

品

１１１：工 业 用

初级 食 品 和

饮料

新加坡（６．９６％）、越 南（３．４２％）、
泰国（０．６６％）

越 南（２．２６％）、印 尼（１．１３％）、
罗马尼亚（０．３７％）

１２１：工 业 用

经加 工 的 食

品和饮料

新加坡（７．７４％）、越 南（５．５１％）、
泰 国 （２．９５％）、马 来 西 亚
（２．０５％）、印 尼（１．６８％）、菲 律

宾（０．９４％）

马 来 西 亚 （１６．６６％）、新 加 坡
（９．１９％）、印 尼（８．４０％）、泰 国
（５．５４％）、菲律宾（１．０３％）

２：其 他 未 具

体说 明 的 工

业用原料

泰 国（６．１０％）、越 南（４．０４％）、
马 来 西 亚 （２．６３％）、新 加 坡
（２．５８％）、印 度（２．５２％）、印 尼
（２．５１％）、菲律宾（１．６８％）

泰 国（３．５７％）、印 尼（３．２９％）、
越 南 （２．４８％）、马 来 西 亚
（２．３２％）、菲 律 宾（１．７８％）、俄

罗 斯（１．６１％）、印 度（１．３８％）、
新加坡（１．３２％）

３１：初 级 燃

料和润滑剂

印尼（７４．７４％）、泰 国（７．０２％）、
马 尔 代 夫 （３．３８％）、越 南
（２．７８％）、马来西亚（２．０６％）

沙 特 阿 拉 伯（２７．０４％）、阿 联 酋
（２２．６８％）、卡 塔 尔（６．５７％）、俄

罗斯（６．５４％）、科威特（６．３７％）、
印尼（３．００％）、阿曼（１．３９％）

３２２：经 加 工

的燃 料 和 润

滑 剂（小 汽

车和 摩 托 车

用油除外）

印度（１１．１９％）、泰 国（４．８８％）、
越 南 （４．２１％）、马 来 西 亚
（３．９７％）、印 尼（２．５９％）、新 加

坡（１．３６％）

卡 塔 尔 （１０．６３％）、马 来 西 亚
（１０．００％）、俄罗 斯（６．８３％）、文

莱（５．１３％）、印 尼（４．９５％）、阿

联酋（３．３９％）、阿曼（２．９２％）

４２：机 械 设

备与 其 他 资

本品 的 零 件

和附件

泰 国（６．４１％）、越 南（３．２６％）、
马 来 西 亚 （２．９７％）、印 尼
（２．８３％）、新 加 坡（２．７８％）、菲

律宾（２．５３％）、印度（２．０４％）

泰 国（６．２３％）、越 南（４．０５％）、
马 来 西 亚 （３．０４％）、菲 律 宾
（２．７８％）、印 尼（１．２４％）、新 加

坡（０．７１％）

５３：运 输 设

备的 零 件 和

附件

泰 国（６．４６％）、印 尼（２．８４％）、
俄 罗 斯 （２．３０％）、马 来 西 亚
（１．６７％）、阿 联 酋（１．５７％）、土

耳其（１．２０％）、印度（１．０３％）

越南（８．２４％）、泰国（６．７１％）、印
尼（４．７４％）、菲律宾（４．６７％）、马
来西亚（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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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Ｃ　ｃｏｄｅ 日本的主要出口对象（贸易份额） 日本的主要进口对象（贸易份额）

消

费

品

１１２：家 庭 消

费用 的 初 级

食品和饮料

新加坡（３．９８％）、泰 国（３．５２％）、
马 来 西 亚 （０．８３％）、俄 罗 斯
（０．７０％）、越南（０．６７％）

菲 律 宾 （１２．５０％）、泰 国
（２．０２％）、印 度（１．６７％）、俄 罗

斯（１．１５％）、越 南（１．１４％）、印

尼（１．０７％）

１２２：家 庭 消

费用 的 初 级

食品和饮料

越 南（６．３０％）、泰 国（４．６９％）、
新 加 坡 （３．５５％）、柬 埔 寨
（１．８４％）、马 来 西 亚（１．３１％）、
菲律宾（１．１４％）、印尼（０．５４％）

泰 国（９．２８％）、越 南（２．２６％）、
俄 罗 斯 （１．５０％）、 印 尼
（１．０８％）、土耳其（０．５０％）

５２２：非 工 业

用运输工具

俄罗斯（１．９７％）、泰 国（１．７４％）、
印尼（１．００％）、阿 联 酋（０．９２％）、
柬埔寨（０．８８％）

泰 国（８．５６％）、越 南（３．３１％）、
印尼（２．７３％）、印度（０．９０％）

６：其 他 未 具

体说 明 的 消

费品

新加坡（３．１２％）、越 南（２．３８％）、
泰国（２．１１％）、菲 律 宾（０．９６％）、
马来西亚（０．９５％）

越南（８．０９％）、泰国（３．３５％）、印
尼（２．２０％）、马来西亚（２．１０％）、
柬埔寨（１．５０％）

　　注：贸 易 份 额，即 日 本 出 口（进 口）某 国 总 额／日 本 出 口（进 口）总 额，根 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制成。

