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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视域下日本

ODA

的经济效应

*

———

基于

OFDI

与区域供应链的探究

李清如

 

常思纯

*l

内容提要

:

印太地区不仅是日本提供政府开发援助

(ODA)

的重要对象

,

也是日本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点区域

。

使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面板数据

,

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加入非洲国家

,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

,

定量识别日本

ODA

的

经济效应

,

结果表明

: ODA

对日本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具有正向作用

,

ODA

的增加不仅促进了日本企业对上述国家的投资

,

也促进了日本企业在当

地生产和经营网点的铺开

;

随着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的

ODA

投入增加

,

当地

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东盟地区的占比显著上升

,

日本企业在

东盟全域范围内的区域供应链有所延伸

。

在东盟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

部件中

,

相对于来自企业所在国的占比

,

来自除所在国以外的其他东盟国家

的占比显著上升

,

也正是这一因素使得日本企业来自东盟全域的供应比有所

提高

,

说明日本供应链延伸的方向更注重在整个区域范围内

,

而非仅注重企

业所在国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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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实施政府开发援助

(ODA),

既有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力

、

获取受援国

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等政治层面的动因

,

也有促进日本企业对当地投资

、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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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日本海外经济利益等经济层面的动因

。

相应地

,

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和

供应链布局也受多种因素影响

。

学界关于日本

ODA

的动因与效果

、

日本企业

海外投资与生产网络的规范研究并不少见

,

近年来随着供应链在全球经济中

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

以及日本在印太地区推出一系列与调整供应链相关的措

施和动作

,

关于日本供应链布局的研究也陆续出现

。

①

那么

,

在诸多可能的动

因和影响因素中

,

如何定量识别

ODA

是否产生效果以及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

成为其中的关键

。

印太地区是日本投入

ODA

的重要对象

。

根据日本官方文件对于

“

自由开

放的印太

”

的说明

,

其核心内容是

“

使得两洋与两洲联结产生的活力成为国

际社会安定与繁荣的关键

”。

②

东南亚

、

南亚和非洲均为日本

“

印太构想

”

③

的重要实施地区

。

④

2016

年日本正式推出该战略后

,

日本政府更加强调

ODA

的战略性

,

提出向印太地区进一步倾斜

。

⑤

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的

ODA

支出

额从

2015

年的

57.39

亿美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81.72

亿美元

,

占日本

ODA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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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

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

(TICADVI)

上明确提出要积极

推进

“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 2018

年

11

月

,

安倍首相在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举行会谈时

,

首次

在公开场合将

“

印太战略

”

改称为

“

印太构想

”,

后又进一步称

“

自由开放的印太

” (FOIP),

以淡化

其战略及地缘竞争色彩

、

增加价值观及协调合作因素

,

争取东盟各国及中国的

“

理解

”。

但

“

印太战

略

”

与

“

印太构想

”

在目标规划特别是对华制衡方面并无实质性差别

。

外务省 ■自由で开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https: //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30631.

pdf[2021 -05 -14]。

外务省 ■2017 年版开発协力白书 日本の国际协力■、日経印刷、2018 年、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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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总额的

55%

以上

。

①

同时

,

东南亚和南亚也是日本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

要来源

。

从投资流量来看

, 2020

年

,

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流量占其对

亚洲投资总流量的比重约为

56.4%,

占其对世界投资总流量的比重约为

17.7%;

从企业数量来看

,

截至

2019

年

10

月

,

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企业网

点数量占亚洲日资企业网点总数的比重约为

37.5%,

占海外全部日资企业网

点总数的比重约为

25.4%。

②

并且

,

日本经常宣称的减少供应链对华依赖

、

构建

“

韧性供应链

”

的主要承接地区也在东盟和印度

。

在此背景下

,

本文基

于经济学理论

,

分析日本

ODA

影响投资和供应链的途径

,

以东南亚和南亚国

家为主要研究样本

,

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加入非洲国家

,

实证检验

ODA

支出额

对日本投资流量

、

企业网点数量和区域供应链的作用效果

,

以期为研究日本

今后进一步加大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及其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提供参照

。

一

、

日本对印太地区国家投入

ODA

的动向

长期以来

, ODA

作为一种战略工具

,

在日本拓展对外政治经济关系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

如图

1

所示

,

日本

ODA

支出额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显著增长

,

由

1970

年的

4.44

亿美元迅速增至

2000

年的

127.07

亿美元

,

其中亚洲所占比重达

到六成以上

。

进入

21

世纪

,

日本

ODA

预算及实际支出额均出现较大波动

,

ODA

支出额在

2005

年继续上升至

160.77

亿美元

,

这主要是源自对中东地区

ODA

的大幅增加

,

但之后转为减少趋势

,

到

2015

年已降至

120.12

亿美元

,

低

于

2000

年的水平

。

③

随着

2015

年日本政府修改

《ODA

大纲

》,

并将其更名为

《

开发合作大纲

》,

日本公开提出

ODA

应为国家利益做出更多贡献

,

强调要

“

积极地

、

战略性地

、

有效地灵活运用

ODA”。

④

为此

,

日本

ODA

预算连续五

年小幅增加

, ODA

实际支出额也有所增长

,

到

2019

年上升至

146.83

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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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外务省 ■开発协力白书·ODA白书 (各年版)■、https: //www.mofa.go.jp/mofaj/gaiko/oda/

shiryo/hakusyo.html[2021 -08 -15]。

参见

: 日本银行 ■国际
収

支·贸易阌连统计■、https: //www.boj.or.jp/statistics/br/index.

htm/[2021 -05 -30]; 外务省 ■海外在留邦人数调
查

统计■、https: //www.mofa.go.jp/mofaj/toko/

tokei/hojin/index.html[2021 -05 -30]。 2019

年日资企业网点数量的统计中缺失泰国的数据

,

故使用

2018

年泰国日资企业网点数量作为替代

。

关于日本

ODA

预算情况

,

参见

: 外务省 ■一般会计 ODA当初予算の推移 (政府全体)■、

https: //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yosan.html[2021 -05 -30]。

预算为年度值

,

下同

。

内阁官房 ■国家安全保障
戦

略について■、https: //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

hoshou/nss-j.pdf[2021 -0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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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

ODA

支出额的演变

资料来源

: 外务省 ■开発协力白书·ODA白书 (各年版)■、https: //www.mofa.go.jp/mofaj/gaiko/

oda/shiryo/hakusyo.html[2021 -08 -15]。

  2016

年以来

,

除积极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外

,

日本

ODA

还将推动

“

印太

构想

”

的实现

、

促进高质量基础设施体系的海外扩张

、

帮助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的达成等外交议题作为重点

。

随着日本加大对从东南亚

、

南亚延伸

至中东

、

非洲的印太地区各国的战略援助

,

并日益强调灵活运用

ODA

助力实

现

“

印太构想

”,

上述地区在日本

ODA

支出总额中的合计占比小幅上升

,

从

2015

年的

75.26%

增加到

2019

年的

76.53% (

参见表

1)。

其中

,

日本对南亚

地区的

ODA

支出额占比增长显著

,

从

2015

年的

20.57%

增至

2019

年的

30.62%,

四年增长了超过

10

个百分点

。

这也直接使得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

地区的

ODA

支出额占比在

2019

年达到

55.66%,

占当年日本

ODA

支出总额

的一半以上

。 2020

年之后

,

以新冠肺炎疫情下实施对外医疗援助

、

增加日本

在国际医疗保健领域话语权为契机

,

日本

ODA

预算继续增加

。

其中

, 2021

年

按

“

支出净额基准

”

①

计算的

ODA

预算较上年增长

11%,

达到历史高位

。

②

日本计划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免费提供疫苗

,

参与国际冷链运输

,

提供疫苗

—93—

①

②

由于各机构的统计方式不同

, “ODA

支出净额基准

”

为每年抵减贷款方偿还金额后的净支出

额

, “ODA

支出总额基准

”

则为每年实际的支出额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文所使用的

“ODA

支出额

”

均

为支出总额基准计算方式

。

■日本ODA、过去最高の势い 対中念头にコ口ナ対応支援■、■日本経済新闻■2021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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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运输器材和运输车辆

,

并向印度等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人工呼吸机和氧

气浓缩器等

。

表

1 

日本

ODA

在印太地区的分布

(

单位

:%)

东南亚 南 亚 中东

、

北非

撒哈拉以南

非洲

合 计 东南亚

+

南亚

ODA

支出额

日元

贷款

ODA

支出额

日元

贷款

ODA

支出额

日元

贷款

ODA

支出额

日元

贷款

ODA

支出额

日元

贷款

ODA

支出额

日元

贷款

2015

年

27.28 35.96 20.57 31.63 11.84 10.55 15.57 11.57 75.26 89.71 47.85 67.59

2016

年

25.99 34.31 21.67 33.17 14.46 14.39 11.08 5.14 73.20 87.01 47.66 67.48

2017

年

22.25 26.98 28.72 40.13 11.50 10.15 11.29 7.16 73.76 84.42 50.97 67.11

2018

年

22.50 27.94 30.05 45.20 12.65 14.04 10.03 5.38 75.23 92.56 52.55 73.14

2019

年

25.04 30.87 30.62 43.37 10.29 10.39 10.58 6.04 76.53 90.67 55.66 74.24

  

