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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贸关系：“危”“机”并存，
前景可期

张季风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中日经贸合作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多渠道、高

质量合作的新局面。但从中期视野来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中日双

边贸易回升乏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持续下降，加之受新冠疫情和中日关系复杂化的叠

加影响，使中日经贸合作面临新的挑战。２０２１年中日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都出现较大

幅度的增长，２０２２年ＲＣＥＰ生效和中日邦交正常化５０周年纪念活动的展开，将给中日

关系、中日经贸关系改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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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日经贸合作也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多

渠道、高质量合作的 新 局 面，特 别 是ＲＣＥＰ的 签 署 与 生 效 标 志 着 中 日 两

国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可喜成效。

但是从中期视野来看，近１０年来尽管中日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主流

没有改变，但也出 现 了 一 些 令 人 担 忧 的 问 题。例 如，中 日 双 边 贸 易 回 升

乏力、日本对华直 接 投 资 持 续 下 降，加 之 受 新 冠 疫 情 和 中 日 关 系 复 杂 化

的叠加影响，使中日经贸合作面临新的挑战。２０２１年中日双边贸易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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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投资都出 现 了 较 大 幅 度 的 增 长，也 再 次 体 现 了 中 日 经 济 关 系 的 强 韧

性。２０２２年ＲＣＥＰ生效 和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５０周 年 相 关 纪 念 活 动 的 展

开，将给中日经贸 合 作 带 来 新 的 发 展 机 遇。但 是，全 球 疫 情 形 势 依 然 严

峻，世界经济复苏 和 国 际 贸 易 增 长 前 景 仍 不 明 朗，美 西 方 势 力 对 中 国 的

打压还会持续，外 部 环 境 更 趋 复 杂 严 峻 和 不 确 定，中 日 经 贸 合 作 的 持 续

稳步发展仍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

　　一、中日经贸合作的现状与问题

　　（一）双边贸易强势回升，但未改变相对滞后局面

中日经济关系由 双 边 贸 易、双 向 投 资、金 融 财 政 合 作 以 及 区 域 经 济

合作等几个支柱组成，其中双边贸易是中日经济关系的基础。在中日邦

交正常化之前，双方就开展了民间贸易，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双边

贸易额不断扩大，１９７２年仅为１０亿美元，几乎每隔１０年就上一个台阶，

１９８１年达到１００亿美元，１９９０年达到２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２年突破１０００亿

美元大关，２０１１年更是猛增至３４２８．９亿美元，这４０年 当 中 除 极 个 别 年

份外，一直保持正增长。① 然而，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２年由于受 日 本 政 府 挑

起的“购岛”闹剧 等 多 重 因 素 影 响，中 日 关 系 急 剧 恶 化，中 日 双 边 贸 易 也

严重受挫，连续５年 出 现 负 增 长，这 在 中 日 双 边 贸 易 史 上 尚 属 首 次。此

后，随着中日关系的好转，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中日贸易分别出现了１０．１％

和８．１％的较高增长，但２０１９年又出现了负增长，２０２０年出现０．８％的微

弱正增长，双边贸 易 额 为３１７５．３亿 美 元②，仍 未 恢 复 到２０１１年 的 水 平。

２０１２年～２０２０年的９年 间，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为－０．６７％，与２０１２年 之 前

３０多年的年平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相比差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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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海关总署：《海关统计》各年版。

海关总署：《海关统计》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图１　中日双边贸易长期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海关统计》每年第１２期数据绘制。

　　令人欣喜的是２０２１年形势出现了转机，中日贸易逆势增长，同比增

长１７．１％，贸易总额高达３７１４．０亿美元，刷新了历史新高。据日本财务

省的统计，日本对华出口增长１９．２％，对华进口增长１６．３％，与中方统计

基本相同。①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２０２１年中日贸易增长率也很高，但低于中国

对外贸易总体增速，也低于日本对外贸易总体增速。２０２１年中国对外贸

易总额超过６万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０％，比中日贸易增长率高出近１３个

百分点。正因为中日贸易增长率长期低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率，才导致

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 易 中 的 占 比 一 直 呈 下 降 趋 势。中 日 贸 易 在 中 国