化，对进口日本中 间 产 品 的 依 赖 度 有 所 降 低，但 是 日 本 在 我 国 国 际 生 产

分工网络中的存在 感 依 然 较 强。观 察“一 带 一 路”沿 线 部 分 国 家 工 业 制

成品出口的国外附加值来源，日本也占有较大比重，如表２所示，除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 之 外，日 本 在 大 部 分 东 南 亚 国 家 制 造 业 出 口 中 创 造 的

附加值总额基本上趋于增加，泰国最多，其次是新加坡、马来西 亚，尽 管

越南工业制 品 出 口 中 的 日 本 带 来 的 附 加 值 增 幅 明 显，但 是 所 占 比 重 降

低。相对应的，越南工业制品出口的国外附加值中来自中国的比重则趋

于增加。虽然日本在印度制成品出口中创造的附加值震荡减少，但是所

占比重上升。不过，日本在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中获

得的附加值收益实际相对有限。

（二）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调整动态

日本对“一带一 路”沿 线 国 家 的 投 资 具 有 明 显 差 异，投 资 最 早、最 具

规模、最有影响力 与 竞 争 力 的 地 区 始 终 为 东 南 亚。与 此 同 时，南 亚 地 区

也成为日本对外 投 资 重 点。但 是，大 部 分 中 亚、西 亚、中 东 欧 等“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并 不 是 日 本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热 点。从 企 业 跨 境 并 购 来 看，根

据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ＳＤＣ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统计，日本对“一带一路”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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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部分国家制成品出口国外附加值中来自日本的情况（亿美元，％）

日本在该国出口
中创造的附加值

（２００５）

日本在该国出口
中创造的附加值

（２０１０）

日本在该国出口
中创造的附加值

（２０１３）

日本在该国出口
中创造的附加值

（２０１５）

总额
占国外附
加值比重

总额
占国外附
加值比重

总额
占国外附
加值比重

总额
占国外附
加值比重

中国 ３０９．６２　 １７．８０　 ３７４．０３　 １２．６９　 ３７０．４３　 ８．８９　 ３４５．９３　 ９．４６

新加坡 ３６．０６　 ８．１７　 ５７．８２　 ８．１９　 ５６．３２　 ６．５０　 ６８．６７　 ９．２５

马来西亚 ９４．５０　 １５．９６　 ９５．９５　 １３．１３　 ６２．６０　 ８．６６　 ５１．８８　 ８．２１

印度尼西亚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３　 １７．４４　 １０．６８　 １７．１３　 ７．８３　 １４．０５　 ８．１２

