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对中日经贸关系的

影响与合作契机

徐　梅

　　摘　要：２０２０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和扩散，给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

带来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给中国、日本各自经济以及双边经贸关系造成冲击。中日

两国之间出现产业供应链断裂、贸易显著下滑等动向，日本制造业“去中国化”倾向也再

次成为关注点。面对严峻复杂的新形势，同为东亚地区大国的中国与日本，迫切需要加

强疫情防控合作，将疫情引发的危机转化为新的合作契机，共同维护产业链和粮食安全

以及金融、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加强两国地方之间的合作，支援企业渡过难关，携手推

动东亚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一体化进程，并着眼于未来，推动构建常态化的区域性公

共卫生安全、产业链安全等合作机制，带动本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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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袭中国并迅速蔓延。随着疫情在

世界范围扩散以及各地防控措施不断升级，全球进入罕见的封闭与隔离

状态，产业链遭遇 前 所 未 有 的 重 创，世 界 经 济 陷 入 衰 退 之 势。在 此 形 势

下，中国和日本各自国内经济、中日经贸关系也受到严重冲击，两国面临

新的挑战与合作 契 机，有 必 要 加 强 疫 情 防 控 合 作，进 一 步 深 化 双 边 经 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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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推动构建常 态 化 的 区 域 性 合 作 机 制，共 同 维 护 和 促 进 东 亚 地 区 经

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一、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现状

　　贸易和投资，是 中 日 经 贸 关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内 容，也 是 受 新 冠 疫 情 影

响较大的领域。２０１２年“钓鱼岛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显著恶化，双 方

经贸关系亦连续多年处于低迷状况。２０１７年春季以来，随着中日关系重

回正常轨道，两国经贸合作日益回暖。

（一）中日贸易

据日本方面统计，２０１９年中日贸易额为３０３８．９亿美元，在日本对外

贸易总额中占２１．３％，其中对华出口额为１３４７．１亿美元，在其总出口额

中占１９．１％，对华进口额为１６９１．８亿美元，在其总进口额中占２３．５％，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及重要的进口和出口对象国（参见表１）。据

中国方面统计，中日贸易额在２０１８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中 占７．１％，对

日出口额在中国总出口额中占５．９％，对日进口额在中国总进口额中占

８．５％，与２０１０年相比均有所降低。日本居于中国前五大贸易伙伴及进

口和出口对象国之列。① 可见，相对于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而言，中国对

日贸易的依存度较低并有下降之势。随着中国不断开放国内市场、安倍

政府大力促进农产品等出口、日本企业越来越注重现地销售以及收缩在

华家电、日用 品 等 生 产，２０１５年 以 来 中 国 对 日 货 物 贸 易 逆 差 呈 现 增 加

态势。

从货物贸易的商 品 结 构 来 看，日 本 对 华 出 口 是 以 机 械、运 输 等 设 备

及化学、原材 料 等 制 品 为 主，其 中 机 械 设 备 类 产 品 所 占 比 重 超 过 一 半。

日本对华进 口 是 以 机 械 设 备 及 原 材 料 制 品、纺 织 品 等 为 主。②机 械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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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原材料制品是 中 日 贸 易 往 来 的 主 要 产 品，两 国 间 的 产 业 内 贸 易 达 到

一定程度。

表１　近五年日本对华货物贸易发展状况

（单位：亿美元）

年
日本对华货物

贸易额

日本对华货物

出口额

日本对华货物

进口额

日本对华货物

贸易收支额

２０１５　 ２６９９．４（２１．２） １０９２．７（１７．５） １６０６．７（２４．８） －５１４　

２０１６　 ２７０３．１（２１．６） １１３８．７（１７．７） １５６４．４（２５．８） －４２５．７

２０１７　 ２９６９．１（２１．７） １３２６．５（１９．０） １６４２．６（２４．５） －３１６．０

２０１８　 ３１７４．４（２１．４） １４３９．２（１９．５） １７３５．２（２３．２） －２９６．０

２０１９　 ３０３８．９（２１．３） １３４７．１（１９．１） １６９１．８（２３．５） －３４４．７

　　注：（）内为日本对华货物贸易额在日本对外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日 本 貿 易 振 興 機 構「日 本 の 月 次 貿 易 動 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ｅｔｒｏ．ｇｏ．ｊｐ／