注

: (1)

表中数据为各地区在日本

ODA

支出总额中的占比

; (2) ODA

包括日元贷款

、

无偿资金

援助和技术援助三种类型

资料来源

: 外务省 ■开発协力白书·ODA白书 (各年版)■、https: //www.mofa.go.jp/mofaj/

gaiko/oda/shiryo/hakusyo.html[2021 -08 -15]。

值得关注的是

,

近年来

,

日本政府更加强调根据政策目标和日本优势选

择援助项目

,

并借机刺激有效的民间投资

,

通过官民合作产生援助的协同效

应

。 2018

年

,

日本政府修改

“

日元贷款中活用本国技术条件

” (STEP),

进一

步扩大了在日元贷款项目执行中可以使用日本企业技术与设备的范围

,

为日

本企业进入受援国市场提供帮助

。

①

目前

,

日本对印太地区的

ODA

将增强以

东南亚

、

南亚为中心的印太区域

“

连接性

”

作为援助重点

,

为此提出

:

不仅

要通过开发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

如港口

、

机场

、

铁路和公路

)

来增强

“

物理

连接性

”,

还要在便利通关

(

制度连接性

)

和人员交流

(

人的连接性

)

等方

面实现高质量增长

, “

软

” “

硬

”

兼施地改善印太地区的投资环境

,

提升日本

企业在该地区进行投资的竞争力

。

因此

,

在日本对东南亚

、

南亚

、

中东和非

洲的

ODA

中

,

虽然无偿援助支出额与过去十年几乎持平

,

但是多用于大规模

基础设施投资的日元贷款支出额明显增加

,

由

2015

年的

62.75

亿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85.21

亿美元

,

增长了

35.80%。

②

如表

1

所示

,

目前上述地区在日

—04—

①

②

外务省 ■本邦技術活用条件 (STEP)の制度改善について■、2018

年

12

月

19

日

、 https: //www.

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430547.pdf[2021 -05 -30]。

外务省 ■开発协力白书·ODA白书 (各年版)■、https: //www.mofa.go.jp/mofaj/gaiko/oda/

shiryo/hakusyo.html[2021 -0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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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外日元贷款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已经高达

90%

以上

,

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的日元贷款占比更是从

2015

年的

67.59%

增长到

2019

年的

74.24%,

增加了

6.65

个百分点

。

整体来看

,

自正式提出

“

印太构想

”

以来

,

日本逐渐加大对印太地区的

ODA

投入

。

在援助方式上

,

日本对印太地区的经济援助以日元贷款为主

,

并

且增长态势较为明显

;

在援助地区上

,

东南亚和南亚仍是日本

ODA

的主要援助

对象

,

尤其是南亚

,

自

2017

年已经超过东南亚

,

成为获得日本

ODA

最多的地

区

。

在日本全部对外援助中

,

针对东南亚和南亚的

ODA

支出额占比合计超过了

一半

,

其中日元贷款的占比合计接近

3/4,

而且

ODA

项目的实施日益强调通过

官民合作产生援助的协同效应

,

增强印太区域的

“

连接性

”。

二

、

日本

ODA

影响投资和供应链的理论分析

ODA

影响企业投资和供应链布局有多种途径

,

例如改善企业营商环境

、

培养技术人才

、

援助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建设等

。

但是

,

如果仅通过现实描

述和举例

,

这样的分析会比较零散而不成体系

。

在本部分中

,

我们尝试将日

本

ODA

影响企业投资和供应链的机制纳入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中

,

识别其中

的因果关联

,

为下一阶段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

(

一

)

基于投资动因理论的分析

投资动因理论主要解释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的动因和区位选择

。

在国际贸易学

、

产业经济学

、

区域经

济学等的研究中

,

诸多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

邓宁

(John H.Dunning)

以

“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 (EclecticParadigm)

①

为基础

,

总结先期文献

,

提出了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

,

将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动

因划分为四类

,

即资源寻求型

、

市场寻求型

、

效率寻求型

、

战略资产寻求

型

,

②

并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提炼

③

。

这一理论框架在此后的研究中被广为引

—14—

①

②

③

John H.Dunning, “Trade, Location ofEconomicActivityand theMNE: ASearch foran Eclectic

Approach”, in BertilOhlin, Per-OveHesselborn and PerMagnusWijkman eds., TheInternationalAllocation

ofEconomicActivity, London: MacMillan, 1977, pp.395 -418.

John H.Dunning, 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 theGlobalEconomy, Wokingham, Berkshire:

Addison -Wesley, 1993.

John H.Dunning, “Location and 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 ANeglected Factor?”, Journalof

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 Vol.29, No.1, 1998, pp.4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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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后续学者不断对此进行深化

。

坎特维尔

(John Cantwell)

和穆达比

(Ram

Mudambi)

关注跨国并购的动机

,

将第四类外国直接投资的类型重新归类为

“

资产寻求型

”

而不再使用

“

战略

”

一词

,

并认为

,

由于具有创造能力的外

国分支机构的出现

,

人们更加关注跨国公司的资产寻求动机

,

而不是传统的

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类活动

。

①

佛朗哥

(ChiaraFranco)

等则提出

,

在邓宁的

理论框架中

, “

效率寻求型

”

的概念并不清晰

,

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没

有明显区分

;

并且

,

几乎全部海外投资行为均与企业战略相联系

, “

战略资

产

”

的概念也很难明晰

。

因此

,

其将跨国公司进行

OFDI

的动因进行整合

,

重

新划分为三类

,

即资源寻求型

、

市场寻求型

、

非市场化资产寻求型

,

并以此

为框架解析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动因的因素

。

②

基于上述理论

,

通过分析海外投资动因的影响因素

,

可以看到

ODA

在其

中起到的作用

。

对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海外投资

,

影响因素相对直观

。

其中

,

在资源寻求型

OFDI

中

,

资源的价格

、

质量

、

需求度及稀缺性都是重要

的考量因素

,

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国家和资源能源进口大国

,

确保资源能源

的廉价和稳定供给一直是日本在东南亚

、

南亚

、

非洲

、

中东等地开展

ODA

的

一项重要内容

。

至于市场寻求型

OFDI,

又分为对内市场寻求型和对外市场寻

求型

。

在对内市场寻求型中

,

当地市场的规模和成长潜力是核心

,

随着东南

亚和南亚国家经济发展

,

中等收入阶层扩大

,

市场潜力可待挖掘

,

日本对该

地区实施

ODA

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

获取当地对日本经营

哲学和经营理念以及日本产品的认可和好感

,

为日本企业培育和开拓当地市

场创造有利条件

。

而在对外市场寻求型中

,

东南亚和南亚本身具有优越的地

理位置

,

特别是东南亚

,

长期为日本重要的加工组装和出口基地

,

对外市场

连通性成为关键因素

。

日本

ODA

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

,

例如帮助各

国建立电子清关系统

、

统一标准认证体系

、

协调过境手续和程序等

,

使区域

内各国对外连通更为顺畅

,

提高区域供应链的流转效率

。

再看非市场化资产寻求型海外投资

,

影响因素相对复杂

。

所谓

“

非市场化

资产

”,

指获取那些不能通过市场交易直接转让的资产

,

主要体现为

: (1)

聚集

—24—

①

②

John Cantwelland RamMudambi, “MNECompetence-creatingSubsidiaryMandates”, Strategic

ManagementJournal, Vol.26, No.12, 2005, pp.1109 -28.