泰国 ７６．５１　 １９．６５　 １１７．８３　 １８．３９　 １０６．５６　 １２．７６　 ９６．３４　 １３．５９

柬埔寨 ０．３７　 ５．７６　 ０．４１　 ４．８２　 ０．３９　 ３．００　 ０．５５　 ３．９６

越南 １０．４０　 １１．４９　 ２５．３７　 ９．９７　 ３２．８１　 ７．４８　 ４３．０７　 ７．３４

菲律宾 １１．６５　 １８．９６　 １８．２４　 １５．７３　 １１．５９　 １０．０４　 １４．６５　 １０．６７

土耳其 ２．７６　 ２．１５　 ３．７７　 １．７５　 ４．１７　 １．３１　 ４．２３　 １．６０

以色列 ３．５０　 ３．８５　 ４．２９　 ３．７２　 ２．４５　 ２．２４　 ２．４９　 ２．３８

沙特阿拉伯 １．９３　 ５．１６　 ２．４２　 ５．０１　 ２．７０　 ３．２４　 １．８２　 ２．８８

塞浦路斯 ０．０２７　 １．５０　 ０．０３７　 １．２１　 ０．０２５　 ０．７０　 ０．０２９　 ０．８６

印度 ６．３０　 ２．９０　 １７．０２　 ２．４１　 １７．２９　 １．７９　 １５．７２　 ２．５８

哈萨克斯坦 ０．３４５　 ２．７５　 ０．２７１　 ２．００　 ０．３３　 １．５９　 ０．１６９　 ２．０９

俄罗斯 ５．９３　 ４．０５　 ７．７４　 ３．４１　 ６．７５　 ２．６４　 ５．２６　 ２．６６

匈牙利 １６．２３　 ６．２９　 １４．９１　 ３．７８　 ７．６９　 １．９０　 ７．１６　 ２．１０

波兰 ４．２８　 ２．３２　 ９．５６　 ２．６４　 ８．３０　 １．７６　 ７．４８　 １．７６

　　注：根据 ＷＴＯ－ＯＥＣＤ　ＴｉＶＡ数据库基础数据计算而得。

线地区的跨境并购总额占其全球跨境并购的２８％左右，远高于美国、中

国等国家，大量跨 境 并 购 交 易 同 样 集 中 于 东 盟，在 南 亚 地 区 也 拥 有 较 多

跨境投资，但是在其他相关地区的跨境并购较少。

在东南亚地区，日 本 对 越 南、泰 国、菲 律 宾 的 直 接 投 资 热 度 明 显 提

升。２０２０年７月至１２月，日本资助的将生产据点向东南 亚 转 移 的 企 业

也大多迁往越南与泰国，不仅包含半导体制造装备、汽车、空调等零部件

企业，而且涉及汽车、医护用品或原材料企业。另外，日本对传统投资对

象国的态度发生变化，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热度依旧，但是

对马来西亚的投资热情 下 降。日 本 对 东 南 亚 各 国 的 投 资 领 域 也 有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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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对新加坡、印 度 尼 西 亚 等 传 统 投 资 对 象 国 的 直 接 投 资 结 构 不 断 升

级，近年来更多集 中 于 非 制 造 业 领 域。但 是 对 泰 国、菲 律 宾 的 直 接 投 资

集中于制造业，如对泰国倾向于在输送类器械、金属相关行业投资，对菲

律宾倾向于电气 机 械 行 业 投 资，对 越 南 的 制 造 业、非 制 造 业 直 接 投 资 均

增加，制造业领域 的 直 接 投 资 集 中 于 机 械 器 具 行 业，非 制 造 业 领 域 则 集

中于金融保险与房地产行业。另外，日本还积极将部分生产工序从易受

自然灾害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地区向文莱、老挝、柬埔寨等迁移。

在南亚地区，由于对印度市场的重视以及日印经济合作中的战略意

义深化，日本对印度的投资热度不断提升。自２００７年开始，日本对印度

的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２０１９年达到５５３８亿日元，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

域，输送类机械占比最大，化学、医药行业涨幅最为显著。根据日本国际

协力银行的调查，在印的日资企业的销售额、收益满意度较低，相当于在

俄罗斯、巴西的水平，与其投资热度并不匹配，原因主要是当地基础设施

不完善、企业间竞争激烈以及法制运用不透明等①。２０１４年日本在印 度

获取的直接投资收益仅６０６亿日元，２０１９年增加至２４６７亿日元，收益主

要来源于制造业领域，占总投资收益的９０％左右，其中，输送类机械行业

的直接投资回报最高，其次是电气机械、一般机械行业。除印度之外，近

年来，日本也增加了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孟加拉国等国家的投资，

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同样是以输送类制造业领域为主，而对斯里兰卡的投

资则集中于非制造业的房地产行业。

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日本在西亚、中东的“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中的主要投资对象是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近年来主要加大

了对土耳其、塞 浦 路 斯 的 直 接 投 资 力 度，投 资 行 业 集 中 在 制 造 业，如 化

学、医药、机械器具。近 年 来，日 本 对 阿 联 酋 的 直 接 投 资 震 荡 增 加，但 对

沙特阿拉伯 的 直 接 投 资 出 现 明 显 下 滑。另 外，中 亚、中 东 欧 等“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仍然 不 是 日 本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的 热 点，日 本 对 蒙 古 的 直 接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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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规模也较小，但是，近年来日本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则先减少后增加。

２０１９年，日本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收益为７２６亿日元，绝大 多 数 来 自 于

非制造业的矿业领域投资，其次是零售业。

　　三、日本海外产业链调整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布局的前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凸显了提升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合理

进行国际生产布 局 的 重 要 性，结 合 日 本 海 外 产 业 链 调 整 战 略，进 一 步 探

讨未来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布局的可能性动向。

（一）分散化生产以管控供应链风险，海外生产向东南亚地区聚集

未来，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海外投资布局将向东南亚进一

步聚集，一是，东南亚是日本资源供给、海上通道安全保障与市场开拓目

标的重要区域载体，也是日本国家利益优先延伸与国家战略重点布局的

交汇区①；二是，日 本 不 仅 与 东 盟 签 署 自 由 贸 易 协 定，与 新 加 坡、马 来 西

亚、泰国、印尼、文莱、菲律宾、越南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而且ＣＰＴＰＰ包

含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与文莱，ＲＣＥＰ涵盖东盟，有利于日本进一步活

用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优惠与原产地规则，完善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

