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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

格局及对华影响

常思纯

摘 要: 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同时，

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也有着长期的政治和经济布局。日本在上述地区的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主要集

中在东南亚，南亚则增长潜力巨大。由于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高需求，所以日本瞄准商机，抢滩“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基建市场，与中国展开竞争。中日在地区、多边层面竞争加剧的同时，也面临着依托“一带一路”多边框架

实现合作、促进互信的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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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中国政府正式公布《推动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一带一路”倡议步入实施阶段。目前在中国

周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均为丝绸之路沿线重

要国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自我国向西延展的首站，

具有重要的枢纽作用。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

盟十国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也是中

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是推动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的重点规划之一。另外，印度、巴基斯

坦等南亚 各 国，由 于 地 理 位 置 特 殊，北 上 可 与 中

亚相连，南下则接通广袤的印度洋，处于“一带”
和“一路”的交 汇 点，成 为“一 带 一 路”的 重 要 枢

纽。可见，中 亚、东 南 亚 和 南 亚 不 仅 是 中 国 周 边

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地区。

然而，日本在上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也有

着长期的政治经济布局。近年来，日本日益重视

“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各国，加速

推动向该地区的产业转移，尤其是日本在上述地区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投资新动向，对中国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一、以东南亚为主体的直接投资地区格局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三个重点方向中，日

本的直接 投 资 地 区 格 局 存 在 着 较 大 差 异。截 至

2014 年底，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看，日本对东南

亚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最高，投资余额达到 18． 84
万亿日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余额的 13． 36% ; 对

南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印度，投资余额达到

1． 63万亿日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余额的 1． 15%。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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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日本銀行:「対外直接投資残高( 地域別·業種別) 2014 年末」、日本銀行ホムペジ、2015 年 5 月 22 日。https: / /
www． boj． or． jp /statistics /br /bop_06 /dip2014． zip．



与上述两个方向相比，日本对中亚方向的直接投资

存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东南亚

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南亚的增长潜力

巨大，而中亚则暂时影响甚微。

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看，近年来，日本

对东南亚方向的直接投资大幅飙升，对南亚方向

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对中亚方向的直接投资则

低位徘徊。

表 1 日本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直接投资变化

年

东南亚 南亚 中亚

金额

亿日元
占比

同比

增长率

金额

亿日元
占比

金额

亿日元

2005 5575 11． 05% 296 0． 59% 4

2006 8090 13． 84% 45． 11% 594 1． 02% 24

2007 9169 10． 59% 13． 34% 1835 2． 12% 32

2008 6518 4． 93% － 28． 91% 5669 4． 28% － 9

2009 6587 9． 42% 1． 06% 3479 4． 98% 8

2010 7711 15． 61% 17． 06% 2433 4． 93% 16

2011 15491 16． 97% 100． 89% 1857 2． 03% 0

2012 8586 8． 78% － 44． 57% 2259 2． 31% － 4

2013 23331 17． 61% 171． 73% 2185 1． 65% 3

2014 21487 17． 85% － 2028 1． 69% 27

2015 24102 15． 48% 12． 17% － 1967 － 19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銀行:「対外·対内直接投資( 地域別·業種別、暦年計) ( 2005 － 2015 年) 」统计计算得出。2014 年后

数据源于日本银行网站。https: / /www． boj． or． jp /statistics /br /bop_06 / index． htm / ． 2005 ～ 2013 年数据源于日本银行网站。ht-

tps: / /www． boj． or． jp /statistics /br /bop / index． htm / ． 注: 2014 年日本调整了国际收支统计基准，因此 2014 年数据与此前数据不

具有连续性，无法计算增长率。

如表 1 所示，在“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在日

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最高，且增速较明显。
2005 年日本对东南亚直接投资仅 5575 亿日元，此

后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影响，虽有所波动，但仍基本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并于 2011 年和 2013 年先后突