ChiaraFranco, FrancescoRentocchiniand GiuseppeVittucciMarzetti, “WhyDoFirmsInvest

Abroad? An AnalysisoftheMotivesUnderlyingForeign DirectInvestments”, TheIUPJournalofInternational

BusinessLaw, Vol.9, Nos.1&2, 2010, pp.4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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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

即融入某个地区形成的某些行业的生产网络

; (2)

学习效应

,

即获取

技术溢出和经营管理能力提升

; (3)

支持型

FDI,

即为同一集团下的企业或

者本国其他企业提供支持等

。

在区域聚集性方面

,

日本

ODA

投入的重点在于

直接参与海外工业园区和工业带的建设

,

例如位于缅甸的迪拉瓦经济特区和

土瓦经济特区

,

以及位于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湾工业成长带等

,

或由日本方面

直接出资

,

或由日本承建交通

、

电力等关键配套基础设施

。

①

这不仅可以带动

更多的日本企业参与当地投资

,

还有助于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

使日本企业深

度融入当地生产网络

。

在管理和技术人才的供给方面

,

日本利用

ODA

在东南

亚和南亚等地援建大学和高等职业学校

,

或者直接派遣技术人员赴当地开展

培训

,

例如日本在东盟开展的

“

产业人才培养援助倡议

”

就是直接针对产业

技术和管理人才

、

包括

AI

等数字领域高级人才的培训

。

②

这不仅可以为日本

企业提供优先获得人才的机会

,

还可以培养

“

知日派

”

和

“

亲日派

”

精英

,

为日本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拓展人脉

。

无论是资源寻求型

、

市场寻求型海外投资

,

还是非市场化资产寻求型海

外投资

,

基础设施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

在佛朗哥等的理论框架中

,

又将基

础设施分为交通

、

电力等

“

硬性

”

基础设施和高质量通信系统

、

金融服务体

系

、

政府廉洁程度和行政能力等

“

软性

”

基础设施

。

③

这与日本在

“

印太构

想

”

下提出的以印太地区

“

连接性

”

作为援助重点

、

增强

“

物理连接性

”

与

“

制度和人员连接性

”

的

ODA

理念有对应之处

。

从具体实践来看

,

日本重点

支持建设越南岘港经老挝

、

泰国至缅甸毛淡棉的

“

东西经济走廊

”,

越南胡志

明市经柬埔寨金边

、

泰国曼谷至缅甸土瓦的

“

南部经济走廊

”,

印度新德里

—

孟买产业动脉

,

印度尼西亚离岛开发与海运物流网

,

东非经济走廊等

,

并逐

步

“

由点至面

”

地建设跨地区

、

连接经济节点的公路

、

铁路以及港口

、

机场

交通枢纽

。

例如

,

东西经济走廊上的越南海云关隧道项目

、

越南岘港改扩建

—34—

①

②

③

参见

: 外务省 ■日本のODAプ口ジ

工

クト ミ

ヤ

ンマ

一

有偿资金协力 案件概要■、https: //

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ata/gaiyou/odaproject/asia/myanmar/contents_02.html#m022502 [2021 -

06 -08]; 外务省 ■2020 年版开発协力白书 日本の国际协力■、2021 年、https: //www.mofa.go.jp/

mofaj/gaiko/oda/files/100157805.pdf[2021 -06 -08]。

参见

: 外务省 ■■产业人材育成协力イ二シアテ

ィ

ブ■に基で〈アジアでの人材育成■、

https: //www.mofa.go.jp/mofaj/files/000163240.pdf[2021 -06 -08]; 外务省 ■第 21 回日·ASEAN首

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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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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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

、 https: //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6_000222.html[2021 -06 -08]。

ChiaraFranco, FrancescoRentocchiniand GiuseppeVittucciMarzetti, “WhyDoFirmsInvest

Abroad? An AnalysisoftheMotivesUnderlyingForeign DirectInvestments”, TheIUPJournalofInternational

BusinessLaw, Vol.9, Nos.1&2, 2010, pp.4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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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以及泰老湄公河友谊大桥项目

,

南部经济走廊上的柬埔寨河良大桥项目

、

柬埔寨国道建设项目以及越南盖梅国际港项目

,

印度孟买

—

艾哈迈达巴德高

速铁路项目以及东北州道路网连接性改善项目等

,

都是日本对东南亚

、

南亚

地区实施

ODA

援建的重点项目

。

这为日本企业获取当地资源

、

开拓内外市

场

、

深入当地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助力

。

(

二

)

基于公共经济理论的分析

公共经济理论以政府部门的经济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

,

最早源自约翰

·

穆勒

(John S.Mill)

和大卫

·

李嘉图

(David Ricardo)

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

①

公共经济理论认为

,

政府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

,

即由政府部门负责提供那些社会边际效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因而不能通过市

场有效供给的产品或服务

。

同时

,

在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

,

私人的边际效

益和边际成本会与社会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发生偏离

,

由于决定企业行为

选择的是私人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而非社会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

,

因此

,

为促使企业进行有效投资

,

就需要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引导作用

。

②

公共产品理论又延伸出

“

国际公共产品

”

和

“

区域公共产品

”

等相关问

题的研究

。

一般而言

,

国际或区域公共产品意指由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单方或

多方共同提供

,

利益惠及一定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公共产品

。

国际和区域公

共产品同样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

,

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

。

提供国际或区域公共产品意味着提供者要利用自身

“

经济剩余

”、

承担

“

额外

成本

”,

但同时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可为提供者带来特殊的利益资源

,

包括因

提供行为而产生的行为合法性

、

因行为公益性效果而产生的立场道义性

,

以

及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

、

标准

、

规则的议程优先性等

。

③

基于上述理论

,

从经济活动角度来看

,

提供公共产品

、

化解外部效应造

成的市场失灵问题

,

实际上是政府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手段

,

而

ODA

是

实现这一手段的载体

。

一方面

,

日本提供

ODA

创造更优营商环境

,

促进日本

企业对当地的投资

。

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高

、

居民消费能力强

、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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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

、

基础设施完善

、

社会治理水平相对较高

,

跨国公司在此投资

,

不仅拥

有成熟的生产经营配套资源和巨大的销售市场

,

还可以享受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的溢出效应

。

因此

,

在面向发达市场时

,

无须政府提供

ODA,

跨国企业

也会进行投资

。

事实上

,

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中

,

美国和欧盟的合计

占比能够达到

46.15%。

①

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治理能力相对薄

弱

,

外商企业在此生产经营往往会面临一定困难

。

根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

调查

,

在印度

、

越南

、

泰国

、

印度尼西亚

、

菲律宾等国进行生产的日本企业

,

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基础设施不完善

、

法制和税制运行不透明

、

治安和社会

形势不稳定等

。

②

与此同时

,

东南亚

、

南亚和非洲等的发展中国家又具有廉价

而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

、

尚未饱和而有待发掘的市场

、

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

等优势

,

此时

ODA

就可以起到平衡社会边际成本效益和私人边际成本效益的

效果

,

从而调节资源配置

。

因此

,

社会治安和行政管理

、

灾害防治和环境保

护

、

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

,

以及城市综合治理

,

包括上下水系统

、

电力供应

系统

、

城市交通系统等

,

都是日本在印太沿线国家开展

ODA

的重要内容

。

这

可为日本企业提供顺利进行生产经营的环境

,

使其能够利用当地资源

、

劳动

力和市场的红利

,

从而促进对当地的投资

。

另一方面

,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可以提升区域整体的供给能

力

,

有利于日本企业深入当地生产网络

,

优化在区域内的供应链布局

。

以东

盟国家为例

,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 2020

年的调查

,

在东盟日资

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

,

由企业所在国供应的比例平均为

32.2%,

其

中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所在国供应占比分别能达到

59.9%

和

47.4%;

在由企

业所在国供应的全部零部件和原材料中

,

来源于所在国其他日资企业的占比

平均为

39.4%,

来源于所在国本国企业的占比平均为

48.5%,

说明日资企业

和当地企业均为重要的供应来源

。

③

日本

ODA

在受援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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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本银行 ■国际
収

支·贸易阌连统计■、https://www.boj.or.jp/statistics/br/index.htm/[2021 -

05 -30]。

国际协力银行 ■わが国製造业企业の海外事业展开に阌する调
查

报告 2020 年度海外直接投

资アンケ

一

ト调
查

结果 (第 32 回)■、2020 年、https: //www.jbic.go.jp/ja/information/press/press-

2020/0115 -014188.html[2021 -06 -08]。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ジ

工

ト口)■2020 年度 海外进出日系企业実态调
查

(アジア·才七ア二

ア编)■、2020 年 12 月、https: //www.jetro.go.jp/world/reports/2020/01/b5dea9948c30e474.html[2021 -

06 -08]。

东盟日资企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所在国供应占比和供应来源占比

,

以及下文中计划扩大

当地采购的企业占比和东盟供应占比

,

均为调查报告中所列示东盟各国数据的平均值

,

不一定涵盖全

部东盟十个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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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人才培养

、

政府治理水平改善等活动

,

不仅使对当地投资的日资企业可

以获益

,

东道国本国企业也可以获益

,

这既可促进日资企业之间生产网络的

形成

,

也有助于增强日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联系

、

提升当地的供应能力

。

根

据前述

JETRO

调查

,

在计划未来

1—3

年间扩大采购的全部受访东盟日资企业

中

,

平均有

60.7%

的企业计划扩大在当地的采购

。

在此基础上

,

日本

ODA

将

促进区域

“

连接性

”