ｗｏｒｌｄ／ｊａｐａｎ／ｓｔａｔｓ／ｔｒａｄｅ［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大陆赴日游客持续增长。２０１９年访日外国游

客共达３１８８万人次，其中中国大陆游客占３０．１％，在日消费额为１．８万

亿日元，在外国游客在日消费总额中占３７．５％，居于首位。① 日本政府多

次放宽对中国大 陆 游 客 的 签 证 限 制，原 计 划 借 助２０２０年 东 京 奥 运 会 之

机，进一步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游客，并设立达到４０００万人次的目

标。中国人赴日旅 游 及 在 日 消 费，不 仅 促 进 了 日 本 旅 游 业 的 发 展，也 带

动了交通运输、住宿餐饮、休闲娱乐、零售百货以及体检医疗等行业的发

展，对提振日本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中日投资

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动关系。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 末，中 国 实 行 改 革

开放政策后，中日贸易迅速扩大，推动了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

日本对华投资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来源，也带动了日本对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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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出口以及“逆进口”。２０１８年日本对华直接投

资实际投入额为３８．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６．５％，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

投入总额中占２．８％。２０１９年日本对华投资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前１０个

月的实际投入额超过２０１７年全年金额，所占比重亦有所回升（参见表２）。

表２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状况

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实际投入额（亿美元）
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

投入额中所占比重（％）

２０１２　 ７３．８　 ６．６

２０１３　 ７０．６　 ６．０

２０１４　 ４３．３　 ３．６

２０１５　 ３２．１　 ２．５

２０１６　 ３１．１　 ２．５

２０１７　 ３２．７　 ２．５

２０１８　 ３８．１　 ２．８

２０１９年１－１０月 ３３．３　 ３．０

　　资料来源：中国投资指南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ｄｉ．ｇｏｖ．ｃｎ．

　　从投资累计额来看，日本在２０１５年成为首个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

累计额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从海外企业法人数来看，无论制造业还是

服务业，目前日本 在 华 数 量 最 多，中 国 是 日 本 企 业 十 分 重 要 的 生 产 基 地

和销售市场。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中国企业实力增强，开始对日进行投资并呈扩大

态势，投资结构逐渐多元和优化。目前中兴、华为、苏宁、美的、阿里巴巴

等中国知名企业已陆续进入日本市场，中日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从日

本企业单向对华投资逐渐转向双向流动。由于中国对日投资起步较晚，

规模显著低 于 日 本 对 华 投 资，这 也 意 味 着 未 来 存 在 较 大 发 展 潜 力。此

外，中日两国在金融财政、能源环保、养老社保、科技文化等领域 也 进 行

了一些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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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冠疫情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

　　此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引发２０２０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也打乱