破万亿日元和 2 万亿日元大关。2015 年日本对东

南亚直接投资再创新高，达到 2． 41 万亿日元，同比

增 长 12． 17%，占 日 本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总 额 的

15． 48%。从国别看，日本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流向了

较发达的原东盟五国( 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

亚和菲律宾) 。不过近年来，日本对越南投资的增

速明显。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调查显示，2013 财年在

越南投资的日本海外法人企业数比上年增长5． 5%，

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① 另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 JETＲO) 的最新调查显示，在越投资的日本企业中

有六成以上计划扩大投资。② 南亚虽然在日本对外

投资中所占比重不高，但是自 2006 年以来也呈明显

增长态势。2005 年日本对南亚直接投资仅 296 亿

日元，从 2006 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增，2008 年达到创

纪录的 5669 亿日元，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

重也从 2005 年的仅 0． 59%提升为 4． 28%。受金融

危机影响，2009 年后日本对南亚直接投资出现下

滑，2011 年降为 1857 亿日元。近年来，日本对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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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経済産業省:「第 44 回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査」、経済産業省ホムペジ、2015 年 5 月 22 日。http: / /www． meti． go．
jp /statistics / tyo /kaigaizi / result / result_44 /pdf /h2c44 － 1． pdf．
［日］JETＲO:「2015 年度アジア·オセアニア進出日系企業実態調査」、JETＲOホムペジ、2015 年 12 月 22 日。
https: / /www． jetro． go． jp /ext_images /_News / releases /2015 /012ae3223ad8caee /gaiyou． pdf．



直接投资再次回升，2014 年达到 2028 亿日元，占日

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 69%。2015 年 12 月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成功拿下印度首个高铁订

单，预计未来日本对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国家直

接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国别来看，日本对南

亚直接投资中 95%以上都集中于印度，但近年来日

本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投资也出现

增长。相比之下，日本对中亚的直接投资无论是金

额还是项目数量都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

坦，且年均投资项目数在 5 件以内，波动也较大。

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直接投资产业格局

与日本在欧美的直接投资以非制造业为主不

同，长期以来，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确保资源、能源稳

定供应、开辟商品市场和扩大地区影响力等目的，日

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主要以制造业为主。据日

本银行统计，截至 2014 年底，日本在东南亚直接投

资中，对制造业的投资余额为 10． 46 万亿日元，占日

本对东南亚投资总额的 55． 50%，也占到日本制造

业投资总额的 16． 04%。而日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

更加集中在制造业，投资余额达到 1． 22 万亿日元，

占日本对印投资总额的 74． 84%。① 其中，运输设

备、电子设备和化学、医药类是日本对东南亚及印度

制造业投资最多的三个领域。与此同时，出于获取

中亚能源资源的动机，日本在中亚的直接投资主要

集中在矿业和运输业等非制造业领域。由于日本对

中亚直接投资的年均金额仅数亿日元，在日本整个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格局中所占分量极其微小。

近年来，日本对东南亚制造业直接投资增长迅

速，从 2005 年仅 4320 亿日元，到 2015 年达到 13347

亿日元，增长 2 倍多，并且约 90% 的投资都流向了

原东盟五国( 参见表 2 ) 。其原因主要有: ( 1 )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对外投资战略中，亚太地区的重

要性不断提升; ( 2 ) 中国各大城市工资成本不断上

升，而东南亚地区劳动力丰富且价格相对较低，有助

于日本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 3 ) 东盟已于 2015 年底

正式成立共同体，日本各界看好未来东盟大市场将

带来的商机。因此，近年来日本企业大量向东南亚

地区转移生产基地。目前，日本对东南亚制造业投

资存在两大趋势。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看

好新加坡的投资环境，将公司负责管理、协调亚太地

区生产与营销的亚太总部转移到新加坡。据调查，

目前在新加坡投资的日资企业中约 48． 6% 在新加

坡设有地区总部，有 28． 1% 的企业正考虑在该国设

立地区总部。② 另一方面，泰国由于地处东南亚核

心位置，已成为日本汽车、化工和钢铁制造业对亚洲

投资的重镇。此外，劳动力成本更低、继续享有人口

红利且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的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

