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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8 年 9 月 14 日 

把握中日关系改善新机遇 

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2018 年，中日关系延续去年改善势头，步入正常轨道。在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之际，双方高层互动频繁，民间交流

活跃。近日，围绕中日政经关系面临的新机遇、经贸合作的重点领

域及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等议题，“新时代中日韩经济发展合作趋向

研究”课题组召开专家研讨会，来自商务部、外交部以及中国社科

院、清华大学、国经中心的知名专家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主要观点如下。 

一、中日政经关系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 

由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规则片面强调资源利用的效率，无法通

过自身制度变革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现行全球化规则正面临重新抉

择，美国、欧洲大陆和中国对现行的全球经济体系有着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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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应抓住机遇构建双边关系的新起点和新方向。 

（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符合中日共同利益。商务部亚洲司原

司长吕克俭认为，在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

势下，中日可以合作应对全球化发展遭遇的严峻挑战。中日两国都

是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者，双方应用好以经促政、以民

促官等方法，维护中日关系改善的良好势头。外交部亚洲司处长张

沛霖认为，日方总体政策是维持日美同盟，但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

“美国优先”的现行政策对日美同盟提出了挑战，日本因此需要改

善中日关系，突破现有困境。 

（二）经贸合作仍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社科院日本研究

所经济室主任徐梅认为，2017 年以来中日经贸关系全面回暖。根

据日方统计，2018 年上半年日本对华出口增长 14.3%，自华进口增

长 6.4%；日本对华投资企稳回暖，2018 年 1－7 月对华投资 25 亿

美元，占外国对华投资的 3.3%，按国别排序仅次于新加坡。中国

企业对日投资也非常活跃，中兴、美的、苏宁、比亚迪等企业先后

进入日本市场。今年上半年赴日旅游人数达 405.6 万人次，增长

23.6%。 

（三）中日合作能够为日本经济注入新动力。国经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认为，日本经济现在缺乏活力，需要通过跟中国合作，

利用中国的活力、中国的需求和中国的动力，使日本经济焕发出新

动力。随着中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推进，中国先进制造业逐渐走向

全球产业链高端，甚至与日本和德国形成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应与日本和德国建立战略互信，把日本和德国变成中国现代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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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合作者，抓住目前的发展机遇期至关重要。张沛霖认为，日本

政府和社会各界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态势不可阻挡，需要

继续和中国进行合作才能够实现自身发展。安倍政府无论是要达成

其经济进一步复苏和发展的目标，还是稳固政权，都需要跟中国合

作。 

（四）中日两国需要通过合作解决地缘政治问题。张沛霖认为，

去年朝鲜半岛形势发生变化，日本一直谋求在朝鲜问题上提高自身

存在感，因此对中国的需要正在上升。在东海问题上，中日双方已

经启动了海空联络机制，有利于防止海上发生严重事态、管控东海

局势；双方已经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在合适的条件下可能重

启进一步协商。 

二、通过重点领域合作把握未来发展新机遇 

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确定了中日经贸合作的六大领域，包括节能

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和医疗养老，这

六个领域将成为中日之间下一步合作的重点领域。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日本对华

投资和贸易也会相应出现结构调整，很多领域呈现出新趋势、新特

点。另外，去年以来，日本政要频繁表示对“一带一路”合作的积

极态度，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愿望。今年上半年李克强总理访日时，

中日双方已经就第三方市场合作签署备忘录，建立了合作机制。 

（一）继续推进中日节能环保合作。吕克俭认为，我国非常重

视环境保护，目前中日之间设有节能环保综合论坛，每次都有上千

人参加。要利用好类似的平台，把绿色发展的现实需求落地，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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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日节能环保合作。徐梅认为，今年中日环境部门已经就大气

污染、普及生活排水净化槽等方面合作进行了初步探讨，未来中日

节能环保合作还将继续向前推进。 

（二）制造业逐渐迈向产业链高端。徐梅认为，最近中日就统

一新一代电动汽车充电标准达成协议，中日联手掌握标准之后，将

会占有未来汽车充电市场 90%的份额。中日制造业合作仍有广阔空

间，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三）财政金融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张沛霖认为，李克强总理