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作为重点

,

强调区域内互联互通

。

实

际上

, 2020

年

,

东盟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由包括企业所在国在内的东盟

全域供应的比例

,

平均已经达到

46.2%。

①

这将促进企业所在国的供应链与

区域供应链相融合

,

一些生产和经营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可以直接在区域

内调配

,

从而整合区域供应链布局

、

提升区域整体供给能力

。

三

、

实证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

根据前述分析

,

日本通过对印太沿线国家投入

ODA,

改善当地投资环境

,

提高日本企业相对竞争力

,

增强东南亚和南亚区域内连接性

,

提升区域整体

供给能力和区域供应链运转效率

,

从而促进日本企业对当地投资的增加

、

生

产和经营网络的深化以及区域供应链的延伸

。

为在实证中刻画出

ODA

的经济

效应

,

我们选用三项指标

,

分别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

简称

“

投资流

量

”)、

日资企业生产和经营网点数量

(

简称

“

企业网点数量

”)

以及日资企

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区域供应比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两项假设

:

其一

, ODA

对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具有正向作用

;

其二

,

ODA

对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区域供应比具有正向作用

。

基准回归模型

如下

:

y

it

=

β

0

+

β

1

lnoda

it

+

β

2

lnPgdP

it

+

β

3

lnPoP

it

+

β

4

wgi

it

+

β

5

fPhone

it

+d

i

+year

t

+

ε

it

其中

, i

表示投资东道国

, t

表示年份

, y

it

表示被解释变量

。

对于假设一

,

分别使用日本的投资流量

、

当地企业网点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

两项指标均

取对数值

。

投资流量数据来源于日本银行

“

国际收支与贸易相关统计

”;

②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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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ジ

工

ト口)■2020年度 海外进出日系企业実态调
查

(アジア·才七ア二ア

编)■、2020 年 12 月、https://www.jetro.go.jp/world/reports/2020/01/b5dea9948c30e474.html[2021 -

06 -08]。

日本银行 ■国际
収

支·贸易阌连统计■、https: //www.boj.or.jp/statistics/br/index.htm/[2021 -

0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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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网点数量来源于日本外务省

“

海外日本人统计

”

①

。

考虑到日本

ODA

主要面

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

因此以除新加坡之外的东南亚和南亚

16

个国家

2005—

2019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回归样本

,

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

、

柬埔寨

、

泰国

、

菲

律宾

、

文莱

、

越南

、

马来西亚

、

缅甸

、

老挝

、

印度

、

斯里兰卡

、

尼泊尔

、

孟

加拉国

、

巴基斯坦

、

不丹

、

马尔代夫

。

在回归结果列报中

, lnfdi

表示投资流

量的对数值

, lnfirm

表示企业网点数量的对数值

。

对于假设二

,

以东南亚和南亚的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

,

由

东盟地区供应的占比

(

简称

“

东盟供应比

”)

作为被解释变量

,

数据来自日

本贸易振兴机构的各年版

《

海外日资企业经营状况调查

(

亚洲和大洋洲

篇

)》。

②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自

2008

年起对东南亚九个国家和南亚四个国家日

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来源进行统计

,

因此本文以除新加坡之外的

JETRO

进行统计的东南亚和南亚

12

个国家

2008—2019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回

归样本

③

,

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

、

柬埔寨

、

泰国

、

菲律宾

、

越南

、

马来西亚

、

缅甸

、

老挝

、

印度

、

斯里兰卡

、

孟加拉国

、

巴基斯坦

。

在回归结果列报中

,

以

aseansr

表示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东盟供应比

。

需要注意的是

,

本文研究的是区域供应链延伸问题

,

从这一角度来说

,

以东南亚和南亚整体的供应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似乎更为全面

。

但是

,

一方面

,

JETRO

没有就当地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自南亚的占比提供连续数据

;

另一方面

,

日本延伸区域供应链的重心在东南亚

,

以

2016

年的调查为例

,

南

亚国家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自东盟的占比平均为

10.41%,

而东盟国

家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自印度的占比平均仅为

0.48%,

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

,

采购自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

(

除日本

、

东盟

、

韩国

、

中国大陆

、

中

国台湾

、

印度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

)

的比例也仅为

0.73%。

因此

,

此处

—74—

①

②

③

外务省 ■海外在留邦人数调
查

统计■、https: //www.mofa.go.jp/mofaj/toko/tokei/hojin/index.html

[2021 -05 -30]。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ジ

工

ト口)■日系企业活动実态调
查

(海外の现地法人に対するアンケ

一

ト

调
查

)■、https: //www.jetro.go.jp/world/business_environment/genchihoujin.html[2021 -05 -30]。

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各年版

《

海外日资企业经营状况调查

(

亚洲和大洋洲篇

)》

中

,

涉

及企业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供应来源

,

包括

“

来源于所在国的占比

”

和

“

来源于东盟的占比

”。

本文

以来源于东盟全域的供应比作为基准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

。

因此

,

对于东盟国家

,

例如泰国

、

越南

等

,

以

“

来源于所在国的占比

”

加上

“

来源于东盟

(

其他国家

)

的占比

”

计算得出来源于东盟全

域的供应比

;

对于南亚国家

,

例如印度

、

孟加拉国等

,

则直接使用

“

来源于东盟的占比

”

这一指标

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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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盟供应比作为区域供应比的衡量指标

。

同时

,

虽然我们按照现有情况和

数据选用指标

,

但是今后日本将在包括东南亚

、

南亚乃至非洲的整个印太沿

线国家加强经济的

“

连接性

”,

从这一角度来说

,

本文的研究将为未来的发展

走向提供一定参照

,

这也正是研究目的所在

。

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为

ODA

支出额

,

数据来自日本外务省

发布的各年版

《ODA

白皮书

》。

①

ODA

支出额采取对数形式

,

在回归方程中

,

lnoda

表示

ODA

支出额的对数值

。

除主要解释变量以外

,

本文加入东道国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总人口

、

国家治理水平

、

通信基础设施水平等控制

变量

,

用以控制东道国自身经济发展程度

、

市场规模和潜力

、

治理水平和基

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对投资和供应链布局造成的影响

。

在回归方程中

, lnPgdP

表示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

, lnPoP

表示东道国总人口的对数值

,

fPhone

表示东道国每百人拥有固定电话线路数量

,

用以衡量东道国通信基础设

施水平

。

三个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

世界发展指标

” (World

DevelopmentIndicators, WDI)

数据库

。

②

wgi

表示国家治理指数

,

由世界银行

“

全球治理指标

” (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WGI)

数据库中提供的六

项指标的均值计算得出

,

该六项指标分别为腐败控制

、

政府效率

、

政治稳定

性

、

法制法规

、

监管质量以及发言权和问责制

,

用以衡量东道国国家治理

水平

。

③

为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异质性特征

,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

计

。

在回归方程中

, d

i

表示国家固定效应

, year

t

表示年份虚拟变量

。

国家固

定效应一般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效应

,

例如东道国与投资母国

的地理距离

、

与进出口市场的邻近性

、

是否内陆国等

;

年份固定效应一般用

于控制宏观环境的变化

,

例如某一年份区域经济形势整体出现变化

,

或者某

一年份日本谈签新的区域合作机制

,

这些因素也会影响投资和供应链布局

。

主要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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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外务省 ■开発协力白书·ODA白书 (各年版)■、https: //www.mofa.go.jp/mofaj/gaiko/oda/

shiryo/hakusyo.html[2021 -05 -30]。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Indicators”, https: //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 -

development-indicators[2021 -05 -02].

World Bank, “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https: //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

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2021 -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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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含 义

(1) (2) (3) (4)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lnfdi

投资流量的对数值

5.013 2.727 9.223 -4.754

lnfirm

企业网点数量的对数值

5.163 1.993 8.537 0.000

aseansr

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东盟

供应比

0.356 0.187 0.662 0.050

lnoda ODA

支出额的对数值

4.787 2.338 8.581 -4.605

lnPgdP

东道国人均

GDP

的对数值

7.757 1.088 10.774 5.501

lnPoP

东道国总人口的对数值

17.077 2.269 21.035 12.675

wgi

东道国国家治理指数

-0.432 0.530 0.740 -1.752

fPhone

东道国每百人拥有固定电话

线路数量

7.120 6.445 23.566 0.190

  

四

、

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理论分析和构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

本部分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为主

要研究样本

,

实证分析日本

ODA

支出额对日本投资流量

、

企业网点数量和区

域供应链的作用效果

。

在稳健性检验中

,

除考虑误差项的组内相关性以外

,

还在样本中加入非洲国家

,

进而验证日本

ODA

支出额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印太

地区的经济影响

。

最后

,

将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区域供应比进一步拆分为

所在国供应比和除所在国以外的东盟其他国家供应比

,

以辨析区域供应链延

伸的主要来源

。

(

一

)

基准回归结果

1.ODA

对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的作用

根据前述分析

,

首先

,

以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

使

用东南亚和南亚

16

个国家

2005—2019

年的面板数据

,

检验日本

ODA

对投资

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的作用

。

回归结果列示在表

3

中

。

其中

,

第

(1) — (3)