了经济社会秩序 及 原 有 计 划，其 影 响 广 泛。由 于 中 日 两 国 一 衣 带 水，经

贸往来密切，疫情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产业供应链断裂

在中日货物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中间产品。２０１７年日本对华中间

产品出口额在其中间产品出口总额中占２４．７％，自华中间产品进口额在

日本中间产品进口总额中占２１．１％。其中，中日之间的汽车、电 子 等 零

部件贸易相互依存较大。２０１９年在日本汽车零部件的进口中，约有３７％

来自中国，日系汽 车 在 华 销 量 仅 次 于 美 国 和 日 本 本 土，占 其 全 球 汽 车 销

量的１８％；在日本电子零部件的出口中，约有３５％面向中国，进口中约有

１９％来自中国。①

当中国暴发第一 波 疫 情 时，中 日 两 国 的 汽 车、电 子 等 产 业 链 均 受 到

影响，一些企业因 原 材 料、零 部 件 供 应 中 断 而 减 产 或 停 产。随 着 疫 情 在

全球扩散，供应链 问 题 趋 向 复 杂 化。第 二 季 度，中 国 虽 然 基 本 控 制 了 疫

情，但日美欧等地 相 继 进 入 疫 情 高 峰。受 外 部 环 境 制 约，中 国 依 赖 进 口

的部分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生产设备等环节不畅，影响复产及经济复苏

的进度，实体经济的全面恢复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而率先控制住

疫情的中国，所面 临 的 更 大 问 题 是 缺 少 订 单 和 需 求。可 见，中 日 两 国 因

疫情所处波段不 同、产 业 链 遭 到 破 坏，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生 产 和 消 费

的发展，同时也意 味 着 中 日 双 方 需 要 加 强 合 作，共 同 修 复 和 打 造 产 业 链

的韧性。

（二）中日贸易显著下滑

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在中国集中暴发，日本 对 华 贸 易 所 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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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其 总 体 对 外 贸 易。由 于 疫 情 高 峰 时 中 国 国 内 基 本

上停工停产，一些产业的供应链断裂；数亿人闭门不出，消费急 剧 萎 缩；

交通物流受阻，空运船运大幅减少，贸易量骤降。１－２月份，日本对华货

物出口额同比下降了３．２％，比总体出口的降幅高出１．４个百分点；对华

货物进口额下降了２２．５％，比总体进口的降幅高出１４．２个百分点。①

疫情也给中日服务贸易造成重创。以旅游业为例，中国是日本外国

游客的重要来源地。随着国际航班大量停运，国家和地区之间入境限制

增多，大陆赴 日 游 客 人 数 急 剧 下 降，波 及 吃 住 行 相 关 的 行 业、购 物 等 消

费。疫情也导致中 日 间 商 务 往 来、中 国 对 日 劳 务 输 出 等 受 阻，仅 农 业 领

域就有约１２００人的中国技能实习生无法入境，日本国内出现了春耕时节

劳动力不足、中小企业用工荒等现象。② 根据世界 贸 易 组 织（ＷＴＯ）于４

月８日发布的 最 新 报 告，２０２０年 世 界 贸 易 因 受 新 冠 疫 情 影 响 而 将 下 降

１３％－３２％。③ＩＭＦ的预测值幅度较宽，表明存在较多不确定性，由此也

可预估全年中日贸易形势不乐观。

（三）日本制造业生产“去中国化”倾向持续

在中国经济减速、老 龄 化 快 速 发 展、劳 动 力 和 环 境 等 成 本 上 升 以 及

中美贸易摩擦的背 景 下，日 本 制 造 业 已 出 现“去 中 国 化”倾 向。据《日 本

经济新闻》在２０１９年９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特朗普政府对华商品大范

围加征关税，致使日本企业约有１／４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有的企

业开始转移直接受到加征关税影响而收益下降的生产，以降低成本和规

避风险。日企对 华 投 资 预 期 也 受 到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的 影 响。据 日 本 国 际

协力银行在２０１９年针对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进行的调查显示，作为

未来三年中期投 资 对 象，在２０１８年 调 查 中 尚 居 首 位 的 中 国 已 让 位 于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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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本貿易振 興 機 構：「日 本 の 月 次 貿 易 動 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ｅｔｒｏ．ｇｏ．ｊｐ／ｗｏｒｌｄ／ｊａｐ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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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生产成本较低的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则成为