吸引日本制造业企业投资方面的潜力也不断提升。

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JBIC) 2015 年底发布的《2015

年度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调查报告》显

示，日本制造业企业( 未来三年) 最有可能开展业务

的国家和地区中，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分别位于

第二位、第四位和第五位。③

与此同时，印度也日益成为日本制造业投资的

重点地区。2005 年日本制造业对印度直接投资仅

290 亿日元，2008 年则达到创纪录的 5115 亿日元，

此后虽大幅下降且波动较大( 参见表 2 ) ，但近几年

来印度已取代中国成为日本制造业企业眼中最具潜

力的投资对象国。据 JBIC 调查显示，未来三年日本

制造业企业最有可能开展业务的国家和地区中，印

度连续第二年高居榜首，并且其得票率自 2006 年开

始就一直保持在 40%以上。④ 日本制造业企业看好

印度的主要原因在于: ( 1 ) 印度市场的增长潜力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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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日本銀行:「対外直接投資残高( 地域別·業種別) 2014 年末」、日本銀行ホムペジ、2015 年 5 月 22 日。https: / /
www． boj． or． jp /statistics /br /bop_06 /dip2014． zip．
［日］JETＲO:「アジア大洋州地域における日系企業の地域統括機能調査報告書」、JETＲOホムペジ、2016 年 3 月 30
日。https: / /www． jetro． go． jp /ext_images /_Ｒeports /01 /82e6fec1ee87a71e /20150172． pdf．
［日］JBIC:「わが国製造業企業の海外事業展開に関する調査報告 － 2015 年度海外直接投資アンケート結果( 第 27
回) 」、JBICホムペジ、2015 年 12 月 3 日。http: / /www． jbic． go． jp /wp － content /uploads /press_ja /2015 /12 /45904 /
Japanese1． pdf．
同上。



大。印度一直被视为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在

2003 ～ 2010 年高速增长期间，印度平均经济增长率

高达 8． 3%。近年来，印度投资者信心日益增强，其

外部脆弱性也逐渐消退。据世界银行预计，2015 年

印度经济增长率为 7． 5%，2016 年将进一步增至

7． 8%。①( 2) 印度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

消费市场。印度人口众多，且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于

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和中国。( 3 ) 日印两国关系近年

来快速发展，双方对日企投资政策支持较大。2011

年日印两国签署了旨在促进两国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的经济合作协定。2014 年日印首脑举行会谈，决定

建立“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双方制定投资目

标，力争五年内使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和日企进入

印度数量增加一倍。

表 2 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 2005 ～ 2015 年)

( 单位: 亿日元)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新加坡 692 642 1020 300 567 2225 1400 － 1195 561 2078 4095

泰国 1328 2152 3001 1933 1235 1599 2211 2988 3469 3755 3143

印度尼西亚 1115 662 637 195 519 315 1487 2241 1596 1759 2539

马来西亚 350 3321 149 296 424 548 706 466 772 567 998

菲律宾 613 289 265 473 647 301 431 453 625 234 967

越南 202 437 478 745 452 345 854 1211 1818 1157 1443

文莱 1 8 87 43 5 － 1 2 21 41 13 13

柬埔寨 － － － 10 3 4 38 37 35 41 20

老挝 1 － 1 2 － 1 2 2 － 7 1

缅甸 20 39 － 5 － 2 － － 1 4 21 18 129

东南亚 4320 7551 5634 3995 3852 5336 7132 6226 8939 9631 13347

印度 290 474 1407 5115 729 1579 924 1473 1886 1291 － 2410

巴基斯坦 33 15 54 114 30 5 6 10 31 66 49

斯里兰卡 － 1 2 3 － 2 4 0 1 － － 1 1 3

孟加拉国 － 9 － 14 － 1 7 － 8 38 20 16 16 23

哈萨克斯坦 － － 1 － 1 4 2 4 4 6

资料来源: 日本銀行:「対外·対内直接投資( 地域別·業種別、暦年計) ( 2005 － 2015 年) 」。2014 ～ 2015 年数据源于日本

银行网站。https: / /www． boj． or． jp /statistics /br /bop_06 / index． htm / ． 2005 ～ 2013 年数据源于日本银行网站。https: / /www． boj．

or． jp /statistics /br /bop / index． htm / ．

三、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投资新动向

近年来，东南亚和南亚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

同时，以交通、能源为中心的基础设施需求也日益增

加，基建市场不断扩大。而中亚各国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缓慢，交通和物流问题对经济增长形成重大制