列为以投资流量

(lnfdi)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

第

(4) — (6)

列为

以企业网点数量

(lnfirm)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

第

(1)

列和第

(4)

列仅考虑主要解释变量

ODA (lnoda),

第

(2)

列和第

(5)

列在此基础上加

入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lnPgdP)

和总人口

(lnPoP)

控制变量

,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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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和第

(6)

列继续加入东道国国家治理水平

(wgi)

和每百人拥有固定电话

线路数量

(fPhone)

控制变量

。

所有回归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

表

3 ODA

对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的作用

变 量

(1) (2) (3) (4) (5) (6)

lnfdi lnfdi lnfdi lnfirm lnfirm lnfirm

lnoda

0.343

***

0.378

***

0.397

***

0.177

***

0.159

***

0.154

***

(0.121) (0.139) (0.144) (0.030) (0.034) (0.035)

lnPgdP -0.211 -0.659 0.073 0.004

(0.657) (0.716) (0.161) (0.172)

lnPoP 1.674 3.110

-1.367

**

-1.173

*

(3.406) (3.515) (0.617) (0.664)

wgi

1.565

*

0.107

(0.910) (0.211)

fPhone 0.001 0.011

(0.029) (0.007)

constant

2.424

***

-25.611 -46.838

3.885

***

26.851

**

24.060

**

(0.712) (60.673) (62.389) (0.165) (10.781) (11.438)

观测值

185 185 181 229 229 225

拟合优度

0.344 0.345 0.353 0.590 0.601 0.599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

括号内为标准差

,

***

、

**和*分别表示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由第

(1) — (3)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

以

lnfdi

作为被解释变量

,

在

仅考虑主要解释变量时

, lnoda

的系数符号为正

,

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

说

明

ODA

对于投资流量具有正向作用

。

在陆续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 lnoda

系数

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未发生改变

,

一直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

在加入全部

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 ODA

支出额每增加

1%,

投资流量增加

0.397%。

由第

(4) — (6)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

以

lnfirm

作为被解释变量

,

无论在仅考

虑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

还是在陆续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中

, lnoda

的系数

一直保持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

说明

ODA

对于企业网点数量具有正向作

用

。

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 ODA

支出额每增加

1%,

企业网点数量

增加

0.154%。

整体来看

,

在所有回归中

, lnoda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

控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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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逐渐加入没有对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产生影响

,

说明

ODA

对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具有正向作用

。

因此可以

说

,

日本

ODA

投入的增加

,

不仅促进了日本企业对这些国家的投资

,

也促进

了日本企业在当地生产和经营网点的铺开

。

在控制变量中

,

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总人口的影响并不稳定

,

在

大多数回归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

甚至在有的回归中出现了系数显著为负

的情况

。

其原因可能在于

,

一方面

,

样本国家限于东南亚和南亚

,

没有明显

反映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总人口的普遍影响

;

另一方面

, ODA

的投入引导

企业向经济发展水平

、

市场规模和居民消费能力本身没有那么高的国家进行

投资

,

与这些因素原本应该产生的正向作用相抵消

,

因此无法将影响显著识

别出来

。

此外

,

衡量国家治理水平的变量

wgi,

在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的回归中系数显著为正

,

说明东道国政府效率

、

政治稳定

、

腐败控制和监管

质量等方面水平的提高

,

会促进日本企业在当地的投资

;

而衡量通信基础设

施水平的变量

fPhone

的系数并不显著

,

说明相对于硬性设施

,

日本企业对于

国家治理水平等投资软环境更为敏感

,

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改善营商环境对

于增加日本企业投资更有效果

。

2.ODA

对区域供应比的作用

接下来

,

以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东盟供应比

(aseansr)

作为被解释变

量

,

使用东南亚和南亚

12

个国家

2008—2019

年的面板数据

,

检验

ODA

是否

对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区域供应比具有正向作用

。

回归结果列示参见

表

4。

表

4 ODA

对东盟供应比的作用

变 量

(1) (2) (3)

aseansr aseansr aseansr

lnoda

0.028

***

0.029

***

0.021

*

(0.010) (0.011) (0.011)

lnPgdP -0.064 -0.043

(0.070) (0.070)

lnPoP -0.294 -0.112

(0.408) (0.416)

wgi

0.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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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fPhone 0.002

(0.002)

constant

0.199

***

5.977 2.659

(0.060) (7.466) (7.607)

观测值

138 138 137

拟合优度

0.158 0.167 0.186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

:

括号内为标准差

,

***

、

**和*分别表示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如表

4

所示

,

在所有回归中

, lnoda

的系数一直显著为正

,

说明

ODA

对日

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东盟供应比具有正向作用

。

因此

,

随着日本对东南

亚和南亚的

ODA

投入增加

,

当地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东盟地

区的占比显著上升

,

在东盟全域范围内的区域供应链有所延伸

。

在加入全部

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 ODA

支出额每增加

1%,

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东盟供

应比增加

0.021%。

从绝对值来看

,

这一系数并不大

。

但是

,

供应比本身是取

值在

0

至

1

之间的比例数据

,

而企业供应链的调整受各种因素影响

,

并且需

要一定的过程

。

通过实证研究

,

我们能够在其中识别出

ODA

的正向作用

,

那

么随着

ODA

的投入进一步增加

,

企业供应链也会出现逐渐调整的趋向

,

更加

注重深入当地的生产网络

、

延伸所在区域的供应链

。

此外

,

在控制变量中

,

wgi

的系数显著为正

,

说明东道国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

,

将促进当地日资企业

区域供应比的提高

。

(

二

)

稳健性检验

1.

考虑误差项的组内相关性

本文采取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

第一种方式为考虑误差项的组内相

关性

。

回归结果列示在表

5

中

。

为使结构清晰

、

篇幅紧凑

,

省略基准回归结

果列报中的中间一列

,

仅汇报单独考虑主要解释变量的情况和加入全部控制

变量的情况

。

其中

,

第

(1) — (2)

列为以

lnfdi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

果

,

第

(3) — (4)

列为以

lnfirm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

第

(5) — (6)

列为以

aseansr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

第

(1)、 (3)

和

(5)

列仅考虑

lnoda,

第

(2)、 (4)

和

(6)

列加入

lnPgdP、 lnPoP、 wgi

和

fPhone

等控制变

量

。

与基准回归相同

,

在以

lnfdi

和

lnfirm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

使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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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和南亚

16

个国家

2005—2019

年的面板数据

;

在以

aseansr

作为被解释变

量的回归中

,

使用东南亚和南亚

12

个国家

2008—2019

年的面板数据

。

所有回

归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

表

5 

考虑误差项组内相关性的稳健性检验

变 量

(1) (2) (3) (4) (5) (6)

lnfdi lnfdi lnfirm lnfirm aseansr aseansr

lnoda

0.343

**

0.397

**

0.177

***

0.154

*

0.028

***

0.021

**

(0.126) (0.172) (0.058) (0.079) (0.008) (0.009)

lnPgdP -0.659 0.004 -0.043

(1.203) (0.241) (0.069)

lnPoP 3.110 -1.173 -0.112

(2.778) (1.236) (0.489)

wgi

1.565

*

0.107 0.126

(0.745) (0.510) (0.086)

fPhone 0.001

0.011

*

0.002

(0.022) (0.006) (0.003)

constant

2.424

***

-46.838

3.885

***

24.060

0.199

***

2.659

(0.715) (50.415) (0.346) (21.227) (0.044) (9.076)

观测值

185 181 229 225 138 137

拟合优度

0.344 0.353 0.590 0.599 0.158 0.186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

,

***

、

**和*分别表示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在考虑误差项组内相关性的稳健性检验中

,

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和绝对值

不会发生改变

,

括号内的数值由标准差变为稳健标准差

。

一般来说

,

使用稳

健性检验之后

,

标准差的值会上升

,

因此稳健标准差的数值更大

。

从表

5

可

以看出

,

在所有的回归中

, lnoda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

说明模型具有稳健

性

。

其中

,

在以

lnfdi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 lnoda

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

显著

;

在以

lnfirm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 lnoda

的系数在

1%

或

10%

的水

平上显著

;

在以

aseansr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 lnoda

的系数在

1%

或

5%

的水平上显著

。

此外

, wgi

和

fPhone

的系数在部分回归中也具有显著性

,

说明

东道国国家治理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企业投资和供应链布局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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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扩充

ODA

对象国

第二种稳健性检验的方式是扩充

ODA

对象国

。

考虑到非洲也是日本践行

“

印太构想

”

的重点区域

,

并且日本

“

印太构想

”

具体规划中明确提出将改

善亚洲与非洲的

“

连接性

”

视为推动

“

印太构想

”