日企从中国转移生产和增加投资的目标对象。①

新冠疫情的 突 如 其 来 及 其 引 发 的 产 业 供 应 链 问 题，使 日 本 制 造 业

“去中国化”倾向 再 次 受 到 热 议。在 最 近 安 倍 政 府 为 应 对 疫 情 而 公 布 的

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中，部分资金的用途涉及协助日本企业将生产迁移

回国或推进海外供应链多元化。目前来看，日本政府此举的目的主要在

于增强自身的产业供给 能 力 和 主 动 性。由 于 疫 情 对 产 业 链 的 影 响 十 分

广泛，引发了一些 国 家 和 地 区 对 产 业 链 布 局 的 重 新 认 识 和 思 考，预 计 疫

后全球产业链将会 出 现 一 次 大 调 整 和 结 构 优 化。作 为“世 界 工 厂”的 中

国，在产业链的调整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对此，中国也不必过虑，制

造业生产的迁移 需 要 条 件 和 时 间，具 体 到 民 间 企 业 的 落 实，主 要 取 决 于

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综合考量。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改

革开放政策落地，日 本 企 业 对 华 期 待 正 在 发 生 变 化，自 身 也 需 要 进 行 相

应的结构调整，以顺应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

（四）东亚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增大

随着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

区意识到美国无法成为可以依靠的对象，客观上增强了推进区域合作的

动力。２０１９年发展相对缓慢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积极动向，谈判

持续多年的“区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在１１月 份 取 得 明 显 进 展，１５

个成员国结束了所有文本谈判以及实质完成有关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

同年１２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表示，将推动早日签署ＲＣＥＰ，加快推进中

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经济。

在新冠疫情暴发和大范围蔓延的严峻形势下，东亚区域合作的必要

性进一步上升。由 于 新 冠 肺 炎 的 传 染 性 强，扩 散 迅 速，而 且 存 在 无 症 状

感染者，任何一国 或 地 区 很 难 凭 一 己 之 力 阻 断 和 防 控 疫 情。同 时，疫 情

导致产业供应链 断 裂，世 界 贸 易 和 世 界 经 济 大 幅 下 滑，各 国 和 地 区 只 有

３１１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① 日本国際協力銀行業務企画調査部：「２０１９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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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２頁。



加强合作，才能有 效 应 对 疫 情，尽 快 摆 脱 经 济 衰 退。中 国 与 日 本 同 为 东

亚大国，肩负促进 本 地 区 发 展 之 重 任，在 重 大 危 机 面 前 更 加 需 要 携 手 合

作，共同抗击来势凶猛的疫情，维护地区产业链的接续性，促进地区经济

恢复正常化。

　　三、新冠疫情背景下中日合作新契机

　　此次新冠疫情的暴发，是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的一次大考，充分反映了邻国之间以及区域合作的重要性。

（一）中日加强经贸合作的需求上升

在全球政治经济 秩 序 深 度 调 整、地 缘 风 险 上 升、美 国 贸 易 保 护 趋 势

增强、国际金融环境日趋复杂的形势下，新冠疫情的突发及扩散，致使全

球产业供应链断裂，企业生产和利润下降，失业人口激增，股价、油 价 大

跌，居民财富缩水，众多人口闭门不出，消费骤减，各国经济活动 显 著 放

缓甚至停滞。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２０２０年世界经

济的增长预期从此 前 的 正 增 长 被 大 幅 下 调 至－３％，日 本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为－５．２％，中国经济预期为１．２％。① 可见，疫情也给中日两国各自经济

造成重大冲击，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需要加强中日合作，共克时艰。

特别是日本经济在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已现负增长，如今步入了技术性

衰退。据２０２０年３月上旬日本针对国内近５０００家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２月份销售额同比减少的企业数量占比为６８％，其中住宿、餐饮、交

通运输行业的降幅较大，中小企业所受冲击更为显著，主要反映在订单、

销售、客流减少等方面。②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给日本造

成经济损失，原本 欲 借 奥 运 之 机 提 振 国 内 经 济 的 安 倍 政 府，不 得 不 面 对

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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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对象，中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