约。面对整个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高需求，

日本政府瞄准商机，将基础设施出口与投资作为

“经济成长战略”的重要支柱，积极争取“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的基建市场。
( 一) 提出“高质量”口号，助力基础设施投资

2015 年 5 月，日本政府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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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orld Bank，South Asia Economic Focus，Fall2015: Getting Prices Ｒight － － The Ｒecent Disinf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p28．



施伙伴关系”计划，宣布将在今后 5 年内向亚洲地

区各国提供 1100 亿美元援助，用于建设高质量的基

础设施。同时，日本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将利用日元

贷款修建的印度德里地铁和越南河内“日越友好

桥”等项目宣传为“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典型示

例。在同年 7 月举行的第七届日本与湄公河区域国

家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通过了今后三年日本与湄

公河各国的合作方针———《新东京战略 2015》。日

本表示，将向湄公河流域五国提供 7500 亿日元的政

府开发援助，并提出将基于此前发表的“高质量的

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与亚开行合作，推进湄公

河地区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在城市开发、能源、运
输、排水供水系统、农业和粮食产业、电信等各个领

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年 11 月 21 日，首相安倍

晋三又在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公布了“高质量的

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实施细则，提出今后日本将通

过国际协力机构( JICA) 、亚开行和国际协力银行

( JBIC) 等三条渠道，为亚洲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

求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畅通

融资渠道，2016 年初日本政府通过《国际协力银行

法》的修订案，计划放宽 JBIC 的投融资标准，解禁该

机构对亚洲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其中，将瞄准风险

虽高但收益也高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作为创

设新资金框架的支柱。2016 年 4 月，日本政府又宣

布，在 5 月日本主办的西方七国首脑峰会期间，邀请

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亚非

七国首脑参加扩大会议，并意图将“高质量的基础

设施投资”等问题作为重要议题。
( 二) 积极开展首脑推销，协助民间企业竞争

近年来，安倍晋三直接担任“首脑推销员”，在

出访外国和接待他国首脑访问时，都积极推销本国

新干线技术。2015 年 2 月和 3 月，日本分别邀请访

日的泰国临时政府总理巴育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试乘日本新干线。安倍在与巴育、佐科以及同年 5

