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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如：纵观 2020 年，中日经
贸关系在疫情中彰显韧性。在日本
对外贸易整体大幅下降的背景下，
日本对华出口逆势增长，对华进口
较日本进口整体下降幅度更小。中
国在日本对外贸易出口总额和进口
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有所上升。中
国时隔2年再次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
对象国，并继续保持自 2002 年以来
的日本第一大进口对象国，显示出
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具体来看，在供需两面相互作
用下，中日经贸联系更加紧密。在
供给面，2020 年，虽然日本对华进
口总额较上年有所下降，但是纺织
原料及制品、计算机和音像设备及
零附件等的进口额仍然保持增长，

对华依存度都非常高。在需求面，
中国市场为日本企业出口提供机会。
一方面，中国国内生产恢复，对于原
料、零部件和设备的需求增加；另一
方面，中国国内消费扩大，市场潜力
发挥作用，对汽车等产品的消费需求
在增加。同时，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化
发展，日本通过提供中间产品等方式

进一步嵌入价值链。
周永生：2020 年中日贸易额延

续了近年的增长态势。中日地理相
近，经济互补性强，加之东亚经济
整体活力较强，使两国长期保持了
深度广泛的经济合作和大规模的贸
易额，中国连续十余年是日本第一
大贸易国。2017 年以后，中日贸易

规模出现快速回升势头。2020 年，
在疫情压力下，中日贸易额仍实现
同比增长1.2%。

2020 年 11 月，《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 签署，中
日以此为平台建立了新的自贸伙伴
关系。过去几年，美国政府奉行所
谓“美国优先”政策，实施单边主
义贸易政策，作为其盟友的日本也
受到打压。疫情发生以来，面对经
济下滑的严峻形势，日本国内舆论
认识到，单纯依赖美国是行不通
的，需要通过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合作抵消对美经贸压力，挽救国内
经济颓势。因此，日本积极强化对
外经贸往来并加入 RCEP，希望以
外贸拉动经济。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
系教授 刘江永

经贸关系彰显韧性 疫情之下逆势增长

中日携手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
本报记者 李嘉宝

日本财务省近日发布2020年贸
易统计速报，日本2020年出口总额
同比下降11.1%，但是对中国出口
额同比增长2.7%。中国成为2020年
日本唯一的出口增长对象国。中国
时隔2年再次取代美国，成为日本
最大出口国。

中日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
体，在百年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
的大背景下，中日双边贸易呈现出
哪些新亮点？中日经贸关系逆势发
展，动力何在？从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视角观察，中日经贸合作路在何
方？就这些问题，本报邀请3位国
际问题专家进行深度对话。

热 点 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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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
究所教授 周永生

刘江永：从疫情下世界市场的
变化来看，中日贸易取得较好的成
果，可谓水到渠成。过去一年多
来，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抗击疫情和
复苏经济的双重挑战。日本及其主
要欧美贸易伙伴陷入两难困境，贸
易处于停滞或衰退状态。

反观中国，处理好了可持续防
疫和复工复产两者的关系。2020
年，中国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进
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连续第三
年举办进博会，加快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畅通国际物流运输做出了突出
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对作为出口导
向型经济体的日本来说，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大
市场至关重要。与中国保持稳定的
经贸关系，将中国视为海外市场的
关键一环，是目前日本经济界的普
遍共识。日本有识之士应能认识
到，所谓对华“脱钩”已经走到穷

途末路，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
规律，也不能满足世界供需关系的
内在需求，同时在事实上也是做不
到的。未来，中日经贸合作潜力有
望进一步得到释放。

李清如：后疫情时代，中日经
贸合作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
凸显。

从宏观层面看，中日经贸合作
可提升外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
献，促进日本经济复苏。根据日本
内阁府的GDP统计数据，自2019年
第四季度起，日本实际 GDP增长率
连续三个季度为负数。到 2020 年第
三季度，日本经济有所恢复，实际

GDP 增长率为 5.3%，外需贡献了其
中的一半。这说明，日本对中国出
口的增加，对于日本宏观经济的恢复
和增长是有明显作用的。在日本国内
消费低迷、少子老龄化加速发展造成
总人口减少和市场规模收缩的趋势
下，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对
于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将更加显著。

从微观层面看，中日经贸合作
可改善日本企业收益，维持企业生
存和发展。调查显示，疫情期间，
很多日本企业的盈利主要靠来自中
国的利润支撑。以日本汽车企业为
例，2020 年，日本丰田汽车在华销
售量与上年相比增加了10.9%，创下