访日时，双方已经就本币互换协议、在东京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和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达成共识，中日双方在金融

合作上成果丰富。徐梅认为，今年三菱东京日联银行首次发行了人

民币计价的熊猫债，预计其他银行也会陆续跟进，中日财金领域合

作空间广阔。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合作新机遇。吕克俭认为，未来旅

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产业仍将快速发展。日本早于中

国 2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两国养老产业合作潜力巨大，每年赴日

医疗旅游的游客已经达到 30 多万人次，双方的医疗产业集团也正

在探索一些新的合作模式。徐梅认为，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

人口老龄化加剧，对机器人的需求会不断增长，日本最大的机器人

企业发那科去年对华出口增长明显，两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合作前景

较好。 

（五）教育培训市场广阔。吕克俭认为，目前中国 80 后和 90

后已经开始为人父母，这个群体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训。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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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日本现有 80 万华人华侨，但是日本的华人学校非常少，未

来教育产业市场广阔。张沛霖认为，在日华人华侨为子女的教育考

虑需要正规的中文学校，这方面的需求很大。 

（六）进一步促进地方交流合作。吕克俭认为，两国地方政府

间、地方企业间经贸交流和合作正在务实开展，这是以民促官、以

经促政的重要环节，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参加的中日省长知事论坛

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七）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张

沛霖认为，在“一带一路”合作中，第三方市场合作代表了双方利

益的交汇点，是双方所能达成的最大公约数。吕克俭认为，以经济

产业省和日本经团联为代表的日本经济界对参与“一带一路”非常

积极，但是外务省对大国关系顾虑较多，对参与“一带一路”的态

度不太明朗。日本政府已经拨出专项资金支持日本企业参与“一带

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越来越多的日企表示出对第三方市场合作

的兴趣。徐梅认为，今年年初，伊藤忠商事开始借助中欧货运班列，

将日本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运往欧洲，再从欧洲运回汽车、婴

儿奶粉和食品等，这标志着日本企业正式开启了参与“一带一路”

的试点工作。今年 5 月，日本通运公司也紧随其后启动了类似服务。 

三、诸多不稳定因素仍然阻碍中日经贸关系持续改善 

专家指出，近期日方释放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但是安倍政

府仍有摇摆心态，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另外，台湾问题、历史

问题等并未妥善解决，仍然是阻碍中日经贸关系持续改善的不稳定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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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修宪增添不确定性。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认为，无

论是制造中国威胁论，还是单方面宣布访华日期，安倍政府的目的

都是为了给筹划已久的修宪添加筹码。刘江永建议，中国要认清其

本质，在外交运作上避免给其增加修宪的资本。 

（二）日本对华仍有提防心理。刘江永认为，近期日本产经新

闻报道，日本政府决定在中国两家电信公司中兴和华为的问题上与

美澳保持一致，也即基于安全保障的考虑，将两家中国公司排除在

政府采购投标企业之外，中国要对日本政府这种做法提高警惕。另

外，在台湾问题上，安倍的胞弟岸信夫刚刚率代表团赴台会见蔡英

文；与此相呼应，陈水扁近期也对外发言，声称台湾要比重视美国

更加重视日本，这是国际空间受到挤压的蔡英文政府和日本右翼亲

台政权形成合力的结果。这是日本两边下注的做法，中国要对这些

动向予以密切关注。 

（三）历史问题仍然困扰中日关系。张沛霖认为，安倍政府相

当保守，在历史问题上不能对其有过高期望。刘江永认为，10 月

正值日本秋季大祭，安倍有可能再次以个人名义向靖国神社献上祭

品，对类似问题中国不可姑息，该抗议的要抗议，该报道的要报道，

以明确中国的原则和底线。 

（“新时代中日韩经济发展合作趋向研究”课题组 

执笔：李浩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