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在１９８５年曾高达２８．５％，此后不断下降，到２０２０

年已骤降至６．５％，而２０２１年再降至６．１％。２０２１年日本对外出口增长

２１．５％，进 口 增 长２４．３％，而 对 华 出 口 增 长１９．２％，自 华 进 口 增 长

１６．３％，可见，对华进出口额都低于日本对外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

从横向比较来看，２０２１年中日贸易增速更远低于 中 美 贸 易、中 韩 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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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財務省：「報道発表令 和３年 分（輸 出 確 報；輸 入 速 報（９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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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增速。众所周知，中美之间存在贸易摩擦，但２０２１年中美贸易额却猛

增了２８．７％，高 出 中 日 贸 易 增 长 率１１个 百 分 点，中 美 贸 易 总 额 高 达

７５５６．４亿美元，为中日贸易额的２倍。中韩贸易增长２６．９％，也比中日

贸易增长率高出近１０个百分点，中韩贸易额高达３６２３．５亿美元，与中日

贸易额仅相差９０亿美元，而韩国ＧＤＰ仅为日本的１／３。按 照 现 在 的 发

展趋势，中韩贸易很可能在三五年之内超过中日贸易。中日邦交正常化

已经５０周年，而中韩建交仅３０年。中韩贸易与中日贸易若发生逆转将

成为中日贸易低迷的重要参照。

（二）中日双向投资回暖，但势头不足

与中日双边贸易相比，中日相互投资的形势更为严峻。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１９７９年，如图２所示，到目前经历了４

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主要是日本对中国大连、深

圳等经济特区的投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９０年代中期，主要是日本对上

海、苏州等长 三 角 地 区 和 深 圳、东 莞 等 珠 三 角 地 区；第 三 次 高 潮 出 现 在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主要 是 对 汽 车 及 其 零 部 件 产 业 的 投 资，涉 及 长 三 角、

珠三角和天津、长春等广大地区；第四次高潮 出 现 在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

主要是对汽车产业以及零部件产业产品结构升级的再投资，主要是面向

长三角、珠三角并 且 扩 大 到 西 部 的 成 渝 地 区。一 般 来 说，对 外 直 接 投 资

并没有贸易那样稳定，出现一定程度的起伏很正常。在２０１２年之前，虽

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存在波动，但投资额基本呈增长趋势。但由于受

中日关系恶化的影 响，２０１３年 至２０１６年 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出 现 连 续４

年负增长。２０１６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降至３１．１亿美元，仅 为 高 峰 期

２０１２年７３．５亿美元的４２．３％。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出现了两年的微弱正

增长，但２０１９年以后又转为负增长，２０２０年又大幅度下降９．３％。

２０２１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中方统计是较大幅度

上升，而日方统 计 依 然 为 较 大 幅 度 的 负 增 长。据 中 国 商 务 部 统 计，２０２１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长１６％，实际使用资金达３９．１亿美元，增长

率不算低，但实际使用金额与峰值７３．５亿美元相比差距还很大。另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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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银行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继２０２０年下降２１％后，２０２１年１月～９月

下降２６％，投资总额为７４１７．４亿日元，仅为日本对东盟投资额２２９１５．４亿

日元的１／３。① 中日两国 的 统 计 口 径 不 同，统 计 结 果 也 不 尽 一 致，但 出 现

相反方向的结果并不多见。

图２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长期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商务部资料绘制。

　　２０２１年 中 国 企 业 对 日 直 接 投 资 为８．１亿 美 元，也 出 现 较 大 幅 度 增

长，但投资规模较小的局面仍未改变。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始于我国实施

“走出去”战略的２０００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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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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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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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加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２０多年来中国企业的对日投资进展缓慢。