布局；三是，日 本 在 东 南 亚 地 区 拥 有 不 容 忽 视 的 区 域 影 响 力 与 领 导 力。

东南亚研究所２０２０年１月发表研究认为，东南亚国家试图加强与日本的

战略伙伴关系以对冲中 美 博 弈 带 来 的 影 响。美 国 战 略 与 国 际 研 究 中 心

在２０１９年底的调查显示，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期待，尤其是经济方面，比

肩对美国与中国的期待程度。在ＩＳＥＡＳ开展的２０２０年东南亚国家调查

中，１３０８个受访者中，６１．３％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是值得信任的领导者，而

认为美国与中国更值得信任的受访者仅占３０．３％、１６．１％②。因此，日本

将继续把东南亚视为海外生产网络调整的枢纽，特别是将其视为承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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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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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达：《日本在东南亚的海外利益保护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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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产力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二）适当缩短长距离供应链，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

活用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优惠与原产地规则，充分开拓当地市场，适

当缩短长距离供应链，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是日本海外产业供

应链调整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布局的重要特点。未来，汽车、电

机类日本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缩短供应链、“地产地销”经营战略，而中国、印

度等具有广阔市场容量的国家则是其主要目标。在中国，尽管日本倡议关

键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回归本土或向东南亚转移，但是在华日本汽车

制造企业反应并不积极，反而逆流扩大了对华投资。如日产汽车积极推进

在华投资，在江苏省常州市、湖北省武汉市投产新工厂以提高产能，并从

日本派遣研发团 队；明 电 舍 在 浙 江 省 建 厂 增 产 纯 电 动 汽 车 马 达；日 本 电

产、旭化成和住友 化 学 也 表 示 在 华 加 强 业 务 拓 展，通 过 本 地 化 生 产 抢 占

中国市场。这体现了中国在 全 球 以 及 日 本 海 外 供 应 链 的 重 要 性 也 不 仅

在供应方面，在需求方面也急速提高。特别是在全球汽车行业因新冠疫

情备受打击背景 下，中 国 市 场 率 先 回 稳，日 本 汽 车 厂 商 在 华 销 量 十 分 坚

挺，可见中国汽车市场的广阔前景是日本汽车厂商在华投资增加的主要

驱动力。在印 度，根 据 在 印 日 本 使 馆、日 本 贸 易 振 兴 机 构 的 联 合 调 查，

２０１９年进入印度市场的日企数量增加了０．９％，达到１４５４家①。仅进入

哈里亚纳邦的日资企业便达到４０６家，占到总增量的三成左右，该邦也是

以汽车、电机等为制造中心。同时，从行业分类来看，制造业日资企业占

比４９％，接近半数，其中运输机械器具行业企业便占比１０．３％，电器机械

行业企业占比５％以 上。在 印 度 日 企 存 在 感 最 大 的 产 业 依 然 是 汽 车 产

业，但是批发业、信息通信行业企业也积极涌入印度市场②。

　　（三）推动关键产品生产据点回归本土、防范关键技术外流

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地区中，日本选择关键行业回归本土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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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是保障国 家 经 济 安 全，另 外 也 含 有 中 国 因 素，一 方 面 是 日 本 希 望

尽力摆脱在关键领域对中国供应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对华科技竞争意识

上升而防止尖端技术对华流出。对于日本来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凸显

了其相关特需产品供应链的脆弱性，暴露出医疗产品严重依赖海外的制

度性缺陷①。日本 推 动 关 键 产 品 生 产 据 点 回 归 本 土 是 必 然 选 择。但 是，

或面临现实困难，也 不 一 定 完 美 管 控 供 给 风 险。例 如，疫 情 下 的 日 本 人

工呼吸机的供应不足除了是因为人工呼吸机的进口依赖度高，还有其他

原因，如用途相对单一，因此没有能够增加供给量的生产体制；如果不具

备充分的安全性，无 法 得 到 医 药 品 医 疗 器 械 综 合 机 构 的 批 准，因 此 不 能

根据需要增加生产。另外，也需要注意到日本愈加重视以国家安全为由

防止尖端技术流出，这也将在未来愈加影响其在关键领域产业链调整与

对外投资调整。随着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进行高科技封锁，日本也

不断加强对尖端技术外流的管控，日本对华高科技领域的防范心理增强

将进一步影响其在华投资布局调整。

　　四、结语

　　当前，日本对“一 带 一 路”沿 线 地 区 投 资 布 局 调 整 不 断 出 现 新 动 向。

未来，日本在“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产 业 布 局 可 能 会 进 一 步 加

速，中国应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一方面，通过加强中日合作推进双

边经贸关系提质增 效，另 一 方 面，密 切 关 注 日 本 在“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 家

经济布局动向，并积极推动与日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开拓合作空间，系牢

利益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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