月访日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举行会谈时，多次表

达了希望与东南亚各国加强基建合作、帮助相关国

家完善国内铁路建设、促进日本企业在当地投资的

愿望。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2015 年 2 月，日泰两

国签署备忘录，决定设立部长级的共同运营委员会，

日本将在包括曼谷至清迈在内的泰国全境铁路修建

中积极提供援助，并在提高货物运输效率等方面加

强合作。① 同年 11 月，日本与印尼签订了总额约

1400 亿日元的 3 个政府开发援助贷款项目，主要用

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城市高铁建设项目。②

在南亚，日本也高度重视投资交通、港口等重要

设施。早在 2013 年 5 月时任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期

间，安倍就宣布向印度提供 710 亿日元贷款，用于修

建印度西部城市孟买的地铁 3 号线。③ 日本还计划

在印度的德里 － 孟买工业走廊、钦奈 － 班加罗尔工

业走廊等基础设施项目中参与投资。2015 年 12

月，安倍访问印度，签署价值 150 亿美元的高铁协

议。首个连接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铁建设项目

将采用日本新干线方式。日本将向印度提供占项目

成本 81%的贷款，年利率低至 0． 1%，同时日本还将

提供车辆、线路和运行系统等技术援助。④ 此外，在

孟加拉国，日本积极向孟加拉湾产业带建设提供综

合性援助。从 2015 财年开始，日本每年向孟加拉国

提供超过 1000 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预计此后 4

～ 5 年内累计援助金额将达 6000 亿日元。日本还

大力援助连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到港口城市吉大

港、东南部玛塔巴瑞港口的建设项目。⑤

此外，在中亚，日本也展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势。

2015 年 10 月，安倍时隔九年再次访问中亚，并首次

遍访中亚五国。安倍此行不仅带领 50 家日本企业

和团体随同出访，还积极推销本国基建技术，在中亚

34

①

②

③

④

⑤

「日·タイ、鉄道や経済特区で連携確認 首脳会談」、『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2 月 9 日。
「インドネシアに対する円借款に関する交換公文の署名」、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2015 年 11 月 27 日。http: / /www．
mofa． go． jp /mofaj /press / release /press4_002703． html．
「インドに対する円借款に関する書簡の交換」、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2013 年 5 月 29 日。http: / /www． mofa． go． j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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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鉄道に関する日本国政府とインド共和国政府との間の協力覚書」、日本国土交通省ホームページ、2015 年 12 月 12
日。http: / /www． mlit． go． jp /common /001113197． pdf．
「バングラデシュに6000 億円、政府が供与 インフラ整備」、『日本経済新聞』2014 年 8 月 26 日。



各国参加了多场经济论坛，致力于宣传日本“高质

量的基础设施”，为日本企业争取订单。

四、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对华的

影响

( 一) 导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结构发生变化

日本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引起日本海外

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也影响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的发展。自 2013 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连续三

年大幅减少，从 2012 年的 73． 8 亿美元降至 32． 1 亿

美元，降幅高达 56． 5%。

日本对华投资减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首先，从日本对亚洲投资的地区结构来看，由于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

的重大转折，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收紧对外企的

税收优惠，导致中国对外企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中

国各大主要城市工资水平上涨，导致日本在华投资

企业成本上升。日本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而转向工

资水平更低的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日本非法

“购岛”损害中日政治关系，并进而导致中日双边经

济合作受到影响。因此，一部分日本制造业企业出

于规避风险和降低成本的目的，从中国撤离资本

并转而投资东南亚等国，日本对华投资出现减少

的动向。

图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趋势(2008 年 ～2015 年)

资 料 来 源: 中 国 商 务 部: 《利 用 外 资 统 计 ( 2008 －

2015) 》，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 / /www． mofcom． gov． cn /arti-

cle / tongjiziliao /v / ．

其次，从日本对亚洲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近年

来在对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以市场进入

为目的对东南亚金融保险业和批发零售业等非制造

业的日本投资也在不断扩大。日本对东南亚非制造

业投资在 2006 年仅 540 亿日元，2013 年则达到创

纪录的 14392 亿日元，此后虽有所下降，但 2015 年

投资额仍达到 10755 亿日元。其中，日本对东南亚在

金融保险业和批发零售业的直接投资分别占到日本对

该地区非制造业投资总额的 52． 03%和21． 20% ( 截至

2014 年底)。① 在日本对外投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情

况下，对华投资相对下降也在情理之中。

尽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由中国向东南亚

转移的趋势，但是中日合作的前景也并不让人悲观。

目前，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从低端向中高端的持续调

整，创新成为引领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与此同

时，中国经济正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

转变，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

拥有广阔的市场和雄厚的资金，而日本则拥有高端

技术与管理经验，两国在很多领域都存在进一步深

化合作的空间。据 2016 年 3 月中国商务部发布数

据显示，今年 1 ～ 2 月日本对华投资( 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不含金融业) 同比增长 14． 5%，其中投向服务

业领域的资金增多。由此可见，未来在高端制造业

和服务业等领域，日本对华投资仍然潜力巨大。

( 二) 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成较大压力

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不断增加投入，无

疑加大了中国西部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也对中国力

推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压力与竞争。如: 在中国

政府推动亚投行建设并正式公布“一带一路”倡议

后不久，日本政府就抛出 1100 亿美元的“高质量的

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意图抗衡亚投行。我们

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正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以“高品