从投资规模来看，近几年每年大体在３亿～５亿美元左右，截至２０２１年

底，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为５０．１亿美元，与日本对华投资累计总

额的１２２９．９多亿美元相比，相差巨大，极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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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日本銀行：「業種別·地 域 別 直 接 投 資」。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ｏｊ．ｏｒ．ｊ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ｒ／ｂｏｐ＿０６／

ｂｐｄａｔａ／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张季风：《中日经贸关系７０年回顾与思考》，《现代日本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在华日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用于出口较多，而且返销日本国内市场

的比重也比 较 高，投 资 与 贸 易 相 互 促 进 向 来 是 中 日 经 济 关 系 的 一 大 特

征。相互投资特别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长期处于下降状态，迟早会对双

边贸易产生消极影响。

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人员 往 来 基 本 中 断，这

也使中日经贸合 作 雪 上 加 霜。中 日 之 间 的 财 政、金 融、环 境 等 方 面 的 合

作也没有太多进展。２０２１年尽管双边贸易出现较大幅度回升，双向投资

也呈现较好的趋势，但总体看，中日经贸关系并未从低潮中走出。

　　二、中日贸易、投资出现下降与徘徊的原因

　　影响中日经贸关系走向的因素有很多，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

中国经济、日本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都会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影

响。中日经贸合作之所以陷入低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２０１２年前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过

去的两位数增长转为８％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加之日本国内媒体所谓“中

国崩溃论”的恶意鼓噪，使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预期有所下降，投资更加慎

重。这种因素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初期的一段时间，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负

面影响比较严重，当然目前仍有一定影响。

第二，中国劳动 力 成 本 上 升 过 快。改 革 开 放 以 后，中 国 生 产 力 得 到

解放，经济迅猛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知名企业看

好中国优质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

不断升级，也拉升了工资的迅速上涨。２０１０年以后，中国制造 业 的 人 均

工资已超过东南 亚 地 区 的 越 南、印 尼 和 菲 律 宾 等 国 家，日 本 中 低 档 产 品

生产厂商的投资开始转向劳动力相对低廉的东盟各国，目前这种趋势还

在持续。

第三，中国的投 资 环 境 发 生 变 化。改 革 开 放 初 期，中 国 既 缺 乏 资 金

又缺乏技术，更缺乏管理经验。鉴于日本利用后发优势创造了高速增长

的奇迹，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中日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加之两国在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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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邻近，很快形成了中国“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的局面，积极吸引日

企来华投资。中国政府对制造业投资的支持力度明显，从中央到地方针

对吸引外资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产

业结构的升级，不 但 劳 动 力 成 本 急 剧 上 升，对 外 资 的 许 多 优 惠 政 策 逐 步

取消，对华制造业 投 资 比 重 较 高 的 日 资 企 业 盈 利 空 间 收 窄，使 日 本 新 增

对华直接投资受到抑制。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中国

经济、日本经济乃 至 全 球 经 济 造 成 巨 大 冲 击，中 日 经 贸 合 作 自 然 受 到 严

重影响。首当其冲 受 害 的 是 旅 游 业 以 及 与 其 相 关 的 航 空 运 输 业、旅 店、

餐饮业。人员往 来 减 少 的 负 面 影 响 自 然 波 及 投 资 和 贸 易。其 次 是 产 业

链、供应链受到严 重 冲 击，特 别 是 在 疫 情 暴 发 初 期 尤 为 严 重。疫 情 期 间

经济萎缩，投资预期下挫，这也对中日双边贸易与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第五，中日关系恶化和复杂化。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是中日