战略级市场。首先，中国市场规模庞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日本高质

量产品的需求潜力大。中国改革开放后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ＧＤＰ规

模已稳居世界第二，中产阶层人群日益扩大，未来的消费潜力巨大，加之

基础设施相对完 备，产 业 门 类 齐 全，仍 是 外 资 企 业 难 以 替 代 的 生 产 和 销

售市场。

其次，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为中日 合 作 释 放 新 的 空 间。２０１８年

以来，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大开放力度，如 在 汽

车领域分阶段开 放 国 内 市 场，进 一 步 放 宽 外 资 股 比 限 制，五 年 后 取 消 所

有限制；实施和缩减负面清单，在２０１８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基础上，

２０１９年版清单进一步压缩了条款数量；深化金融业开放，提前取消证券、

寿险等外资股比 限 制，股 票 市 场 被 纳 入 多 个 全 球 指 数，外 资 企 业 可 以 进

一步融入中国金融市场。

第三，中国进一 步 改 善 自 身 经 济 结 构，加 快 市 场 化 进 程。在 中 美 贸

易摩擦和谈判中，美 国 对 华 的 主 要 诉 求 之 一 是 实 施“结 构 性 改 革”，减 少

非关税壁垒，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农业市场，增加购买美国商品 和 服 务，

减少对美货物贸 易 顺 差，并 提 高 人 民 币 汇 率 市 场 化 水 平，强 化 知 识 产 权

保护，完善相关执行机制等。这些诉求虽然反映了美国对华博弈的策略

和偏见，但也在客 观 上 推 动 中 国 进 一 步 改 进 制 度 建 设 中 的 不 足，完 善 营

商环境。譬如，在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中，涉及商业秘密保护、与药品

相关的知识产权、专利有效期延长、地理标识、打击电子商务平台盗版和

假冒产品、打击商 标 恶 意 注 册 以 及 加 强 知 识 产 权 司 法 执 行 等 内 容，这 些

也符合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

总之，中国加快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商业环境，有利于吸引包括日企

在内的跨国企业 进 入 中 国，促 进 国 际 经 贸 合 作 在 广 度 和 深 度 上 的 拓 展，

中日两国也将面临更多的合作机遇。

（二）疫情背景下中日合作新契机

疫情给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同时也带来新的课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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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遇。面 对 新 的 形 势，中 国 与 日 本 有 必 要 在 以 下 方 面 推 动 和 加 强

合作。

１．应对突发的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暴发疫情后，日本社会各界向中国捐赠了口罩、护目镜、防护服

等防护用品，安倍首相还号召国会议员从工资中扣除５０００日元用以捐助

中国，日本企业也积极支持中国抗 疫，如 日 立（中 国）公 司 捐 款、捐 赠ＣＴ

设备。除了物质上的支援外，日本“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等捐赠语温暖了

无数的中国人，成 为 中 日 两 国 共 同 抗 击 疫 情、守 望 相 助 的 真 实 写 照。随

着中国疫情缓解、日 本 防 控 升 级，中 国 也 开 始 向 日 本 支 援 核 酸 检 测 试 剂

盒、口罩、防护服等用品。两国间的良性互动，使国民感受到中日之间沟

通与合作的重要性。

面对残酷的疫情 及 其 带 来 的 不 确 定 性，中 日 之 间、各 地 区 及 国 际 社

会迫切需要加强 在 卫 生 医 疗 领 域 的 合 作，如 建 立 防 疫 负 责 人 对 话 机 制，

保持有关信息的 透 明 和 沟 通；积 极 开 展 工 作 层 面 的 合 作，如 提 供 抗 疫 物

资、分享社区防范、防止外输等经验；开展远程医疗合作，共建互 联 网 信

息平台，及时共享远程防疫数据信息；相互交流有关临床诊疗方案，联合

研发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苖和特效药等。

２．维护产业链安全与促进新业态合作

当前，众多国家和 地 区 在 防 控 新 冠 疫 情 的 同 时，也 在 尽 力 恢 复 产 业

供应链的正常化，扩 大 生 产 和 消 费，以 防 止 经 济 持 续 下 滑 及 可 能 出 现 的

社会问题。在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产业链的完整性需要多国和地区的

协作，而处于链条重 要 位 置 的 中 国 与 日 本 有 必 要 率 先 合 作，接 续“断 链”