的重要支柱之一

①

,

因此

我们在样本中加入非洲国家进行检验

。

由于非洲的统计数据缺失较多

,

在此

使用

2005—2019

年日本投资流量数据的缺失值不超过五个的国家

,

分别是阿

尔及利亚

、

埃及

、

肯尼亚

、

利比里亚

、

毛里求斯

、

摩洛哥

、

莫桑比克

、

尼日

尔

、

尼日利亚

、

南非

,

共十个非洲国家

。

同时

,

由于很难找到非洲国家日资

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来源的连续数据

,

日资企业可能也尚未在当地形成

系统的供应链和生产网络

,

此处仅以

lnfdi

和

lnfirm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

。

样本为东南亚

、

南亚和非洲的

26

个国家

,

期间为

2005—2019

年

。

回归结果列

示在表

6

中

。

表

6 

扩充

ODA

对象国的稳健性检验

变 量

(1) (2) (3) (4) (5) (6)

lnfdi lnfdi lnfdi lnfirm lnfirm lnfirm

lnoda

0.335

***

0.295

***

0.299

***

0.174

***

0.185

***

0.182

***

(0.103) (0.110) (0.114) (0.029) (0.031) (0.032)

lnPgdP 0.579 0.182

-0.220

*

-0.210

(0.466) (0.504) (0.132) (0.146)

lnPoP 2.030 3.558

-1.346

**

-1.198

**

(2.256) (2.379) (0.540) (0.602)

wgi

1.658

**

-0.123

(0.733) (0.200)

fPhone -0.015

0.015

*

(0.026) (0.008)

constant

2.214

***

-37.059 -60.026

3.125

***

27.640

***

24.980

**

(0.556) (40.339) (42.210) (0.149) (9.527) (10.421)

观测值

273 273 266 363 363 354

拟合优度

0.261 0.267 0.277 0.470 0.481 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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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

括号内为标准差

,

***

、

**和*分别表示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如表

6

所示

,

在加入非洲国家之后

, lnoda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

无论在

以

lnfdi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

还是在以

lnfirm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

lnoda

的系数一直保持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

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渐加入

, lnoda

的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

,

并且拟合优度逐渐上升

,

说明模型的稳健性和拟合

程度良好

。

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 ODA

支出额每增加

1%,

投资流

量增加

0.299%,

企业网点数量增加

0.182%。

此外

, wgi

和

fPhone

的系数在

部分回归中也具有显著性

,

说明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

企业投资的因素

。

综上所述

,

在扩充

ODA

对象国后

,

日本

ODA

对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

量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

这一结果不仅表明回归模型的稳健性

,

也进一步

验证了日本

ODA

在包括东南亚

、

南亚和非洲在内的印太沿线地区的经济

效应

。

(

三

)

关于供应链的进一步分析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

,

随着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的

ODA

投入不断增加

,

当地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东盟地区的占比显著上升

,

区域供

应链有所延伸

。

那么

,

这一供应链的延伸

,

究竟是源自企业所在国本身还是

源自除所在国以外的东盟其他国家

?

接下来

,

我们将研究聚焦于东盟国家

,

对企业供应链的布局做进一步分析

。

我们将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来自东盟地区的占比

,

分为来自所在国的占比和来自除所在国以外的东盟其

他国家的占比

,

即

“

所在国供应比

+

东盟其他国家供应比

=

东盟供应比

”。

样

本为基准回归中的东南亚八个国家

,

期间为

2008—2019

年

。

回归结果列示在表

7

中

。

其中

,

第

(1) — (3)

列为以企业所在国供应

比

(localsr)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

第

(4) — (6)

列为以东盟其他

国家供应比

(othersr)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

与基准回归相同

,

第

(1)

列和第

(4)

列仅考虑

lnoda,

第

(2)

列和第

(5)

列在此基础上加入

lnPgdP

和

lnPoP

控制变量

,

第

(3)

列和第

(6)

列继续加入

wgi

和

fPhone

控制

变量

。

所有回归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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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ODA

对所在国供应比和东盟其他国家供应比的作用

变 量

(1) (2) (3) (4) (5) (6)

localsr localsr localsr othersr othersr othersr

lnoda 0.008 -0.002 -0.006

0.027

***

0.027

***

0.015

*

(0.009) (0.010) (0.011) (0.008) (0.009) (0.009)

lnPgdP 0.106 0.107

-0.108

*

-0.092

(0.074) (0.075) (0.063) (0.057)

lnPoP

-0.854

*

-0.794 -0.369 -0.341

(0.478) (0.494) (0.406) (0.378)

wgi 0.084

0.118

**

(0.064) (0.049)

fPhone -0.001

0.002

*

(0.002) (0.001)

constant

0.267

***

14.629

*

13.656 0.017 7.370 6.868

(0.056) (8.405) (8.693) (0.047) (7.130) (6.655)

观测值

90 90 89 90 90 89

拟合优度

0.190 0.240 0.258 0.246 0.293 0.386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

括号内为标准差

,

***

、

**和*分别表示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如表

7

所示

,

由第

(1) — (3)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

以

localsr

作为

被解释变量

,

无论是在仅考虑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中还是在加入控制变量的

回归中

, lnoda

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

说明

ODA

对于企业所在国供应

比的提高没有明显作用

。

由第

(4) — (6)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

以

othersr

作为被解释变量

, lnoda

的系数在所有回归中均显著为正

,

显著性水平

为

1%

或

10%,

说明

ODA

对于除企业所在国以外的东盟其他国家供应比的提

高具有促进作用

。

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之后

, ODA

支出额每增加

1%,

企业

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东盟其他国家供应比增加

0.015%。

这一实证结果的现实反映为

,

随着日本

ODA

的投入

,

在东盟日资企业采

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

,

相对于来自企业所在国本身的占比

,

来自除所在国

以外的东盟其他国家的占比显著上升

,

而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企业来自东盟全

域的供应比有所提高

。

因此可以认为

,

日本供应链延伸的方向

,

更注重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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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范围内

,

而非仅注重企业所在国本身

。

从这一角度来说

,

日本提出的

从

“

软

” “

硬

”

两方面加强东盟全域内外陆海空连接性

、

与东盟共同构筑抵

抗风险的韧性供应链

,

以及日本一直致力于推动的从越南岘港途经老挝

、

泰

国至缅甸毛淡棉的

“

东西经济走廊

”

和从越南胡志明市经柬埔寨首都金边

、

泰国首都曼谷至缅甸土瓦的

“

南部经济走廊

”

等

,

就是直观的现实案例

。

五

、

结论及政策启示

(

一

)

主要结论

印太地区是日本提供

ODA

和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点区域

。

基于经济学

理论分析日本

ODA

影响投资和供应链的途径

,

并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为主要

研究样本

,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

实证检验日本

ODA

支出额对日本投资流量

、

企业网点数量和区域供应链的作用效果

,

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

第一

,

以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

以

ODA

支出额作为

主要解释变量

,

在所有回归中

,

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

控制变量的逐

渐加入没有对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产生影响

,

说明

ODA

对日本在东南亚

和南亚的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

因此可以认为

,

日

本

ODA

的增加

,

不仅促进了日本企业对这些国家的投资

,

也促进了日本企业

在当地生产和经营网点的铺开

。

第二

,

随着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

ODA

的投

入

,

当地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东盟地区的占比显著上升

,

在

东盟全域范围内的区域供应链有所延伸

,

说明日本企业更加注重深入当地的

生产网络

,

拓展所在区域的供应链

。

第三

,

在加入非洲国家的稳健性检验中

,

日本

ODA

对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

不仅表明回归

模型的稳健性

,

也进一步验证了日本

ODA

在包括东南亚

、

南亚和非洲在内的

印太沿线地区的经济效应

。

第四

,

随着日本

ODA

的投入

,

在东盟日资企业采

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

,

相对于来自企业所在国本身的占比

,

来自除所在国

以外的东盟其他国家的占比显著上升

,

也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企业来自东盟全

域的供应比有所提高

,

说明日本供应链延伸的方向更注重整个区域范围内

,

而非仅注重企业所在国本身

。

(

二

)

基于结论的进一步分析与展望

2018

年以来

,

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战略遏制

,

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摩擦

。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单边主义

、

霸权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涌现的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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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

,

生产停滞及物流

、

人员流动的中断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

,

医药

产品

、

机械制造

、

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供应链一度面临断裂风险

。

在此背景

下

,

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

。

日本政府也加大对供应链的干预

力度

,

出台了专门用于供应链重组的补贴计划和鼓励措施

,

动员日本企业将

供应链分散到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等国

,

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

。

目前

,

日本已

将重塑供应链作为后疫情时代本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之一

,

并提出要加强

政府与民间的合作

,

通过实现多元化的采购来源和优化库存

,

从过去的

“

效

率优先型

”

供应链向更为灵活机动的

“

韧性

”