经济关系绕不开的话题。如前所述，２０１２年秋季，由于日本政 府 挑 起 的

“购岛”闹剧导致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中日双边贸易投资也进入拐点。事

实上早在２００５年日本经产省就曾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为了避免风险，

提出“中国＋１”的方针，鼓励日本企业分散投资。在政府的诱导下，日本

企业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力度。２０１２年中日关系恶化后，日本的

“去中国化”意图 更 加 凸 显，中 日 贸 易 出 现 持 续 负 增 长，日 本 企 业 对 华 新

增投资也出现断崖式下跌，但同期对东盟地区的投资迅速上升。２０２０年

以来，中美矛盾升级，美国联合其盟友加大围堵中国力度，日本紧跟美国

且“随美起舞”，配合美国竭力推行所谓“经济安保战略”，在敏感技术、尖

端技术方面对华 封 锁，不 仅 阻 碍 日 本 企 业 新 增 对 华 投 资，甚 至 还 鼓 励 在

华企业从中国撤资，“去中国化”的战略意图更加凸显。好在在华日资企

业对中国经济实际状况的认知比总部更加清晰，更能感受中国巨大市场

的魅力，加之日企 在 华 收 益 率 远 高 于 世 界 平 均 水 平，所 以 真 正 撤 离 中 国

市场的日资企业并不多。但出于对政治风险的警惕以及疫情的影响，日

资企业在新增对华投资方面更为谨慎，多数企业还处于观望状态。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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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华新增直接投 资 停 滞 不 前 形 成 鲜 明 对 比 的 是 其 对 东 盟 地 区 的 投 资

却急剧上升。２０００年 之 前，日 本 对 中 国 投 资 与 对 东 盟 投 资 金 额 几 乎 相

当，而在２０１３年日本对东盟投资已经是对华投资的２倍，而到２０２１年上

半年已达４倍。①

从以上不难看出，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近１０年来的中日经贸合

作关系陷入低潮 期，各 种 因 素 相 互 交 织，在 不 同 时 期 的 影 响 程 度 也 不 尽

一致。我们注意到，在相同的经济环境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

投资基本是持续增长，而日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也在上升，而

唯独中日贸易投资下降和相对处于低位，所以仅用经济原因解释难免显得

苍白无力。总体来看，与中国经济减速、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环境趋严等

经济因素相比，中日政治关系的变化对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更大些。

　　三、中日经贸合作关系展望

　　进入２０２２年后，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美西方打压中国的势

头并没有削弱，抵制北京冬奥会，特别是在台湾问题、涉疆问题上不断挑

战中国底线。岸田首相上台后依旧紧跟美国，又是“经济版２＋２”，又是

日美首脑视频会谈，中国总是成为其话题。不仅如此，日本还配合美国对

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需要，竭力推动“经济安保法案”在国会通过。更为严

重的是在２月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所谓《针对新疆维吾尔等严重

人权状况的决议案》，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为中日

关系的改善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霾，中日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但是，辩证唯物主 义 告 诉 我 们，世 界 的 一 切 事 物 都 是 在 发 展 和 变 化

的。随着日本 国 内 政 治 形 势 的 变 化，日 本 对 华 强 硬 政 策 也 可 能 发 生 变

化，特别是受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还有其自身发展逻辑。中日经贸

合作受经济规律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中日经贸合作的利好因素也在上升。

毫无疑问，ＲＣＥＰ的签署与生效是最大的机遇，除此以外，世界经济、日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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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恢复，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利好。

（一）ＲＣＥＰ生效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东盟秘 书 处 发 布 通 知，宣 布 文 莱、柬 埔 寨、老 挝、

新加坡、泰国、越南等６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４个非东盟成员国已正式提交核准书，ＲＣＥＰ达到协定生效门槛，于２０２２

年１月１日起正式生效。① 作为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

贸易区，ＲＣＥＰ的批 准 和 生 效 对 于 区 域 供 应 链 的 健 全 和 发 展 意 义 重 大。

同时，作为日 本 与 中 国、韩 国 间 的 首 个 自 贸 协 定，对 于 推 动 中 日 经 贸 合

作、东亚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乃 至 全 球 经 济 发 展 也 有 着 积 极 意 义。日 本 与

ＲＥＣＰ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约占 日 本 对 外 贸 易 总 额 的 一 半，同 时 东 盟 也 是