质”、“信赖度”等作为口号，极力通过积极宣传日本

品牌的“高质量”，来凸显与中国产品的区别，并力

争以此为突破口，赢得对华竞争优势。

此外，近年来，日本采取首脑直接推销和企业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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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竞标的方式，与中国企业竞争亚太各国基建市场

订单，力争在未来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据更多的话语

权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如: 在东南亚方向，围绕该

地区各国的高铁建设计划，日本从上到下全力推销

本国新干线，极力抗衡中国高铁出口。除日本政府

官员积极赴各国游说外，日本各铁路公司和其他民

间企业联合组成“国际高速铁道协会”，力图举全国

之力，与中国及欧洲竞争高铁订单。早在 2014 年 8

月中旬，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太田昭宏访问马来西亚

时，东日本旅客铁道( JＲ 东日本) 和日立制作所等企

业的领导都随行出访并协助太田昭宏游说马方。为

争取高铁订单，JＲ 东日本不仅在新加坡设立了收集

情报的事务所，该公司副社长小县方树还在马来西

亚召开的铁道展示会上表示，“希望能够中标。”①在

2015 年与中国竞争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失利后，日本

转向积极投资印尼的港口设施。2016 年 4 月，日本

宣布与印尼政府就通过日元贷款建设印尼最大港口

( 丹戎不碌港) 进入最后协调阶段。该项目费用预

计达到 2000 亿日元，计划于 2019 年完工。② 2015

年底在日本拿到印度首个高铁订单前不久，中印刚

就铁路合作签署了行动方案。中铁总公司牵头的企

业联合体也赢得了对德里 － 孟买高铁线路的可行性

研究竞标。而在孟加拉国，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宣布，

将以优厚条款提供 80%的融资，用于在玛塔巴瑞港

口建设四个各 600 兆瓦的火力发电厂，以及一个港

口综合设施。③ 与此同时，中国正与孟加拉国就索

纳迪亚深水港项目展开谈判。由于这两个港口距离

较近，据孟加拉国规划部长穆斯塔法·卡马尔声称，

该国有意采纳日本计划，也因此有可能搁置与中国

的谈判。

五、结 语

近年，日本通过安保合作和经济援助，不断加

大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战略投入，积极发展与

他们的政治经济关系，同时日本也在谋求提高在

中亚的影响力。日本加速对东南亚、南亚的直接

投资，对中日经济关系形成一定影响，也导致中日

在地区、多边层面竞争加剧。但与此同时，中日两

国也面临着依托“一带一路”多边框架实现合作、

促进互信的重大机遇。

首先，中日可联手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日之间如果能

够加强合作，进一步优化区域合作框架，加速推动

ＲCEP、中日韩 FTA 等一体化组织的合作进程，不仅

有利于本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也有利于打造更加自

由、便利和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

其次，中 日 应 合 力 推 动 亚 太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目前，在资金、技术、人力等领域，中日任何一国都

难以独立填补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恶性

竞争只会导致两败俱伤。同时，基础设施的不足

又会对中日两国企业在该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形

成严重制约。因此，如果中日能够在完善基础设

施领域实现良性竞争和互利合作，则有可能获得

多层面的利益，如共同提高议价权、推动基建产品

出口、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带动旅游业

发展等。

再次，中日可通过合作融资来畅通融资渠道。

在金融领域，中国积极筹建的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

银行和丝路基金都已正式启动。而日本则多次提出

愿意推动亚投行和亚开行的合作融资。2016 年 3

月，亚开行总裁中尾武彦表示，正以合作融资为前提

推动亚开行与亚投行的合作。他还表示，亚开行在

亚洲设有 29 家事务所，便于了解当地情况，而亚投

行则暂时没有类似的事务所，因此双方可以开展互

补合作。④ 由此可见，在畅通融资渠道，开展融资合

作方面，中日合作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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