供应链转变

。

①

其中

,

东南亚各国及印度成为日本加强供应链韧性及多元化的重要合作

对象

。 2020

年

4

月

,

日本与东盟发表

《

日本

—

东盟经济韧性联合倡议

》,

提

出将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产业升级和生产基地多元化

,

建立一个兼具风险应

对力和成本竞争力的韧性供应链

。

②

7

月

,

双方又发表了基于上述联合倡议的

行动计划

,

日本确定将加大对东盟各国经济韧性的援助力度

,

将重点放在通

过提供海外供应链多元化补贴支持企业的多元化生产投资

、

利用物联网与人

工智能推动产业与物流高度互联以及进一步加强

IT

等高科技领域的人力资源

开发

。

③

11

月

,

日本与东盟领导人确定今后双方在印太地区加强合作的重点

为从

“

软

” “

硬

”

两方面加强陆海空走廊的连接性

(

相互联通

)、

共同构筑抵

抗风险的韧性供应链

。

④

同时

,

日本宣布与泰国

、

越南

、

柬埔寨

、

老挝和缅甸

等湄公河五国建立

“

湄公河可持续发展投融资伙伴关系

”,

加强供应链合作是

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

⑤

不过

,

尽管以越南

、

泰国

、

印度尼西亚为首的东南亚各国及印度是目前

日本重组供应链的主要合作对象

,

但这些国家的营商环境和劳动力素质与中

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

因此

,

日本将进一步加大对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的

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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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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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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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力度

,

在交通物流

、

气候环保

、

尖端技术

、

医疗卫生等领域积极推进高

质量投资的同时

,

加强双方

“

制度

”

与

“

人员

”

的相互联通

,

使之服务于日

本企业的发展战略

,

努力构建

“

韧性供应链

”,

为优化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投资

布局

、

改善投资环境和提升日本企业投资竞争力发挥积极作用

。 2020

年

11

月

, “

日本

—

东盟首脑峰会

”

公布

《

日本

—

东盟连接性倡议

》,

日本表示将以

目前正在实施的总额约为

2

万亿日元的

“

陆海空走廊连接性

”

项目为中心

,

支援东盟内部的互联互通

,

并在三年内为该地区培养

1000

名专业人才

。

①

而

且

,

日本已经确定将为东盟

“

脱碳化

”

提供

1

万亿日元的投融资

,

主导制定

实现

“

脱碳

”

的时间表

,

促使东盟引进可再生能源和强化节能

。

②

特别是日

本强调将推动东盟由煤炭火力发电转向液化天然气发电

,

这一方面将为日本

企业在东盟绿色经济发展中赢得更多的投资机会

,

另一方面也有将中方火电

基建投资排挤出印太地区新兴市场的意图

。 2021

年

9

月

, “

日本

—

东盟经济部

长会议

”

发表

《

日本

—

东盟创新和可持续增长优先事项

》,

提出重点将在产

业

、

地方和城市建设等三个领域推进东盟各国的经济韧性化

。

③

随后在

10

月

召开的

“

日本

—

东盟首脑峰会

”

上

,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

,

日本将在应对

气候变化

、

清洁能源

、

健康保健

、

数字化等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韧性供应

链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合作

。

④

2022

年

1

月

,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

田光一访问印度尼西亚

、

新加坡和泰国

,

并发表

《

亚洲未来投资倡议

》,

提出

日本将帮助东盟进一步提升作为地区供应链枢纽的吸引力

,

在供应链

、

连接

性

、

数字创新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投入

。

⑤

印度

、

孟加拉国等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日本

ODA

的重点投入方

向

。

印度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

ODA

的最大援助对象

,

为帮助印度提高产业竞

争力

,

日本对印度国内的电力

、

交通等基础设施提供了大量援助

。

近年来

,

日印签署了多个面向印度新德里

、

孟买

、

加尔各答

、

金奈

、

艾哈迈达巴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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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铁系统建设的日元贷款协议

。 2020

年

,

日本向印度班加罗尔地铁二期

建设工程

、

德里地铁和加尔各答地铁的四期建设工程提供共计

1811.05

亿日

元的贷款

,

向印度阿萨姆邦交通网线建设提供

152.85

亿日元贷款

。 2021

年

3

月

,

日本又与印度签署总额达

2762.96

亿日元的七个日元贷款协议

,

主要用

于建设班加罗尔

、

德里和加尔各答城市地铁以及强化东北部道路交通连接性

、

推进农作物多样化

、

改善医疗设施和供水系统等

。

①

至于孟加拉国

, 2017

年

超过越南成为日本

ODA

的第二大援助对象

,

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援助

大幅增加

。 2020

年

8

月

,

日本与孟加拉国签署总额高达

3382.47

亿日元的七

个日元贷款协议

,

主要用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城市交通网线和地铁建设

,

以及该国加济布尔

、

库米拉

、

纳拉扬甘杰

、

科克斯巴扎尔等几大城市的铁路

、

国际机场

、

干线道路等建设

。 2021

年

11

月

,

日本又与孟加拉国签署总额达

2922.79

亿日元的三个日元贷款项目

,

分别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

建设超超

临界压力火力发电站以及改善首都达卡城市交通线路

。

②

此外

,

日本还积极引入域外国家来增强整体实力

。

目前

,

日本正努力联

合澳大利亚与印度一起打造

“

韧性供应链联盟

”。 2020

年

9

月

,

日印澳三国

举行经济部长视频会议

,

计划以现有双边供应链网络为基础

,

进一步加强三

国供应链合作

。

③

2021

年

4

月

,

日印澳三国经济部长正式发表启动

“

供应链

韧性倡议

”

的联合声明

,

确认将积极发挥各自优势

,

通过共享强化供应链的

成功事例和为有意向企业提供合作机会等方式

,

加强汽车

、

医疗器械等产业

的地区供应链合作

;

三国确定为进一步推进该倡议

,

将每年召开一次部长级

会议

,

未来还将向东盟等

“

可靠供应者

”

敞开大门

,

争取扩大倡议实施范

围

。

④

同时

,

日本也在积极推进与美

、

欧的合作

。 2021

年

4

月

,

日美首脑会

谈确认建立

“

日美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

”,

重点将在半导体供应链等领域开

展合作

。

⑤

11

月

,

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宣布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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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美贸易合作框架

”,

随后日本

、

美国和欧盟召开

“

日美欧三极贸易部长会

议

”,

旨在强化国际贸易规则中的日美欧三极领导地位

,

共同应对

“

其他国家

非市场行为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

”。

①

日本还计划与美

、

欧共同推出

“

全球基

础设施建设倡议

”,

积极联合西方盟友

,

不仅要为东盟及印度等印太国家提供

“

一带一路

”

的替代方案

,

也要加大力度争夺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规则制定

权和标准主导权

,

以更有效提升自身对外经济及战略影响力

。

(

三

)

政策启示

日本着力支持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

通过打造连接东盟内部并进一

步发展为通向印度洋的陆海空大动脉

,

积极推进

“

印太构想

”

下跨区域互联

互通

,

意图为日企投资打破物流瓶颈

、

创造更优环境

,

确保供应链畅通

,

并

“

带领作为世界增长中心的亚洲强势复苏

”。

②

后疫情时代的日本

,

将积极通

过创新与转型

,

以

ODA

为后盾

,

将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作为今后一段时期重

点发力的领域

,

支持日本企业争夺地区重点国家市场

,

对冲中国共建

“

一带

一路

”

倡议的推进

。

中国应密切关注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强化对华制

衡

、

动员日本企业调整并转移供应链的动向

,

及早制定措施积极应对

。

第一

,

继续推动中国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投资

,

促进中国企业扎

根当地市场

。 ODA

不仅促进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

还使得日本企业在当

地的供应链不断延伸

。

而且

,

这种供应链的延伸不是仅仅针对某一个国家

,

而是在整个区域内进行布局

,

形成区域供应链的发展

。

今后

,

中国可吸取和

借鉴日本经验

,

进一步夯实与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在政治安全

、

经济与可

持续发展

、

社会人文等多方面的合作

,

增强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内生动力与

发展潜力

,

使得中国企业不仅能够

“

走出去

”,

还能

“

融进去

”,

深入当地市

场和生产网络

,

与投资所在国和所在区域共同发展

。

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

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

、

扩大销售渠道

、

拓展市场空间

,

也有利于减少中

国对一些国家贸易顺差带来的摩擦

。

同时

,

在促进企业投资时

,

也需正确评

估中资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

,

帮助中国企业深入了解当地市场和投资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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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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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风险防范