中国最大的贸易 伙 伴，日 本 和 韩 国 分 别 是 中 国 的 第 二、第 三 大 贸 易 对 象

国，中国与ＲＣＥＰ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３０％。此

前在 ＷＴＯ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仅适用于最惠国待遇税率，始终没有达

成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 定。中日在自贸合作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将为中日经贸合作注入新活力。如今有了ＲＣＥＰ这样一个外力推动，或能

促进中日经贸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②

ＲＣＥＰ生效后，中日两国之间零关税产品覆盖率将大幅提高，中国对

日本进口产品的零关税覆盖率从目前的８．４％大幅攀升至８６．０％，更广

阔的贸易市场也 将 得 以 拓 展；在 服 务 贸 易 方 面，中 国 提 高 日 本 重 点 关 注

的证券金融服务 业、老 龄 人 口 服 务 业 以 及 房 地 产 服 务 业 的 承 诺 水 平，而

日本则向中国重 点 关 注 的 房 地 产、金 融、运 输 等 服 务 部 门 作 出 了 更 高 水

平的开放承诺；原 产 地 累 计 原 则 将 大 大 降 低 原 产 地 的 门 槛，使 包 括 中 日

贸易在内的双边和 多 边 贸 易 更 加 便 利 化；根 据ＲＣＥＰ协 定，中 日 双 方 在

投资方面均采用负面清单方式，进一步开放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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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５个非服务业领域的投资，提高各方政策透明度，并纳入了知识产

权、电子商务、竞争、政府采购、中小企业等领域规则，双向投资将更加便

利，对第三方市场的投资也将迎来更多机遇。

（二）日本国内政治复杂多变，中日关系改善或迎来窗口期

在美西方对 华 打 压 不 断 升 级 的 背 景 下，日 本 国 内 极 右 势 力 积 极 配

合，蠢蠢欲动，试图通过反华来提升自己的身价，日本主流媒体刻意抹黑

中国，导致日本民众“厌 中”情 绪 上 升。在 这 种 大 背 景 下，政 治 根 基 不 深

的首相岸田文雄也 不 得 不 屈 服 于 压 力，迎 合“民 意”，继 续 采 取 追 随 美 国

的外交路线，延续对华强硬政策。尽管如此，我们应当看到，相较于前任

政权，岸田首相还是表现出些许缓和与灵活性，他在施政讲演中指出：对

于中国，该主张还要主张，强烈要求对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但就共同课

题要进行合作，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中日关系。① 这些话虽然有些刺耳，

但显然岸田文雄对华还是较为缓和并留有余地。

从日本国内的政 治 生 态 来 看，自 民 党 内 部 派 阀 关 系 错 综 复 杂，暗 流

涌动，岸田文雄与实 力 派 安 倍 晋 三 等“抵 抗 势 力”明 争 暗 斗，在 美 西 方 势

力的胁迫和 强 大 政 敌 的 束 缚 之 下，岸 田 内 阁 在 对 华 关 系 上 很 难 迈 出 大

步。特别是２０２２年７月份还需要进行参议院选举，这对岸田首相来说是

一道难关。在选举前采取对 华 强 硬 政 策 是 包 括 日 本 在 内 的 美 西 方 国 家

的一般性规律，因 此 参 议 院 选 举 之 前，估 计 中 日 双 边 关 系 不 会 有 太 大 变

化。但在参议院选 举 中 如 获 胜，为 其 政 权 根 基 得 以 稳 固，岸 田 内 阁 可 能

将工作重心转向发展经济方面，届时极有可能调整对华政策。２０２２年下

半年还可通过开展中日邦交正常化５０周年的相关纪念活动营造氛围，届

时中日关系改善可能迎来新的窗口期。中日关系若能改善，将会极大促

进双边经贸合作的健康发展。

（三）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为中日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

目前，新冠病毒疫 苗 的 接 种 已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陆 续 普 及，虽 然 感 染 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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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克戎毒株人数 增 多，但 其 毒 性 明 显 减 弱，人 类 战 胜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曙