环节，促进本地区 的 生 产、经 济 社 会 有 序 运 转。在 东 亚，韩 国、部 分 东 南

亚国家也是产业 链 的 重 要 参 与 者，如 韩 国 从 中 国、日 本 进 口 大 量 中 间 产

品，疫情中韩国汽 车 企 业 因 无 法 从 日 本、中 国 进 口 部 分 零 部 件 而 停 产 或

减产。新加坡、马来 西 亚 是 东 亚 及 全 球 半 导 体 产 业 供 应 链 的 重 要 一 环，

主要生产和出口封测、存储器等产品，如果这一环节出现问题，也会联动

相关产品的市场供求关系。

６１１

东北亚学刊



可见，产业 链 问 题 牵 涉 各 国 利 益。此 次 疫 情 带 给 我 们 一 个 重 要 启

示：着眼于长远，构建区域性的产业链安全评估、风险预警、信息 交 流 与

协作机制，着力打造安全、稳定、开放有序的产业生态环境，以规 避 和 降

低风险。另外，值得 关 注 的 是，每 一 次 重 大 危 机 都 会 成 为 人 类 变 革 的 加

速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商业模式的转变，催生新

的业态。新冠疫情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全球越来越多的机

构和企业开始居 家 线 上 办 公，以 减 少 人 员 接 触 和 交 叉 感 染。产 业、经 济

发展的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等趋势加强，其中也酝酿着新的 机 遇，中

日两国不妨携手探索新业态合作。

３．维护金融、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和粮食安全

疫情重创了金融 市 场 的 信 心，全 球 股 市 震 荡 下 跌，美 国 股 市 一 个 月

内多次触发“熔断”机制。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金融市场波动如果持续

下去，有可能演变 为 金 融 危 机。为 此，中 日 两 国 需 要 加 强 宏 观 政 策 沟 通

与协调，扩大货币 互 换 规 模，在 为 实 体 经 济 创 造 良 好 融 资 环 境 等 方 面 加

强沟通与交流，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减少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同时，中

国与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两个外国买家，并交替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

外国持有者。中国还是日本国债的主要外国投资者，在维护地区及全球

国债市场稳定方面，中日存在合作空间。

在全球能源需求和能源进口中，中日两国均位居前列。随着疫情之

下经济活动显著放缓，油气等需求大幅减少，能源价格、大宗商品交易剧

烈波动，中日有必 要 在 维 护 能 源 价 格、保 障 能 源 安 全 方 面 加 强 交 流 与 合

作。农产品价格也是衡量和 影 响 很 多 国 家 和 地 区 经 济 安 全 的 一 项 重 要

指标。在农业病虫 灾 害 增 多、疫 情 导 致 物 流 不 畅、农 业 耕 作 人 手 不 足 的

形势下，２０２０年３月下旬以来，越南、俄罗斯等国宣布限制粮食出口，国

际市场粮价出现波动，粮食安全问题再度成为热点。日本是粮食自给率

较低的国家，中国是人口大国，对粮食的需求较大，双方可以考虑在粮食

等农业信息、良种培育、农业技术经验、农产品贸易、国际粮食市 场 风 险

评估和预警 等 方 面 加 强 交 流 与 协 作，构 建 有 利 于 保 障 粮 食 安 全 的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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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４．促进中日地方间的合作及企业顺畅运营