两位数的增长纪录；本田汽车增加
了 4.7%，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该公司
最大的销售市场。无论是对华出口
的日本企业还是在华投资的日本企
业，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

周永生：中日经贸关系具有极
强的互补性。一方面，日本对中国
的农产品、一般机械产品需求量
大。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日本生产
的高科技产品、材料产品等。可以
说，中日两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密
不可分。

中日政府及民间都有推动双边
关系向好发展的积极意愿。2018年5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
同年 10 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访华。中日高层互访为开展经贸合
作奠定了政治基础。疫情发生以
来，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互相
支援，共渡难关。2020年 11月，中
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日本，
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达成五点重要
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进一步推动
了中日友好。

刘江永：在亚洲经济一体化推
进的大背景下，我看好中日经贸关
系的发展前景。RCEP 达成的相关
共识将为国家间贸易往来提供更多
便利，加快货物、资金、技术和人
才在市场经济规则下的流动，通过
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为各国经济发
展 提 供 更 多 动 力 。 RCEP 的 参 与
国，在实现关税降低乃至减免后，
各自的比较优势将能够得到更好的
发挥，这有利于各国增加就业，提
高民生福祉，促进经济增长。RCEP
将形成一股活水，在亚洲地区建立
一个流动型的市场。在 RCEP 框架
内，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发

展，受益的是包括中国、日本在内
的亚洲各国。

周永生：中日两国是亚洲地区
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中
日两国都有第三方市场合作计划，
这将为亚洲地区的第三方合作注入

大国动力，有力推进区域合作的发
展。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在制造
业、高新技术等方面具有世界领先
优势。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实力不
容小觑。中日两国加强合作，将促
进亚洲市场的繁荣，对区域经济发

展产生强大的带动作用。
李清如：中日加强经贸合作，

有助于强化区域内供应链的韧性和
抗风险能力。在新冠疫情下，全球
贸易模式正在发生重构，全球供应
链将向着区域化以及次区域化方向
聚集，区域供应链的稳健性越发重
要。RCEP 协议签署后，中日首次
达成关税减让安排。接下来，进一
步加强中日经贸合作，为两国企业
提供生产和经营的稳定区域环境，
对于增强区域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健
性和强韧度，提升抵御区域外风险
冲击的能力，促进中日两国共建国
际经济秩序，均具有积极意义。

疫情下中日贸易往来呈现哪些亮点？
“中国正在拉动疫情下陷入低迷的日本出口的复苏。”《日本经济新

闻》报道称。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据，2020年日本对华出口增加的
主要是有色金属、汽车、塑料、纸张和纸制品，增长幅度分别为
41.1%、15.8%、8.7%和26.6%。

中日经贸合作的基础和动力有哪些？

受疫情影响，中日经贸往来曾一度受挫。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
恢复，两国经贸合作表现出了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数据显示，2020年
下半年，日本对华出口在连续六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对华进出口总
额从当年8月起出现稳定上升趋势。

中日经贸合作前景如何？中日经贸合作前景如何？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刊文称，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预计，通过RCEP建立联系的中日韩三国出口将大幅度增加，而增幅中
的很大一部分会来自三国间的贸易。有日本智库指出，经过疫情的磨
炼，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供应链将会更加稳固和强韧。

2月 1日，在克罗地亚西北部戈尔斯基
科塔尔山地地区，人们在雪后的洛克韦湖
畔游览。 克里斯蒂娜摄 （新华社发）

雪后湖山雪后湖山

200万人

意大利多地从2月1日起放松管控措
施，但每晚10时至次日凌晨5时的宵禁
仍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并禁止民众除健
康原因等特殊情况外在国内跨地区出
行。同时该国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意大利政府官网2日发布的新冠疫苗接种
信息显示，意大利已有超过200万人接种
了疫苗。截至目前，意大利疫苗接种计
划中第一类需接种人员已基本覆盖。

左图：2 月 1 日，在意大利首都罗
马，音乐家在重新开放的斗兽场内表
演。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摄

4.9%

新西兰统计局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0 年四季度新西兰失业率降至 4.9%，
好于市场预期。