光初现。与此同时，２０２１年世界经济已明显复苏，据国际货币 基 金 组 织

（ＩＭＦ）最 新 发 表 的《世 界 经 济 展 望》预 测，２０２２年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率 为

４．４％。①尽管这较之前 的 预 测 有 所 调 低，但 世 界 经 济 恢 复 的 主 流 并 未 发

生变化，世界经济的复苏将为中日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日本经济在２０２０年下降了４．８％，但２０２１年实现１．７％的正增长②，

虽低于预期，但经济转入复苏轨道已成不争的事实。目前，岸田内阁已出

台总额为５５．７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又编制了总额为１０７．６万亿日

元的２０２２年度财政预算，日本央行也将继续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在扩

张财政和积极货币政策的刺激下，估计２０２２年日本经济还将沿着复苏轨

道前行。据ＩＭＦ的最新预测，２０２２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将达到３．３％，比此

前预期有所提高。另外，岸田首相还提出了“新型资本主义”的长期经济政

策框架，期待形成分配与成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并且力推“数字田园城

市国家构想”，发展绿色经济。这些经济政策将会促进日本经济的稳定发

展，日本经济的持续复苏将为中日经贸合作增加新的需求和动能。

与世界经济和日本经济相比，中国经济得到了更快的恢复。２０２０年

中国经济增长２．３％，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 长 国 家。２０２１

年中国又出现８．１％的强势恢复。２０２２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有所下降，

但仍可保持５％以上的增长率。作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 强 产 业

链供应链组织能 力 的 基 础 上，继 续 实 行 高 水 平 对 外 开 放，不 断 扩 大 国 内

消费市场。中国经济的持续回升将引领中日经贸合作的走向，为包括日

本在内的各国工商界带来更多机遇。

（四）日企仍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地方经济合作或成亮点

在华日资企业在中国长期耕耘，获得丰厚的回报。即便在疫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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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２０２０年，也有７０％以上的在华日企盈利，其收益率高达１５％，远

高于７％的世界平均水平。① 以２０２０年４月ＪＥＴＲＯ对在华日企最为集

中的华东及华南地区近千家日企进行的调查为例，华东地区８６％的日本

企业看好中国市场的长期前景，没有改变供应链或生产网点的计划。据

２０２１年度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经营情况调查数据

显示，关于中期（未来３年左右）有可能开展业务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得票

率为４７．０％，继续保持与２０２０年排名相同的第一位②，这说 明 日 本 企 业

对中国市场仍充满信心。

近两年由于受疫 情 影 响，中 日 贸 易 投 资 都 受 到 很 大 冲 击，但 中 国 地

方对日经济交流却十分积极，频繁交流，可谓异军突起。２０２０年６月 国

家发改委批准了成都、天津、大连、上海、苏州、青岛等６个中日地方发展

合作示范区，当年１０月底又批准了北京“中日创新合作示范区”。７个中

日产业园和示范 区 正 蓄 势 待 发，积 极 与 日 方 开 展 合 作，为 疫 情 后 的 经 济

合作做好各种准备。这也为吸引日资企业投资以及中日两国在金融、科

技创新以及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可以预料，疫情结

束后中日双方的人员交往和经济合作会出现爆发性增长，地方经济交流

有望成为新的亮点。

总之，作为世界第 二 和 第 三 大 经 济 体，中 日 两 国 互 惠 互 补 的 经 贸 合

作已形成了深度融合的 伙 伴 关 系。无 论 是 在 传 统 领 域 还 是 新 兴 领 域 都

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特 别 是 在 科 技 创 新、“双 碳”领 域、医 疗 康 养、金 融 服

务及第三方市场 等 领 域，中 日 双 方 互 补 性 强，实 现 高 水 平 互 利 共 赢 的 潜

力巨大。未来的中 日 经 贸 合 作 还 会 遇 到 各 种 挑 战，但 在ＲＣＥＰ框 架 下，

中日经贸合作应对非经济因素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将有所提高，机遇与挑

战并存，但利好因素更强，实现长期性稳定发展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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