在至今的抗疫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有关中日两国地方间的友好合作

事例。譬如，江苏省无锡市与爱知县丰川市是中日友好城市，２月初当中

国处于疫情困境之时，丰川市向无锡市新吴区捐赠了４５００只口罩、防护

服等用品，及时帮助当地缓解防疫物资紧缺的状况。３月下旬，中国国内

疫情基本得到控 制，而 日 本 显 现 暴 发 之 势，在 得 知 丰 川 市 口 罩 库 存 不 足

的消息后，无锡市紧急筹集５万只口罩支援对方。再如，辽宁省大连市政

府向日本和歌山县捐赠医用口罩、防护服、手套、消毒液等用品，用 以 发

放到县内医疗机构、养老院和学校。

通过这类合作，中 日 民 间 切 实 体 会 到 雪 中 送 炭、守 望 相 助 的 深 刻 内

涵，有利于促进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由于各个地方具有不同的特色和

优势，中日两国地 方 之 间 的 合 作 存 在 较 大 空 间，也 具 有 更 大 的 务 实 性 和

灵活性。当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大量企业的生产和利润骤降，尤其中

小企业因规模小、抵 御 风 险 能 力 弱 而 破 产 数 量 增 多，失 业 人 员 激 增。在

近期中日两国各自为应对疫情而出台的刺激经济方案中，均涉及有关支

援中小企业的内容。在增强企业资金链的接续性、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获

得性、减少失业 等 方 面，两 国 地 方 政 府 之 间 也 可 加 强 交 流 与 合 作。２０２０

年东京奥运会被 延 期 一 年，为 此 日 本 蒙 受 了 一 定 损 失，也 将 承 受 疫 情 不

确定带来的压力。作为东京的友好城市北京，可尽力支持和协助东京明

年举办奥运。

５．推动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疫情持续扩散的情况下，２月到４月初，东亚地区先后召开了东盟

与中日韩卫生发 展 高 官 视 频 会 议、中 日 韩 新 冠 肺 炎 问 题 外 长 视 频 会 议、

“１０＋３”新冠肺炎问 题 卫 生 部 长 视 频 会 议，就 应 对 新 冠 疫 情 进 行 了 沟 通

和交流。４月１４日，通过视频方式召开了“１０＋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

导人特别会议，并 达 成 共 识。今 后 东 亚 各 国 和 地 区 将 加 强 合 作，共 同 防

控和应对新冠疫 情，密 切 区 域 金 融 合 作，增 强 区 域 产 业 链 及 经 济 的 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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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韧性。着眼于未来，东亚各国和地区有必要借此契机推进区域各类

制度性合作，如构建公共卫生交流与合作机制，由此带动区域旅游、医疗

康养等民生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创建自由贸易区，提高贸易

投资的便利化，促进地区的经贸发展。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１／３，并率先控

制住国内疫情，无 论 在 疫 情 防 控 还 是 在 疫 后 经 济 复 苏 方 面，可 发 挥 更 加

积极的作用。首先，中 国 需 稳 住 国 内 经 济，深 挖 内 需，刺 激 消 费，使 中 国

经济成为疫情下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其次，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国

内营商环境。对于 在 疫 情 中 暴 露 出 的 问 题，需 要 总 结 和 改 进 不 足，如 一

些在华日资企业 反 映，各 地 为 应 对 疫 情 而 出 台 的 措 施 难 以 预 料，而 且 经

常不一致甚 至 相 互 冲 突，阻 碍 了 境 内 人 员 和 商 品 的 流 动 以 及 生 产 的 恢

复。提高政府治理 能 力 和 水 平、优 化 商 业 环 境，仍 是 今 后 中 国 将 面 对 的

一个重要课题。

在截稿之时，新冠 疫 情 仍 在 持 续，其 对 各 国 和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的 实 际

影响，还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发展程度，各国政府已出台的宏观经济

政策效果，尚难全 面 评 估。目 前 可 以 断 言 的 是，在 充 满 风 险 和 挑 战 的 新

形势之下，中日两 国 需 要 从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高 度，积 极 开 展 疫 情

防控合作，将危机转化为发展契机，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双边合作，共同促

进东亚地区经济的复苏和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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