数据显示，四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新
西兰失业人数环比减少 1 万人，降至
14.1 万人。不过，当季失业人数仍比
2019年同期多2.5万人。三季度新西兰失
业率曾攀升至5.3%，创下自1986年有统
计以来最大季度增幅。尽管四季度失业
率下降，但仍高于前几年的水平。

左图：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集
装箱码头。 新华社记者 郭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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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联社报道，2 月 2 日，韩国国
防部发布《2020国防白皮书》，将日本
称为“邻国”，替代以往称日本为“伙
伴”的表述。这是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
第二次发布国防白皮书。在阐述与周
边国家的国防交流合作的章节中，新
版白皮书反映了趋冷的韩日关系。有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就白皮书中所涉
及竹岛（韩国称“独岛”）问题、日本巡
逻机等问题召见韩国武官表示抗议，
称这令人非常遗憾且无法接受。

关系趋冷

据韩联社报道，新版国防白皮书
在阐述与周边国家的国防交流合作的
章节中，将日本的排序降至第二，位于
中国之后，称“不仅是两国关系，为了
东北亚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
韩日作为邻国理应保持合作”。这与此
前“韩日两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互
为亲密邻居，也是共同致力全球和平
与繁荣的伙伴”表述相比，大打折扣。

新版白皮书指出，日本部分政治
领导人挑衅独岛 （日本称“竹岛”）
主权、2018 年日本巡逻机低空飞行
威胁韩国军舰以及对此单方面发布本
末倒置的言论严重影响韩日两国国防
关系。而2019年7月日本对韩国采取
出口限制措施成为两国发展面向未来
双边关系的重要障碍。白皮书称，今
后将严正应对日本歪曲历史、主张独
岛主权等不当行为，但同时愿同日方
继续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
的和平与稳定。

“今年的白皮书中，将日本称为
‘邻国’而非此前的‘伙伴’，更像是
一种措辞上的微调，反映了 2019 年
以来韩日关系的基本情况。即便如
此，新的白皮书中为了双边、区域乃
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保持合作的提
法，仍保留了某种‘合作伙伴’的涵
义，并没有决裂或者‘撕破脸’，留
有转圜的余地”。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白皮书中对于韩
日关系的阐述，反映了韩国主观上为
韩日关系降温的态度，也是对遭受

“友邦”日本经济制裁之后韩国国内
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回应。

摩擦不断

近年来，韩日频频在历史和现实
问题上发生摩擦。2018 年，韩国最高
法院裁定日本企业赔偿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遭强征韩国籍劳工。2019 年，
日本对用于智能手机及电视机的半导
体等制造过程中需要的3种材料加强
面向韩国的出口管制，并将韩国移出
贸易“白名单”。作为回应，韩国威胁放
弃续签《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
在独岛进行超出往常的大规模军演。

“日本就韩国国防白皮书表态，
几 乎 是 每 次 都 会 进 行 的 ‘ 例 行 动
作’，一般涉及历史问题、争议领
土、军事摩擦等议题，无需对此过分
敏感，进行过度解读。但韩日摩擦不
断，反映了两国间存在的结构性矛
盾。”董向荣分析，在韩国，受日本
殖民的历史记忆以及赶超日本的心态

衍生出强烈的对日民族主义。近年
来，随着韩国经济增长、国际影响力
不断上升，韩日两国的相对地位发生
结构性变化，韩国的心理优势不断增
强，要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更加认真
地反省。与此同时，日本在独岛 （日
本称“竹岛”） 问题、慰安妇等领土
和历史问题上的做法始终难以达到韩
国要求，这些议题一旦遇到贸易摩擦
或政治摩擦就被重新引爆。

僵局难解

美国国防部2日就韩日围绕韩国
国防白皮书涉日本表述产生的矛盾表
示，韩国和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
重要的同盟国。韩美日三国合作在应
对朝核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
道导弹威胁，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
稳定方面必不可少。美方相信韩日也
就此意见一致，今后将与韩日两国继
续谋求扩大合作，携手应对威胁。

董向荣分析，韩日是美国在亚洲
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始终希望两国
改善关系，增强美国的亚洲盟友体系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近年来，随着韩
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韩国的变
化，原来隐藏的深层矛盾慢慢浮出水
面。随着韩国国力不断增强，其对日
态度可能更加强硬。即便如此，韩日
在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
等方面相互认同，韩日间的经贸、人
员往来始终非常密切。可以预计，两
国间相互纠缠的局面短期内不会出现
趋势性的转变。