。

第二

,

稳定和高质量利用外资

,

警惕日本官方政策对企业决策产生的外

部引导作用

。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为企业带来可观收益

,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稳

定的政治

、

宏观经济环境为收益的稳健性提供保障

,

成熟的国内产业链可以

减少外部风险

,

这些都是吸引日本企业等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

。

而在东南亚

、

南亚

、

非洲地区

,

大部分国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2021

年的调查

, 40.9%

的在华日资企业预计在一至两年内扩大在华业务

,

55.2%

的企业预计维持现有规模

,

仅有

3.8%

的企业预计收缩规模或者撤出投

资

,

表明在华日资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对稳定

。

①

但是

,

日本政府宣称的

“

对华

脱钩论

” “

供应链转移论

”,

以及为日本企业供应链转移提供补贴等政策

,

可

能对新增投资产生引导作用

,

一些企业或者企业集团的新投资项目可能会转

向东南亚

、

南亚等印太地区

,

这方面需要重点警惕

。

而且

,

本文的研究结果

显示

,

日本正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

,

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区域供应链的拓展

,

弥补单一国家市场规模和国内供应链的不足

,

从而形成可以与中国市场和国

内供应链相竞争的条件

。

对此

,

中国更应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

改善营商环

境

,

特别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以稳定和高质量利用

外资

。

第三

,

密切关注并积极应对日美

、

日欧联手对华竞争

、

防范与牵制的态

势

。

随着印太地区经济及地缘影响力不断上升

,

日美欧均加大在该地区的战

略投入

,

并有联手对华制衡的趋势

。

欧盟在

2021

年

9

月发布印太地区合作战

略文件

, 12

月宣布启动

“

全球门户计划

”,

旨在加强与印太地区的战略接触

,

并将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

②

2021

年

12

月

,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欧盟委

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电话会谈时表示

,

日本和欧盟将共同推进在第三方市

场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

,

为实现

“

自由开放的印太

”

而加强合作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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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ジ

工

ト口)■2021年度 海外进出日系企业実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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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2021 年 12 月、https: //www.jetro.go.jp/world/reports/2021/01/6e5157e362606548.html[2022 -

02 -25]。

参见

: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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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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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视域下日本

ODA

的经济效应

 

同时

,

日美同盟也进一步向经济

、

技术领域的合作扩展

。 2022

年

1

月

,

日美

首脑举行线上峰会

,

双方决定设立经济版

“2 +2”

会谈机制

,

由日美外交与

经济部长参与

,

会谈内容将集中于推进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和供应链

、

技

术投资

、

标准制定及出口控制等方面

。

岸田文雄还对拜登政府提出的

“

印太

经济新框架

”

表示了强力支持的态度

。

①

可以预见

,

处于印太中心地区和供应

链最密集区域的东南亚

、

南亚各国将成为日美欧在印太地区推动供应链和基

础设施建设合作的重点拉拢对象

,

以对冲中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

,

中国需采

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

第四

,

有效利用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RCEP)

等区域经济合

作平台

,

促进中日供应链深度融合

,

共同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

。

日本利用

ODA

为印太地区改善

“

硬件

”

与

“

软件

”

基础设施

,

不仅有助于推动日本企

业对当地的直接投资

,

客观上也在消除投资障碍

、

改善营商环境及加强人才

培养等方面为中资企业在当地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与此同时

,

中国通过

“

一带一路

”

倡议及其他合作机制

,

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

,

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

同样也有助于日资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

特别是随着

2022

年

1

月

1

日

RCEP

率先在中日等十个成员国生效

,

中日之间首次建立起双边自贸

关系

。

并且

,

根据

RCEP

原产地累计规则

,

缔约方区域价值成分累计达到

40%

就可视为具备原产资格

。

有效利用

RCEP,

有望推动中日企业在区域内灵

活选择最优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渠道

,

优化重塑跨国企业区域布局

,

加强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

,

构建以亚洲为中心的高效且强韧的产业链

,

增强抵御域外

冲击的能力

,

实现互利共赢

。

(

责任编辑

:

叶

 

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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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米の连携强化で世界の课题ヘ対
処

を■、■日本経済新闻■2022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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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RiskControI, CostCaIcuIationandJaPan’sBaIancing DiPIomacy between

China andtheU.S. LuWei

Japan adoptsamorebalancingstrategywhen hedgingbetsbetween Chinaand theUnited States,

which isbased on itsfragileposition in thetriangularrelationsamongChina, U.S.and

Japan.Japan’sbalancingdiplomacyaimsprimarilyatavoidingrisksand even benefitingfromthe

risks, which isembodied in theback-and-forth adjustmentofitspreferred gravitybetween China

and theU.S.aswellastheasymmetricalbalancebetween them.Theinclusive/antagonist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and theU.S.shapesJapan’srolein thetriangularrelationship, which

putsrestriction on Japan’soptionsofitsbalancingdiplomacy.Theemergenceofcriticalpointsof

“sunk cost” and “silentcost” formJapan’spreferenceofonesideovertheotherbetween China

and theU.S..Asaresult, Japan’sbalancingdiplomacytowardsChinaand theU.S.presentsfour

formssuch asdependingon theU.S.whilecontainingChina, separatingChinafromtheU.S.,

alienatingtheU.S.whileapproachingChina, and maintainingrelativelyequaldistancetowardsChina

and theU.S..Japan willcontinuethatstrategyin thecontextofChina-U.S.competition, because

maintainingamoderatebalancecan avoid losingaconsiderablepartofitsstrategicautonomyormaking

itscountry’sdestinydepend on thecompetition resultsoftheothertwogreatpowers.

TheEconomicEffectofJaPaneseODAin“Indo -Pacific” Region: Fromthe

PersPectiveofOFDIandRegionaISuPPIy Chain

LiQingruand Chang Sichun

The“Indo-Pacific” region notonlyplaysan importantrolein Japan’sOfficial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 butalsoservesasakeysourcefromwhich Japan acquireseconomicinterests.

Byusingpaneldatacoveringstatesin aforementioned region, thearticleidentifieseconomiceffects

ofJapan’sODAbased on fixed effectmodel.TheresultsshowthatODAcontributessignificantlyto

Japan’sinvestmentflowsand enterprisenetworking, with increasingODAgivingrisetoOFDI

surgeaswellasexpansion ofbusinessoperation.In addition, inputssourcingsharefromASEAN

memberstatesbyJapanesefirmswith localpresencesignificantlyimproves, and supplychain

involvementin ASEANasawholeisevident.In comparison with hostingcountryinputs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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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firmstend tosourcemorefromtheothersin thesameregion, which isthemain reason

behind therisingASEANinputssourcingshare, indicatingJapan’ssupplychain establishment

putsmoreemphasison ASEANin total, instead offocusingonlyon thehostingcountry.

ComPetitionandDifferentiation: JaPan’sStrategicChoiceof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inSoutheastAsia Huang Jizhao and ChenZhaoyuan

AsChinaincreasinglypromotesoverseas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Japan hasadjusted its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trategyin SoutheastAsiaaftertheBeltand Road initiative, mainlyby

givingmoreprominencetotheso-called “ high qualitynarrative”, focusingmoreon public-

privatepartnershipsand enhancingtheuseofthemultilateraldevelopmentbank itcontrols.Based on

theperspectiveofindustrialorganization theory, Japan’sstrategicadjustmentsin SoutheastAsia’s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reflecta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approach.Thecompetition fromChina

forlower-costprojectsin theinfrastructuresector, coupled with Japan’scomparativeadvantage

and constraintsin thisfield, constitutesan importantmotivation forJapan toimplementa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strategyin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in SoutheastAsia.Facingthe

adjustmentofJapan’scompetitivestrategyin outbound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Chinaneedsto

improveand consolidateitsown cost-effectiveadvantageswhileadoptingan open and inclusive

cooperation strategytoexpand pragmaticcooperation with Japan and strivetojointlypromotenew

progressin thehigh-qualityBeltand Road cooperation.

ScienceandMiIitary: FormationandEvoIutionoftheJaPaneseScientific

Community’sAttitudestowardMiIitary Research ZhaiYida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and militaryin Japan afterWorld WarIIisasubjectfullof

controversyand hasundergonechanges.Thethreestatementson scienceand militaryissued bythe

JapaneseAcademicConferenceon behalfoftheJapanesescientificcommunitycan reflectthe

attitude,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background and evolution reasonsoftheJapanesescientific

communitytowardsmilitaryresearch.Reflectingon scientists’ assistancetomilitaristaggression

duringworld WarII, theinfluenceofJapanesepacifismin thescientificcommunityisopposed to

scientists’ 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 related tomilitaryand nationalsecurity, which isquite

differentfrommostcountriesin theworld.Thisstancehaslongconstrained Japan’s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and themilitary.ButasJapan’sconservativepoliticalforces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ofmilitaryactivities, theexternalsecuritysituation iscomplicated and theJapanese

governmenttouniversityeducation and research fundingcuts, Japan’sscientificattitudetomilitary

research hasbecomemorediversified, especiallyforyoungscientistsinvolved in the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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